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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棕榈科植物应用广泛，对其展开原生资源调查，有助于对其进行更为合理的保护与利用。 该研究

经过野外调查、收集整理有关资料，确定福建原生棕榈科资源为 ８ 属 １０ 种，其中鱼尾葵（Ｃａｒｙｏｔａ ｍａｘｉｍａ）为
福建分布新记录。 福建省棕榈科植物呈全省分散分布，南部种类更加丰富，以漳州市为最多（有 ８ 种），其次

是龙岩、福州（各有 ４ 种）。 棕榈、毛鳞省藤在福建省各市均有分布，属福建省广分布种；大叶蒲葵、鱼尾葵、
刺葵、变色山槟榔、白藤仅见漳州分布，属福建省狭分布种。 福建原生棕榈科植物大部分生长在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中、林缘、山谷水沟旁等地，人为采伐利用或生境丧失是其导致濒危主要因素，就地保护、迁地保护、

加强相关科学研究等是当前主要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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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榈科植物约有 １８３ 属２ ４５０种，分布于非洲、
美洲、亚洲的热带及亚热带地区、马达加斯加和太

平洋地区（黄威廉，２０１２）。 中国是棕榈科植物在亚

洲分布的北缘，地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地区，有较

丰富的棕榈科植物种类，初步确定有 １８ 属 １１７ 种，
其中报道福建有 ６ 属 ９ 种（廖启炓等，２０１２）。 ２０１０
年出版的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报道中国原生和归化的棕

榈科植物为 １８ 属 ７７ 种（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棕榈科植

物应用广泛，可作为园林绿化、油料植物、淀粉植物

等，在我国则常见于园林绿化应用中 （韦发南，
１９９７；唐金明等，１９９４；宁阳阳等，２０１６）。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外来植物

被大量应用于园林绿化中（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叶宝鉴

等，２０１７），棕榈科植物亦是如此。 然而，缺乏深入

的引种论证就进行生产应用，极易带来外来有害

生物入侵等问题（古欣瑶等，２０１７）。 近年发生的

检疫性害虫危害，如红棕象甲（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ｏｒｕｓ ｆｅｒ⁃
ｒｕｇｉｎｅｕｓ）、椰心叶甲（Ｂｒｏｎｔｉｓｐａ 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ａ） 等便是

最好的例证（鞠瑞亭等，２０１０；李亚等，２００７）。 乡

土植物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在食物链中已经能

够较好地与上下级生物共存。 开展乡土植物资源

的调查，利用现有乡土植物展开园林应用具有重

要意义（马进和王小德，２００５；张庆费，１９９９）。 因

此，本研究拟通过对福建省棕榈科原生植物资源

调查，摸清福建省棕榈科现存原生植物资源分布

特征，以期为福建省更好地制定棕榈科植物保护

与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福建省地处我国东南部，１１５° ５０′—１２０° ４０′

Ｅ，２３°３３′—２８°２０′ Ｎ，东北与浙江毗邻，西北横贯

武夷山脉与江西省交界，西南与广东相连。 受季

风环流和地形的影响，形成暖热湿润的亚热带海

洋性季风气候，雨热丰富，年平均气温 １７ ～ ２１℃，
平均降雨量１ ４００ ～ ２ ０００ ｍｍ。 土地面积 １２． ３８ ×
１０４ ｋｍ２，现有农业耕地 １２３．４７×１０４ ｈｍ２，主要集中

在沿海平原、沿河流域、山间谷地与低丘陵梯田等

地。 红壤、黄壤为福建省主要土壤类型，砖红壤性

土与砖红壤化红壤也有分布。 森林覆盖率为

６５．９５％，居全国首位，福建林区可分为中西部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区和东部亚热带季风雨林区。
１．２ 研究方法

在前期调查基础上，于 ２０１１ 年起对福建省各

地棕榈科资源展开系统性调查，记录其胸径、树
高、株数等信息，并对其群落特征进行调查记录，
于 ２０１４ 年完成福建省棕榈科植物野外调查，并结

合福建植物志（林来官和张永田，１９９５）、中国植物

志（裴盛基等，１９９１）、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等文献资料，
得到福建省棕榈科原生植物资源本底资料。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福建原生棕榈科植物资源分布现状

