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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别山珍稀濒危植物资源及其评价
王 健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珍稀濒危植物是 指植物在科学研究
、

经

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珍贵
、

稀有
、

受威胁
、

濒临灭绝的种类
。

据估计
,

在全球

约2 5万种维管束植物中
,

处于稀有或受严重

威胁状况的植物不少于2
。

5万种
,

占 10 % 以

上
。

我国的植物资源相当丰富
,

现估计在大

约3万种高等植物中有 3 0 0 0 种 (即占10 %的

种类) 处于这种状态
。

目前世界上把受威胁

的植物分为渐危
、

稀有
、

濒危三大类
。

我国也

采用这三种类型划分
,

并根据受 威 胁 植 物

在经济价值和科研意义等方 面所具重要性的

不同程度
,

分别将它们列入国家一二三级重

点保护范围
,

通称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

国家

环境保护局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 1 9 8 7

年2月编辑出版的 《中国珍稀濒危保护 植 物

名录 (第一册 ) 》共列 389 种
。

其中河 南共

有38 种
,

约 占全国种类的 10 % ;
河南大别山

有21 种
,

占河南种 类的 5 5 %
。

植物总数的50 %以上
。

其 中仅药用植物就有

10 9 1种
,

还有许多在其它用途方面经济价值

较高的资源植物
。

然而
,

在远些绚丽多彩的

植物种类中
,

有些植物却正在面临着从该 区

消声匿迹的危险
,

如 金 钱 械 (刀乞p te ; o n ia

: 认 e n : 宕: 0 林v
。

) 在该区自然分布的数量已

经减少到屈指可数的程度
。

另有些植物种类
的数量在迅速下降

,

如就连若干年前在该区

分布较普遍的湖北枫杨 (P te ; o ea r夕a 耘u p e -

h e n s￡5 5 化a 。 ) 现在也是越来越稀 少 T
。

还

有的种类很可能在该区已经灭绝
,

如鸡公柳

(S a Z宕戈 eh i北u n g e n s is S c九n e id e ; ) 是定名

人 19 2 0年根据美国植物学家 B ai le y LH 在该

区鸡公山所采标本命名的新种
,

可是我们在

多年的考察中
,

始终未能找到它的踪影
。

当

然
,

有的植物种类在我们认识
、

了解它们之

前就随着地史年代的流逝
,

悄悄地消失了
,

的

情况也是存在的
。

所有这些现象都要 求我们

哟须广泛深入地开展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工

作
,

同时也要加紧对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用
,

搞好科学管理
。

大别山地处皖
、

鄂
、

豫三省交界
,

约介

于北 纬 3 0
0

1 1 了~ 3 2
“

2 0
产 ,

东经 1 1 4
0

0 0 , ~

1 17
0

04
产

之间
。

河南大别山指的是大别 山 位

于河南省境内部分
,

其东部和北部分别以京

广铁路和淮河为界
,

西面和南面则各自与安

徽和湖北毗邻
。

全区恰好处在从暖温带到北

亚热带的过渡地带
,

地形复杂多样
,

气候温

暖湿润
。

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

自然条件
,

使得一些南北植物区系成分均可

在此分布
,

成为温带和亚热带植物颇好的荟

萃地
。

根据我们几年的调查
、

采集和对原有

标本
、

资料的整理
,

河南大别山共有维管束

植物1 8 5 0种左右
,

占河南省约3 3 0 0种维管束

在河南大别山21 种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

物中
,

属于二级保护的有了种
,

三级保 护 的

有 14种
。

现着重论述它们在该区的分布及其

保护价值
。

(一)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

大别山五针松 (P i。材 :
血b。: h a 怜 en : i :

c h e n g et L a w )
,

濒危
。

仅分布商城 县 海

拔1 2 5 o m 左右
,

生山坡或悬岩
。

大别山特有

种
。

它对研究松属植物在我国不同地理纬度

分布的替代关系
、

系统演化以及探讨大别 山

植物区系的起源
、

与邻近地区植物区系的关

系具有重要 的科学价值
,

为 优良的用材树种



和大别山区造林树种
。

金 钱 松 印
s e 环 d o 不a r 玄x 丸a e m p fe r i

(L 乞。d 乙
.

