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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研究把植物园对当地土著植物的引种
、

栽培和保护称为
“

近地保护(ne 盯 sit
e
co ns

e rv a -

tio
n

)
” ,

并以植物的适应性和是否正常生长发育或 (和)开花结果
,

即
“

从种子到种子
”

的全过

程作为评价保护有效性的标准
。

通过对一些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在不 同植物园的
“

迁地保护 (ex

瓜
u C

on se o ati o n

)
”

与
“

近地保护
”

的有效性进行比较
,

结果表明
, “

近地保护
”

的有效性远远高于
“

迁地保护
” ,

其主要原因是气候与生境是否相似
,

尤其对于那些生态幅狭窄和对生境要求特殊

的种类而言
。

由此
,

作者建议
,

若 以保护为主要目的
,

植物园应特别注重 当地区 系成分的引种
、

栽培和保护
,

以此组成一个国家的植物 园保护网络
,

使我国的植物多能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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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舀

植物迁地保护 (ex
situ e o n se rv a tio n )是

对受严重威胁植物进行保护的一项重要措

施
。

植物保护的历史实践表明
,

以植物多

样性为基本特征的植物园(树木园 )是植物

诺亚方舟
。

自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起
,

我国

植物园几乎与国际上的植物园同步
,

挑起

了植物多样性保护的新重担
。

据中国科学

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对我国 11 个植物园

保存植物的最新统计
,

它们共保存了我国

的 2 2 0 0 0 多种植物
,

占了我国 33 00 0 种植

物的 2 /3
,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科技成

果
。

然而
,

人们必然要问
,

这些迁地保护植

物的效果如何 ? 2 008 年
,

笔者通过对 11 个

植物园的有关资料查 阅和进行了一些考

察
,

发现在迁地保护的植物中
,

生长和适应

性良好的只占了 48 %
,

中等的占 40 %
,

差

的占 12 % ; 已开花的种类只占 38 %
,

而结

果的只占 24 % t’〕
。

若以
“

从种子到种子
”

的标准进行评价
,

其有效性较差
,

应引起植

物园界的高度重视
。

影响植物迁地保护有效性因素是多样

而复杂的
,

既有植物本身的生物一生态学

特性的问题
,

也有保护的方法与技术问题
。

通过对诸多因素的分析
,

笔者认为
,

在我国

植物迁地保护中
,

造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原

因之一是植物的生态适应局限性和植物迁

地保护的生态环境与植物原产地的差异较

大所致
。

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 内

容
,

即对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进行迁地

保护与近地保护的有效性进行比较
。

引种到气候区外
,

环境条件差异较大的其

他植物园进行栽培
、

保存的称为通常的
“

迁

地保护
”

(ex
situ e o n s e rv a tio n

)
。

通过有关

文献的查阅和进行必要的考察
,

以植物的

适应性和生长发育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
。

1 9 9 8 年
,

笔者曾在出版的《稀有濒危植

物迁地保护的原理与方法》一书中提出了
“

活植物迁地保护成功的评价
”

的 3 个层次

的标准
,

即(l) 起码的标准
:
从种子到种子 ;

(2 )进一步标准
:

保存与代表性和(3) 最终

的标准
:

保持与防止性 [’〕
。

由于包括我国

在内的世界植物园
,

只是到了 2 0 世纪七八

十年代才开始有目的地担负起植物多样性

保护的历史重担
,

除了少数的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就已被

种植在植物园外
,

绝大多数是在此后才逐

步被引进的
,

它们中的一些大
、

中乔木种类

或生命周期很长的种类
,

多数还未达到开

花
、

结果的发育阶段
。

因而
,

本研究对植物

近地与迁地保护的有效性评估所选择的评

估标准只能是上述 3 个层次中
“

起码的标

准
” : “

从种子到种子
” ,

而且也只能以适应

性和生长势的强弱去评估那些尚未达到开

花结果和繁衍后代的植物种类
。

植物保护有效性评估对象与标准

本研究以原产或分布在我国滇南西双

版纳地区的部分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为对

象
,

把它们被栽培
、

保存在当地的中国科学

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XT BG )称为
“

近地

保护
”

