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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中国已知苦苣苔科植物共有 ８０５ 种(含种下等级ꎬ下同)ꎬ隶属于 ４５ 个属ꎬ
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至华南地区ꎬ其中特有种和狭域种十分丰富ꎮ 由于苦苣苔科大部分种类仅适应于某些

特化的微生境ꎬ因此极易因自身原因和外界因素的干扰而致危ꎮ 为更好地了解中国苦苣苔科已知物种的濒

危风险ꎬ该研究在查阅相关文献且结合最近发表的新分类群中关于濒危等级评估的相关内容ꎬ辅以近年来

实地调查掌握的第一手资料ꎬ对中国苦苣苔科已知物种的濒危等级进行了统计分析和重新评估ꎮ 同时ꎬ依
托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苦苣苔专业委员会、广西植物研究所国家苦苣苔科种质资源库和中国苦苣苔科植

物保育中心平台ꎬ首次创新了从新种发现和发表到濒危状况评估、即时启动保育和园艺新品种培育同步进

行的物种保护新模式ꎮ 分析结果表明ꎬ有必要提高政府相关部门对苦苣苔科植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程度ꎮ
因此ꎬ建议:(１)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紧迫性的认识ꎻ(２)针对濒危的尤其是被评

估为极危(ＣＲ)和濒危(ＥＮ)的类群开展“抢救性”保护、迁地与就地保护和野外回归ꎻ(３)积极开展新品种

培育等方面的研究ꎮ 以上结果和建议是将来苦苣苔科植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前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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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苣苔科(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植物约有 １５０ 属、超
３ ５００种(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ꎬ广泛分布于亚洲的

东部和南部、非洲、欧洲南部、大洋洲、南美洲至墨

西哥等热带、亚热带甚至温带地区ꎮ 在«中国植物

志»(王文采等ꎬ１９９０)、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中国苦苣苔科植物» (李振宇和王印政ꎬ
２００５)和«华南苦苣苔科植物» (韦毅刚等ꎬ２０１０)
出版之后ꎬ中国仍有大量该科植物的新分类群被

发表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中国苦苣苔科植

物种类已有 ８０５ 种( ｈｔｔｐ: / / ｇｃｃｃ. ｇｘｉｂ. ｃｎ)ꎮ 根据国

际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红色名录标准和评估方

法ꎬ在不同时期多版本出版的中国高等植物受威

胁物种名录中ꎬ苦苣苔科物种受威胁种类的数量

呈急剧增加的趋势(汪松和解焱ꎬ２００４ꎻ环境保护

部和中国科学院ꎬ２０１３ꎻ覃海宁等ꎬ２０１７ꎻ覃海宁ꎬ
２０２０)ꎮ 然而ꎬ从全国首个区域性苦苣苔科植物濒

危等级评估角度来看ꎬ仅广西 １ 个省级行政区域ꎬ
该科中受到威胁的种类就达到 ２３１ 种(韦毅刚ꎬ
２０１８ꎻ葛玉珍等ꎬ２０２０)ꎮ

苦苣苔科的物种濒危状况评估大多依据文献

记载、标本记录或专家意见ꎮ 但是ꎬ由于很多类群

难以准确鉴定且近年来其属级分类地位变动频繁ꎬ
而相关标本的遗漏、信息不详和鉴定错误等因素直

接影响到评估结果的准确性(Ｎｉｃ Ｌｕｇｈａｄｈ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此外ꎬ每年新增的大量新分类群中还有相

当部分的种类未被进行 ＩＵＣＮ 濒危等级评价(杜诚

等ꎬ２０２１ꎻ万霞和张丽兵ꎬ２０２１)ꎮ 苦苣苔科植物与

兰科植物一样ꎬ也是评价当地生态环境优劣的重要

植物类群之一ꎬ同样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辛子兵

等ꎬ２０１９)ꎮ 如前所述ꎬ中国已知有 ４５ 属、８０５ 种ꎬ其
中特有种达 ６２９ 种ꎮ 该科植物是极具中国特色的

“明星”类群ꎬ它们虽然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和经济

价值ꎬ但濒危程度高ꎬ并且植物多样性现状不明ꎮ
因此ꎬ本研究及时地对多年前已经发表的“老种”和
近年发表的“新种”的濒危现状进行精准再评估ꎬ以
期为中国苦苣苔科植物保护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文献来源

以«中国植物志»(第 ６９ 卷)(王文采等ꎬ１９９０)、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１８)(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中国

苦苣苔科植物»(李振宇和王印政ꎬ２００５)作为参评

物种的本底基础资料ꎬ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第
一卷:红色名录) (汪松和解焱ꎬ２００４)、«华南苦苣

苔科植物» (韦毅刚等ꎬ２０１０)、«中国生物多样性

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

院ꎬ２０１３)、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覃海宁

６８７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等ꎬ２０１７)、«广西本土植物及其濒危状况» (韦毅

刚ꎬ２０１８)、广西苦苣苔科植物濒危程度和优先保

护序列研究(葛玉珍等ꎬ２０２０)、«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名录»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和农业农村部ꎬ
２０２１)、«中国种子植物多样性名录与保护利用»
(覃海宁ꎬ２０２０)等文献中通过了 ＩＵＣＮ 濒危等级

评估或开展了不同类型濒危评估的中国苦苣苔科

植物物种为基础展开分析和研究ꎮ
１.２ 标本查证

根据国内各大标本馆(如 ＰＥ、ＫＵＮ、ＩＢＫ、ＩＢＳＣ
等)馆藏的相关已被正确鉴定的苦苣苔科植物标本

数据进行评估ꎮ 其中ꎬ中国数字标本馆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ｖｈ.ａｃ.ｃｎ / )是重要的数据支撑来源ꎮ
１.３ 根据新分类群发表时所提供的评估数据进行

再评估

统计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所发表的产于中国

的新分类群和分布新记录种的有关濒危状况信

息ꎬ在此基础上开展专家调研和实地调查工作ꎮ
同时ꎬ结合已知的实际情况ꎬ对这些物种的濒危等

级进行补充划分和调整ꎮ
１.４ 濒危等级评估方法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濒危等级的再评估ꎬ是在

上述参考文献以及新分类群论文中由作者提供的

物种濒危等级评估数据基础上ꎬ进一步以作者团

队野外实地考察和专家咨询为依据ꎬ严格按照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方法和工作流程进行ꎻ主要依据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等级和评估标准( ＩＵＣＮꎬ２０１９)以

及 其 使 用 指 南 ( ＩＵＣ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２０２２ ) 和 地 区 应 用 指 南 ( ＩＵＣＮꎬ
２０１２)等文件ꎮ

２　 结果与分析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中国苦苣苔科植物

的濒危等级评估情况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包含了目前

被评估为极危(ＣＲ)、濒危(ＥＮ)、易危(ＶＵ)、近危

(ＮＴ)、数据缺乏(ＤＤ)、野外灭绝(ＥＷ)以及灭绝

(ＥＸ)的所有国产苦苣苔科植物ꎮ
２.１ 不同版本的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中

苦苣苔科植物的调整情况评析

２.１.１ 受威胁的苦苣苔科植物种类的变化情况分

析　 在«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第一卷:红色名录)
中ꎬ有 ３８ 种苦苣苔科植物濒危状况首次被评估

(汪松和解焱ꎬ２００４)ꎮ 随后ꎬ在 «中国生物多样

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环境保护部和中国

科学院ꎬ２０１３)、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覃
海宁等ꎬ２０１７)中分别评估了 ４８９、６４２ 种苦苣苔科

植物ꎬ其中受威胁的种类分别为 １５４、２０３ 种ꎬ但在

上述时间段内ꎬ尚有 ７２ 种国产苦苣苔科植物虽然

被认为受到了生存威胁ꎬ但仅提供了极危、濒危和

易危 ３ 类受威胁等级的种类ꎬ而近危、无危和数据

缺乏等级的种类却未被列出(覃海宁等ꎬ２０１７)ꎮ
因此ꎬ２０１７ 的数据不能完全体现中国苦苣苔科植

物整体的濒危情况变化ꎮ 同时ꎬ上述评估中都存

在大量数据缺乏的种类ꎬ如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

学院( ２０１３) 所评估的物种中有 ５２ 种 (占比为

１０.６３％)、覃海宁(２０２０)所评估的物种中有 ６７ 种

(占比为 １０.４７％)属于此类情况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在覃海宁(２０２０)的所有物种评估数据中ꎬ有部分

物种并未作任何评估ꎬ故我们暂时将这些物种的

濒危状况视为数据缺乏ꎮ 此外ꎬ一些目前被评估

为无危的种类随着后续野外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开

展ꎬ所了解到的实际受威胁情况会有变化ꎮ 因此ꎬ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中受威胁的种类数量可能还会

进一步增加ꎮ
目前ꎬ中国苦苣苔科植物分类系统的修订已

基本完成(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Ｍö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尽管很多物种的系统位置发

生了变更ꎬ但某个物种的分类隶属关系与其是否

濒危并不存在直接关系ꎮ 因此ꎬ仅有极少数物种

被归并后其种群现状数据发生变化ꎮ 例如ꎬ钟氏

报春苣苔(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ｔｓｏｏｎｇｉｉ)被并入莲座状河池报

春苣苔(Ｐ. ｈｏｃｈｉ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ｒｏｓｕｌａｔａ)ꎬ而莲座状河池

报春苣苔本身又经历了由变种提升为种 [莲座报

春苣苔(Ｐ. ｒｏｓｕｌａｔａ)]ꎬ之后再被恢复为变种等级

的修订ꎮ 钟氏报春苣苔在«中国种子植物多样性

名录与保护利用» (覃海宁ꎬ２０２０)中未被评估ꎬ而
莲座状河池报春苣苔的濒危等级目前已调整为无

危ꎮ 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在文后的附表中均作了

相应的说明(附表 １ꎬ附表 ２ꎬ附表 ３)ꎮ
２.１.２ 被评估为无危(ＬＣ)的苦苣苔科植物种类变

化情况分析　 ２０１３ 年被评估的中国苦苣苔科植物

中ꎬ无危的种类有 ２６９ 个ꎬ占总种数的 ５５.０１％(环
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ꎬ２０１３)ꎬ在«中国种子植物

