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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国家植物园植物引种及迁地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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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华南国家植物园的植物引种和存活记录ꎬ该文分析了其植物引种、存活以及专类园物种保育情

况ꎮ 结果表明:(１)自 １９５６ 年以来ꎬ共引种维管植物 １９ １５４ 种、９９ 亚种、１３６ 变种(８０ ５９７ 号)ꎬ隶属于 ３２５
科、３ ９５２属ꎬ现存活 １１ ５８１ 种、５２ 亚种、８０ 变种(２４ ３５２ 号)ꎬ隶属于 ２９０ 科、２ ７７７ 属ꎻ引种记录涉及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 ５６５ 种(现存活 ４２１ 种)ꎬ覆盖了华南地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的 ９４.７％(３６ /
３８ꎬ存活 ２９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的 ７６.４％(２６９ / ３５２ꎬ存活 ２２９ 种)以及受威胁植物物种的

５４.３％(５４７ / １ ００８ꎬ存活 ４１４ 种)ꎮ (２)从引种地域来看ꎬ引自广东的植物最多(７ １９３ 号、２ ５２３ 种)ꎬ其次为

海南(３ ６５８号、１ ５９３ 种)、广西(４ ７４４ 号、１ ５５９ 种)等周边省(区)ꎬ另通过与全球 ６１ 个国家的引种交换ꎬ获
取了一些同纬度区域的珍贵植物资源ꎮ (３)木兰园等 １７ 个以植物类群为单位进行迁地保育的专类园区在

引种数量及存活率方面整体处于较高的水平ꎮ (４)物种存活数量和引种频次相关性极显著( ｒ ＝ ０.８５∗∗∗)ꎮ
(５)华南地区自然分布物种的引种存活率高于其他地区ꎮ 未来ꎬ华南国家植物园在植物迁地保护工作中应

注意:(１)在调查、编目、评估和研究的基础上ꎬ强化热带亚热带地区珍稀濒危植物、本土植物和经济植物的

引种收集ꎬ进一步提高迁地保护的数量和质量ꎻ(２)建立华南地区植物迁地保护网络体系ꎬ有效保护区域内

的植物多样性ꎻ(３)进一步完善迁地保育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以提升迁地保护效率ꎻ(４)加
强国际科研合作和物种交换ꎮ
关键词: 植物园ꎬ 迁地保护ꎬ 维管植物ꎬ 植物引种ꎬ 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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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ｒｄｅｎ) ｓｈｏｗ ａ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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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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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资源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组成部分ꎬ
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ꎮ 植物

对于地球上的生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ꎬ它们不仅提

供了人类生存所必需的食物、药物、纤维以及能源ꎬ
还参与了气候调节、土壤肥力改善以及空气和水的

净化等生态过程 (任海ꎬ２０１７ꎻ Ｍｏｕｎｃ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ꎻ
Ｒ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然而ꎬ受生境退化、物种入侵、过
度采伐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ꎬ植物正以高于

其自然灭绝速率 ５００ 倍的速度丧失ꎬ全球约 ４０％的

植物物种处于受威胁状态(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
Ａｎｔｏｎ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ꎻ 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ꎬ中国有

１５％~２０％的物种面临灭绝风险(Ｒ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目前ꎬ大量受威胁物种仍未得到足够的保护ꎬ全球

的植物多样性保护不容乐观(Ｂａｌｄｉｎｇ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２０１６ꎻ Ｒｏｂ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植物迁地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途

径ꎬ与就地保护相辅相成ꎬ不仅能弥补就地保护的

局限性ꎬ还能为物种野外灭绝事件的发生提供至

关重要的备份(Ｏｌｄｆｉｅｌｄ ＆ Ｎｅｗｔｏｎꎬ ２０１２ꎻ Ｃａｖｅｎｄ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文香英和陈红锋ꎬ２０２２)ꎮ 植物园和

树木园(以下统称植物园)作为开展植物迁地保护

的重要场所和机构ꎬ在植物迁地保护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ꎬ对全球植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Ｈｅｙｗｏｏｄꎬ ２０１７ꎻ Ｂｒ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目前ꎬ全
球 １ １９３ 个植物园已完成对全球 １ / ３ 高等植物(活
植物和种子) 的迁地收 集 ( 文 香 英 和 陈 红 锋ꎬ
２０２２)ꎮ 我国 １６０ 个植物园共迁地保育维管植物

２３ ３４０ 种(含种下等级)ꎬ其中本土植物近 ２ 万种

(黄宏文和张征ꎬ ２０１２)ꎮ 为进一步加强植物多样

性保护ꎬ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本着统筹就

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ꎬ启动北京、广州

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ꎮ”开启了我国植物多样性

保护新篇章ꎮ
活植物收集是植物园的核心和“灵魂” (黄宏

文等ꎬ２０１５)ꎮ 提高植物迁地保护效率是植物园迁

地保护的关键ꎮ 邱园、爱丁堡植物园、阿诺德树木

园等国际著名植物园及中国科学院下属植物园

(如华南植物园、武汉植物园、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等)都非常注重活植物引种收集ꎬ并制定有活植