(
e o n s erv a tio n n e a r site )

,

而把它们被

2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近地保护的

效果

XT B G 地 处 滇南 的北热 带地 区
,

从

19 5 9 建园以来
,

该园就把当地西双版纳植

物资源的调查
、

收集
、

栽培和保护当成 自己

的重要科研任务之一
。

在此期间
,

XTBG 的

马信祥和 肖来云等〔’川
,

先后调查并报道了

数十种当地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在该园栽

培后的生长发育及适应情况 (一些种类的

开花结果是近期调查而加上的 )
。

对他们

的研究资料
,

本文只选择其中树龄较大的

数据列于表 1
,

作为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近

地保护效果评估的重要基础
。



中国植物园

表 1 XTB G 近地保护当地国家重点保护植物(38 种)的效果

植物种类 作者
树龄 高生倒

“) 径生长(cIn ) 生长适应性 发育状况

(年 ) 总量 年均 总量 年均 生长势 适应性 开花 结果

野生分布的森林植被

(海拔高度 m )

顶果木

Ac ~
, 。夕创 in 扣li 。

榆绿木

A刀D g e山us ac “
而na ta

.

血封喉

A瓜ia南 tox l《观 rla

2 0 2 1
.

2 3 06 18
.

7 1 0
.

94
+ + + + + + .

热带季节雨林(600
-

1 2 0() )

10 9
.

8 6 0
.

9 9 1 1
.

10 1
.

44
+ + + + + + .

热带季节雨林(600
-

1 100 )

aoaOXX

6 3
.

3 3 0
.

5 6 2
.

6 0 0 4 3 + + + + + + .
热带季雨林 (600

-

1 1(X) )

土沉香
Aq “ila ri a sine ns is

儿a o 10 6
.

3 8 0
.

64 7
.

4 8 0
.

9 5 + + + + + + .
热带季节雨林(60 0 -

1 2(X) )

滇菠萝蜜

Arto ca , 璐 lac ko oc ha
M a 6 5

.

3 8 0
.

90 4
.

24 0
.

7 1 + + + + + + . 立
热带季节雨林(600

-

1 20() )

锯叶竹节树

ca ra “必 diP帅et ala
2 0 13

.

0 1 0
.

6 5 14
.

06 0
.

7 0 + + + + + + . ▲
热带季节雨林(6加

-

1 2(X) )
aoao刀刀

董棕

Ca ryo ta “re ns
2 3 8

.

4 1 0
.

3 7 4 2
.

6 2 ]
.

85 + + + + + + .
热带 季雨 林 (6 00

-

1 0 5 0 )

油朴

ce l￡is 二
igh

￡11
Ma 3 0

.

50 0
.

17 1
.

(X) 0
.

3 3 + +
热带 季雨林 (6 00

-

1 1(X) )

蓖齿苏铁

〔扮
cas p ec tina ta

刀a o 2 1 1
.

3 6 0
.

0 6 3 0
.

4 0 4 5 + + + + + + .
热带 季雨林 (600

-

1 5(X) )

云南苏铁

C
.

s记ne ns is
心

X盛a。 ] 9 0
.

9 0 0
.

05 (1 7
.

6 6 X0
.

9 3 ) + + 十 + 十 十 .
热带 季 雨林 (6以〕

-

1 50() )

版纳黄檀

D elb erg 乙a
.

加
e a

X ja o 1 1 9
.

2 0 0
,

84 8
.

2 4 0 7 5 + + + + + .
热带 季雨 林 (800

-

1 3(X) )

海南龙血树

D 八“ae na
c a m 6o d记na

儿 a o 2 2 4
.

70 0
.

2 1 (14
.

4 9 X0 6 6 )
+ + + + 十 + .

石灰山季雨林 (900
-

1 30() )

剑叶龙血树
D

.

c oc hinc hine 瓜臼
X ia o 2 2 6

.

