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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在申遗文本和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ꎬ以峨眉山世界遗产地原生植物及植被群落为研究对

象ꎬ从物种多样性、物种组成、植物区系、植被类型及垂直分布格局等方面ꎬ分析论证了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

物多样性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ꎬ并简要概述了当前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物受威胁状况以及在保护与发展中

出现的问题ꎮ 结果表明:(１)峨眉山世界遗产地目前拥有高等植物 ２４２ 科３ ２００种以上ꎬ特有植物、孑遗植物

种类丰富ꎮ (２)与中国其他湿润性亚热带山地森林垂直带谱相比ꎬ峨眉山亚热带森林植被类型完整ꎬ常绿阔

叶林东部类型在山地垂直带谱中占据显著地位ꎬ海拔上限最高ꎬ跨度最大ꎬ具有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东

部亚区森林群落特点ꎮ (３)植物区系复杂ꎬ既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植物区系成份ꎬ又有中国—日本与中

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分布ꎮ (４)受人为活动(旅游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和自然扰动(气候变暖、地质灾

害等)影响ꎬ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物多样性下降明显ꎬ珍稀濒危植物受威胁程度增加ꎬ典型群落面积退化ꎬ稳
定性降低ꎮ 建议在划定珍稀植物保护区ꎬ对植物栖息地进行专门保护的基础上ꎬ开展植物多样性、环境因

子、人为活动动态监测ꎬ预见性地保护其突出普遍价值ꎬ实现世界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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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ｍｅｉｓｈ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ꎬ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ａｌｕｅꎬ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物种多样性作为遗传物质存在的前提以及整

个生态系统健康发展和生物群落平衡的保证ꎬ是
人类生存和发展最核心的物质基础(武晶和刘志

民ꎬ２０１４ꎻＨａｍｍｏｎ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ꎻ魏辅文等ꎬ２０１４)ꎮ
近年来ꎬ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ꎬ物
种多样性受威胁程度增加ꎬ物种灭绝速率加剧ꎬ约
是化 石 时 期 的 １ ０００ 倍 ( Ｃｕｓｈｍａｎꎬ ２００６ꎻ Ｐｅｒｒｙꎬ
２０１５)ꎮ 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ꎬ ＩＵＣＮ) ２０１３ 年评估的

７０ ２９４个物种中ꎬ３０％为濒危物种ꎬ其中部分物种

在野外己经灭绝(曹秋梅ꎬ２０１５)ꎮ 据中国高等植

物濒危状况最新评估结果 (覃海宁和赵莉娜ꎬ
２０１７)显示ꎬ在我国野生的３５ ７８４种高等植物中ꎬ
４１ 种被子植物灭绝ꎬ其中包含野外灭绝 ９ 种ꎬ地区

灭绝 １０ 种ꎻ３ ８７９个物种受威胁 (ＣＲ、ＥＮ、ＶＵ)ꎬ包
含极危 ６１４ 种ꎬ濒危１ ３１３种ꎬ易危１ ９５２种ꎬ另外有

２ ８１８个物种近危ꎮ 这不仅仅是物种数量上的减

少ꎬ还会破坏种间关系ꎬ改变区域内食物链ꎬ使各

营养级间的能量流动途径发生变化ꎬ引起其他物

种的连锁性灭绝(Ｌａｖｅｒｇｎ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ꎮ 最终将造

成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

能破坏ꎬ引起生态系统失衡ꎬ间接影响人类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魏辅文等ꎬ２０１４)ꎮ 因此ꎬ引起了

国内外的高度关注ꎮ
世界遗产地在生物多样性、珍稀濒危植物以

及重要物种栖息地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ꎬ被
认为是全球最具有保护价值的自然保护区域(Ｐｒｉ￣
ｍａｃｋ ＆ Ｍａꎬ２０１０ꎻＲａｏꎬ２０１０)ꎮ 它作为文化与自然

的产物(袁宁等ꎬ２０１４)ꎬ代表着罕见的ꎬ超越国家

界限的、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突出普遍

价值的文化与自然景观(樊大勇等ꎬ２０１７ꎻＫｉｎｇ ＆
Ｈａｌｐｅｎｎｙꎬ２０１４ꎻＢａｒａ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ꎬ为全人类共有