３９３１８ 期 谢丹等: 华南国家植物园植物引种及迁地保育



物引种收集规划以及科学的植物多样性保护发展

战略(任海和段子渊ꎬ２０１７ꎻ 黄宏文ꎬ２０１８)ꎮ 为厘

清我国植物园迁地保育现状和规范植物引种收集

与迁地保育管理ꎬ科研人员开发了中国植物园活

植物信息管理系统( ＰＩＭＳ)ꎬ建立了植物园活植物

管理数据库ꎬ编撰出版了«中国植物园标准体系»
(黄宏文等ꎬ２０１９)ꎬ并编写了规范的引种收集和活

植物管理操作规程ꎮ 由于不同气候条件会形成不

同的植物区系ꎬ因此在开展植物迁地保护时ꎬ除了

要考虑植物遗传多样性ꎬ还要充分考虑气候和土

壤条件的相似性ꎮ 当前ꎬ我国正在部署建立不同

地理区域及气候带的国家植物园体系ꎬ以构建植

物迁地保护网络体系ꎬ从而提高迁地保护效率ꎮ
然而ꎬ我国植物园依然存在迁地保育家底不清、引
种档案数据信息缺失等问题ꎬ尚缺乏有关植物园

引种与保育效率的系统研究ꎮ
华南国家植物园(以下简称华南园ꎬＳＣＮＢＧ)

地处广州市东北郊ꎬ位于 １１３°２１′ Ｅ、２３°１０′ Ｎꎬ属
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ꎬ夏季高温多雨、相对湿度

大ꎬ冬季温暖少雨、湿度较小ꎬ年均气温 ２１.８ ℃ ꎬ极
端高温 ３８. ０ ℃ ꎬ极端低温 ０ ℃ꎬ年均降雨量 １
６００ ~ １ ８００ ｍｍꎮ 所在区域是中国最具代表性常绿

阔叶林的核心分布区ꎬ地理位置得天独厚ꎬ水热条

件极为优越ꎬ植物多样性丰富ꎮ 华南园立足华南ꎬ
长期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植物引种收集与迁地

保育工作ꎬ历经 ６０ 余年的引种和栽培保育ꎬ积累

了较为齐全的引种和保育档案数据资料ꎮ 本研究

通过整理华南园自 １９５６ 年以来积累的植物引种

和存活数据ꎬ对植物引种、存活以及专类园物种保

育情况进行分析ꎬ解析当前植物迁地保育现状和

存在的不足ꎬ以期为华南园以及其他植物园制定

植物引种和迁地保育策略提供参考ꎬ并提高植物

园迁地保护质量和效率ꎮ

１　 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主要为华南园历年引种

记录 ( １９５９—２０２２ 年 ) 和 园 区 物 种 存 活 记 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集中清查ꎬ之后陆续有更新)ꎬ同
时整 合 中 国 植 物 图 像 库 ( ＰＰＢＣꎬ ｈｔｔｐ: / / ｐｐｂｃ.
ｉｐｌａｎｔ.ｃｎ / )收录的园区植物信息(含自然分布)ꎮ
对收集数据按照以下流程进行处理:(１)删除引种

记录中的变型、品种以及杂交种(变型、品种和杂

交种不纳入本文后续分析)ꎻ(２)查阅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ｎｌｉｎｅ ( ＰＯＷＯ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ｗ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ｋｅｗ.ｏｒｇ / ) 对名称进行规范和统一ꎻ(３)对于物种

及其种下单位同时存在的情况ꎬ删除种下单位所

涉及的亚种和变种以避免重复统计ꎻ(４)将引种来

源归为野外引种、植物园交换、赠送和购买四类ꎬ
其中购买和赠送类别不纳入后续分析ꎻ(５)补充和

规范引种地信息ꎬ国外引种精确到国家且以英文

记录ꎬ国内引种精确到省(区、市)且以中文记录ꎬ
所有机构单位均以全称的方式进行记录ꎻ(６)依照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鲁兆丽等ꎬ２０２１)
和«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 (覃海宁等ꎬ
２０１７)对物种的保护等级和受威胁等级进行补充ꎮ
经过上述处理后ꎬ最终获得 ８０ ５９７ 条引种记录(登
录号)和 ２４ ３５２ 条物种存活记录(登录号)ꎮ 基于

获取的引种记录和物种存活记录ꎬ对华南园植物

引种、存活以及专类园区物种保育情况进行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植物引种情况

对华南园 ８０ ５９７ 条引种记录进行统计分析发

现ꎬ鉴定到种及种下一级的引种记录约占总记录的

７４.３％(５９ ９０５ 条)ꎬ其中鉴定到种一级的为５９ ５１２
条ꎬ亚种一级的为 １６９ 条ꎬ变种一级的为 ２２４ 条ꎻ
１３.４％(１０ ７７１ 条)的引种记录鉴定到属一级ꎬ７.３％
(５ ８８１ 条)的引种记录鉴定到科一级ꎻ剩余 ５. ０％
(４ ０４０条)的引种记录尚未被鉴定ꎮ 鉴定力度不足