) G O r d
.

)
,

稀有
。

仅在固始县南

部的武庙乡见有零星几株
,

海 拔约 5 00 m
。

我国特有的 单种属
。

属于古老
、

孑遗种类
,

对研究松科植物的系统演化和区系起源具有

一定的科学价值
。

木材供建筑等工业用
;
树

皮
、

根皮入药
;
种子榨油 ; 树形 优美

,

叶在

秋后呈金黄色
,

观赏价值颇高
。

香 果 树 (E m m e 扎o p r e ; y s 孔e ” ; y 艺

0 2艺,
。

)
,

稀有
。

生山坡 疏 林
,

海 拔 5 0 0一

g OO m
。

我国特产的单种属
,

是该区分 布 的

茜草科植物中仅有的高大落叶乔木
,

对研究

该科的系统演化具有一定科学价值
,

为美丽

的庭园观赏和用材树种
。

杜仲 (E 环 eo m m 艺a “ z ,炸。艺ae s 0 2艺v
。

)
,

稀有
。

分布于海拔4 00 m 左右的疏 林 中
。

我

国特有种
,

是第三 纪古热带植物区系孑遗的

单种科植物
,

对研究我国植物区系的起源和

演化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

为多种用途的经济

植物
。

秤锤树 (5 1件。了a e北艺a 戈夕lo e a ; p a H 环 )
,

濒危
。

产商城等县
,

散生林间海 拔约 8 00 m 处
。

华东地 区特有种
。

该属 仅 3 种
,

以 秤 锤 树

为代表种
,

在研究该属的系统演 化 及 华 东

植物区系的演变方面有一定意义
,

为观赏树

种
。

独 花 兰 (e ha n g n 艺。二ia a ,二 o e , : a

C儿万e 二)
,

稀有
。

分布于海拔6 0 0一1 3 0 0 m
,

生林下阴湿处
。

我国特有种
。

该属仅一种
,

对研究兰科属间的系统演化有一 定科 学 价

值
。

全草和根入药
,

能清热
、

凉血
、

解毒
。

银杏 (G i冷丸g o b 艺10 西a 工艺, : n
.

)
,

稀

有
。

见于低海拔区域
。

著名中生 代 孑 遗 植

物
,

为种子植物中最古老的类型
。

在该区栽

培历史悠久
,

呈半野生状
,

是珍贵速生用材

树种和优美庭园树种测于道树种
。

(二了国家三级重 点保护植物
:

金 钱
‘

械 ( D fp t e r o , : 玄a : in e 炸 : 15

0 1 iv
.

)
,

稀有
。

分布海拔 1 0 0 0一 1 3 0 0 m ,

数量极少
。

特产我国的第三 纪古热带植物区

系孑遗种
。

此属有 2 种
,

对研究械树科植物

的起源和演化具有一定科学价值
,

为优 良的

观赏树种
。

青 檀 ( P云e r o e e乙亡i: 。a r oa r f, : o w 艺f

M二落m
.

)
,

稀有
。

生海拔 90 om 以下河滩 溪

旁
。

我国特有单种属植物
。

木材坚硬
,

可作

建筑器具用材 ; 树皮供造宣纸 , 是石灰岩山

地的造林树种
。

八 角 莲 ( D 夕so sm a v e r s忿p e乙乙‘s

(“a o e e ) M
.

e 瓦e , ; g )
,

渐危
。

生海 拔 选0 0

~ 1 5 5 o m 的山坡林下阴湿处
。

我国特有种
,

是八 角莲属的代表植物
,

对研究该属植物的

演化有一定意义
,

具较高的药用价值和观赏

价值
。

黄 山 木 兰 (M a g n o Z落a C夕艺艺n d r iCa

W 玄25
.