(Ｔｕｃｋｅｒ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ꎬ２０１４)ꎮ 研究自然遗产ꎬ有助

于人类了解生命起源及人与自然关系ꎬ促进人类

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孙克勤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２)ꎮ 但随

着全球气候环境变化ꎬ自然灾害频发ꎬ特别是人类

活动的消极作用ꎬ世界遗产地的资源现状正在退

化ꎬ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受损ꎮ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６０６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 ＩＵＣＮ)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指出ꎬ近三年内受气候变化

威胁的世界自然遗产数量已由 ３５ 个增加到 ６２ 个ꎮ
Ａｌｌ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利用 ９４ 个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人

类足迹数据以及 １３４ 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全球森林

监测数据分析显示ꎬ６３％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所受

到的人类胁迫压力增加(自 １９９３ 年起)ꎬ９１％的世

界遗产地森林面积减少ꎬ其中亚洲世界自然遗产

地受人为干扰最强ꎬ特别是缓冲区及边界地带ꎬ其
自然资源受到威胁、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退化加

剧ꎬ影响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ꎮ 因此ꎬ对世界

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国际关注ꎮ
了解各世界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的现状是对

世界遗产地进行科学保护的前提ꎮ 以往我国对此

类研究主要集中于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保护

区域ꎬ很少从世界遗产地的角度去进行自然价值

挖掘及保护研究 (李文华等ꎬ ２００６ꎻ周年兴等ꎬ
２００８)ꎮ 在当前环保意识和世界遗产全球战略背

景下ꎬ我国对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研究逐步重视ꎬ如
谢宗强等(２０１７)在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展全

球突出普遍价值研究ꎬ樊大勇等(２０１７)对神农架

世界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与保护以及种子植物科

属的古老性等进行的深入挖掘ꎬ旨在立足世界遗

产地ꎬ对其本底情况进行调查分析ꎬ从根本上为遗

产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保护提供依据ꎮ
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是自然和人文生态系统的综合

体ꎬ是诸多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协同作

用的最终产物ꎬ其本底条件与其他遗产地存在差

异ꎬ为全面了解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物多样性现

状ꎬ该文以峨眉山世界遗产地原生植物及植被群

落为对象ꎬ从物种多样性、特有种与原始种组成、
植物区系、植被类型及空间分布格局等方面ꎬ评估

峨眉山地区植物多样性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ꎬ同
时ꎬ基于申遗文本并结合大量文献资料ꎬ概述当前

遗产地物种及植被群落的威胁因素ꎬ并提出相应

措施ꎬ为峨眉山世界遗产地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研究区概况

峨眉山世界遗产地(１０３°１０′３０″—１０３°３７′１０″
Ｅꎬ２９°１６′３０″—２９°４３′４２″ Ｎ)位于中国四川盆地西

南边缘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谷海燕和李策宏ꎬ
２００６)ꎮ 主峰为金顶ꎬ最高峰万佛顶ꎬ自山麓至山

顶高程变幅２ ６００ ｍꎬ景区与外围保护区域面积

６２３ ｋｍ２ꎮ 气候受太阳辐射ꎬ大气环流以及地形地

势的共同影响ꎬ形成亚热带季风气候且垂直变化

明显ꎬ年降水量２ ２１８.４ ｍｍꎬ年平均相对湿度超过

８０％ꎬ有雾日占全年总天数在 ８５％以上ꎬ低云、多
雾ꎬ雨量充足ꎬ是著名的“华西雨屏区” (刘姝和杨

渺ꎬ２０１２)ꎮ 土壤类型各异ꎮ 森林覆盖率 ８７％ꎬ植
被覆盖率达到 ９３％ꎮ 全山有植物５ ０００余种(倪珊

珊等ꎬ２０１６)ꎮ １９９６ 年ꎬ峨眉山—乐山大佛作为文

化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综合体被列为世界双遗产ꎬ
知名度提高ꎬ影响力逐渐扩大ꎬ遗产旅游随之兴