的记录中缺乏详细引种信息的有２ ０５５条ꎬ引自国外

的引种记录有 ４ ２０９ 条ꎮ 在这些记录中ꎬ材料类别

以小苗(９ ７４８ 条ꎬ６９.７％)和种子 /孢子(２ ７８１ 条ꎬ
１９.９％)为主ꎬ其余类别仅占 １０.４％(１ ４５０ 条)ꎮ 已

鉴定的引种记录涉及维管植物 ３２５ 科、３ ９５２ 属、
１９ １５４种、９９ 亚种、１３６ 变种ꎬ其中蕨类植物 ３６ 科、
１３３ 属、７９５ 种、４ 亚种、２ 变种ꎬ裸子植物 １１ 科、６５
属、３３３ 种、 ３ 变种ꎬ被子植物 ２７８ 科、 ３ ７５４ 属、
１８ ０２６种、９５ 亚种、１３１ 变种(表 １)ꎮ 已鉴定引种记

录中ꎬ引种物种数量最多的科是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ꎬ
１ ０８６种)ꎬ其次为豆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ꎬ１ ０１５种)、仙人掌

科(Ｃａｃｔａｃｅａｅꎬ８３５ 种)(表 ２)ꎮ 从属的角度来看ꎬ引
种物种数量排列前三的属依次为球兰属(Ｈｏｙａꎬ ２３７
种)、 石 斛 属 (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ꎬ １６２ 种 ) 和 桉 属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ꎬ １６１ 种)(表 ３)ꎮ

４９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表 １　 华南国家植物园维管植物的引种 /存活物种现状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引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存活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引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存活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引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存活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亚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

引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存活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变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引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存活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蕨类植物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 ３６ ３５ １３３ １０４ ７９５ ５１９ ４ １ ２ １

裸子植物纲 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ａｅ １１ １０ ６５ ５０ ３３３ １５７ — — ３ —

被子植物纲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ａｅ ２７８ ２４５ ３ ７５４ ２ ６２３ １８ ０２６ １０ ９０５ ９５ ５１ １３１ ７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２５ ２９０ ３ ９５２ ２ ７７７ １９ １５４ １１ ５８１ ９９ ５２ １３６ ８０

表 ２　 华南国家植物园引种 /存活物种数量前十的科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ｅｎ ｍｏｓｔ ｓｐｅｃｉｏｓ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引种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存活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８６ 仙人掌科 Ｃａｃｔａｃｅａｅ ７５２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１５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６３９

仙人掌科 Ｃａｃｔａｃｅａｅ ８３５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４６７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５９４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４６５

棕榈科 Ａｒｅｃａｃｅａｅ ５８６ 景天科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４１０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５６１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３９５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５４４ 凤梨科 Ｂｒｏ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３０２

景天科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４６７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２７４

凤梨科 Ｂｒｏ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４３０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２６５

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４１５ 棕榈科 Ａｒｅｃａｃｅａｅ ２５２

表 ３　 华南国家植物园引种 /存活物种数量前十的属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ｅｎ ｍｏｓｔ ｓｐｅｃｉｏ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属
Ｇｅｎｕｓ

引种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属
Ｇｅｎｕｓ

存活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球兰属 Ｈｏｙａ ２３７ 球兰属 Ｈｏｙａ ２１２

石斛属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１６２ 木兰属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１４７

桉属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１６１ 大戟属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１２０

大戟属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１５４ 铁兰属 Ｔｉｌｌａｎｄｓｉａ １１２

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１５２ 石斛属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１０４

木兰属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１５０ 乳突球属 Ｍａｍｍｉｌｌａｒｉａ １０２

石豆兰属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１３５ 报春苣苔属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９３

报春花属 Ｐｒｉｍｕｌａ １３４ 石莲花属 Ｅｃｈｅｖｅｒｉａ ８９

铁兰属 Ｔｉｌｌａｎｄｓｉａ １３０ 石豆兰属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８３

芦荟属 Ａｌｏｅ １２０ 芦荟属 Ａｌｏｅ ８０

　 　 引种记录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５６５
种ꎬ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７３ 种、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４９２ 种ꎮ 引种记录覆盖了

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分布的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 ９４.７％(３６ / ３８)、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 ７６.４％(２６９ / ３５２)ꎮ 此

外ꎬ引种记录还涵盖了华南地区受威胁植物的

５４.３％ ( ５４７ / １ ００８)ꎬ其中极危 ( ＣＲ) ６７ 种、濒危

(ＥＮ)１８２ 种和易危(ＶＵ)２９８ 种ꎮ
基于 ５９ ９０５ 条(１９ ３８９ 种ꎬ含亚种及变种)鉴

定到种及种下一级的引种记录ꎬ对物种的引种频

次(一个登录号记为 １ 次)进行统计ꎬ发现 ８６.９％
(１６ ８５３ 种)的维管植物引种次数少于 ５ 次ꎮ 其

中ꎬ仅引种 １ 次的物种高达 ５２.５％(１０ １７０ 种)ꎬ引
种 ２ 次的物种为 １６.７％(３ ２４１ 种)ꎬ引种次数在 ５０
次以上的物种有 ３５ 种ꎬ引种次数超过 １００ 次的物