福建原生棕榈科植物 ８ 属 １０ 种，呈全省分散

分布，主要分布在南部一带，以漳州市为最多，有 ８
种，其次是龙岩、福州，各有 ４ 种，在全省各地分布

的有 ２ 种；８ 属 １０ 种中，只在 １ 个市分布的有 ５ 属

５ 种。 福建原生棕榈植物种类分布见表 １。 虽然

福建野生棕榈科植物资源少，但还是具有一定的

区系特征和观赏价值。 鱼尾葵（Ｃａｒｙｏｔａ ｍａｘｉｍａ）、变
色山槟榔（Ｐｉｎａｎｇａ ｂａｖｉｅｎｓｉｓ）、白藤（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ｅｔｒａ⁃
ｄａｃｔｙｌｕｓ）是中国分布的北限，香棕（Ａｒｅｎｇａ ｅｎｇｌｅ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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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福建原生棕榈科植物种类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ａｌｍａｃａ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序号
Ｎｏ．

植物名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福州
Ｆｕｚｈｏｕ

宁德
Ｎｉｎｇｄｅ

莆田
Ｐｕｔｉａｎ

南平
Ｎａｎｐｉｎｇ

三明
Ｓａｎｍｉｎｇ

龙岩
Ｌｏｎｇｙａｎ

厦门
Ｘｉａｍｅｎ

泉州
Ｑｕａｎｚｈｏｕ

漳州
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１ 棕竹 Ｒｈａｐｉｓ ｅｘｃｅｌｓａ ∗ ∗ ∗ ∗

２ 大叶蒲葵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ｓａｒｉｂｕｓ ∗

３ 棕榈 Ｔ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 ∗ ∗ ∗ ∗ ∗ ∗ ∗ ∗ ∗

４ 鱼尾葵 Ｃａｒｙｏｔａ ｍａｘｉｍａ ∗

５ 刺葵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ｌｏｕｒｅｉｒｏｉ ∗

６ 香棕 Ａｒｅｎｇａ ｅｎｇｌｅｒｉ ∗ ∗ ∗

７ 变色山槟榔 Ｐｉｎａｎｇａ ｂａｖｉｅｎｓｉｓ ∗

８ 毛鳞省藤 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ｈｙｓａｎｏｌｅｐｉｓ ∗ ∗ ∗ ∗ ∗ ∗ ∗ ∗ ∗

９ 华南省藤 Ｃ． ｒｈａｂｄｏｃｌａｄｕｓ ∗ ∗

１０ 白藤 Ｃ． ｔｅｔｒａｄａｃｔｙｌｕｓ ∗

　 注： ∗表示在该市有分布；否则表示该市无分布。
　 Ｎｏｔｅ：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ｎｏｔ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刺葵（Ｐｈｏｅｎｉｘ ｌｏｕｒｅｉｒｏｉ）是中国大陆分布的北缘。
除少部分种类分布数量较多外（如棕榈、毛鳞

省藤），大部分种类数量少，多散生于山地密林或

疏林中（如鱼尾葵、香棕），有的种类极为少见，只
在一个点分布，如变色山槟榔只在漳州南靖县和

溪乡的相对较为狭窄的地带分布，刺葵也仅在一

个孤岛上有野生分布，如图 １ 所示。
２．２ 福建原生棕榈科植物的区系特点

在福建分布的 ８ 属 １０ 种棕榈科植物中，从属

的层面上，其中东亚型属 １ 个，其它的为热带亚热

带类型的属。 从种的层面上，中国特有种只有鱼

尾葵 １ 种，其它种均与外国共有，说明是棕榈植物

在热带亚热带分布的延续。
棕榈属（Ｔ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约有 ４ 种，为东亚型属，