多样性名录与保护利用» (覃海宁ꎬ２０２０)收录的

６４２ 种苦苣苔科植物中ꎬ 无危的种类数量增加至

７８７５ 期 温放等: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濒危现状与多样性保护



表 １　 中国已知苦苣苔科植物的受威胁和数据缺乏物种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ｋｎｏｗｎ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ｐｌａｎｔｓ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ＩＵＣＮ 等级
ＩＵＣ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ＩＵＣＮ 等级
ＩＵＣ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芒毛苣苔属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Ｊａｃｋ 细果长蒴苣苔 Ｄ. ｓｔｅｎｏｃａｒｐｕｓ ＮＴ

轮叶芒毛苣苔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 ＮＴ 镇康长蒴苣苔 Ｄ. ｚｈｅｎｋ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Ｕ

披针芒毛苣苔 Ａ. ｌａｎｃｉｌｉｍｂｕｓ ＮＴ 双片苣苔属 Ｄｉｄｙｍｏｓｔｉｇｍａ Ｗ. Ｔ. Ｗａｎｇ

毛花芒毛苣苔 Ａ. ｌａｓｉａｎｔｈｕｓ ＮＴ 光叶双片苣苔 Ｄｉｄｙｍｏｓｔｉｇｍａ ｌｅ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Ｄ

伞花芒毛苣苔 Ａ. ｍａｃｒａｎｔｈｕｓ ＮＴ 圆唇苣苔属 Ｇｙｒ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Ｗ. Ｔ. Ｗａｎｇ

贝叶芒毛苣苔 Ａ. ｍｏｎｅｔａｒｉａ ＶＵ 北流圆唇苣苔 Ｇｙｒ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ｃｈｏｒｉｓｅｐａｌｕｓ ｖａｒ. ｓｙｎｓｅｐａｌｕｍ ＮＴ

贝叶芒毛苣苔 Ａ. ｍｏｎｅｔａｒｉａ ＶＵ 毛萼圆唇苣苔 Ｇ. ｌａｓｉｏｃａｌｙｘ ＶＵ

扁柄芒毛苣苔 Ａ. ｐｌａｎｉ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ｕｓ ＶＵ 圆果苣苔属 Ｇｙｒｏｇｙｎｅ Ｗ. Ｔ. Ｗａｎｇ

药用芒毛苣苔 Ａ. ｐｏｉｌａｎｅｉ ＮＴ 圆果苣苔 Ｇｙｒｏｇｙｎｅ ｓｕｂａｅｑｕｉｆｏｌｉａ ＥＸ

长萼芒毛苣苔 Ａ. ｓｉｎｏｌｏｎｇｉｃａｌｙｘ ＮＴ 半蒴苣苔属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狭萼片芒毛苣苔 Ａ. ｔｕｂｕｌｏｓｕｓ ｖａｒ. ａｎｇｕｓｔｉｌｏｂｕｓ ＤＤ 披针叶半蒴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ＣＲ

异唇苣苔属 Ａｌｌ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Ｗ. Ｔ. Ｗａｎｇ 水晶半蒴苣苔 Ｈ.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ａ ＶＵ

异唇苣苔 Ａｌｌ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ｃｏｒｔｕｓｉｆｌｏｒｕｍ ＥＮ 齿叶半蒴苣苔 Ｈ. ｆａｎｇｉｉ ＮＴ

广西异唇苣苔 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ＶＵ 合萼半蒴苣苔 Ｈ. ｇａｍｏｓｅｐａｌａ ＮＴ

马关异唇苣苔 Ａ. ｍａｇ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ＮＴ 腺萼半蒴苣苔 Ｈ.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ＮＴ

红腺异唇苣苔 Ａ. ｒｕｂｒｏ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ｕｓ ＣＲ 全叶半蒴苣苔 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ＮＴ

异片苣苔属 Ａｌｌｏｓｔｉｇｍａ Ｗ. Ｔ. Ｗａｎｇ 弄岗半蒴苣苔 Ｈ. ｌｏｎｇ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ＮＴ

异片苣苔 Ａｌｌｏｓｔｉｇｍ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ｅ ＶＵ 小苞半蒴苣苔 Ｈ. ｐａｒｖ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ＤＤ

横蒴苣苔属 Ｂｅｃｃａｒｉｎｄａ Ｋｕｎｔｚｅ 小花半蒴苣苔 Ｈ.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ＶＵ

红毛横蒴苣苔 Ｂｅｃｃａｒｉｎｄ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ｔｒｉｃｈａ ＮＴ 屏边半蒴苣苔 Ｈ. ｐｉｎｇｂ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ＶＵ

小横蒴苣苔 Ｂ. ｍｉｎｉｍａ ＶＵ 紫叶单座苣苔 Ｈ. ｐｕｒｐｕｒｅｏｔｉｎｃｔａ ＶＵ

少毛横蒴苣苔 Ｂ. ｐａｕｃｉｓｅｔｕｌｏｓａ ＶＵ 江西半蒴苣苔 Ｈ. ｓｕｂａｃａｕｌｉｓ ｖａｒ. ｊｉ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ＮＴ

短筒苣苔属 Ｂｏｅｉｃａ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绥阳半蒴苣苔 Ｈ. ｓｕｉｙ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ＥＮ

粉萼短筒苣苔 Ｂｏｅｉｃａ ａｒｕｎａｃｈａｌｅｎｓｉｓ ＤＤ 王氏半蒴苣苔 Ｈ. ｗａｎｇｉａｎａ ＤＤ

墨脱短筒苣苔 Ｂ. ｃｌａｒｋｅｉ ＤＤ 汉克苣苔属 Ｈｅｎｃｋｅｌｉａ Ｓｐｒｅｎｇ.

扁蒴苣苔属 Ｃａｔｈａｙａｎｔｈｅ Ｃｈｕｎ 腺萼汉克苣苔 Ｈｅｎｃｋｅｌｉａ ａｄｅｎｏｃａｌｙｘ ＤＤ

扁蒴苣苔 Ｃａｔｈａｙａｎｔｈｅ ｂｉｆｌｏｒａ ＥＮ 耳叶汉克苣苔 Ｈ.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ＮＴ

浆果苣苔属 Ｃｙｒｔａｎｄｒａ Ｊ. Ｒ. Ｆｏｒｓｔ. ＆ Ｇ. Ｆｏｒｓｔ. 坛苞汉克苣苔 Ｈ. ｄａｓｉｉ ＤＤ

浆果苣苔 Ｃｙｒｔａｎｄｒａ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ＶＵ 簇花汉克苣苔 Ｈ. ｆａｓｃｉｃｕｌｉｆｌｏｒａ ＶＵ

奇柱苣苔属 Ｄｅｉｎｏｓｔｉｇｍａ Ｗ. Ｔ. Ｗａｎｇ ＆ Ｚ. Ｙｕ Ｌｉ 滇川汉克苣苔 Ｈ.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 ＶＵ

弯果报春苣苔 Ｄｅｉｎｏｓｔｉｇｍａ ｃｙｒｔｏｃａｒｐａ ＥＮ 灌丛汉克苣苔 Ｈ. ｆｒｕｔｉｃｏｌａ ＮＴ

簇花奇柱苣苔 Ｄ. ｆａｓｃ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ＣＲ 不等叶汉克苣苔 Ｈ. ｉｎａｅｑｕａｌｉｆｏｌｉａ ＮＴ

长蒴苣苔属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Ｗａｌｌ. 合苞汉克苣苔 Ｈ. ｉｎｆｕｎｄｉ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ＮＴ

腺萼长蒴苣苔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ａｄｅｎｏｃａｌｙｘ ＤＤ 密序苣苔 Ｈ. ｌｏｎｇｉｓｅｐａｌａ ＥＮ

安宁长蒴苣苔 Ｄ. ａｎｎ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Ｕ 藏南汉克苣苔 Ｈ. ｍｉｓｈｍｉｅｎｓｉｓ ＤＤ

短序长蒴苣苔 Ｄ. ｂｒｅｖｉ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ｕｓ ＥＮ 棕纹汉克苣苔 Ｈ. ｐａｔｈａｋｉｉ ＤＤ

心叶长蒴苣苔 Ｄ.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ｕｓ ＤＤ 普洱汉克苣苔 Ｈ. ｐｕｅｒｅｎｓｉｓ ＥＮ

深裂长蒴苣苔 Ｄ. ｄｉｓｓｅｃｔｕｓ ＣＲ 密花汉克苣苔 Ｈ. ｐｙｃｎａｎｔｈａ ＶＵ

雷波长蒴苣苔 Ｄ. ｌｅｉｂｏｅｎｓｉｓ ＶＵ 税氏汉克苣苔 Ｈ. ｓｈｕｉｉ ＤＤ

长萼长蒴苣苔 Ｄ. ｌｏｎｇｉｃａｌｙｘ ＤＤ 翅萼汉克苣苔 Ｈ. ｓ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ＤＤ

矮生长蒴苣苔 Ｄ. ｎａｎｏｐｈｙｔｏｎ ＶＵ 凹柱苣苔属 Ｌｉｔｏｓｔｉｇｍａ Ｙ. Ｇ. Ｗｅｉꎬ Ｆ. Ｗｅｎ ＆ Ｍｉｃｈ. Ｍöｌｌｅｒ

迭裂长蒴苣苔 Ｄ. ｓａｌｖｉｉｆｌｏｒｕｓ ＮＴ 凹柱苣苔 Ｌｉｔｏｓｔｉｇｍａ ｃｏｒｉａｃｅｉｆｏｌｉｕｍ ＶＵ

中印长蒴苣苔 Ｄ.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ｃｕｓ ＤＤ 水晶凹柱苣苔 Ｌ.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ｕｍ 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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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ＩＵＣＮ 等级
ＩＵＣ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ＩＵＣＮ 等级
ＩＵＣ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那坡凹柱苣苔 Ｌ. ｎａｐｏｅｎｓｅ ＮＴ 鼎湖后蕊苣苔 Ｏ. ｄｉｎｇｈ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ＮＴ