种有 １４ 种(图 １)ꎮ 引种次数最多的物种是大王椰

( Ｒｏｙｓｔｏｎｅａ ｒｅｇｉａ )ꎬ 高 达 ２３０ 次ꎻ 其 次 为 杧 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 ２０７ 次和人面子(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
ｄｕｐｅｒｒｅａｎｕｍ)１７３ 次(表 ４)ꎮ
２.２ 迁地保育情况

华南园现迁地栽培和保育维管植物 ２９０ 科、
２ ７７７属、１１ ５８１ 种、５２ 亚种、８０ 变种(２１ ７４６ 号)ꎮ
其中ꎬ蕨类植物 ３５ 科、１０４ 属、５１９ 种、１ 亚种、１ 变

种ꎬ裸子植物 １０ 科、５０ 属、１５７ 种ꎬ被子植物 ２４５
科、２ ６２３ 属、１０ ９０５ 种、５１ 亚种、７９ 变种(表 １)ꎮ
存活物种数量最多的科为仙人掌科(７５２ 种)ꎬ其
次为兰科(６３９ 种)和夹竹桃科(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ꎬ４６７
种)(表 ２)ꎮ 引种存活率在 ５０％以上的科有 ２０８
个ꎬ其中引种存活率达 １００％的科有 ３７ 个ꎬ如刺戟

木科 ( Ｄｉｄｉｅｒｅａｃｅａｅ) 和睡菜科 (Ｍｅｎｙ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分

别引种 ８ 个物种和 ７ 个物种ꎬ均迁地保育成功ꎮ 引

５９３１８ 期 谢丹等: 华南国家植物园植物引种及迁地保育



图 １　 华南国家植物园引种次数 /存活登录号物种的数量
Ｆｉｇ. 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ｓ /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表 ４　 华南国家植物园引种 /存活数量前十的物种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ｅｎ ｍｏｓｔ ｓｐｅｃｉｏｓ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引种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存活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大王椰 Ｒｏｙｓｔｏｎｅａ ｒｅｇｉａ ２３０ 大王椰 Ｒｏｙｓｔｏｎｅａ ｒｅｇｉａ ２１９

杧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 ２０７ 人面子 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 ｄｕｐｅｒｒｅａｎｕｍ １７１

人面子 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 ｄｕｐｅｒｒｅａｎｕｍ １７３ 天桃木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ｐｅｒｓｉｃｉｆｏｒｍａ １４２

天桃木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ｐｅｒｓｉｃｉｆｏｒｍａ １５０ 杧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 １３８

东京油楠 Ｓｉｎｄｏｒ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３０ 东京油楠 Ｓｉｎｄｏｒ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３０

柚木 Ｔｅｃｔｏｎ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１２７ 菜王棕 Ｒｏｙｓｔｏｎｅ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１１８

菜王棕 Ｒｏｙｓｔｏｎｅ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１２６ 柚木 Ｔｅｃｔｏｎ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１１７

黄蝉 Ａｌｌａｍａｎｄａ ｓｃｈｏｔｔｉｉ １２１ 蒲葵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１７

蒲葵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１９ 肖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１１４

肖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１１９ 黄蝉 Ａｌｌａｍａｎｄａ ｓｃｈｏｔｔｉｉ １０９

６９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种存活率在 ５０％以下的科有 １１７ 个ꎬ迁地保育不

成功的科有 ３５ 个ꎬ其中林仙科(Ｗｉｎｔｅｒａｃｅａｅ)引种

１３ 次ꎬ收集该科植物 ９ 种ꎬ均未存活ꎻ刺莲花科

(Ｌｏａｓａｃｅａｅ)和双扇蕨科(Ｄｉ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引种次数

分别为 ７ 次和 １０ 次ꎬ引种物种数量为 ４ 种ꎬ也均未

保育成功ꎮ 存活物种数量排名前三的属依次为球

兰属(２１２ 种)、木兰属(Ｍａｇｎｏｌｉａꎬ １４７ 种)和大戟

属(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ꎬ １２０ 种) (表 ３)ꎮ 引种存活率在

５０％ 以上的属有 ２ ３９４ 个ꎬ其中引种存活率为

１００％的属有 １ ３７４ 个ꎮ 引种失败的属共有 １ １７５
个ꎬ其中木麻黄科 ( 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ｃｅａｅ) 异 木 麻 黄 属

(Ａｌｌｏ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引种 １６ 种、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美

洲柏木属(Ｈｅｓｐｅｒｏｃｙｐａｒｉｓ) 引种 １３ 种以及棕榈科

(Ａｒｅｃａｃｅａｅ)水柱椰属(Ｈｙｄｒｉａｓｔｅｌｅ)引种 １０ 种ꎬ均
未存活ꎮ 物种存活数量与引种频次相关性极显著

( ｒ ＝ ０.８５ꎬ Ｐ<０.００１)(图 ２)ꎮ 现存登录号最多的

物种为大王椰(２１９ 号)ꎬ与其引种次数最多相一

致ꎻ其次为人面子 ( １７１ 号) 和天桃木 ( １４２ 号)ꎮ
成功迁地保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４２１ 种ꎬ其
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５８ 种(华南地区有

分布的 ２９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３６３
种(华南地区有分布的 ２２９ 种)ꎮ 成功迁地保育华