由喜马拉雅、印度东北、缅甸经中南半岛至中国长

江以南和日本。 据考证，棕榈应为云南高原和华

中、华东原产，福建只有棕榈 １ 种。
棕竹属（Ｒｈａｐｉｓ）有 １２ 种，热带亚洲分布，从华

南、西南经中南半岛，西至马来西亚，南至苏门答

腊。 福建产的棕竹是其中分布较为广泛的种类，
从西南到南部，与日本共有。

桄榔属（Ａｒｅｎｇａ）有 １８ ～ ２０ 种，热带亚洲至热

带大洋州分布，中国约有 ４ 种，福建只有香棕 １
种，为大陆分布的北缘。

蒲葵属（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以热带亚洲、非洲至热带大

洋洲间断分布为主线，中国有 ３ 种。 福建产的大

叶蒲葵与中南半岛、东南亚共有，国内海南、云南、
广东有分布。

刺葵属（Ｐｈｏｅｎｉｘ）约 １７ 种，热带亚洲至热带非

洲连续或间断分布，中国有 ２ 种。 刺葵分布于海

南、广东、广西、香港、福建和台湾，福建有 １ 种，为
中国大陆分布北缘。

鱼尾葵属（Ｃａｒｙｏｔａ）约有 １２ 种，分布于亚洲热

带至大洋洲热带，我国有 ４ 种，其中的鱼尾葵为中

国特有种，福建有 １ 种分布。
省藤属（Ｃａｌａｍｕｓ）种类达 ３７０ 种，分布于印度

至中国华东地区，以马来半岛为多，南可达澳大利

亚的昆士兰，东至斐济。 本属为中国华中、华南中

部的固有成分，后期在马来半岛大规模分化，福建

有 ３ 种，是分布区的边缘，其中白藤为分布的

北缘。
山槟榔属 （ Ｐｉｎａｎｇａ） 约 １２０ 种，热带亚洲分

布，中国产 ８ 种，福建只有变色山槟榔 １ 种，为分

布的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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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Ａ． 香棕； Ｂ． 鱼尾葵； Ｃ． 刺葵； Ｄ． 大叶蒲葵； Ｅ． 变色山槟榔； Ｆ． 棕榈。
Ｎｏｔｅ： Ａ． Ｒｈａｐｉｓ ｅｘｃｅｌｓａ； Ｂ． Ｃａｒｙｏｔａ ｍａｘｉｍａ； Ｃ．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ｌｏｕｒｅｉｒｏｉ； Ｄ．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ｓａｒｉｂｕｓ； Ｅ． Ｐｉｎａｎｇａ ｂａｖｉｅｎｓｉｓ； Ｆ． Ｔ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

图 １　 福建部分原生棕榈植物图片
Ｆｉｇ． １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ａｌｍａｃｅａ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３ 福建原生棕榈科植物生境特点

２．３．１ 主要生长环境 　 福建原生棕榈科植物大部

分生长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林缘、山谷水沟旁

和疏林灌丛中（表 ２），部分种类生长在海岛灌丛

中。 福建省棕榈科植物大多生长在群落中的第二

亚层或第三亚层，野外未见乔木顶层棕榈科植物，
同时棕榈科植物与许多乔木不同，通常不见分枝，
这些因素对于棕榈科植物对光源的接收造成了极

大的阻碍，只有耐阴性的物种，或特殊性生境才能

支持其生长、繁衍。 群落调查表明灌木型棕榈科

植物生境较为阴湿，如变色山槟榔，而假槟榔、刺

葵生境光线较为充足。
２．３．２ 中国原生棕榈科植物的伴生植物 　 在野外

实地调查中发现，香棕的伴生种小叶榕（Ｆｉｃｕｓ ｃｏｎ⁃
ｃｉｎｎａ ）、 毛 竹 （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ｅｄｕｌｉｓ ）、 鹅 掌 柴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铁线蕨（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ｃａｐｉｌｌｕｓ⁃
ｖｅｎｅｒｉｓ）、东南紫金牛（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等；刺葵的

伴生种有海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ｔｏｂｉｒａ）、黑面神（Ｂｒｅｙｎｉ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马 缨 丹 （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 ）、 白 子 菜

（Ｇｙｎｕｒａ 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ａ） 等；鱼尾葵的伴生种有香蕉

（Ｍｕｓａ ｎａｎａ）、黄毛榕 （ Ｆｉｃｕｓ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ａｎａ）、白 楸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扁担藤 （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 ｐｌａ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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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部分原生棕榈科植物生境及其伴生植物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ａｌｍａｃｅａ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调查地点
Ｓｉｔｅ

物种名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生长环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主要伴生种类
Ｍａ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永泰
Ｙｏｎｇｔａｉ