起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峨眉山风景区 ２０１４ 年接待游

客 ６２０.３２ 万次ꎬ较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１７.６３％ꎬ旅游经济

收益同比增长 ２１.７３％(倪珊珊等ꎬ２０１６)ꎬ但旅游

活动引发的资源过度利用与环境污染ꎬ超过了环

境承载限度ꎬ引起物种生境破碎化、栖息地丧失等

一系列问题ꎬ严重威胁当地物种的生存繁衍ꎬ影响

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格局(魏辅文等ꎬ２０１４)ꎮ

２　 峨眉山世界遗产地全球突出

普遍价值

２.１ 物种组成

峨眉山世界遗产地处于盆地向高原的过渡地

带ꎬ地形地貌特殊ꎬ垂直气候带复杂ꎬ物种组成丰

富ꎮ 据文献数据统计ꎬ在峨眉山世界遗产地范围

内ꎬ现已知拥有高等植物 ２４２ 科３ ２００种以上ꎬ分别

占中国与四川省植物物种总数的 １０％、３０％ꎮ 其

中ꎬ种子植物２ ４００多种ꎬ隶属 １５４ 科 ８０９ 属(表 １ꎬ
刘姝和杨渺ꎬ２０１２)ꎻ蕨类植物 ４２５ 种ꎬ隶属 ４６ 科

１１０ 属ꎬ分别占我国蕨类科、属、种数的 ７３. ０％、
４８.２％、１４.２％ꎬ占四川蕨类科、属、种数的 ８８.５％、
８６.６％和 ５７.７％(谷海燕和李策宏ꎬ２００８)ꎻ藓类植

物 ３４９ 种ꎬ隶属 ４６ 科 １６１ 属ꎬ占全国藓类植物科、
属、种数的 ７５.４１％、４４.８５％、１７. ８６％(吴鹏程等ꎬ
２００１)ꎮ 峨眉山特有种和中国特有种总计 ３２０ 余

种ꎬ其中生长于峨眉山或首次在峨眉山发现并以

７０６１１２ 期 姚小兰等: 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物多样性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及保护



“峨眉”命名的植物就有 １００ 余种ꎬ如峨眉鳞盖蕨

(Ｍｉｃｒｏｌｅｐｉａ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峨眉柳( Ｓａｌｉｘ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峨
眉楼梯草(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峨眉矮桦(Ｂｅｔｕｌａ
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峨眉八角莲(Ｄｙｓｏｓｍａ ｅｍｅｉｅｎｓｉｓ)等ꎮ 受

地形地势和小气候影响ꎬ峨眉山世界遗产地内植

物受第四纪冰川影响较小ꎬ依然保留着大量第三

纪及以前的且具有原始特征的古老物种ꎬ如侏罗

纪的桫椤(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第三纪孑遗植物珙

桐(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连香树(Ｃｅｒｃｉ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ｊａ￣
ｐｏｎｉｃｕｍ)、水 青 树 ( Ｔｅｔ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ｎ ｓｉｎｅｎｓｅ)、 领 春 木

(Ｅｕｐｔｅｌｅａ ｐｌｅ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等ꎮ 此外ꎬＴａｎｇ ＆ Ｏｈｓａｗａ
(２００２)通过比较ꎬ发现中国的喜马拉雅山地仅有

水青树分布ꎬ日本的本州岛仅有领春木和连香树

植物分布ꎬ仅有峨眉山出现完整的第三纪孑遗

植物ꎮ

表 １　 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物物种组成

(刘姝和杨渺ꎬ ２０１２ꎻ 谷海燕和李策宏ꎬ
２００８ꎻ 吴鹏程等ꎬ ２００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Ｅｍｅｉｓｈ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

门类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子植物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

１５４ ８０９ ２ ４００

蕨类植物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

４６ １１０ ４２５

苔藓植物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

４６ １６１ ３４９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４２ — ≥３ ２００

２.２ 植被类型

受独特的地理位置、地貌形态以及气流运动

的影响ꎬ峨眉山世界遗产地具有典型的植被垂直

分布带ꎬ亚热带植被类型完整ꎮ Ｔａｎｇ ＆ Ｏｈｓａｗａ
(１９９７)将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被类型划分为三

类:植被类型Ⅰ(６６０ ~ １ ５００ ｍ)ꎬ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带ꎬ主要分布着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木兰科 (Ｍａｇ￣
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和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植物ꎬ偶有山矾科

(Ｓｙｍｐｌｏｃａｃｅａｅ)等物种分布ꎮ 其中ꎬ海拔 ７５０ ｍ 以

下多为由红锥(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和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等组