屏边凹柱苣苔 Ｌ. ｐｉｎｇｂｉａｎｅｎｓｅ ＥＮ 紫花粗筒苣苔 Ｏ. ｅｌｅｇａｎｔｉｓｓｉｍａ ＶＵ

斜柱苣苔属 Ｌｏｘｏｓｔｉｇｍａ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毛果马铃苣苔 Ｏ.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ａ ＶＵ

短柄紫花苣苔 Ｌｏｘｏｓｔｉｇｍａ ｂｒｅｖｉ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ｕｍ ＮＴ 辐花苣苔 Ｏ.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ｉ ＥＮ

河口斜柱苣苔 Ｌ. ｈｅｋｏｕｅｎｓｉｓ ＤＤ 多裂金盏苣苔 Ｏ. ｅｘｉｍｉａ ＶＵ

澜沧紫花苣苔 Ｌ.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ｅ ＶＵ 城口金盏苣苔 Ｏ.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ＮＴ

蕉林紫花苣苔 Ｌ. ｍｕｓｅｔｏｒｕｍ ＤＤ 扇叶直瓣苣苔 Ｏ. ｆｌａｂｅｌｌａｔａ ＶＵ

吊石苣苔属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Ｄ. Ｄｏｎ 青翠马铃苣苔 Ｏ. ｆｌａｖｏｖｉｒｅｎｓ ＥＮ

藏南吊石苣苔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ｃｈａｔｕｎｇｉｉ ＤＤ 褐毛马铃苣苔 Ｏ. ｆｕｌｖａ ＣＲ

猩红吊石苣苔 Ｌ. ｃｏｃｃｉｎｕｓ ＤＤ 黄花直瓣苣苔 Ｏ. ｇａｍｏｓｅｐａｌａ ＶＵ

龙胜吊石苣苔 Ｌ.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ｖａｒ. ｌａｓｉａｎｔｈｕｓ ＮＴ 剑川马铃苣苔 Ｏ. ｇｅｏｒｇｅｉ ＶＵ

毛叶吊石苣苔 Ｌ.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ｖａｒ. ｍｏｌｌｉｓ ＮＴ 短檐金盏苣苔 Ｏ.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ＮＴ

圆苞吊石苣苔 Ｌ.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ｕｓ ＮＴ 河口直瓣苣苔 Ｏ. ｈｅｋｏｕｅｎｓｉｓ ＮＴ

广西吊石苣苔 Ｌ.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ＶＵ 红河短檐苣苔 Ｏ. ｈｏｎｇｈｅｅｎｓｉｓ ＥＮ

狭萼吊石苣苔 Ｌ. ｌｅｖｉｐｅｓ ＮＴ 矮直瓣苣苔 Ｏ. ｈｕｍｉｌｉｓ ＮＴ

小叶吊石苣苔 Ｌ.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ＮＴ 迎春花马铃苣苔 Ｏ. ｊａｓｍｉｎｉｎａ ＶＵ

峨眉吊石苣苔 Ｌ.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ｖａｒ.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ＤＤ 江西全唇苣苔 Ｏ. ｊｉ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ＶＵ

兰屿吊石苣苔 Ｌ.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ｓ ｖａｒ. ｉｋｅｄａｅ ＥＮ 金平马铃苣苔 Ｏ. ｊｉｎｐ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Ｕ

短柄吊石苣苔 Ｌ. ｓｅｓｓｉ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ＮＴ 羽裂马铃苣苔 Ｏ. ｌａｃｅｒａｔａ ＶＵ

保山吊石苣苔 Ｌ. ｓｕｌｐｈｕｒｅｏｉｄｅｓ ＮＴ 汶川金盏苣苔 Ｏ. 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ａ ｖａｒ. ｍｕｃｒｏｎａｔａ ＶＵ

刺齿吊石苣苔 Ｌ. ｚｉｒｏｅｎｓｉｓ ＤＤ 宽萼粗筒苣苔 Ｏ. ｌａｔｉｓｅｐａｌａ ＶＵ

钩序苣苔属 Ｍｉｃｒｏｃｈｉｒｉｔａ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Ｙｉｎ Ｚ. Ｗａｎｇ 多花粗筒苣苔 Ｏ.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ｖａｒ.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ＮＴ

薰衣草色钩序苣苔 Ｍｉｃｒｏｃｈｉｒｉｔａ 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ａｃｅａ ＤＤ 长梗马铃苣苔 Ｏ. ｌｏｎｇｉｐｅｄｉｃｅｌｌａｔａ ＤＤ

马铃苣苔属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Ｂｅｎｔｈ. 东川短檐苣苔 Ｏ. ｍａｉｒｅｉ ＤＤ

小花后蕊苣苔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ａｃａｕｌｉｓ ＮＴ 湖南马铃苣苔 Ｏ. ｎｅｍｏｒａｌｉｓ ＮＴ

尖瓣粗筒苣苔 Ｏ. ａｃｕｔｉｌｏｂａ ＥＮ 宁蒗马铃苣苔 Ｏ. ｎｉｎｇｌ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Ｒ

灰毛粗筒苣苔 Ｏ. ａｇｎｅｓｉａｅ ＤＤ 贵州直瓣苣苔 Ｏ. ｎｏｔｏｃｈｌａｅｎａ ＤＤ

马铃苣苔 Ｏ.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 ＤＤ 斜叶马铃苣苔 Ｏ. ｏｂｌｉｑｕａ ＶＵ

银叶马铃苣苔 Ｏ. ａｒｇｅｎｔｉｆｏｌｉａ ＣＲ 狭叶短檐苣苔 Ｏ. ｏｂｌｉｑｕｉｆｏｌｉａ ＮＴ

卵心叶马铃苣苔 Ｏ. ａｕｒｅａ ｖａｒ. ｃｏｒｄａｔｏ－ｏｖａｔａ ＤＤ 齿瓣粗筒苣苔 Ｏ. ｏｄｏｎｔｏｐｅｔａｌａ ＥＮ

细齿马铃苣苔 Ｏ.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 ｖａｒ.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ＮＴ 卵圆叶马铃苣苔 Ｏ. ｏｖａｔａ ＣＲ

黄花粗筒苣苔 Ｏ. ｂｉｌｌｂｕｒｔｔｉｉ ＮＴ 小粗筒苣苔 Ｏ. ｐａｒｖａ ＥＮ

泡叶直瓣苣苔 Ｏ. ｂｕｌｌａｔａ ＥＮ 小叶粗筒苣苔 Ｏ.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ＶＵ

龙南后蕊苣苔 Ｏ. ｂｕｒｔｔｉｉ ＮＴ 毛柄马铃苣苔 Ｏ. ｐｉｌｏｓｏ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ａ ＮＴ

贵州马铃苣苔 Ｏ.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ＤＤ 羽裂金盏苣苔 Ｏ. ｐｒｉｍｕｌｉｆｌｏｒａ ＮＴ

灰叶后蕊苣苔 Ｏ. ｃｉｎｅｒｅａ ＥＮ 裂檐苣苔 Ｏ. ｐｕｍｉｌａ ＣＲ

肉色马铃苣苔 Ｏ.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ｅａ ＶＵ 紫纹马铃苣苔 Ｏ. ｐｕｒｐｕｒａｔａ ＶＵ

心叶马铃苣苔 Ｏ. ｃｏｒｄａｔｕｌａ ＮＴ 菱叶直瓣苣苔 Ｏ. ｒｈｏｍｂｉｆｏｌｉａ ＮＴ

瑶山苣苔 Ｏ. ｃｏｔ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ＥＮ 融安直瓣苣苔 Ｏ. ｒｏｎｇａｎｅｎｓｉｓ ＮＴ

圆齿金盏苣苔 Ｏ. ｃｒｅｎａｔａ ＥＮ 锈毛粗筒苣苔 Ｏ. 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 ｖａｒ. ｘｉｎｇｒｅｎｅｎｓｉｓ ＤＤ

毛花马铃苣苔 Ｏ. ｄａｓｙａｎｔｈａ ｖａｒ. ｄａｓｙａｎｔｈａ ＮＴ 贞丰粗筒苣苔 Ｏ. 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 ｖａｒ. ｃｒｅｎｕｌａｔａ ＤＤ

齿叶瑶山苣苔 Ｏ. ｄａｙａｏｓｈａｎｉｏｉｄｅｓ ＶＵ 圆叶马铃苣苔 Ｏ.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ＥＮ

川西马铃苣苔 Ｏ. ｄｅｎｔａｔａ ＤＤ 红短檐苣苔 Ｏ. ｒｕｂｒａ ＤＤ

异萼直瓣苣苔 Ｏ. ｄｉｍｏｒｐｈｏｓｅｐａｌａ ＮＴ 红纹马铃苣苔 Ｏ. ｒｕｂｒｏｓｔｒｉａｔａ 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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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ＩＵＣＮ 等级
ＩＵＣ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ＩＵＣＮ 等级
ＩＵＣ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云南粗筒苣苔 Ｏ. ｓｈｗｅｌｉｅｎｓｉｓ ＮＴ 全缘叶细筒苣苔 Ｐ. 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ｕｓ ＶＵ

全唇苣苔 Ｏ. ｓｉ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ＶＵ 紫叶石山苣苔 Ｐ. ｉｏｎ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ＥＮ

四川金盏苣苔 Ｏ. ｓｉｃｈｕａｎｉｃａ ＥＮ 长檐苣苔 Ｐ. ｊａｓｍｉｎｉｆｌｏｒｕｓ ＮＴ

毡毛后蕊苣苔 Ｏ. ｓｉｎｏｈｅｎｒｙｉ ＮＴ 靖西石山苣苔 Ｐ. ｊｉ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ＶＵ

皱叶后蕊苣苔 Ｏ. ｓｔｅｎｏｓｉｐｈｏｎ ＶＵ 披针叶石山苣苔 Ｐ. 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ｕｓ ＮＴ