16 0
.

2 8 16
.

9 3 0
.

7 7 + + + + 十 + .
石灰山季雨林(900

-

1 3 0 0 )

云南石梓

‘砒Zina
a rb o re a

X ia o 13 1 5
.

5 7 20 2 3
.

47 1
.

8 1 + + 十
+ + + .

热带季雨 林 (600
-

1 1印 )

光叶天料木
产扬爪口“u m l助tic u m

X ia o 5 4
.

5 5 0
.

9 1 7
.

85 十 + 十 + + + .
热带季节雨林(600

-

1 l0() )

滇南风吹楠

Ho rsj 论l己i
a tet ra teP a la

琴叶风吹楠

H. Pa
n d “ r

动
〕
如

X ia o 2 1 15
.

0 0 0
.

7 1 4 5
.

15 2
.

15 + 十 +
+ + + .

热带季节雨林(6 00
-

1 O0() )

X iao 2 1 16
.

70 0
.

80 33
.

5 5 1
.

60 十 + 十 + + + .
热带季节雨林 (600

-

1 2 0() )

云南紫薇
乙咭已。‘勿已m ia in te n ne d ia

M a 3 1
.

1 8 0
.

3 9 (1
.

9 4 )(0
.

65 ) 十 + 十 + 十 + .
热带季 雨林 (600

-

1 2 0 0 )

五枉果木姜子

L“‘e a d il距n

如2必
兄 a o 2 0 1 1

.

23 0
.

5 6 2 4
.

1 5 1
.

2 1 十 + 十 + + + .
热带季节雨林 (6 0(]

-

l 侧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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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的 3 8 种植物
,

它们在 X T BG 进

行近地保护而适应性强的有 35 种
,

占总数

的 9 2 % ;适应性弱的只有 3 种
,

其中油朴虽

然分布在 低丘 石 灰 岩 石 山 地 (600
-

1 ro o m )
,

由于它对钙质土生境要求严格
,

虽多次引种
,

但在砖红壤性红壤上长势很

差
,

慢慢死 去 ; 云南翅子树原产 于 海拔

1 2 0 0 一 1 4 6Om 的石灰岩石山
,

鸡毛松主要

分布在海拔 1 200
一 1 300 m 的山地雨林

,

在

海拔高度仅 580 m 的 X TBG 适应性也 差
。

生长势强的有 犯 种
,

占总数的 84 %
,

中等

和差的各有 3 种
,

都占总数的 8 %
。

生长势

中等的都是那些分布在海拔较高的种类
,

而生长势差的都是那些生态环境不适应的

种类
。

在所观测的种类中
,

有 17 种的年均

增高和 (或)胸径增粗超过 1
.

o m 和 1
.

oc m
,

占4 5 %
。

已开花结果的有犯 种
,

占所有种

类的 84 %
,

还有 3 种高大乔木还未达到开

花结果的树龄
。

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近

地保护的效果
,

表 2 列出了 11 种植物在野

生状况和近地保护下的生长比较
。

它们的

年均增高和增粗在野生状况和在 XT BG 的

近地保护分别为 0
.

7 o m
、

0
.

99 e m 和 0
.

sZ m
、

1
.

18c m
,

后者优于前者
。

其中近地保存的

年均增高和增粗都超过其野生种群的有 7

种和 8 种
,

分别占总数的 64 % 和 73 %
。

最

突出的是望天树和广西青梅
,

它们都是龙

脑香热带雨林的建群种
,

它们在近地保护

的树高和胸径(地径 )的增长分别比野生状

况高 7 一 n 倍和 12 ~ 16 倍
。

而其他的 4

种
,

占总数的 36 %
,

它们多分布在海拔较高

的热带季节雨林或热带季雨林
,

具有较宽

的生态幅
,

它们在低山的近地保护中因光

温
、

水湿等条件 的变化使其年均增高和

(或)增粗略次于野生条件
,

但其差异不太

大
,

减少的幅度仅 1
.

0 % 一 6
.