南地区受威胁植物 ４１４ 种ꎬ占该区域分布受威胁

植物总数的 ４１.１％ꎬ其中极危物种 ４９ 种、濒危物种

１３５ 种和易危物种 ２３０ 种ꎮ
２.３ 历年引种与专类园建设

华南园始建于 １９５６ 年ꎬ先后进行了五次规划调

整ꎬ历经了创建探索期(１９５６—１９６６ 年ꎬ建设专类园

１０ 个)、恢复拓展期(１９７３—１９８７ 年ꎬ建设专类园 １０
个)、稳定维护期 ( １９８８—２００２ 年ꎬ建设专类园 ６
个)、跨越发展期(２００３—２０２１ 年ꎬ建设专类园 １２
个)四个时期ꎬ共建设专类园 ３８ 个ꎮ 华南园自 ２０２２
年起ꎬ正式迈入国家植物园建设时期ꎬ拟建专类园 ４
个ꎮ 建园至今ꎬ通过野外采集、植物园交换、机构或

个人赠送以及购买等方式开展了系统引种ꎮ 对 ６１
６６４ 条记录有详细引种日期的引种信息进行分析发

现:探索建园前期(１９５７—１９６２ 年)仅有零星引种ꎬ
后期(１９６３—１９６６ 年)快速发展ꎬ并于 １９６４ 年形成

了一个小高峰(引种 １ ５５５ 号)ꎬ这一时期共引种 ４
７８８ 号ꎻ１９６７—１９７２ 年进入了短暂的停滞期ꎻ恢复拓

展期引种数量飞速上升ꎬ年度引种次数在 １ ０００ 次

上下波动ꎬ仅 １９８６ 年和 １９８７ 年引种数量较少ꎬ这一

时期共引种 １３ ３９７ 号ꎻ稳定维护前期(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图 ２　 华南国家植物园引种存活
登录号与引种次数相关关系

Ｆｉｇ.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年)仅有少量引种且年度引种次数大多少于 １００
次ꎬ后期引种次数缓慢上升ꎬ并于 ２００１ 年形成了一

个小高峰(引种 １ ７０８ 次)ꎬ这一时期共引种 ７ １５８
号ꎻ自 ２００３ 年进入跨越发展期以来ꎬ年度引种次数

多在 １ ５００ 次以上且有 ６ 次超过 ２ ５００次ꎬ其中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２０１０ 年分别以引种３ ４８０、３ ４１１、３ ０２６
次位居前三ꎬ这一时期共引种 ３４ ４１４ 号(图 ３)ꎮ

现有的 ３８ 个专类园区以及拟建的 ４ 个专类园

区中有 １７ 个是以植物类群为单位进行植物迁地

保育ꎬ分别为棕榈园、竹园、木兰园、兰园、苏铁园、
裸子植物区、姜园、凤梨园、檀香园、蕨类荫生园、
山茶园、杜鹃园、露兜园、樟科植物区、壳斗科植物

区、紫金牛植物区和豆科植物专类园(拟建)ꎮ 通

过对这 １７ 个专类园区所涉及植物类群的引种 /存
活物种数和存活率的统计结果(表 ５)发现ꎬ除檀

香科(Ｓａｎｔａｌａｃｅａｅꎬ４２.８％)、棕榈科(４３.０％)、豆科

(４５.８％)和裸子植物(４６.７％)外ꎬ其余专类园区所

涉及植物类群的引种存活率均在 ５０％以上ꎬ其中

木兰科的引种存活率高达 ９８.１％ꎬ其次为樟科和

竹亚科 ( Ｂａｍｂｕｓｏｉｄｅａｅ)ꎬ两 者 引 种 存 活 率 均 为

７５.３％ꎮ 引种 /存活物种数最多的为兰科 ( １ ０８６
号、６３９ 种)ꎬ其次为豆科(１ ０１５ 号、４６５ 种)ꎬ 与这

７９３１８ 期 谢丹等: 华南国家植物园植物引种及迁地保育



图 ３　 华南国家植物园历年引种登录号的数量
Ｆｉｇ. 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表 ５　 华南国家植物园专类园区引种 /存活物种的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５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类群
Ｇｒｏｕｐ

引种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存活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存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８６ ６３９ ５８.９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１５ ４６５ ４５.８

檀香科 Ｓａｎｔａｌａｃｅａｅ １４ ６ ４２.８

棕榈科 Ａｒｅｃａｃｅａｅ ５８６ ２５２ ４３.０

竹亚科 Ｂａｍｂｕｓｏｉｄｅａｅ ６００ ４５２ ７５.３

凤梨科 Ｂｒｏ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４３０ ３０２ ７０.２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３６６ ２６５ ７２.４

裸子植物 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ａｅ ３３６ １５７ ４６.７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２５１ １８９ ７５.３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２２７ １１４ ５０.２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１６６ １０６ ６３.９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５５ １５２ ９８.１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１００ ７５ ７５.０

苏铁类 Ｃｙｃａｄｓ ９６ ６９ ７１.９

紫金牛属 Ａｒｄｉｓｉａ ６６ ５７ ８６.４

蕨类植物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 ８０１ ５２１ ６５.０

露兜树科 Ｐａｎｄａｎａｃｅａｅ １３ ８ ６１.５

两个类群观赏价值高、 物种数量多密切相关ꎮ 露

兜树科是引种 /存活物种数最少的类群ꎬ其次诸如

山茶科 (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杜鹃花科 (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以及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等大科ꎬ引种 /
存活物种数较之«中国植物志»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中