)
,

渐危
。

生长在海拔 4 0 0~ 8 0 0 m 的

山坡
。

华东地区特有种
。

对研究华东地 区植

物 区系的演变及木兰属植物的系统演化具有

一定科学价值
,

是观赏树种
。

楠 木 (P矛乙o eb e z 子: e 玲 n a n s
。

L e 己 e t F
。

N
.

W 成 )
,

渐危
。

生于海 拔 3 0 0 ~ 7 0 0 m 低

山区
。

我国特有种
。

该区是这一植物 自然分

布的最北界
。

木材坚实
,

结 构 细 致
,

有 香

气
,

是建筑
、

造船等工业优良用材
。

厚朴 你Ia g ; : 0 1艺a o ffie艺n a乙15 R e 瓦d
。

e t W ils
.

)
,

渐危
。

生长在海拔 3 0 0 ~ 1 4 0 0

m 约山坡
。

我国特 有 种
。

树 皮
、

花 蕾
、

叶

片
、

果实和种子均能入药
,

以老树皮入药的

价值高
,

主 治伤寒等病症
; 还可 提 取 芳 香

油 ; 也作为观赏及行道树种
。

天 目 木 姜 子 忆玄t
s e a a : 。r ic u la t a

C儿i。n e t C孔e , : g )
,

濒危
。

生 该 区东南部

的鸡公山
,

海拔 7 0 0一soo m
。

特产 华东 地

区
,

对研究华东地区植物区系的演变以及木

姜子属的系统演化有一定科学价
‘

值
。

木材带

黄色
,

供制家具 , 果实
、

根 皮
、

叶 均 可 入

药
。



.

9

野 大 豆 (G 艺y e in o 5 0
才
a s玄e b

. 巴尤

z 二 c o .

)
,

渐危
。

生于海 拔 2 00 ~ 1 2 0 o m 的

山野
、

河岸边或偶见丛林中
。

原产我国
,

是

栽培大豆的野生类型
,

可作为培育各种大豆

新品种的原始材料
;
除主要用作油料外

,

还

可药用
。

i河 楠 (P几口e b e b o “ r 玲 e 玄 (H e 水5 1
.

)

Y a n g)
,

渐危
。

生长在海拔50 0 m 以下
。

特

产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
,

以该 区为其分

布北界
。

木材纹理直
,

结构细密
,

芳香
,

‘

为

优良用材植物
。

明党参 (C h a n g 云环琳 s机夕r n 乞o 恋d e sH
.

W
o 不ff)

,

稀有
。

生 4 0 0 ~ 1 0 O0 m 山坡土壤

肥沃处
。

华东地区特有单种属植物
。

具有很

高的药用价值
,

以根入药
,

有清肺
、

化痰
、

平肝
、

和胃
、

解毒的功用
。

紫 茎 (S‘e 飞节 a ,
·

tia s云n e 林 s艺s R 己h d
。己才

w 止z :
.

)
,

渐危
。

散生在海拔 9 0 0一 1 2 0 o m

的林中
。

我国特有种
,

为紫茎属代表植物
,

对研究该属的系统演化具有一定科学价值
,

可作为观赏树种
。

天 竺 桂 (e in n a m o m u 琳 ja p o n 玄c 肠琳

s 名。b
.

)
,

濒危
。

生 4 0 o m 以 下低山区
。

特产

东亚
。

优质用材
,

种子供榨油
,

树皮
、

叶药

用 , 枝叶
、

树皮可提取芳香油
。

红豆树 (O r m o s‘a h o s ie 玄 H e 哪 5 1
。 e 公

w il : .