条纹马铃苣苔 Ｏ. ｓｔｒｉａｔａ ＣＲ 弄岗石山苣苔 Ｐ. ｌｏｎｇ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ＥＮ

友谊马玲苣苔 Ｏ. ｓｙｎｅｒｇｉａ ＣＲ 长筒石山苣苔 Ｐ. ｌｏｎｇｉｔｕｂｕｓ ＶＵ

姑婆山马铃苣苔 Ｏ. ｔｅｔｒａｐｔｅｒａ ＣＲ 陆氏细筒苣苔 Ｐ. ｌｕｉ ＥＮ

东川粗筒苣苔 Ｏ. ｔｏｎｇｔｃｈｏ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ＮＴ 近革叶石山苣苔 Ｐ.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ｒｉａｃｅｉｆｏｌｉｕｓ ＶＵ

毛花直瓣苣苔 Ｏ. ｔｒｉｃｈａｎｔｈａ ＶＵ 丽花石山苣苔 Ｐ. ｐｕｌｃｈｒｉｆｌｏｒｕｓ ＣＲ

蔡氏马铃苣苔 Ｏ. ｔｓａｉｉ ＶＵ 反折石山苣苔 Ｐ.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ＣＲ

单花马铃苣苔 Ｏ.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 ＥＮ 锈梗石山苣苔 Ｐ.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ｕｓ ＥＮ

木里短檐苣苔 Ｏ. ｕｒｃｅｏｌａｔａ ＶＵ 细管石山苣苔 Ｐ. ｔｅｎｕｉｔｕｂｕｓ ＣＲ

狐毛直瓣苣苔 Ｏ. ｖｕｌｐｉｎａ ＮＴ 天等石山苣苔 Ｐ. ｔｉａｎｄ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ＥＮ

万山金盏苣苔 Ｏ. ｗａ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ＥＮ 桐梓石山苣苔 Ｐ. ｔｏｎｇｚｉｅｎｓｉｓ ＶＵ

文山马铃苣苔 Ｏ. ｗ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Ｒ 壶状石山苣苔 Ｐ. ｕｒｃｅｏｌａｔｕｓ ＮＴ

文采后蕊苣苔 Ｏ. ｗｅｎｔｓａｉｉ ＮＴ 长毛石山苣苔 Ｐ. ｖｉｌｌｏｓｕｓ ＣＲ

文县马铃苣苔 Ｏ. ｗｅｎｘ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ＤＤ 绿花石山苣苔 Ｐ. ｖｉｒｉｄｅｓｃｅｎｓ ＮＴ

乌蒙马铃苣苔 Ｏ. ｗｕｍ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Ｒ 文山石山苣苔 Ｐ. ｗ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Ｒ

镇坪马铃苣苔 Ｏ. ｚｈｅｎｐ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ＥＮ 石蝴蝶属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Ｏｌｉｖ.

喜鹊苣苔属 Ｏｒｎｉｔｈｏｂｏｅａ Ｐａｒｉｓｈ ｅｘ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金腺石蝴蝶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ＤＤ

灰岩喜鹊苣苔 Ｏｒｎｉｔｈｏｂｏｅａ ｃａｌｃｉｃｏｌａ ＶＵ 启无石蝴蝶 Ｐ. ｃｈｉｗｕｉ ＤＤ

贵州喜鹊苣苔 Ｏ. ｆｅｄｄｅｉ ＮＴ 蓝石蝴蝶 Ｐ. ｃｏｅｒｕｌｅａ ＥＮ

蛛毛苣苔属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Ｒｉｄｌ. 汇药石蝴蝶 Ｐ.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ｓ ＤＤ

短序蛛毛苣苔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ｂｒｅｖｉ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 ＤＤ 绵毛石蝴蝶 Ｐ. ｃｒｉｎｉｔａ ＥＮ

棒萼蛛毛苣苔 Ｐ. ｃｌａｖｉｓｅｐａｌａ ＮＴ 都匀石蝴蝶 Ｐ. ｄｕｙｕｎｅｎｓｉｓ ＤＤ

白云岩蛛毛苣苔 Ｐ. ｄｏｌｏｍｉｔｉｃａ ＶＵ 富宁石蝴蝶 Ｐ. ｆｕｎ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Ｕ

丝梗蛛毛苣苔 Ｐ. ｆｉｌｉｐｅｓ ＣＲ 光喉石蝴蝶 Ｐ. ｇｌａｂｒｉｓｔｏｍａ ＮＴ

海南蛛毛苣苔 Ｐ.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ＮＴ 大花石蝴蝶 Ｐ.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ＣＲ

千花蛛毛苣苔 Ｐ.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ａ ＤＤ 大叶石蝴蝶 Ｐ.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ＮＴ

南溪蛛毛苣苔 Ｐ. ｎａｎｘｉｅｎｓｉｓ ＣＲ 环江石蝴蝶 Ｐ. ｈ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Ｕ

盾叶蛛毛苣苔 Ｐ. ｐｅｌｔｉｏｌｉａ ＮＴ 会东石蝴蝶 Ｐ. ｉｎｔｒａｇｌａｂｒａ ＶＵ

四苞蛛毛苣苔 Ｐ. ｔｅｔｒａ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ＮＴ 蒙自石蝴蝶 Ｐ. ｉｏｄｉｏｉｄｅｓ ＮＴ

三萼蛛毛苣苔 Ｐ. ｔｒｉｓｅｐａｌａ ＶＵ 滇泰石蝴蝶 Ｐ. ｋｅｒｒｉｉ ＮＴ

密叶蛛毛苣苔 Ｐ. ｖｅｌｕｔｉｎａ ＥＮ 华丽石蝴蝶 Ｐ.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 ＮＴ

云浮蛛毛苣苔 Ｐ. ｙｕｎｆｕｅｎｓｉｓ ＥＮ 东川石蝴蝶 Ｐ. ｍａｉｒｅｉ ＤＤ

石山苣苔属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Ｈａｎｃｅ 滇黔石蝴蝶 Ｐ. ｍａｒｔｉｎｉｉ ＶＵ

白脉石山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ａｌｂｉｎｅｒｖｉｕｓ ＣＲ 孟连石蝴蝶 Ｐ. ｍｅｎｇｌ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ＮＴ

赤水石山苣苔 Ｐ. ｃｈｉｓｈｕｉｅｎｓｉｓ ＮＴ 宽萼石蝴蝶 Ｐ. ｏｂｌａｔａ ｖａｒ. ｌａｔｉｓｅｐａｌａ ＤＤ

方鼎苣苔 Ｐ. ｆａｎｇｉａｎｕｓ ＣＲ 秦岭石蝴蝶 Ｐ. ｑｉ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ＮＴ

锈色石山苣苔 Ｐ.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ｕｓ ＶＵ 琦润石蝴蝶 Ｐ. ｑｉｒｕｎｉａｅ ＤＤ

河池细筒苣苔 Ｐ. ｈｅｃｈｉｅｎｓｉｓ ＶＵ 菱叶石蝴蝶 Ｐ. ｒｈｏｍｂｉｆｏｌｉａ ＤＤ

细筒苣苔 Ｐ.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 ＶＵ 圆叶石蝴蝶 Ｐ.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ＤＤ

湖南石山苣苔 Ｐ. ｈｕ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Ｒ 丝毛石蝴蝶 Ｐ. ｓｅｒｉｃｅａ 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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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ＩＵＣＮ 等级
ＩＵＣ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ＩＵＣＮ 等级
ＩＵＣ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四川石蝴蝶 Ｐ. ｓｉ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ＮＴ 衡山报春苣苔 Ｐ. 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ＶＵ

热点石蝴蝶 Ｐ. ｔｈｅｒｍｏｐｕｎｃｔａ ＤＤ 异色报春苣苔 Ｐ. ｈｅｔｅｒｏｃｈｒｏａ ＣＲ

蔡氏石蝴蝶 Ｐ. ｔｓａｉｉ ＤＤ 贺州小花苣苔 Ｐ. ｈｅ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ＶＵ

青翠石蝴蝶 Ｐ. ｖｉｒｉｄｉｓ ＣＲ 怀集报春苣苔 Ｐ. ｈｕａｉｊｉｅｎｓｉｓ ＣＲ

毅刚石蝴蝶 Ｐ. ｗｅｉｙｉｇａｎｇｉｉ ＣＲ 黄进报春苣苔 Ｐ.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ｉａｎａ ＮＴ

兴义石蝴蝶 Ｐ. ｘｉｎｇｙｉｅｎｓｉｓ ＥＮ 湖南报春苣苔 Ｐ. ｈｕ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ＶＵ

报春苣苔属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Ｈａｎｃｅ 粗筒小花苣苔 Ｐ. ｉｎｆｌａｔａ ＣＲ

白萼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ａｌｂｉｃａｌｙｘ ＥＮ 江永报春苣苔 Ｐ. ｊｉａｎｇｙ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Ｕ

银叶报春苣苔 Ｐ.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ＮＴ 宽脉报春苣苔 Ｐ. ｌａｔｉｎｅｒｖｉｓ ＶＵ

黑腺报春苣苔 Ｐ. ａｔｒｏ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ＤＤ 李氏报春苣苔 Ｐ. ｌｅｅｉ ＮＴ

紫萼报春苣苔 Ｐ. 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ＤＤ 光叶报春苣苔 Ｐ. ｌｅｉｏｐｈｙｌｌａ ＮＴ

北流报春苣苔 Ｐ. ｂｅｉｌｉｕ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ｂｅｉｌｉｕｅｎｓｉｓ ＮＴ 癞叶报春苣苔 Ｐ. ｌｅｐｒｏｓａ ＣＲ

齿苞报春苣苔 Ｐ. ｂｅｉｌｉｕ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ｆｉｍｂｒ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ＶＵ 连城报春苣苔 Ｐ. ｌ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ＮＴ