成的次生林分布ꎬ７５０ ｍ 以上则多为常绿自然林ꎬ
这一植被带的森林郁闭度高ꎬ主要优势种有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ｐｉｎｇｉｉ)、楠木(Ｐｈｏｅｂｅ ｚｈｅｎｎａｎ)、黄心夜

合(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ｍａｒｔｉｎｉｉ)、黑壳楠(Ｌｉｎｄｅｒａ ｍｅｇａｐｈｙｌｌａ)
等ꎻ植被类型Ⅱ(１ ５００ ~ ２ ５００ ｍ)ꎬ混交林带ꎬ包含

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带(１ ５００ ~ ２ ０００ ｍ)
和针阔叶混交林带(２ ０００ ~ ２ ５００ ｍ)ꎮ 前者混交

的面积较大ꎬ常绿阔叶种以扁刺锥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ｐｌａｔｙａｃａｎｔｈａ)、曼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ｏｘｙｏｄｏｎ)为

主分布于乔木层ꎬ山茶属(Ｃａｍｅｌｌｉａ)与柃木属(Ｅｕ￣
ｒｙａ)植物则分布于灌木层ꎮ 落叶阔叶林的优势种

有珙桐、连香树、水青树等第三纪孑遗物种ꎬ零星

分布于斜坡与土堆上ꎮ 后者的针叶林呈斑块状分

布于阔叶林中ꎬ形成两种或三种生活型(常绿、落
叶和针叶树种)共同主导的森林ꎮ 其中ꎬ针叶树种

以冷杉(Ａｂｉｅｓ ｆａｂｒｉ)为主ꎬ阔叶树种以白桦(Ｂｅｔｕｌａ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及槭树科(Ａｃｅｒａｃｅａｅ)植物为主ꎻ植被

类型Ⅲ(２ ５００ ~ ３ ０９９ ｍ)ꎬ亚高山针叶林带ꎬ绝对

优势种为冷杉ꎬ作为斑块分布于亚高山灌丛和草

甸带间ꎬ灌丛中箭竹(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ｓｐａｔｈａｃｅａ)占主要优

势ꎬ草甸多分布于平坦湿润地带ꎬ同时有高山柏

( Ｓａｂｉｎａ ｓｑｕａｍａｔａ )、 金 顶 杜 鹃 (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ｆａｂｅｒｉ) 等分布ꎬ同时还分布有独叶草 ( 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延龄草(Ｔｒｉｌｌｉｕｍ ｔｓｃｈｏｎｏｓｋｉｉ)等古老珍稀

植物ꎮ 与其他亚热带山地森林垂直带谱[东喜马

拉雅南翼山地、川西南山地(西昌)、大巴山南坡

(通江)、安徽省黄山]相比ꎬ李旭光(１９８４)发现东

喜马拉雅南翼山地森林基带以热带雨林为主ꎬ其
森林建群种和群落结构与峨眉山完全不同ꎻ其他

山地虽以常绿阔叶林带为基带ꎬ但川西南山地以

偏干性西部类型的常绿阔叶林为主ꎬ且缺少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带ꎻ大巴山南坡与峨眉山森林植

被垂直结构相似ꎬ但多以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

主ꎬ且森林垂直带谱不如峨眉山完整ꎬ缺少针阔混

交林带ꎻ黄山海拔较低ꎬ森林垂直带谱结构不全ꎬ
且以落叶阔叶林为主ꎻ只有峨眉山拥有比较完整

的常绿阔叶林带ꎬ不仅以该类型群落为基带ꎬ而且

分布上限在其他山地中最高ꎬ幅度最宽ꎬ在峨眉山

森林植被垂直带谱中占有显著地位ꎬ具有典型的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东部亚区森林群落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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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被垂直带谱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ｚ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ｍｅｉｓｈ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

编号
Ｃｏｄｅ

海拔高度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植被类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主要物种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Ⅰ ６６０~ １ ５００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楠木、黄心夜合等
Ｐｈｏｅｂｅ ｚｈｅｎｎａｎꎬ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ｍａｒｔｉｎｉｉ ｅｔ ａｌ

Ⅱ－ⅰ １ ５００~ ２ ０００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珙桐、连香树等
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ꎬ Ｃｅｒｃｉ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ｅｔ ａｌ