0 %
。

表 2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近地保护与其野生状况的生长比较
’

近地保存

野生种群

树龄
. ‘

(年 )

树高(m ) 胸径 (。二 )

植物种类
总量 年均

2 1
.

2 3 1 0 6

总量 年均

野生分布植被

海拔高度(。)

nU八曰,一,‘X TB G

顶果木 热带季节雨林(600
一 1 2 00 )

榆绿木

版纳黄檀

版纳勋腊龙陵

X〕13G

版纳小橄榄坝

X TB G

版纳动腊补蚌

X TB G

版纳励腊励仑

X TB G

版纳景洪小街

X TB G

版腊勋腊励仑

X TB G

版纳动腊补蚌

30
.

10

1 8
.

7 1

29
.

5 0

l 0

l0

9
.

8 6

6
.

0 0

1 1
,

10 1
.

1 1

0
,

70
热带季雨林 (600

一 1 100 )

l2

l2

6
.

3 8

0
.

5 4

0
.

5 3

0
、

0 5

0

(0
热带季雨林(800

一 1 300 )
、1.J

,一月叶了nnU

In,
八石,‘

云南石梓

l3

35

巧
.

5 7

2 5
.

00

1 20

0
.

7 1

(0
.

5 3 )

2 3
.

4 7

4 5
.

00
热带季雨林(60 0 一 1 100 )

光叶天料木
2 1

、

90

7
.

8 5 1
.

57

33
.

(X) 0
.

8 3

热带季节雨林 (600
一 l 】oo )

l0
, ,

7030418
.

5 6

2 0
.

8 0

23
.

4 9

33
.

9 0
热带季雨林(6 00

一 1 800 )

00
0-,‘

合果木

望天树

! 2

l2

5
.

5 6

0
.

7 2

0
.

4 6 9
.

8 6 0
.

82

0
.

0 6 (0
.

8 6 ) 0
.

07
热带雨林(600

~ 9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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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

一一一一
植物种类

近地保存

野生种群

树龄二

(年)

树高(m ) 胸径(
Cm ) 野生分布植被

海拔高度(m )

X T BG 17
.

65 0
.

9 3 32
.

4 1 7 l

绒毛番龙眼 热带季节雨林 (600
一 1 100 )

版纳勋腊龙陵

X T BG

版纳勋腊龙陵

X T BG

版纳勋腊龙陵

X T BG

版纳勋腊补蚌

X T BG

野生状况

3 6
.

50 0
.

64 44
.

5 0 0
.

7 8

027
.

i胜且一曰、

2 8
.

9 3

2 0
.

30

0
.

9 3 4 2
.

9 8 1
.

3 9

热带季节雨林(6 00
一 1 2 00 )

1
.

5 6 3 7
.

8 0 2
.

90

1
,、,,
-

多果榄仁

红椿

14
.

17

2 4
.

27

0 4 9 3 2
.

15 ll

热带季节雨林(6 00
一 1 2 00 )

0
.

8 1 30
.

5 0 0 2

Q0
�乙飞

版纳青梅

6
,

3 8

0
.

54

0
.

5 3 7
.

4 2 0
.

62

热带雨林 ( 6 (X)
一 1 10 0 )

0
.

0 5 (0
.

5 3 ) ( 0
.

04 )

,�2
勺.且1工

0
.

8 2 1
.

18

平均
0

.

70 0
.

9 9

,

资料来源
:
肖来云等阵马

,

() 括 号内数字系地径 ; , ,

野生种群的树林是通过生长锥取样而测定
。

3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在迁地保护的

生长适应状况

近 30 年来
,

分布在西双版纳热带雨

林
、

热带季节雨林和热带季雨林等的一些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先后被引种到我国亚热

带的一些植物园进行迁地保护
。

那些地方

的生态环境与西双版纳有不同程度的差

异
,

如表 3 所示
。

表 3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近地与迁地保护的环境条件

植物园 (代号 ) 经纬度

海拔

高度

( m )

版纳植物园 ( XT B e )

昆明树木园 ( KA )

昆明植物园 ( KBG )

桂林植物园 ( G BG )

厦门植物园 ( x BG )

2 1
“
4 1

‘

N
,

10 1
“
2 5

’

E

2 5
“
0 8

’

N
,

10 2
0
4 5

’

E

5 80 一 6 (X)

1 5 00
一 2 仪〕O

年均

温度

(℃ )

2 1
.