二色报春苣苔 Ｐ. ｂｉｃｏｌｏｒ ＶＵ 连县报春苣苔 Ｐ. ｌｉｅｎｘｉｅｎｅｎｓｉｓ ＣＲ

短头报春苣苔 Ｐ. ｂｒａｃｈｙｓｔｉｇｍａ ＤＤ 香花报春苣苔 Ｐ. ｌｉｎｇ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ＮＴ

大苞短毛报春苣苔 Ｐ. ｂｒａｃｈｙｔｒｉｃｈａ ｖａｒ. ｍａｇｎ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ＤＤ 弄岗报春苣苔 Ｐ. ｌｏｎｇ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ＮＴ

芥状报春苣苔 Ｐ. ｂｒａｓｓｉｃｏｉｄｅｓ ＮＴ 长萼报春苣苔 Ｐ. ｌｏｎｇｉｃａｌｙｘ ＣＲ

泡叶报春苣苔 Ｐ. ｂｕｌｌａｔａ ＥＮ 龙州小花苣苔 Ｐ. ｌｏｎｇ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ＥＮ

碎米荠叶报春苣苔 Ｐ.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ＥＮ 隆林报春苣苔 Ｐ. ｌｕｎｇ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ＮＴ

囊筒报春苣苔 Ｐ. ｃａｒｉｎａｔａ ＮＴ 钝萼报春苣苔 Ｐ. ｌｕｎｇ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ａｍｂｌｙｏｓｅｐａｌａ ＮＴ

肉叶报春苣苔 Ｐ. ｃａｒｎｏｓｉｆｏｌｉａ ＮＴ 浅黄报春苣苔 Ｐ. ｌ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ＥＮ

瀑生报春苣苔 Ｐ.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ａｒｕｍ ＣＲ 黄纹报春苣苔 Ｐ. ｌｕｔｖｉｔｔａｔａ ＮＴ

暗硫色小花苣苔 Ｐ. ｃｅｒｉｎａ ＣＲ 鹿寨报春苣苔 Ｐ. ｌｕｚｈａｉｅｎｓｉｓ ＶＵ

密小花苣苔 Ｐ. ｃｏｎｆｅｒｔｉｆｌｏｒａ ＥＮ 马坝报春苣苔 Ｐ. ｍａｂａｅｎｓｉｓ ＥＮ

粗茎报春苣苔 Ｐ. ｃｒａｓｓｉｒｈｉｚｏｍａ ＶＵ 大根报春苣苔 Ｐ. ｍａｃｒｏｒｈｉｚａ ＶＵ

粗筒报春苣苔 Ｐ. ｃｒａｓｓｉｔｕｂａ ＶＵ 花叶牛耳朵 Ｐ.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ＶＵ

十字报春苣苔 Ｐ. ｃｒｕｃｉｆｏｒｍｉｓ ＤＤ 麻栗坡报春苣苔 Ｐ. ｍａｌｉｐｏｅｎｓｉｓ ＣＲ

弯花报春苣苔 Ｐ. ｃｕｒｖｉｔｕｂａ ＣＲ 黑丝报春苣苔 Ｐ. ｍｅｌａｎｏ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ａ ＮＴ

珙桐状报春苣苔 Ｐ. ｄａｖ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ＣＲ 莫氏报春苣苔 Ｐ. ｍｏｉ ＣＲ

德保报春苣苔 Ｐ. ｄｅｂａｏｅｎｓｉｓ ＣＲ 密毛小花苣苔 Ｐ. ｍｏｌｌｉｆｏｌｉａ ＮＴ

巨柱报春苣苔 Ｐ. ｄｅｍｉｓｓａ ＤＤ 多裂小花苣苔 Ｐ. ｍｕｌｔｉｆｉｄａ ＶＵ

匍茎报春苣苔 Ｐ. ｄｉｆｆｕｓａ ＶＵ 那坡报春苣苔 Ｐ. ｎａｐｏｅｎｓｉｓ ＮＴ

都安报春苣苔 Ｐ. ｄ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ＮＴ 宁明报春苣苔 Ｐ. ｎｉｎｇ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Ｒ

方氏报春苣苔 Ｐ. ｆａｎｇｉｉ ＤＤ 绵毛小花苣苔 Ｐ. ｎｉｖｅｏｌａｎｏｓａ ＣＲ

凤山报春苣苔 Ｐ. 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ＮＴ 毛序报春苣苔 Ｐ. ｏｂｔｕｓ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ｖａｒ. ｍｏｌｌｉｐｅｓ ＤＤ

密毛蚂蝗七 Ｐ. ｆｉｍｂｒｉｓｅｐａｌａ ｖａｒ. ｍｏｌｌｉｓ ＶＵ 小叶报春苣苔 Ｐ.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ＮＴ

曲管报春苣苔 Ｐ. ｆｌｅｘｕｓａ ＣＲ 彭氏报春苣苔 Ｐ. ｐｅｎｇｉｉ ＣＲ

多花报春苣苔 Ｐ.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Ｕ 彭镜毅小花苣苔 Ｐ. ｃｈｉｎｇｉｐｅｎｇｉｉ ＮＴ

桂粤报春苣苔 Ｐ. ｆｏｒｄｉｉ ｖａｒ. ｆｏｒｄｉｉ ＮＴ 刺疣报春苣苔 Ｐ. ｐａｐｉｌｌｏｓａ ＥＮ

鼎湖报春苣苔 Ｐ. ｆｏｒｄｉｉ ｖａｒ. ｄｏｌｉｃｈｏｔｒｉｃｈａ ＮＴ 桃红小花苣苔 Ｐ. ｐｅｒｓｉｃａ ＣＲ

褐纹报春苣苔 Ｐ. 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ｉｓｔｒｉａｔａ ＶＵ 石蝴蝶状报春苣苔 Ｐ.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ｏｉｄｅｓ ＮＴ

紫腺小花苣苔 Ｐ.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ＮＴ 紫纹报春苣苔 Ｐ. ｐｓｅｕｄｏｅｂｕｒｎｅａ ＶＵ

恭城报春苣苔 Ｐ. 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Ｒ 阳朔小花苣苔 Ｐ. ｐｓｅｕｄｏ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ＮＴ

大苞报春苣苔 Ｐ. ｇｒａｎｄ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ＮＴ 紫麟报春苣苔 Ｐ. ｐｕｒｐｕｒｅｏｋｙｌｉｎ 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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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ＩＵＣＮ 等级
ＩＵＣ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ＩＵＣＮ 等级
ＩＵＣ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文采苣苔 Ｐ. ｒｅｎｉｆｏｌｉａ ＮＴ 细筒报春苣苔 Ｐ. ｖｅｓｔｉｔａ ＶＵ

融安报春苣苔 Ｐ. ｒｏｎｇａｎｅｎｓｉｓ ＶＵ 王氏报春苣苔 Ｐ. ｗａｎｇｉａｎａ ＤＤ

融水报春苣苔 Ｐ. ｒｏｎｇｓｈｕｉｅｎｓｉｓ ＮＴ 软叶报春苣苔 Ｐ. ｗｅｉｉ ＶＵ

卵圆报春苣苔 Ｐ.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ＮＴ 文采报春苣苔 Ｐ. ｗｅｎｔｓａｉｉ ＶＵ

红花报春苣苔 Ｐ. ｒｕｂｅｌｌａ ＥＷ 吴氏报春苣苔 Ｐ. ｗｕａｅ ＣＲ

红苞报春苣苔 Ｐ. ｒｕｂｒ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ＥＮ 燕峒报春苣苔 Ｐ. ｙａｎｄ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Ｒ

清镇报春苣苔 Ｐ. ｓｅｃｕ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ＮＴ 阳朔报春苣苔 Ｐ. ｙａｎｇｓｈｕｏｅｎｓｉｓ ＶＵ

锯缘报春苣苔 Ｐ.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 ＮＴ 永福报春苣苔 Ｐ. ｙｕｎｇｆｕｅｎｓｉｓ ＮＴ

寿城报春苣苔 Ｐ. ｓｈｏｕ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ＮＴ 资兴报春苣苔 Ｐ. ｚｉｘ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ＤＤ

中越报春苣苔 Ｐ. ｓｉｎ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ｉｃａ ＮＴ 漏斗苣苔属 Ｒａｐｈｉ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ｈｕｎ

斯氏报春苣苔 Ｐ. ｓｋｏｇｉａｎａ ＤＤ 长梗漏斗苣苔 Ｒａｐｈｉ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ｉ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ｕｓ ＶＵ

小报春苣苔 Ｐ. ｓｐｅｌｕｎｃａｅ ＤＤ 金平漏斗苣苔 Ｒ. ｊｉｎｐ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ＤＤ

刺齿报春苣苔 Ｐ. 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 ＮＴ 尖舌苣苔属 Ｒｈｙｎｃｈ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Ｂｌｕｍｅ

螺序草状报春苣苔 Ｐ. ｓｐｉｒａｄｉｃｌｉｏｉｄｅｓ ＣＲ 峨眉尖舌苣苔 Ｒｈｙｎｃｈ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ｏｍｅｉｅｎｓｅ ＣＲ

菱叶报春苣苔 Ｐ. ｓｕｂｒｈｏｍｂｏｉｄｅａ ＮＴ 线柱苣苔属 Ｒｈｙｎｃｈｏｔｅｃｈｕｍ Ｂｌｕｍｅ

钻丝小花苣苔 Ｐ. ｓｕｂｕｌａｔａ ＶＵ 长梗线柱苣苔 Ｒｈｙｎｃｈｏｔｅｃｈｕｍ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 ＶＵ

薄叶报春苣苔 Ｐ.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 ＥＮ 异叶苣苔属 Ｗｈｙｔｏｃｋｉａ Ｗ. Ｗ. Ｓｍ.