Ⅱ－ⅱ ２ ０００~ ２ ５００ 针阔叶混交林
Ｎｅｅｄｌｅ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白桦、冷杉等
Ｂｅｔｕｌａ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ꎬ Ａｂｉｅｓ ｆａｂｒｉ ｅｔ ａｌ

Ⅲ ２ ５００~ ３ ０９９ 亚高山针叶林
Ｓｕｂａｌｐｉｎｅ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冷杉、箭竹等
Ａｂｉｅｓ ｆａｂｒｉꎬ 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ｓｐａｔｈａｃｅａ ｅｔ ａｌ

表 ３　 峨眉山世界遗产地蕨类、藓类和常绿阔叶混交林中种子植物属的分布类型

(谷海燕和李策宏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００８ꎻ 裴林英ꎬ ２００６)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ꎬ ｍｏｓｓ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Ｅｍｅｉｓｈ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

蕨类植物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

属数
Ｇｅｎｕｓ Ｎｏ.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藓类植物
Ｍｏｓｓ

属数
Ｇｅｎｕｓ Ｎｏ.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常绿阔叶种子植物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属数
Ｇｅｎｕｓ Ｎｏ.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１３ １１.８ ２１ １３.０ １７ １２.５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ｓ ３２ ３３ １４ ８.７ １７ １２.５

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４ ４.１ ４ ２.５ １ ０.７

热带亚洲－热带美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Ｔｒｏｐ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 ２.１ ３ １.９ ４ ２.９

热带亚洲－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 Ａｓｉａ－Ｔｒｏｐｉｃ Ｏｃｅａｎ ６ ６.２ ５ ３.１ １ ０.７

热带亚洲－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 Ａｓｉａ－Ｔｒｏｐｉｃ Ａｆｒｉｃａ ２ ２.１ ４ ２.５ ３ ２.２

热带亚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 Ａｓｉａ ２２ ２２.７ ３９ ２４.２ １７ １２.５

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１５ １５.５ ５０ ３１.１ ２６ １９.１

东亚－北美洲分布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 － １２ ７.５ １８ １３.２

旧世界温带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１ １ ３ １.９ ３ ２.２

东亚分布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ｓｉａ １０ １０.３ ６５ ４０.４ ２５ １８.４

中国特有成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ｄｅｍｉｃ ３ ３.１ ２９ １８.０ ４ ２.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０ １００ １６１ １００.０ １３６ １００

９０６１１２ 期 姚小兰等: 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物多样性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及保护



２.３ 区系组成

峨眉山曾位于康滇古陆北缘ꎬ因此古热带植

物区系丰富ꎮ 在喜马拉雅山系形成、古地中海退

却过程中ꎬ与扬子古陆及冈瓦纳古陆的植物成份

交触ꎬ第四纪以来ꎬ受新构造运动影响ꎬ山体抬升、
河流侵蚀剧烈ꎬ以致峨眉山在内的横断山东缘成

为许多第三纪古老植物区系的避难所ꎬ冰期与间

冰期的气候波动也使物种分化明显(庄平ꎬ１９９８)ꎬ
植物区系复杂多样ꎮ 当前ꎬ峨眉山植物区系组成

上既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植物成份ꎬ又有中国—
日本与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成份ꎮ 据谷海燕

和李策宏(２００８)对峨眉山蕨类植物区系统计ꎬ峨
眉山蕨类植物 １１０ 个属ꎬ分为 １２ 个分布型(表 ３)ꎬ
其中世界分布 １３ 属ꎬ泛亚热带分布 ３２ 属ꎬ旧世界

热带分布 ４ 属ꎬ热带亚洲—热带美洲、热带大洋

洲、热带美洲分布分别为 ２ 属、６ 属、２ 属ꎻ热带亚

洲和温带分布有 ２２ 属和 ２９ 属ꎬ北温带分布、旧世

界分布ꎬ东亚分布有 １５ 属、１ 属、１０ 属ꎬ其中属于

喜马拉雅—中国亚型的蕨类植物有矮小扁枝石松

(Ｄｉｐｈａｓｉａｓｔｒｕｍ ｖｅｉｔｃｈｉｉ)、 大 型 短 肠 蕨 ( Ａｌｌａｎｔｏｄｉａ
ｇｉｇａｎｔｅａ)、西南假毛蕨(Ｐｓｅｕｄｏ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ｉ)
等ꎬ 而中国—日本亚型的有福建观音座莲(Ａｎｇｉｏｐ￣
ｔｅｒｉｓ ｆｏｋｉｅｎｓｉｓ)、薄叶双盖蕨 (Ｄｉｐｌａｚｉｕｍ ｐｉｎｆａｅｎｓｅ)、
野雉尾金粉蕨 (Ｏｎｙｃｈ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峨眉介蕨