8

14
.

7

1 月

均温

(℃ )

15
.

8

均温

( ℃ )

2 5
.

8

极端

低温

( ℃ )

3
.

0

极端

高温

(℃ )

4 0
.

5

年均

降雨

(
r o n , )

1 4 5 0

一 9
.

0

2 5
“
0 1

’

N
,

102
“
4 1

‘

E 9 8 0

25
0
0 1

‘

N
,

110
0
17

尸

E 180 一 3 (X)

14
.

7

19
.

2

9
.

5

8
.

6

2 0
.

9 一 5
.

4 3 1
.

5 1 (X) 7

2 8
.

4

2 4
0
2 3

‘
N

,

1 17
0
5 3

’

E 2 5 一 2 50 2 1 2 1 2
.

0 2 8
.

6

一 4
.

0 3 8
.

0

1
.

5 3 8
.

4

相对

湿度

( % )

85
.

0

6 8
.

2

73
.

0

7 8
.

0

74
.

0

3
.

1 昆明植物园和树木园的迁地保护

云南昆明地处我国中亚热带内陆季风

区
,

年均气温 比西双版纳低 7 ℃ 左右
,

绝对

最低温度
一 5 - 一 9℃

,

而水湿条件也比西

双版纳差得多
。

因而
,

分布在西双版纳热

带雨林中的一些对光温
、

水湿条件要求较

高的植物
,

如望天树
、

云南石梓
、

山红树
、

油

朴
、

滇南风吹楠等只能在温室内栽培
,

无法

露地越冬
。

昆明植物园于 19 89 年从西双

版纳引人望天树
,

幼苗在荫棚下 的生长尚

好
,

但在 19 93 年露地种了 3 株
,

幼嫩叶片在

当年冬天受冻
,

第二年恢复生 长
,

至 19 98

年初冬
,

株高长至 3 m
,

而于 1999 年 l 月遇
一 5℃的低温

,

全部冻死
。

多次从西双版纳

引种的云南石梓
,

在 0℃ 时
,

地上幼嫩部分

受冻
,

在
一 2℃ 时

,

整个植株都被冻死〔’〕
。

而一些分布到西双版纳中山 ( 海拔 高度

90 0 一 180 o m ) 和具有较宽生态幅的植物
,

虽



中国植物园

然在昆明可以迁地栽培
,

但表 4 表明它们

的适应和生长都较差〔‘〕,

远远比不上在 x T-

BG 的近地保护【‘〕
,

其年均增高和增粗分别

只有近地保护的 22 % 和 34 %
,

也难以达到
“

从种子到种子
”

的标准
。

表 4 植物在近地(X T B G )与迁地《K A )的生长适应比较
’

树高(二 ) 胸径(cm )
备 注

一�一
一

一
淞闻巍性“种类 一

砂
地

篡
2120187105蓖齿苏铁 XTB G

生长

势

+ + + + + 十

K A

合果木 X TB G + + + 十 十 十

土沉香 十 十 + + + 十

1
.

3 6

0
.

2 1

18
.

5 6

1
.

6 6

6
.

3 8

0
.

0 8

生长发育正常

冬春寒害

生长发育正常

冬春寒害致死

长发育正常

冬春寒害

平 均

KA

近地

迁地

近地

迁地

近地

迁地

近地

迁地

0
.

06

0
.

0 1

1
.

03

0
.

37

0
.

64

0
.

0 2

0
.

58

0
.

13

30
.

4 0 1
.

4 5

17
.

(X) 0
.

8 1

23
.

4 9 1
.

3 0

1
.

6 9 0
.