天等报春苣苔 Ｐ. ｔｉａｎｄ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Ｕ 贡山异叶苣苔 Ｗｈｙｔｏｃｋｉａ ｇ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ＮＴ

泰坦报春苣苔 Ｐ. ｔｉｔａｎ ＶＵ 河口异叶苣苔 Ｗ. ｈｅｋｏｕｅｎｓｉｓ ＮＴ

光华报春苣苔 Ｐ. ｔｒ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ｖａｒ. ｚｈｕａｎａ ＣＲ 紫红异叶苣苔 Ｗ. ｐｕｒｐｕｒａｓｃｅｎｓ ＶＵ

变色报春苣苔 Ｐ. ｖａｒｉｃｏｌｏｒ ＥＮ 峨眉异叶苣苔 Ｗ.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ＮＴ

多色报春苣苔 Ｐ. 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 ＣＲ

　 注: 表中仅列出受威胁等级为灭绝(ＥＸ)、野外灭绝(ＥＷ)、极危(ＣＲ)、濒危(ＥＮ)、易危(ＶＵ)、近危(ＮＴ)以及目前数据缺乏(ＤＤ)的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ꎻ 无危(ＬＣ)等级者未列出ꎮ
　 Ｎｏｔｅ: Ｔｈｏｓｅ ＩＵＣ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ｘｔｉｎｃｔ ( ＥＸ)ꎬ Ｅｘｔｉｎ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ｌｄ (ＥＷ)ꎬ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ＣＲ)ꎬ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ＥＮ)ꎬ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ＶＵ)ꎬ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ＮＴ)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Ｄ).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ＬＣ) ｏｆ ＩＵＣ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ｓ ｎｏｔ ｌｉｓｔｅｄ.

３５５ 种ꎬ占比上升至 ５５.３０％(附表 １ꎬ附表 ４)ꎮ 这

与 ２０１３ 年的评估结果相近ꎬ由于其基数包括了相

当一部分新分类群ꎬ因此实际被评估为无危种类

的比例仍是有所下降的ꎮ 但是ꎬ覃海宁等(２０１７)
未列出中国苦苣苔科植物中无危级别的种类ꎮ 从

２０１３ 年评估被列入无危的种类至覃海宁(２０２０)
评 估 时 有 长 花 芒 毛 苣 苔 (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ｄｏｌｉｃｈａｎｔｈｕｓ)、浆果苣苔(Ｃｙｒｔａｎｄｒａ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等

２８ 种被发现具有生存受威胁的可能ꎬ占 ２０１３ 年被

评估为无危类群的 １０.４１％ꎮ 在覃海宁(２０２０)的

评估中被列入无危的 ３６１ 个种中ꎬ除了上述 ２８ 种

自无危调整为受威胁的各级别以外ꎬ还新增了合

萼漏斗苣苔(Ｒａｐｈｉ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ｅｔｅｌｏｔｉｉ)等 １２０ 种ꎮ 这

些新增的无危种类中包括了 ２０１３ 年未被收录的

新分类群和国家级分布新记录 [薰衣草色钩序苣苔

( Ｍｉｃｒｏｃｈｉｒｉｔａ 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ａｃｅａ )、 雷 氏 喜 鹊 苣 苔

(Ｏｒｎｉｔｈｏｂｏｅａ ｌａｃｅｉ )、 腺 花 蛛 毛 苣 苔 (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ｌｏｒａ)]等 ７８ 种 [其中不含物种本身成立ꎬ
仅以系统修订提升为种的类群ꎬ如翅茎半蒴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ｐｔｅｒｏｃａｕｌｉｓ )、 广 东 半 蒴 苣 苔 ( Ｈ.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ｅｎｓｉｓ)]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绢毛马铃苣苔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ｓｅｒｉｃｅａ )、 疏 花 唇 柱 ( 报 春 ) 苣 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ａｘｉｆｌｏｒａ) 和灵川小花苣苔 ( Ｃｈｉｒｉｔｏｐｓｉｓ
ｌｉｎｇ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已分别被并入原本就被评为无危的

２９７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种类ꎬ即长瓣马铃苣苔(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钟冠报

春苣苔(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ｓｗｉｎｇｌｅｉ)和羽裂小花苣苔(原变

种)(Ｐ.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ａ ｖａｒ.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ａ)ꎮ 因此ꎬ在上

述被评估为无危的 ２８ 个种中ꎬ实际仅有 ２５ 个种被

调整为覃海宁(２０２０)所评估列出的受威胁类群ꎮ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环

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ꎬ２０１３)中列出的苦苣苔科

植物部分未采用该科的最新分类系统ꎬ一些在当

时已被处理为异名的学名依然在列ꎬ如唇柱苣苔

属(Ｃｈｉｒｉｔａ)、短檐苣苔属(Ｔｒｅｍａｃｒｏｎ)等ꎬ而«中国

种子植物多样性名录与保护利用»(覃海宁ꎬ２０２０)
则采用了部分新的分类系统ꎬ如广义的报春苣苔

属、石山苣苔属和马铃苣苔属等的最新分类处理

结果ꎬ之前的物种基本上只是系统位置和学名的

变更ꎬ仅有少数物种在随后的分类修订中被归并ꎬ
如灵川小花苣苔先是被并入报春苣苔属ꎬ修订为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ｉｎｇ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ꎬ进而被并入羽裂小花苣苔

原变种ꎮ 这些前后发生变更的情况我们均在附表

４ 中作了相应的详细说明ꎮ
２.２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有关苦苣苔

科植物的评估状况评析

１９９９ 年ꎬ国务院发布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第一批)ꎬ其中包含了苦苣苔科植物 ５ 种ꎬ
分别是被列为一级保护的瑶山苣苔(Ｄａｙａｏｓｈａｎｉａ
ｃｏｔ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单 座 苣 苔、 报 春 苣 苔 (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ｔａｂａｃｕｍ)和辐花苣苔(Ｔｈａｍｎｏｃｈａｒｉｓ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ｉ)ꎬ以及

被列 为 二 级 保 护 的 秦 岭 石 蝴 蝶 (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ｑｉｎ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ꎮ 在上述被列为一级保护的 ４ 个种中ꎬ
前 ３ 个在当时均被认为是中国特有的单型属ꎬ而单

座苣苔属于中国特有属和寡种属ꎬ秦岭石蝴蝶则是

石蝴蝶属植物分布的北界ꎬ均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

价值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正式发布ꎬ该版共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４５５
种、４０ 类ꎬ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 ５４ 种、４ 类ꎬ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４０１ 种、３６ 类(鲁兆莉等ꎬ
２０２１)ꎮ 其中ꎬ由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分工管理的

有 ３２４ 种、２５ 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ｇｏｖ. ｃｎ / ｍａｉｎ /
５８６ / ２０２１０９０８ / １７０６０１７６３３２６０６０.ｈｔｍｌ)ꎬ而苦苣苔科

全部归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管ꎮ «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中收录的单座苣苔由于近

年来在广西、贵州和云南等多地发现有大面积分布

(韦毅刚等ꎬ２０１０ꎻ谭运洪ꎬ２０１２)ꎬ因此«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名录»中删除该种的理由是充分的ꎮ

２.３ 新分类群和国家级分布新记录种的濒危现状

评析

２００４ 年之前出版的 «中国植物志» (第 ６９
卷)、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１８)以及«中国苦苣苔科植

物»等均未有苦苣苔科植物濒危等级评估的相关

内容ꎻ汪松和解焱(２００４)首次提出了 ３８ 个受威胁

的物种名单ꎮ 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ꎬ中国苦苣苔科植物

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ꎬ新分类群出现了爆发

性增长(黎舒等ꎬ２０１８ꎻＭöｌｌｅｒꎬ２０１９)ꎮ 仅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报道的该科新分类群就高达 ４２ 个新种和 １ 个

新变种ꎬ主要集中在广义报春苣苔属(１０ 个)和广

义马铃苣苔属(１０ 个)(杜诚等ꎬ２０２１)ꎮ
据统计ꎬ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ꎬ共发表 ２７２ 个新分类

群和 ３ 个国家级分布新记录ꎬ其中在发表时被评

估为极危的有 ７９ 种(占比 ２９. ０４％)、濒危 １９ 种

(６.９９％)、易危 ２２ 种(８.０９％)、近危 ０ 种、无危 ６
种(仅 ２.２１％)、数据缺乏 １１ 种(４.０４％)ꎬ未予评

估 １３５ 种(４９.６３％)ꎮ 统计结果显示ꎬ上述新分类

群发表时约 ５０％的论文对相关物种进行了初步的

居群调查和濒危评估ꎬ而未进行评估的新分类群

也约 ５０％ꎬ说明对这些物种的濒危现状还需进一

步调查ꎮ 另外ꎬ«中国种子植物多样性名录与保护

利用»(覃海宁ꎬ２０２０)中遗漏了一些种类ꎬ如水晶

半蒴苣苔 (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ａ)、阳山报春苣苔

(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ｙ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 星 萼 石 山 苣 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ａｓｔｅｒｏｃａｌｙｘ) 等ꎬ因此缺失了相应的濒

危等级评估信息(附表 ３)ꎮ
２.４ 苦苣苔科植物区域性濒危现状评估情况评析

目前ꎬ国内已正式出版的涉及苦苣苔科植物

省级濒危状况评估的只有广西和广东ꎬ分别为韦

毅刚(２０１８)、葛玉珍等(２０２０)和王瑞江(２０２２)ꎻ
其余公开发表文献中涉及省级范畴的苦苣苔科植

物濒危等级评估的有广西和云南的极小种群野生

植物名录ꎬ前者列出了瑶山苣苔(已修订置入马铃

苣苔属ꎬ即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ｃｏｔｉｎｉｆｏｌｉａ)和报春苣苔ꎬ后者

列出了圆叶马铃苣苔(Ｏ.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和大花石蝴

蝶(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卢燕华ꎬ ２０１２ꎻ孙卫

邦ꎬ２０２１)ꎮ
以广西为例进行相关分析ꎮ 韦毅刚(２０１８)所

做的是广西省级区域性物种濒危现状评估ꎬ由于

仅考虑本地区的物种濒危现状ꎬ而非考虑到该种

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濒危现状ꎬ因此将其作为基

准资料较为适合———在广西的 ２９７ 种苦苣苔科植

３９７５ 期 温放等: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濒危现状与多样性保护



物中ꎬ无危种类仅有 ６６ 种(２２.２２％)ꎬ其余受威胁

的种类为 ２１１ 种ꎬ分别为极危 ８７ 种(２９.２９％)、濒
危 ６６ 种(２２.２２％)、易危 ５２ 种(１７.５１％)和近危 ６
种(２.０２％)ꎬ而数据缺乏的 １５ 种和部分诸如“标