记载的我国现有物种数量尚存在较大的差距ꎮ 拟

提升为国际一流专类园区的 ４ 个专类园(药园不

纳入统计分析)所涉及的木兰科、姜科和竹亚科引

种 /存活物种数和存活率均较高ꎬ对国内分布物种

的覆盖度也较高ꎮ
２.４ 引种来源分析

国内引种次数(野外引种类别)多的省(区)均
位于我国南方地区ꎬ涉及引种记录 ２８ ６９１ 号、７ １７３
种ꎮ 其中ꎬ广东引种(登录)号数(７ １９３ 号)和物种

数量(２ ５２３ 种)均位居第一ꎬ其次为云南(５ ８３８ 号、
２ ０６８ 种)ꎻ广西引种号数(４ ７４４号)位居第三ꎬ物种

数(１ ５５９ 种)位居第四ꎻ而海南则相反ꎬ虽然引种号

数(３ ６５８号)低于广西ꎬ但物种数(１ ５９３ 种)却略高

于广西(表 ６)ꎮ 从植物交换机构来看ꎬ国内交换植

物号数和物种数量前三的机构为中国科学院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１ ２６２ 号、５７１ 种)、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园研究所(６３５ 号、４０９ 种)和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５５１ 号、３８８ 种)(表 ７)ꎮ

表 ６　 华南国家植物园从国内 /国外引种

物种数量前十的省(区) /国家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ｏｐ ｔｅ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ｙ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中国省(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引种号 /
物种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其他国家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引种号 /
物种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７ １９３ / ２ ５２３ 越南 Ｖｉｅｔ Ｎａｍ １ ０６１ / １９２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５ ８３８ / ２ ０６８ 秘鲁 Ｐｅｒｕ ８０７ / ６３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４ ７４４ / １ ５５９ 印度尼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６８３ / ４３０

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 ３ ６５８ / １ ５９３ 美国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４９５ / ２９６

湖南 Ｈｕｎａｎ １ ７９１ / ５９５ 泰国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３７８ / １７８

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 １ １２２ / ３９０ 马来西亚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３２５ / １０１

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１ ０５６ / ５３６ 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３１０ / １１８

湖北 Ｈｕｂｅｉ ７９６ / ６４０ 新加坡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１９０ / １３８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２１ / ２８８ 柬埔寨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１４４ / ２３

西藏 Ｘｉｚａｎｇ ５２１ / １６７ 巴西 Ｂｒａｚｉｌ １４１ / ８５

　 　 国外引种记录共 ５ ４２８ 条ꎬ涵盖物种 １ ８０２
种ꎬ 涉及 ６１ 个国家ꎮ 其中引种次数超过 １００ 次的

８９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表 ７　 华南国家植物园与国内 /国外交换物种数量前十的机构
Ｔａｂｌｅ ７　 Ｔｏｐ ｔｅ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中国省(区、市)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交换号 / 物种数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其他国家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交换号 / 物种数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 ２６２ / ７５１ 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阿德莱德植物园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

２０２ / １５７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６３５ / ４０９ 美国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仙童热带植物园
Ｆａｉｒｃｈｉ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

１８７ / １６０

北京
Ｂｅｉｊｉｎｇ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５１ / ３８８ 英国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
Ｒｏｙ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Ｋｅｗ)

１５１ / １２６

湖北
Ｈｕｂｅｉ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Ｗｕｈａｎ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４７ / ３１８ 印度尼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茂物植物园
Ｂｏｇｏｒ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ｓ

１４９ / １１０

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

厦门园林植物园
Ｘｉａｍｅｎ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５４２ / ３２１ 泰国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东芭热带植物园
Ｎｏｎｇ Ｎｏｏｃｈ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１４８ / ９４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
西植物研究所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Ｚｈｕａｎ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４８２ / ３０６ 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英皇公园和植物园
Ｋｉｎｇｓ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

１３５ / ８８

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深圳市仙湖植物园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Ｆａｉｒｙ Ｌａｋｅ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４５９ / ２７９ 斯里兰卡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佩拉德尼亚王家植物园
Ｒｏｙ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ｓꎬ
Ｐｅｒａｄｅｎｉｙａ

１３３ / １１５

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杭州植物园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４２３ / ３０４ 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布里斯班城市植物园
Ｂｒｉｓｂａｎｅ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ｓ

１２１ / ９８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３５６ / ２４８ 德国
Ｇｅｒｍａｎｙ

柏林—达勒姆植物园和植物博物馆
Ｂｅｒｌｉｎ￣Ｄａｈｌｅｍ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

１１９ / １０７

上海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上海植物园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３４１ / ２６７ 以色列
Ｉｓｒａｅｌ