2 4

9
.

4 8 0
.

9 5

1
.

0 5 0
.

2 1

1
.

2 3

0
.

4 2

XT B G :
肖来云等

,

19 9 6 ;
KA

:
甘家生等

,

19 9 8
。

3
.

2 桂林植物园的迁地保护

广西桂林植物园地处 中亚热带气候

区
。

虽然它的水湿条件与西双版纳相似
,

但年均温和最低月均温都比西双版纳低
,

而极端最低温度低了 7℃
,

到了
一 4 ℃

,

所

以
,

一些从西双版纳和从桂西南引种的同

一种植物
,

它们在该园迁地保护条件下还

是可以生长
,

仅是冬春的低温对其影响较

大
,

大多数种类不能 (或尚未达到 )开花结

果
,

如表 5
。

表 5 植物在 G B G 迁地和 X几G 近地的生长适应比较
’

植物种类 保护地
保护 树龄 高度生长 ( m ) 胸径生长(

c m )

类型 ( 年)
生长势 适应性

一�一
一
�

�见血封喉二

锯叶竹节树

五枉果木

姜子

香籽含笑

G B G

X T BG

G B G

X T BG

G BG

X T BG

G BG

X T BG

G B G

X TB G

该; BC

X TB G

G B G

X TB G

G B G

X TB G

迁地

近地

迁地

近地

迁地

近地

迁地

近地

迁地

近地

迁地

近地

迁地

近地

迁地

近地

望天树

多果榄仁
中 ‘

广西青梅

0
.

2 4

3
.

3 3

0
.

3 7

4
.

6 6

0
.

2 8

2
.

15

3
.

3 7

里4
.

0 0

0
.

2 5

2
.

5 2

0
.

10

4
.

6 1

0
.

2 5

6
.

3 8

平 均

0
.

12

0
.

5 6

0
.

0 5

1
.

5 5

0
.

04

0
.

4 8

0 4 2

0
.

93

0
.

06

0
.

50

0
.

10

1
.

54

0
.

0 6

0
.

5 2

0
.

12

0
.

7 3

( 0
.

3 0 )

2
.

60

( 0
.

60 )

5
.

10

( 0
.

70 )

1
.

9 2

8
,

10

1 8
.

0 8

0
.

6 0

3
.

5 2

(0
.

2 0 )

3
.

3 6

(0
.

6 0 )

7
.

4 9

( 0
.

15 )

0
.

4 3

( 0
.

0 8 )

1
.

7 0

(0
.

0 9 )

0
.

4 3

1
.

0 1

1
.

2 ]

0
.

15

0
.

70

( 0
.

20 )

1
.

12

( 0
.

15 )

0
.

62

0
.

2 4

0
.

89

十 + +

+ + +

+ 十 十

+ 十 十

+ + +

+ + +

+ 十 +

+ + 十

不耐寒
,

防护越冬

生长发育正常

较耐寒
,

喜半阴

生长发育正常

较适应

生长发育正常

较耐寒
,

耐旱

生长发育正常

基本适应

生长发育正常

幼苗需防寒

生长发育正常

不耐寒
,

忌强日晒

生长发育正常

*
资料来源

:
马信祥等

,

19 93 ;王才明等
,

19 9 4 ; 肖来云等
,

19%
( ,

( ) 内数字为地径 ; * * 两园保存同一种源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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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BG 先后从西双版纳引进见血封喉
、

多果榄仁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

实施迁地

保护
,

它们的适应性都较差
,

幼苗需防护才

能越冬
,

生长缓慢
,

其平均年增高和增粗仅

有它们在 X T BG 近地保护的 10 % 和 23 %
。

此外
,

G BG 对在西双版纳有分布而从桂西

南引种的 5 种植物进行迁地保护
,

它们多

数基本适应桂林的环境条件
,

但年平均增

高和增粗仅为 XTB G 的近地保护的 巧%

和 3 2 % 〔’
·

,
,

, 〕
。

3
.