本存疑”“标本鉴定可能有误” “仅文献记载”的种

类ꎬ实际也应属于数据缺乏的范畴ꎬ共有 ５ 种ꎬ故
数据缺乏的种类实际为 ２０ 种ꎬ约占 ６.７３％ꎮ 葛玉

珍等(２０２０)未对无危和数据缺乏的类群进行分

析ꎬ仅就前期进行过初步濒危等级评估的种类进

行分析ꎬ其目的在于能筛选出需要优先保护的、广
西分布的苦苣苔科物种ꎬ并基于保护区、保护小区

和政策方面对这些物种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

倾斜ꎮ 与韦毅刚(２０１８)的研究目标并不相同ꎬ其
评估结果存在差异:５６ 个种因“前期预评为无危或

数据缺乏等原因”而未被收录ꎻ在受威胁的类群

中ꎬ极危 ５８ 种、濒危 ６９ 种、易危 ７５ 种、近危 ３０ 种ꎮ
在«中国种子植物多样性名录与保护利用»

(覃海宁ꎬ２０２０)中ꎬ涉及广西分布的物种ꎬ由于针

对的是该物种的全国范围进行的评估ꎬ因此与韦

毅刚(２０１８)所做的相关评估存在较大差异:无危

的种类 １５６ 种ꎻ受威胁的类群 ５２ 种ꎬ分别为极危 ３
种、濒危 １５ 种、易危 ３４ 种ꎻ其余的是近危 ３６ 种ꎻ数
据缺乏 １３ 种ꎮ 但是ꎬ考虑到一些特有分布的情

况ꎬ如 广 西 特 有 种 黑 腺 报 春 苣 苔 (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ａｔｒｏ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ꎬ除了发表时提及的模式标本以外ꎬ
近数十年没有任何的采集和影像记录ꎬ韦毅刚

(２０１８)评估为数据缺乏ꎬ而覃海宁(２０２０)则将其

评估为无危ꎬ评估结果差别之大需要进一步商榷ꎮ
然而ꎬ我们认为以数据缺乏作为目前的评估结论

更符合实际情况ꎮ

３　 讨论

３.１ 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苦苣苔科

植物物种的变化看我国苦苣苔科植物的保护

红色名录中的不同等级ꎬ只是体现了被评估

物种相对的野外灭绝风险ꎬ从无危→近危→易危

→濒危→极危其相对绝灭风险依次上升ꎬ后三者

均属于受威胁物种ꎬ理应成为生物多样性优先保

护的重点对象ꎮ 红色名录等级中还有灭绝、野外

灭绝、区域灭绝和数据缺乏ꎮ 但是ꎬ这些与被评估

物种是否珍稀或是否应被列入法律规定的保护等

级属 于 不 同 的 概 念ꎬ不 可 混 为 一 谈 (覃 海 宁ꎬ

２０２０)ꎮ 例如ꎬ目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中仍然在列的 ４ 个种ꎬ即被列为一级保护的辐花

苣苔 ( 已 修 订 置 入 马 铃 苣 苔 属 即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ｉ)ꎬ被列为二级保护的瑶山苣苔、秦岭石蝴

蝶和报春苣苔ꎮ 秦岭石蝴蝶分类地位没有改变ꎬ
报春苣苔原为单型属报春苣苔属的模式种ꎬ现在

该属已由单型属转变成了中国苦苣苔科植物中多

样性最为丰富、包含超 ２００ 种的大属ꎮ 在最近的

评估中ꎬ辐花苣苔( ＥＮ Ａ２ａꎻ Ｃ１)、瑶山苣苔 [ ＥＮ
Ｂ１ａｂ ( ｉꎬ ｉｉｉꎬ ｉｖ)ꎻ Ｄ２]、秦岭石蝴蝶(ＣＲ Ｄ)和报

春苣苔(ＬＣ)的濒危等级各不相同ꎮ 可见ꎬ物种在

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等级情况与该种实际受国家层

面保护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ꎮ 报春苣苔目前已在

广东、广西、湖南和江西等省(区)均发现了大面积

分布的居群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

条例» 规定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６８８５８.ｈｔｍ) 的 ５ 条基本原则与 ４
条补充性原则ꎬ报春苣苔与“条例”中基本原则的

前 ３ 小项均不符合ꎬ反而与补充原则内反列原则

中的(ｄ)———“尚未发现经济价值、无人专门采集、
生境相对稳定、灭绝风险小的物种ꎬ可以不列或谨

慎列入”相吻合ꎮ 因此ꎬ该种仍然被列入国家二级

保护值得商榷ꎮ
在进一步开展标本查阅、文献查证、实地野外

调查以及与国内各大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相关

专家沟通交流后ꎬ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９ 日在线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征求意见稿)»中的“三、调整的基本原则和变化

情况”———“具体标准:一是数量极少、分布范围极

窄的珍稀濒危物种ꎻ二是重要作物的野生种群和

有重要遗传价值的近缘种ꎻ三是有重要经济价值ꎬ
因过度开发利用ꎬ资源急剧减少、生存受到威胁或

严重威胁的物种ꎻ四是在维持(特殊)生态系统功

能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珍稀濒危物种ꎻ五是在传统

文化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珍稀濒危物种”相关定义

和标准ꎬ我们认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中所收录的苦苣苔科还应增加一些符合上述入选

条件的种类ꎮ 例如ꎬ覃海宁(２０２０)列出了目前中

国苦苣苔科植物濒危等级为极危的共 ９ 种ꎬ除了

秦岭石蝴蝶以外ꎬ其余为合萼半蒴苣苔(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ｇａｍｏｓｅｐａｌａ) [ＣＲ Ｂ１ａｂ ( ｉꎬ ｉｉꎬ ｉｉｉꎬ ｖ)]、全叶半蒴

苣苔(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ＣＲ Ｂ１ａｂ ( ｉꎬ ｉｉꎬ ｉｉｉꎬ ｖ)ꎻ Ｄ１]、
披针叶半蒴苣苔(Ｈ.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 ＣＲ Ｂ１ａｂ ( 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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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ꎬ ｖ)]、裂檐苣苔(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ｐｕｍｉｌａ) [ ＣＲ Ｂ１ａｂ
( ｉꎬ ｉｉꎬ ｖ )]、 峨 眉 尖 舌 苣 苔 ( Ｒｈｙｎｃｈ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ｏｍｅｉｅｎｓｅ) [ ＣＲ Ｂ１ａｂ ( ｉꎬ ｉｉꎬ ｖ )]、 世 纬 苣 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ｓｃｏｐｕｌｏｒｕｍ) [ＣＲ Ｂ１ａｂ ( ｉꎬ ｉｉｉꎬ ｖ)]、大
根报春苣苔(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ｍａｃｒｏｒｈｉｚａ) [ＣＲ Ｂ２ａｃ ( ｉｉꎬ
ｖ)]以及丝梗蛛毛苣苔(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ｆｉｌｉｐｅｓ)(ＣＲ Ｃ１)ꎬ
这些都符合上述入选条件ꎬ可以作为列入国家或

省级保护的范畴ꎮ 此外ꎬ还有除辐花苣苔和瑶山

苣苔外被列为濒危的 ３０ 个种可以考虑ꎬ如方鼎苣

苔(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ｆａｎｇｉａｎｕｓ) [ＥＮ Ａ２ａｃꎻ Ｂ１ａｂ ( ｉꎬ ｉｉꎬ
ｉｉｉꎬ ｉｖꎬ ｖ)]ꎮ 而秋海棠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ꎬ该
属于 ２０２１ 年有 ７ 个种被增加收录入选«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ꎮ 这说明只有得到法律保护ꎬ
才能更有效地遏制破坏资源的行为ꎮ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的修订早已基本完成ꎬ很
多物种的系统位置发生了变更ꎮ 瑶山苣苔和辐花

苣苔已被并入广义马铃苣苔属ꎬ但«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 植 物 名 录 » 中 仍 然 使 用 了 Ｄａｙａｏｓｈａｎｉａ
ｃｏｔ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和 Ｔｈａｍｎｏｃｈａｒｉｓ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ｉ 的学名ꎬ这可能

是为了凸显原被列为中国特有单型属的价值ꎮ
３.２ 区域性特有种、区域性濒危等级评估与全国濒

危等级评估之间的关系

基于韦毅刚(２０１８)的评估资料来探讨中国苦

苣苔科植物中的区域特有种及其对应的区域性濒

危等级评估与全国性濒危等级评估之间的关系ꎮ
某一物种因历史、生态或生理因素等原因ꎬ造成其

分布仅局限于某一有限的地区或某种局部特殊生

境ꎬ而未在其他地方中出现ꎬ被称之为特有种

(Ｅｎｄｅｍｉｓｍ 或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左家哺和傅德志ꎬ
２００３)ꎮ 因此ꎬ广西的地区特有种一定是中国的特

有种ꎬ反之则不然ꎮ 这一概念拓展到濒危等级评

估体系中ꎬ国内某一地区的特有分布和特有种的

濒危等级评估结果ꎬ一定反映了该种在全国范围

水平上的濒危现状ꎬ除非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

发现了其不同分布的居群ꎬ使其不再局限为该地

区的特有种ꎮ 从这个角度分析ꎬ在韦毅刚(２０１８)
和葛玉珍等(２０２０)对广西苦苣苔科植物濒危等级

评估中ꎬ涉及广西地区特有分布的物种有 １５９ 种ꎮ
以韦毅刚(２０１８)数据为基准与覃海宁(２０２０)的

相关数据进行比较ꎬ发现在这些广西特有种评估

中的差异———极危 ７２(韦毅刚) ｖｓ. ３(覃海宁)ꎬ濒
危 ４３ ｖｓ. １３ꎬ易危 ３０ ｖｓ. ３２ꎬ近危 １ ｖｓ. ２７ꎬ无危 ７
ｖｓ. ４５ꎬ数据缺乏 ３ ｖｓ. １１ꎮ