)
,

渐危
。

生于海拔 5 00 m 以下的 林

边溪旁
。

我国特有种
。

木材红色坚硬
,

供制

家具和雕刻
;
种子鲜红色

、

发亮
,

可作装饰

品 ; 也有观赏价值
。

天麻 (G a s才r o d ia e Za公a 刀1
.

)
,

渐危
。

生长在海拔 lo 00 m 左右半阴半阳的缓坡
。

我

国著名中药
。

根状茎 含天麻素等多种化学成

分
,

以此入药
,

有息风镇痉作用
。

除这 2 1种列在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

录外
,

根据我们连年在河南大别山的考察情

况
,

确认还有一些植物在该区处于稀有或受

威胁状态
,

也应提醒人们注意
,

加以优先保

护
。 ,

已们是‘ 河南黄岑 (S c u t e zza r ia 子‘o n -

a n e n , 艺s )
、

河南鼠尾草 (S a Zv 云a ho o a o ia )
、

全裂翠雀 (D 。乙p 几i柞‘“摊 : r 艺s o e t“抓 )
、

宽

苞糙苏 份孔了o m 乞
5 o m b r o : a 下 a r 。

艺a忿云b r a e -

t e a 才a )
、

河南权叶械 ( A e o r : o b “ s才“机

v a r 。

孔。: a 林 e n s 巴)
、

四叶景天 (s e d : 。批 g 林 -

a r e ; , z a 公环 ;n )
、

硬毛小升 麻 ( e 玄。艺e f‘g a

a e e r玄凡a 了
.

1:￡s p记郁
a )

、

坷埔树 (M e 不艺0 5 -

峨a b e a m ia n a )
、

三尖杉 ( C o p 孔a lo t a 大 环 s

fo 时 u 件 e￡)
、

湖北枫杨 伊才e r o e a ry a 瓦环 p e -

h 。。 : 止s )
、

青钱柳 (亡夕e Zo e a r 夕a p a z iu r u : )
、

樱树 (T o ; r e夕a g ,
·

a 玲d艺s )
、

膀恍果 (s 才a p 不卜

y王e a h o 乙o e a r p a )
、

天目贝 母 (F r it i工la r -

畜a 附。凡 a , ; t几a )
、

罗汉竹 (P h夕乙10 : t a e h y s

a “ r e a )
、

香槐 (C la d r a s 才乞5 w il: o 儿艺i )
、

野生蜡梅 (Ch ￡m o 凡 a , ; t瓦: 。5 p r a 召e o x )
、

大

斑叶兰 (G 口o d y e r a s e h 正e e h七e o d a 不ia : a )
、

细亭无柱 兰 (A 。: ‘艺o s t ig 。: a g r a e “e )
、

璋

耳细辛 (H 己p a 去iea n o b iZ了s v : : .
a ; fa ti ea )

、

绞股蓝 (G 3, ; ; o : t母爪 m a p e , z t a p 几y ll、 ”: )
、

亮叶桦 (B o t祝 la l二附 艺, , ￡f“ r a)
、

皂荚 (e il。 -

d 玄t“ a : in e o s云s )
、

春 兰 ( C 夕m b id 艺。m

g o o r i儿 g 艺试)
、

牛耳草 (B 。 。a 八夕g r o 舰 e t r ie a )
、

山拐枣 印
。Z云o t入y r s 公5 5 1托 e o s is )

、

野生凌

霄 (C a 。, p s艺5 g r a n d 云flo r a )
、

紫警 (万o s t a

: e 炸rr ￡e o s a )
、

河南唐松草 ( T ha Zie t r “ 。:

九。 凡 a , : 。n s e )
、

金锦香 (0 5 吞ee无ia e h i , : e 玲 -

s艺s )
、

荞麦叶大百合 (c a r d 乞o e r i。 :‘。 c a e -

人a y a n u 琳 )
。

这些植物中
,

有的是该区系特

有种
,

也有的为该区地理新分布种或分布区

域狭窄的种
,

还有的属于古老
、

孑遗种类
。

它们大多数都是具有较高价值的经济植物
,

在山区人民脱贫致富
、

充分开发利用植物资

源方面前景广阔
。

地史上的资料表明
,

河南大别山在经中

生代燕山运动成山以后
,

一直处于相对较稳

定状态
。

由于这种原因
,

加上它过渡带的特

(下转 2 8贞)



主要植被类型的自然植被生产力(Mn) 进行

了计算 (表 6)
。

绪云山自然保护区各主要植

被类型的产量每年为1 2 0 o t一 14 8 o t / k m
“ ,

高

于全国加权平均值 (7 9 o t压m
“
)

,

也高 于亚

洲的平均水平 (8 80 t/ k m
Z
) 6 , 。 如 以保 护

区内各主要植被类型的面积
家
乘其单产

,

则各

主要植被类型的年总产量分 别 为
:

针 叶 林

1 1 3 96
.

9t
,

针阔混交林 3 9 13
.

4t
,

常绿 阔 叶

林9 8 2
。

s t
、

竹林1 3 1 1
.

o t
、

水稻 4 6 4
.

7 t
,

竹杉林

1 9 1 8
。

o t
。

如不计水域
、

旱 地 (约1
。

7 7 2 k m
“

)
,

则整个婿云山 自然保护 区植被面积 (1 4
.

6 49

k m
“
) 的植被年产量约 1 9 9 86

.

8t
,

植被年平

均单产约为 1 3 6 4
.

4 t / k m
“,

高于全国加权平

均值的 72
.

7 %
。

(本文承结云 山自然保护区
、

重庆市气象局
、

北倍气象站提供资料, 承西南师大杜华智
、

赵 彦民

等同志统计部分资料和绘制部分图件 , 承西南师大

亚热带生地所李旭光同志大力文持 , 承北砧气象站

柯昌荣
、

张朝录同志审阅 , 承季芹同志清绘图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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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 杨永岐
:

农业气象中的统计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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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农业气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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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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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张家诚
、

林之光
:

中 国 气 候
,

上 海科 技出版

社
.

1 985

〔‘)汤大清
: 四川省太阳总辐射的气候计算 方 法 和

时空分布特征
,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4
:

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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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5
,

86
.

1 9“

〔6) 朱志辉
、

张福春
:

我国陆地生态 系统 的 植 物 太

阳能利用率
.

生态学报 4
:
3 4 3

.
1 98 6

〔了〕牛文元
:

农业自然条:件 分 析
.

农 业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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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81

〔的 王炳忠译
:

植被产量的 辐 射 因 子
,

气 象 出版

社
.

1 983

铃
各主要植被类型面积是据四川省测绘局出版的l/

万地形图结合野外调查用方格法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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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地理位置以及自然形成的气候
、

土壤等优

越条件
,

从而使得该区孕育了较丰富的珍贵

植物资源
,
这是

一

长江以北相同面积地区少见

的
。

但长期以来
,

人们对植物资源具有多方

面意义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
,

.

过量地进行不合

理的开发利用
,

不仅毁掉了大批 的 珍 贵植

物
,

而且严重地破坏了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条件
,

使许多植物面临着从多到少再到危甚

至灭的困境
。

近几年虽然在该区采取了一些

保护措施
,

情况有所改观
,

但要从根本
_

L扭

转植物受威胁的不利局面
,

拯救河南大别山

的珍稀濒危植物
,

维护当地生态平衡
,

还需

要做大量工作
。 “

挽救植物就是挽救人类自

己 ! ”
我们应当充分利用 当地的自然条件

,

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
,

搞好珍稀濒危植物的

就地保护工作
。

同时
,

要鼓励各个山区林场
、

苗圃等有条件的单位开展引种繁殖工作
,

并

优先考虑濒危种
,

以增加珍稀濒危植物的种

群数量
, 达到保护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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