3 厦门园林植物园的迁地保护

福建厦门园林植物园的温热
、

水湿条

件较接近西双版纳
,

属南亚热带季风海洋

性气候
。

该园先后从西双版纳引种了 ro

种稀有
、

濒危植物
,

实施
“

迁地保护
” ,

它们

是蓖齿苏铁
、

云南苏铁
、

望天树
、

广西青梅
、

顶果木
、

剑叶龙血树
、

云南肉豆范
、

董棕
、

云

南石梓
、

绒毛番龙眼等
。

它们中除了热带

雨林上层建群种望天树和广西青梅不耐寒

和生长较差外
,

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

长势

较好 [s]
。

据调查
,

它们中已开花结果的有

顶果木和董棕
,

虽 开花但未结果的有云南

石梓
。

出人意料的是
,

除了分布在热带雨

林和热带季节雨林的望天树和番龙眼外
,

热带季节雨林和热带季雨林的有些树木
,

如董棕
、

云南石梓等在 X B G 的生长速度还

比 XTBG 快一些 (如表 6 )
,

除了它们具有较

宽的生态幅外
,

也许与其栽培生境更优越

有关
。

表 6 植物在 X T B G 近地与 X B G 迁地的生长适应比较
‘

植物种, 保护地

羹戛生长势 适应性
树龄 树 高(m ) 胸 径(

。m )

(年)
备 注

总量 平均

顶果木

总量 平均

9
.

0 2 1
.

6 5 07
.

了O八j93674167386752叭13914牛丘么6102320665十 十 十 十 十 十

7
lj‘U

OC

董棕

+ 十 + + + +

十 十 十 + + +

16
.

6 7

4 2
.

64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6 5
.

00

云南石梓 + + 十 十 十 十

+ + + 十 + + 12
.

5 3

望天树

近地

迁地

近地

迁地

近地

迁 地

近 地

迁 地

近 地

迁 地

近 地

迁地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 4

绒毛番龙眼 + + + 5

1
.

13

8
.

4 0

+ + + + 4 1
.

4 5

1
.

6 8

0
.

3 6

8
.

79

2
.

15

生长发育正常

生长发育正常

生长发育正常

生长发育正常

生长发育正常

生长发育正常

生长发育正常

冬春受严重寒害

生长发育正常

冬春有寒害

平 均 0
.

9 9

0
.

7 4

3 3

5 7

XTBCXBGxTBGxBGXTBGXBGXTBGXBG�XBG�xBG

·

资料来源
:
马信祥等

,

19 93
;
肖来云等

,

19 %
; X B G 资料系该园高级农艺师陈恒彬先生提供

。

4 讨论

本文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近地保护的

效果评估是以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对分布

或原产于西双版纳的 38 种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为对象
。

以西双版纳的经纬度 21
“

08
‘ -

2 2
“

3 6
‘

N 和 9 9
“

5 6
‘ 一 10 1

“

5 0
’

E 与 X
’

fBG 的

经纬度 2 1
“

4 1
’

N 和 10 1
“
2 5

“
2 5

‘

E 来说
,

研究

对象的野生分布与 XT BG 水平距离都不

远
,

可谓之为近地
。

所以
,

它们在近地保护

中约有 9 0 % 的种类能很好地适应该园的环

境条件
,

生长良好
,

开花结果
,

繁衍后代
,

基



中国植物园

本上达到
“

从种子到种子
”

的标准
,

在物种

层次上的保护是成功的
。

而且由于在
“

近

地
”

保护有人工的管理
,

既满足了它们在幼

苗一更新苗阶段对合适光照的要求
,

又排

除了其他植物的强烈竞争等
,

而大大地减

轻它们在热带雨林条件下受严重抑制的状

况
,

其生长速度都比它们的野生种群有大

幅度的提高
。

然而
,

在 X T BG 进行近地保护的植物

中
,

还有油朴
、

云南翅子树
、

鸡毛松等
,

约占

总数的 8% 表现出对水
、

土的不服
,

适应性

较差
。

其中油朴分 布的海拔 高度虽在

60()
一 1 1(X) m 之间

,

比 X TB G 的 5 80 一 600 m

差别不大
,

但因其生境是石灰岩山地
,

可能

属于
“

喜钙
”