总之ꎬ对地区特有种的评估时ꎬ需要谨慎且全

面地考虑致濒因素ꎻ在进行全国性评估时ꎬ需要及

时与区域性评估专家进行沟通ꎬ真正了解地区特

有种的实际濒危情况ꎮ 根据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间持

续开展的野外考察工作ꎬ进一步对广西分布的苦

苣苔科植物进行相关的濒危等级评估的更新ꎬ其
中新增加了近年来发表的新分类群ꎬ尤其是在«广
西本土植物及其濒危状况» (韦毅刚ꎬ２０１８)和«中
国种子植物多样性名录与保护利用» (覃海宁ꎬ
２０２０)出版之后发表的ꎬ或被评估时遗漏的类群ꎬ
逐一参照原文章发表时的评估且结合实地考察进

行了进一步评估ꎮ
３.３ 新分类群的濒危等级评估情况及存在问题

２００５ 年之后ꎬ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的新分类群

呈爆发式增长ꎬ参与发表新分类群的学者、科研单

位也日益增多ꎬ出现新分类群最多的属为报春苣

苔属、马铃苣苔属、石蝴蝶属、蛛毛苣苔属等ꎬ尤以

喀斯特地区特有分布的类群为甚(Ｍöｌｌｅｒꎬ ２０１９)ꎮ
由于大部分苦苣苔科植物分布范围狭窄ꎬ很多种

类仅发现 １ 个或 ２ 个分布点ꎬ因此在植物分类学界

常有“一山一种” “一沟一种” “一洞一种”之说ꎮ
生境好的区域常常属于人迹罕至之地ꎬ这些区域

在我国实施“村村通”公路项目之前ꎬ交通状况极

差ꎬ对这些地区的植物考察极不充分ꎮ 如今ꎬ所有

乡镇和 ９０％的建制村都已通公路ꎬ这为科研人员

深入边远山区提供了便利条件ꎬ加之越来越多的

科研人员和苦苣苔科植物爱好者关注这一类群ꎬ
这为我国该类群的发现和正式发表的大爆发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ꎮ
然而ꎬ由于这些新分类群通常都局限分布于

某些独特的狭域生境中ꎬ因此使得它们的生存现

状不容乐观ꎬ如凹柱苣苔属(Ｌｉｔｏｓｔｉｇｍａ)是 ２０１０ 年

发表的新属ꎬ模式种凹柱苣苔( Ｌ. ｃｏｒｉａｃｅｉｆｏｌｉｕｍ)分
布于喀斯特峡谷中ꎬ已知的其他 ３ 个种 [水晶凹柱

苣苔(Ｌ.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ｕｍ)、那坡凹柱苣苔( Ｌ. ｎａｐｏｅｎｓｅ)
和屏边凹柱苣苔( Ｌ. ｐｉｎｇｂｉａｎｅｎｓｅ)]均为典型的仅

分布于 １ 个或相邻数个洞穴内的特化性分布植物

类群ꎬ上述种类在发表时均被评估为极危ꎮ 而在

覃海宁(２０２０)的评估中ꎬ凹柱苣苔和水晶凹柱苣

苔均为无危ꎬ这需要进一步商榷ꎮ 广布种或适应

性极强的物种被发现为新种的可能性相对小得

多ꎬ除了未评估及数据缺乏的类群以外ꎬ２００５ 年至

今在发表时被评估为无危的物种仅有 ６ 个ꎬ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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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表的 ２６７ 个新分类群的 ２.２５％ꎬ分别为雷氏报

春苣苔 (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ｅｉｙｙｉ)、九嶷山报春苣苔 ( Ｐ.
ｊｉｕｙｉｓｈａｎｉｃａ )、 新 平 汉 克 苣 苔 ( Ｈｅｎｃｋｅｌｉａ
ｘｉｎｐ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 密 毛 大 花 石 上 莲 (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ｉ ｖａｒ. ｍｏｌｌｉｓ )、 小 黄 花 石 山 苣 苔

(Ｐｅｔｒｏｄｏｃｏｎ ｌｕｔｅｏｆｌｏｒｕｓ)、台山圆唇苣苔(Ｇｙｒ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ｔａ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ｅ)ꎮ 由于新分类群在发表时需要研究者

基于种群的角度对该新种进行详细的野外考察ꎬ
因此建议研究者都应对其进行濒危等级评估ꎬ这
将有助于尽可能地完善苦苣苔科植物分布及种群

现状信息ꎬ帮助人们正确了解、评估和采纳其濒危

现状信息ꎬ进而采取及时有效的保护措施ꎮ

４　 建议

４.１ 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种质资源保

护紧迫性的认识

目前ꎬ中国已知的苦苣苔科植物已超 ８００ 种ꎬ
其中特有种达 ６２９ 种ꎬ它们虽然具有重要的科研

价值和经济价值ꎬ但濒危程度高ꎬ并且植物多样性

现状不明ꎮ 同时ꎬ由于多数种类为小草本ꎬ因此对

生境要求较特殊ꎮ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ꎬ许多种

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因城镇化进程的扩大而不断遭

到破坏ꎬ尤其是在中低海拔交通便利的地区ꎬ道桥

施工、农田开垦、水电站和水泥厂的建设、人为采

挖等都会使苦苣苔科植物野生资源日趋减少ꎬ尤
其是那些狭域分布的种类更是处于绝灭的边缘ꎮ
近年来ꎬ电商的迅速发展ꎬ大物流打通了产地到社

区的“最后一公里”ꎬ淘宝、闲鱼、微商等网购平台

使得植物自然资源利用的门槛大大降低ꎮ 目前ꎬ
已知的 ８０５ 种国产苦苣苔科植物中仅有 ４ 种被列

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ꎮ 此外ꎬ成本低

而获利高ꎬ更加造成了资源的极大破坏ꎬ同时加大

了种质资源外流至境外的风险ꎬ一些珍稀濒危、狭
域分布的物种有可能在尚未被正式发表之前已被

掠夺一空ꎬ甚至灭绝了ꎮ 因此ꎬ中国苦苣苔科植物

种质资源保护的任务迫在眉睫ꎮ
４.２ 针对濒危物种ꎬ尤其是被评估为极危(ＣＲ)和
濒危(ＥＮ)的类群开展“抢救性保护”、基础应用和

原生境及相似地回归研究

保护生物学常常是基础性研究先行ꎬ先解析

完致濒因子再针对性地开展解濒和保护工作ꎬ但
在实际操作中有可能出现研究结果滞后于解濒的

情况(刘德团等ꎬ２０２０)ꎮ 国产苦苣苔科植物均为

草本至亚灌木ꎬ很多极度依赖于其原生生境ꎬ在保

护上不容乐观ꎮ 同时ꎬ由于目前我国的国家级、省
级、市级和县级的保护区覆盖面积相对国土面积

仍然较少ꎬ因此针对苦苣苔科植物资源的保护不

能仅依赖于保护区的功能ꎮ 然而ꎬ缺乏规模性的、
有组织的、科学性的保护行动ꎬ目前对苦苣苔科植

物的保护力度是远远不够的ꎮ 迄今为止ꎬ我国的

植物保护工作者没有针对该科植物规划出一套合

适的整体保护方案ꎬ零星的小范围区域或单一物

种的保护行动ꎬ实则对整个科一级的植物保育益

处甚少ꎮ 笔者团队作为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苦

苣苔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ꎬ依托广西植物研究所

国家苦苣苔科种质资源库和中国苦苣苔科植物保

育中心平台ꎬ创新了从新种发现和发表到开展濒

危状况评估、即时启动保育和园艺品种培育同步

进行的物种保护新模式ꎬ如使用最近发表的匍茎

报春 苣 苔 (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ｄｉｆｆｕｓａ )、 异 色 报 春 苣 苔

( Ｐ. ｈｅｔｅｒｏｃｈｒｏａ )、 无 毛 光 叶 苣 苔 ( Ｇｌａｂｒｅｌｌａ
ｌｅｉｏｐｈｙｌｌａ)等作为育种材料开展了对这些珍稀濒危

类群的种质资源创新利用等ꎬ为非传统应用的野

生植物种质资源的调查、保护、收集和可持续利用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ꎮ
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开展有关国产苦苣苔科

植物的 ＩＵＣＮ 濒危等级评价方面的培训、珍稀濒危

类群的“抢救性”保护和基础研究工作:① 尽可能

地对苦苣苔科植物研究者ꎬ尤其是从事植物分类

和自然保护区的相关科研和管理人员ꎬ有条件的

话可以包括苦苣苔科植物爱好者ꎬ开展利用 ＩＵＣＮ
相关标准对苦苣苔科植物进行濒危等级评估的培

训ꎻ② 优先开展对被评估为极危 ( ＣＲ) 和濒危

(ＥＮ)类群的“抢救性”保护、迁地保护和濒危限制

因子研究ꎻ③ 优先开展对分布于中低海拔地区、极
易受到人为干扰类群的“抢救性”保护、保育以及

相似地回归研究ꎻ④ 深入开展对被评估为受威胁

物种的种质资源材料ꎬ包括活植物、种子、花粉和

ＤＮＡ 等的收集保存ꎬ进一步提高我国战略生物资

源的储备存量ꎻ⑤ 开展对迁地保育极难成功的类

群ꎬ如马铃苣苔属、长蒴苣苔属等的迁地保护和引

种栽培限制因子分析和研究ꎻ⑥ 开展迁地保护ꎬ建
设集收集、保存、展示和科普为一体的极小种群和

濒危苦苣苔科植物活体资源圃ꎻ⑦ 开展新品种选

育研究ꎬ选育具有高观赏价值的园艺品种ꎻ⑧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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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苦苣苔科植物有重要的民间民族植物学用

途ꎬ尤其是在药用植物方面ꎬ开展民间药用植物挖

掘和规模化生产方面的研究ꎬ培育药用植物新品

种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情况ꎬ最终实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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