(Ｄｒｙｏａｔｈｙｒｉｕｍ ｕｎｉｆｕｒｃａｔｕｍ)ꎻ藓类植物的 １２ 个分布

区类型中(裴林英ꎬ２００６)ꎬ世界分布的属有 １７ 个ꎬ
热带分布的属有 ６９ 个ꎬ温带分布的属有 １３０ 个ꎬ
中国特有属 ２９ 个ꎬ其中狭叶缩叶藓(Ｐｔｙｃｈ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ｌｉｎｅａ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 树 形 疣 灯 藓 ( Ｔｒａｃｈｙｃｙｓｔｉｓ
ｕｓｓｕｒｉｅｎｓｉｓ)、福氏蓑藓 (Ｍａｃｒ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ｆｅｒｒｉｅｉ) 等 ３９
属藓类植物是中国—日本成分ꎬ硬叶曲尾藓(Ｄｉ￣
ｃｒａｎｕｍ ｌ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四川丝带藓(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ｒｉａ ｓｅｔｃｈ￣
ｗａｎｉｃａ)等 １７ 属植物属于中国—喜马拉雅成分ꎻ在
谷海燕和李策宏(２００６)所调查的峨眉山常绿阔叶

混交林种子植物分布类型中ꎬ北温带分布与东亚

分布所占比例较大ꎬ为 １９.１％和 １８.４％ꎬ如槭属(Ａ￣
ｃｅｒ)、冬青属( Ｉｌｅｘ)等ꎬ其次是东亚—北美洲分布、
世界分布、泛热带分布、热带亚洲分布ꎬ占 １３.１％、
１２.５％、１２.５％、１２.５％ꎬ其他分布型各占一定比例ꎮ

３　 受威胁植物影响因素

据统计ꎬ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物多样性下降

明显ꎬ物种受威胁程度增强ꎮ 庄平等(１９９２)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ꎬ结合多次补点性调查ꎬ发现峨眉

山受威胁植物总计 １４２ 种ꎬ隶属 ６９ 科 １０８ 属ꎮ 其

中ꎬ蕨类植物 １０ 种ꎬ且均为单科单属植物ꎻ裸子植

物 １０ 种ꎬ隶属 ５ 科 ８ 属ꎻ被子植物 １２２ 种ꎬ隶属 ５４
科 ９０ 属ꎮ 按濒危状况划分ꎬ濒危、渐危、稀有植物

各占 １０. ５６％、５１. ４１％、３８. ０３％ꎮ 结合覃海宁等

(２０１７) «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以及中

国珍稀濒危植物名录(汇总)ꎬ对峨眉山世界遗产

地内首批列入国家级保护的 ３１ 种植物濒危状况

进行统计(表 ４)ꎮ 从表 ４ 可以看出ꎬ目前有 １２ 种

植物为受威胁物种ꎬ其中峨眉拟单性木兰(Ｐａｒａｋ￣
ｍｅｒｉａ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峨眉山莓草( Ｓｉｂｂａｌｄｉａ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极危( ＣＲ)ꎬ峨眉黄连 ( Ｃｏｐｔｉｓ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红豆树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ｏｓｉｅｉ)、大叶柳(Ｓａｌｉｘ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 ｖａｒ. ｍａｇ￣
ｎｉｆｉｃａ) 濒 危 ( ＥＮ )ꎬ 篦 子 三 尖 杉 (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ｏｌｉｖｅｒｉ)、独叶草等 ７ 种植物渐危(ＶＵ)ꎮ 各森林群