香棕
Ａｒｅｎｇａ ｅｎｇｌｅｒｉ

林缘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２５０ 小叶榕、毛竹、鹅掌柴、铁线蕨、东南紫金牛等
Ｆｉｃｕｓ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ｅｄｕｌｉｓ，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ｃａｐｉｌｌｕｓ⁃ｖｅｎ⁃
ｅｒｉｓ，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ｅｔ ａｌ

连城
Ｌ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毛鳞省藤
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ｈｙｓａｎｏｌｅｐｉｓ

山谷
Ｖａｌｌｅｙ

５５０ 杜若、耳草、肾蕨、可爱花、香叶树等
Ｐｏ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Ｈｅｄｙｏｔｉｓ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ｓ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Ｅｒ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ｅｔ ａｌ

连城
Ｌ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棕榈
Ｔ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

竹林水沟旁
Ｎｅａｒ ｂｒｅ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 ｆｏｒｅｓｔ

１ ０００ 箬竹、钩栲、南方红豆杉、七叶一枝花等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ａ， Ｔａｘｕｓ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ｍａｉｒｅｉ，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ｅｔ ａｌ

南靖
Ｎａｎｊｉｎｇ

变色山槟榔
Ｐｉｎａｎｇａ ｂａｖｉｅｎｓｉｓ

林下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５２０ 箬竹、线柱苣苔、杜若、冷水花等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 Ｒｈｙｎｃｈｏｔｅｃｈｕｍ ｏｂｏｖａｔｕｍ， Ｐｏ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Ｐｉｌｅａ ｎｏｔａｔａ， ｅｔ ａｌ

龙海
Ｌｏｎｇｈａｉ

鱼尾葵
Ｃａｒｙｏｔａ ｍａｘｉｍａ

林中
Ｆｏｒｅｓｔ

３００ 香蕉、黄毛榕、白楸、扁担藤、绞股蓝、海芋、芒等
Ｍｕｓａ ｎａｎａ，Ｆｉｃｕｓ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ａｎａ，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 ｐｌａｎｉｃａｕｌｅ， Ｇｙｎｏｓ⁃
ｔｅｍｍａ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Ａｌｏｃａｓｉａ ｏｄｏｒａ，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ｅｔ ａｌ

诏安
Ｚｈａｏａｎ

刺葵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ｌｏｕｒｅｉｒｏｉ

灌丛
Ｓｈｒｕｂ

５０ 台湾相思、滨柃、车桑子、黑面神、马缨丹、土丁桂、白子菜等
Ａｃａｃｉａ ｃｏｎｆｕｓａ， Ｅｕｒｙａ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Ｄｏｄｏｎａｅａ ｖｉｓｃｏｓａ，Ｂｒｅｙｎｉ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
ｍａｒａ， Ｅｖｏｌｖｕｌｕｓ ａｌｓｉｎｏｉｄｅｓ， Ｇｙｎｕｒａ 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ａ， ｅｔ ａｌ