耶路撒冷植物园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ｓ

１１４ / ８３

国家共有 １２ 个(东南亚国家 ６ 个、 南美洲和北美

洲国家各 ２ 个、非洲和南半球国家各 １ 个) ꎮ 引

种次数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引种 １ ０６１ 次) ꎬ其次

为秘鲁( ８０７ 次)和印度尼西亚( ６８３ 次) ꎮ 引种

物种数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 ４３０ 种) ꎬ其次

为美国(２９６ 种) 和越南 ( １９２ 种) (表 ６) ꎮ 国外

交换数量(登录号)最多的机构为澳大利亚阿德

莱德植物园 (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ꎬ ２０２ 号) ꎬ
其次为美国的仙童热带植物园( Ｆａｉｒｃｈｉ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ꎬ １８７ 号) 和英国皇家植物园 (邱

园) (Ｒｏｙ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Ｋｅｗꎬ １５１ 号) ꎮ 而交

换物种数量前三的则为仙童热带植物园 ( １６０
种) 、阿德莱德植物园( １５７ 种)和邱园( １２６ 种)
(表 ７) ꎮ

２.５ 引种存活率分析

结合«中国植物志»(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
１９５９ － ２００４)、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８９ －
２０１３)、«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第一卷 植物» (中国

科学院 生 物 多 样 性 委 员 会ꎬ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 以 及

ＰＯＷＯ 在线网站记载的物种自然分布数据ꎬ对园

区引种的 １９ ３８９ 种维管植物物种存活率与自然分

布地的关系进行分析(图 ４)ꎮ 由图 ４ 可知ꎬ国外分

布物种的引种存活率在 ５１％左右ꎬ国内分布物种

的引种存活率在 ６５.８％以上ꎬ并随着物种自然分

布省(区)数量的增加ꎬ物种引种存活率逐渐提升

且稳定在 ７５.０％左右ꎮ 对狭域分布物种(国内仅

一个省(区)有自然分布的物种)的引种存活率进

行分析ꎬ发现从广东引种的物种存活率最高ꎬ为

９９３１８ 期 谢丹等: 华南国家植物园植物引种及迁地保育



７９.１１％ ( １２５ / １５８)ꎬ其次为广西 ( ７７. ５９％ꎬ １８７ /
２４１)和海南(７３.１０％ꎬ２６１ / ３５７)ꎬ引种存活率最低

的为新疆(２２.３４％ꎬ２１ / ９４) (表 ８)ꎮ 从整体而言ꎬ
华南地区自然分布物种的引种存活率明显高于其

他地区自然分布的物种ꎬ并且物种自然分布地相

距越远ꎬ引种存活率越低ꎮ

表 ８　 华南国家植物园引种存活率与自然分布地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中国各省(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引种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存活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存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

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１５８ １２５ ７９.１１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２４１ １８７ ７７.５９

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 ３５７ ２６１ ７３.１０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８９３ ５９３ ６６.４１

台湾 Ｔａｉｗａｎ １６９ １０１ ５９.７６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７９ ３９ ４９.３７

西藏 Ｘｉｚａｎｇ １１７ ５５ ４７.０１

新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９４ ２１ ２２.３４

　 注: 仅展示引种登录号大于 ５０ 的省(区)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５０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此外ꎬ以引种省(区)为单元ꎬ基于 ６ １０８ 条记

录完整、来源清晰、鉴定准确的引种信息对物种引

种存活率与引种来源地的关系进行分析ꎬ分析结

果表明:湖北以 ７１.７３％(１３７ / １９１)的物种存活率

位居首位ꎬ其次为贵州 ( ６９. ７０％ꎬ４６ / ６６) 和福建

(５９.４３％ꎬ１２６ / ２１２)ꎻ而华南地区的广东、海南和

广西分别以 ４１.７０％(１ ０４０ / ２ ４９４)、３３.７２％(２６５ /
７８６)和 ３１.７０％(１５５ / ４８９)的存活率位居第六、第
八和第十位(表 ９)ꎮ 对这些省(区)历年引种植物

的死亡和存活情况进行统计ꎬ由图 ５ 可知ꎬ湖北、
贵州和福建 ３ 个省(区)引种存活率高的原因在于

这些区域的引种事件多发生在近十年ꎬ这可能与

引种保育条件改善和管护水平提高有关ꎬ华南地

区 ３ 个省(区)由于物种引种的时间跨度大ꎬ引种

基数大、部分物种因引种时间较长和管理不当而

死亡ꎬ因此物种存活率处于较低的水平ꎮ

表 ９　 华南国家植物园引种存活率与引种地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中国省(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引种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存活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存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

湖北 Ｈｕｂｅｉ １９１ １３７ ７１.７３

贵州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６６ ４６ ６９.７０

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 ２１２ １２６ ５９.４３

湖南 Ｈｕｎａｎ ４２５ １９５ ４５.８８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７６５ ３５０ ４５.７５

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２ ４９４ １ ０４０ ４１.７０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２０２ ７５ ３７.１３

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 ７８６ ２６５ ３３.７２

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４７８ １５９ ３３.２６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４８９ １５５ ３１.７０