植物而不适应于 XTB G 的砖红

壤性红壤基质
。

而云南翅子树和鸡毛松主

要分布在海拔高度 1 20 0 一 1 40 0 m 的中山

山地
,

那里已属中亚热带气候
,

年均温度一

般是在 18 ℃左右
,

常年冬春还有零度以下

的低温
,

是山地雨林或季风常绿阔叶林
、

常

绿
一
落叶阔叶林

,

甚而针阔混交林的成分
,

而不 大适应 地处海 拔高度仅有 580
-

6 0 0 m
,

地处北热带的 X件G 的光温
、

水湿条

件
,

生长势较差
,

很难达到
“

从种子到种子
”

的保护标准
。

分布于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被引种到中亚热带的昆明
、

桂林

和南亚热带的厦门等地的植物园栽培
,

可

以称为
“

迁地保护
” 。

表 4 表明了蓖齿苏

铁
、

合果木和土沉香等在昆明树木园
,

表 5

表明见血封喉
、

多果榄仁等在桂林植物园
,

它们的生长势
、

生长量和适应性都远 比 X T-

BG 的
“

近地保护
”

差得多
,

也较难达到
“

从

种子到种子
”

的迁地保护标准
。

而表 6 的

厦门植物园则地处南亚热带气候区
,

气候

条件较接近西双版纳
,

他们从西双版纳先

后引种的 10 种稀有
、

濒危植物在该园
“

迁

地保护
”

的效果除了热带性强的少数树种

外
,

其他较接近 XTBG 的
“

近地保护
”

效果
。

综合上述对分布在西双版纳的一些国

家重点保护植物近地与迁地的保护效果评

估
,

笔者认为
,

近地保护
,

即在受保护植物

生态环境相似的近地建立保护基地是对受

严重威胁植物进行有效保护的一个重要科

学措施
,

它比起那些在气候条件差异较大

的地方进行迁地保护要优越得多
。

所 以
,

建议我国植物园在对植物多样性的保护

中
,

应特别重视地方土著植物的保护
,

并以

此组成一个全国性的有效保护网络
。

此

外
,

若以保护为主要宗旨而新建立的植物

园
,

最好是建立在具有大面积自然植被或

自然保护区的地方
。

然而
,

由于
“

近
”

与
“

迁
”

或
“

远
”

是一个

相对的概念
,

在水平距离和在垂直高差多

少为
“

近
” ,

这都需要
“

因地制宜
”

地确定
。

在云南
,

9 4 % 国土 面积是山地
,

往往是
“

十

里不同天
” 。

所以
,

所谓
“

近
”

与
“

远
”

应以

光温
、

水湿
“

气候相似
” ,

或以植被类型的相

似性去界定
,

最好是两者结合
。

然而
,

由于

在同一气候区和
“

气候相似
”

区里
,

不同山

地的地形坡向
、

环境和土壤基质等有较大

的不同而使植物分布生长的生境也有错综

复杂的变化
,

所以
,

除了以
“

植被相似
” 、 “

气

候相似
”

去确定
“

近地
”

保护的种类外
,

还要

特别注意
“

生境相似
” ,

否则就会出现 XTB G

近地保护中的油朴一样
,

生长极差而最终

死去
,

也会出现 GB G 在酸性土上栽培的一

些石灰岩山上的稀有
、

濒危植物所产生的

只开花
、

不结果或虽结果而种子空粒
,

没有

发芽能力的情况仁’〕
。

此外
,

植物园在选择

需保护的物种时
,

还要考虑它们的生态幅

的宽狭
,

即适应性的大小
。

一般而言
,

在 自

然界
,

那些分布范围较广
,

或在历史上曾经

历了环境多次变迁锻炼的物种
,

它们的适

应性都较强
,

较容易近地或迁地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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