ｃａｕｌｅ）、绞股蓝 （ Ｇｙｎｏｓｔｅｍｍａ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海芋

（Ａｌｏｃａｓｉａ ｏｄｏｒａ）、芒（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等。 部分

原生棕榈科植物的伴生种类见表 ２。
２．４ 原生棕榈科植物的濒危状况

２．４．１ 原生棕榈科植物的濒危状况 　 福建没有棕

榈科植物种类列入 《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

录·第一册》 （１９８７）和《中国重点野生保护植物

名录》（１９９９）。 由于保护名录制定时间较早，对于

近 ２０ 年收到严重破坏的物种资源保护力度有所

欠缺。 但一些种类的分布区较狭窄，生长条件恶

劣，繁殖困难，濒临灭绝，但具有重要的科研和文

化价值，应引起政府和各届人士的高度重视。 如

变色山槟榔目前只见于南靖县和溪乡的一个点，
刺葵也仅见于漳州，没有其他地方分布。 白藤只

是记载有分布，但在近几年的调查中，并未发现野

生的植株。
２．４．２ 原生棕榈科植物的濒危原因 　 野外调查发

现，许多棕榈植物种群在变小，甚至难以发现。 从

调查结果看，各个地方的棕榈科资源破坏比较严

重。 主要原因有：生长环境的破坏，林地利用的改

变，造成大面积天然林锐减，使棕榈植物生存环境

遭到严重破坏，资源逐年减少；对棕榈科植物的认

识不足，也是造成棕榈科植物资源不断减少的重

要原因，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一些属分

布边缘的棕榈科植物（香棕、刺葵为大陆分布的北

缘、白藤为地理分布的北缘），这些种类在该区分

布数量较少，缺乏完整的生长、繁育系统，一旦遭

受破坏，难以恢复。
２．５ 濒危棕榈科植物的保护措施

２．５．１ 就地保护 　 对原生棕榈植物资源最大的破

坏因素是对生境的破坏，故对原产地生态环境的

保护（朱志鹏等，２０１５）是保护棕榈类资源的关键。
首先应加强对野生棕榈科植物资源的保护。 对于

野生植株，无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还是普通的种

类；无论大树还是小苗，均不得采挖，建立保护小

区，对棕榈植物的种类继续保护。 建议在南靖县

成立 ２ ～ ３ 个自然保护小区，保护变色山槟榔和大

叶蒲葵。 其次，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扩
大其栽培应用范围；可采集野生植株的种子，播种

繁殖；丛生且易于分株的种类，可进行分株繁殖。
２．５．２ 迁地保护　 对于原生地生境破坏严重，不利

于物种生存之时，则应在掌握其一定生态学特性

５８３３ 期 廖启炓等： 福建棕榈科原生植物资源分布与保护



的基础上，考虑适宜的生境，适当进行迁地保护，
即从原生地适度引种到其他地方栽培，培育壮大，
以保存种类的遗传多样性。 目前，迁地保护较为

成功的例子有棕竹、变色山槟榔，大叶蒲葵、毛鳞

省藤和白藤也有成功的例子，香棕和刺葵等的迁

地栽培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
２．５．３ 加大科研投入 　 福建省是许多棕榈科植物

的北缘地带，但鉴于棕榈科植物的广泛用途，应采

取相应措施进行适当的推广应用。 而在此之前则

应加大对棕榈科植物的科研力度，确定待推广种

的生物学特性，为评判是否能够推广应用提供理

论依据。 如廖启炓（２０１０）对 ８ 种棕榈植物幼苗耐

盐性进行比较，从而为棕榈科植物海滨绿化及盐

碱地绿化提供了依据。 只有在通过实验的基础

上，分析各个物种的生长性状，综合评价植物的适

生性，才有利于物种的进一步推广。 同时，可探索

用组织培养的方式或其他新技术进行棕榈植物的

繁殖，以保证种群的延续。 加强引种驯化和生态

适应性的试验，特别是耐寒性和耐旱性的研究，并
通过人工辅助的方法，让部分种类回归自然。

３　 讨论与结论

当前棕榈科植物研究主要集中在野生植物资

源调查、植物引种、生理生态学研究、园艺学、植物

应用等方面（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林秀香和陈振东，
２００７）。 本研究通过野外调查、收集整理有关资

料，共记录福建棕榈科植物 ８ 属 １０ 种，其中鱼尾

葵为福建分布新记录。 属地理分布表明福建省棕

榈植物，除棕榈属外，属地理分布均为热带分布，
表明福建省是许多棕榈植物分布的北界，这与主

要棕榈科植物主要分布在南部一带，以漳州市为

最多，有 ８ 种，与林秀香和陈振东（２００７）研究结果

一致。 棕榈、毛鳞省藤在福建省各市均有分布，属
福建省广分布种；大叶蒲葵、鱼尾葵、刺葵、变色山

槟榔、白藤仅见漳州分布，属福建省狭分布种。
棕榈科植物是我国优良的观赏植物，具有食

用、油用、材用、观赏及副产品加工等用途，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Ｈｏｓｅｋ ＆ Ｒｏｌｏｆｆ， ２０１６）。 野生棕榈

植物资源具有更为广阔的基因资源，对棕榈植物

遗传育种具有重要意义，野外调查研究有利于掌

握棕榈科植物分布特征，为更好地制定保护与利

用策略提供依据（Ｍａｒｔｉ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福建省是

许多棕榈科植物分布的北缘地带，人为采伐利用

或生境丧失是导致棕榈科植物濒危主要因素，就
地保护、迁地保护、加强相关科学研究等是当前主

要的保护措施，应继续加以保护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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