３　 讨论

植物园的使命目标和园区规划方案在很大程

度上会对阶段性植物引种产生影响ꎮ 华南园探索

建园期和稳定维护期的主要任务为野生植物资源

的开发利用和引种驯化ꎬ这两个阶段的年度引种

数量处于较低的水平ꎮ 恢复拓展期和跨越发展期

着重于专类园区建设、植物引种和珍稀濒危植物

繁育ꎬ这两个阶段年度引种长期处于较高的水平ꎮ
在引种地域上ꎬ华南园秉持立足华南ꎬ致力于全球

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育、科学研究和知识传

播ꎮ 国内引种ꎬ以广东为核心ꎬ辐射海南、广西、湖
南和江西等周边省(区)ꎬ重点对我国南方亚热带

和热带地区进行物种收集和迁地保育ꎮ 同时ꎬ加
强了与国外的物种交换ꎬ覆盖了除南极洲以外的

六大洲ꎬ获取了一些来自墨西哥、缅甸以及印度等

同纬度地区的珍贵植物资源ꎬ并与东南亚国家有

着密切的物种交换ꎮ 华南园在珍稀濒危植物迁地

保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ꎬ目前已成功迁地保育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４２１ 种ꎬ其中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 ５８ 种(华南地区有分布的 ２９ 种)、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３６３ 种(华南地区有

分布的 ２２９ 种)ꎻ成功迁地保育华南地区受威胁植

物 ４１４ 种ꎬ 占 该 区 域 分 布 受 威 胁 植 物 总 数 的

４１.１％ꎬ其中极危物种 ４９ 种、濒危物种 １３５ 种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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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华南国家植物园引种存活率与物种自然分布省(区)数量的关系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危物种 ２３０ 种ꎮ 重点关注的引种类群多为观赏价值

高的类群ꎬ而存活数量多的类群多为分布地域广、
环境适应能力强的类群ꎮ 大部分物种引种次数过

少ꎬ少部分物种处于过度引种的状态ꎬ 过度引种的

植物多为园区的景观树种或行道树种ꎮ 不同类群

植物引种存活率整体处于较高的水平ꎮ 园区现有

和拟建专类园所涉及的植物类群物种保育数量较

为可观ꎮ
尽管华南园已经实现了万余种植物的迁地保

育ꎬ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ꎮ 第一ꎬ园区存在较多

未鉴定的引种登录号ꎬ这与引种材料多为种子和小

苗、缺乏相应的鉴别性状有一定的关系ꎮ 认识植物

是保护和利用植物的第一步ꎬ加强对园区植物的鉴

定是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第二ꎬ以往引种的重点主要

集中在观赏价值高的类群或物种ꎬ而对于 ３Ｅ 植物ꎬ
即特有植物(Ｅｎｄｅｍｉｃ)、经济植物(Ｅｃｏｎｏｍｉｃ)以及

珍稀濒危植物(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的关注度尚显不够ꎮ 然

而ꎬ３Ｅ 植物不仅是植物园优先引种收集的对象ꎬ还

是未来重点研究的目标(任海等ꎬ２０２２ꎻ文香英和陈

红锋ꎬ２０２２)ꎮ 现有和拟建的专类园区中露兜园、檀
香园、山茶园、杜鹃园、樟科植物区以及壳斗科植物

区物种引种及保育尚存在较大缺口ꎬ下一步应当注

重这些类群的收集ꎮ 对于岭南气候适应能力较差

的类群(杜鹃花科、松柏类植物)和物种存活率低的

类群ꎬ应当注重栽培技术的提高、栽培设施的改进

和野外自然条件的模拟ꎮ 对于引种及存活数量均

过多的类群(如大王椰、杧果及人面子等)ꎬ应避免

这些物种的持续引种ꎮ 加强与同纬度国家以及东

南亚等周边国家的引种交流ꎬ提高园区植物引种的

多样性ꎮ 此外ꎬ还需要重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及受威胁植物的引种、迁地保育和野外回归ꎬ充分

发挥国家植物园的迁地保育功能ꎮ

４　 展望

在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过程中ꎬ要进一步加

１０４１８ 期 谢丹等: 华南国家植物园植物引种及迁地保育



图 ５　 华南国家植物园历年从各省(区)引种植物的存活和死亡情况
Ｆｉｇ. ５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强植物迁地保护工作ꎮ 特别要注意:(１)加强基于

活植物收集的调查、编目、评估和研究ꎬ强化热带

亚热带地区珍稀濒危植物、本土植物和经济植物

的引种收集ꎬ增加重点类群、适应性强类群和具有

良好科研基础类群的研究性收集ꎬ兼顾核心种质、
特色观赏和生态修复与林果药及农作物野生近缘

物种等经济植物战略性收集ꎬ进一步提高迁地保

护的数量和质量ꎻ(２)围绕重点收集类群ꎬ开展相

关的生态生物学特性、植物多样性形成与维持机

制、种群和生态系统恢复等研究ꎬ进而开展植物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技术攻关ꎬ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

品种或进行野外回归ꎬ将引种、保育、科研和开发

过程中的高端信息科普化ꎻ(３)走出华南园ꎬ建立

华南地区植物迁地保护网络体系ꎬ并与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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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级自然保护区建立迁地和就地保护体系ꎬ有
效保护区域内植物多样性ꎻ(４)进一步完善迁地保

护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ꎬ提升迁

地保护效率ꎮ 此外ꎬ还应通过高水平研究和可持

续利用统筹发挥迁地保护的多种功能作用ꎬ高效

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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