落类型面积逐步减小ꎬ斑块破碎化明显ꎬ其原因主

要从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两方面着手ꎮ
３.１ 自然因素

适度的自然环境干扰ꎬ会使群落物种多样性

增加ꎬ群落稳定性增强ꎬ如峨眉山孑遗物种珙桐得

以保留ꎬ主要就在于适宜的地质扰动ꎬ增强了其与

其他物种的竞争能力(Ｔａｎｇ ＆ Ｏｈｓａｍａꎬ２００２)ꎮ 但

干扰程度增加超过限度ꎬ环境就会遭到破坏ꎮ 峨

眉山世界遗产地植物多样性以及珍稀濒危物种面

临的自然因素威胁主要有气候变化、酸雨危害、地
质灾害等ꎮ 如 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对气候变化下中国

第三纪孑遗物种珙桐潜在的地理分布做了预测ꎬ
认为在季节性温度ꎬ最热月降水以及年均温等全

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ꎬ２０７０ 年ꎬ珙桐分布地有可能

部分保留在当前分布地范围内或移植到西部较高

的山脉ꎬ但由于珙桐进化的保守性以及种子的不

易传播ꎬ未来气候变暖将对其群落造成威胁ꎻ２００６
年发生的 ５２ 崩塌灾害(陈晓清等ꎬ２００６)以及

２００８ 年汶川地震ꎬ水土流失状况加剧ꎬ皆对当地植

０１６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表 ４　 峨眉山世界遗产地首批国家级

保护植物受威胁现状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Ｅｍｅｉｓｈ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等级
Ｃｌａｓｓ

峨眉拟单性木兰 Ｐａｒａｋｍｅｒｉａ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ＣＲ

峨眉山莓草 Ｓｉｂｂａｌｄｉａ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ＣＲ

峨眉黄连 Ｃｏｐｔｉｓ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ＥＮ

红豆树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ｏｓｉｅｉ ＥＮ

大叶柳 Ｓａｌｉｘ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 ｖａｒ.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 ＥＮ

篦子三尖杉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ｏｌｉｖｅｒｉ ＶＵ

独叶草 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 ＶＵ

杜仲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ＶＵ

木瓜红 Ｒｅｈｄ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 ＶＵ

穗花杉 Ａｍｅｎｔｏｔａｘｕｓ ａｒｇｏｔａｅｎｉａ ＶＵ

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 ＶＵ

峨眉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ｓｕｂｓｐ. ＶＵ

被产生不同程度的破坏ꎻ全球气候变暖、酸雨侵蚀

造成环境异变ꎬ峨眉山金顶至九老洞一带的冷杉

和箭竹大量死亡ꎬ使苔藓植物层逐渐消失ꎬ下层喜

阴类珍稀濒危植物濒临灭绝(陈晓清等ꎬ２００６ꎻ庄
平ꎬ２００２)ꎮ
３.２ 人为活动

Ａｌｌ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对世界自然遗产地所受到的

威胁因素进行调查表明ꎬ人为胁迫对自然遗产地的

影响占主要地位ꎬ且比重不断增加ꎮ 峨眉山世界遗

产地受到的人为干扰活动中ꎬ不当的旅游发展ꎬ超
额的游客人数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的压力ꎬ
同时各旅游设施的修建ꎬ侵占或割裂了植物原有生

境ꎬ野生植物生境退缩ꎻ中药材的大量种植ꎬ使峨眉

山中 低 海 拔 区 域 大 面 积 的 柳 杉 ( 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等外来物种以及黄连等中药材ꎬ占据了原

生树种的生长空间ꎬ使峨眉山基带植被—中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以及其他林型面积逐渐缩小ꎬ群落斑块

破碎化明显ꎬ植被退化严重(苟娇娇等ꎬ２０１４ꎻ张国

珍等ꎬ２０１４)ꎻ景区周边居民生活垃圾ꎬ城市建设产

生的废弃物ꎬ造成的环境污染改变了遗产地内野生

动植物的生长环境ꎮ 此外ꎬ采药、开矿、水库建设等

人为活动ꎬ对当地植被产生了严重影响ꎬ使峨眉山

世界遗产地真实性与完整性遭到破坏ꎮ

４　 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物多样性

ＯＵＶ 保护管理

峨眉山世界遗产地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ꎬ
青藏高原东部的深割区域ꎬ地质、地形及气候条件

独特ꎬ植物物种多样性与特有性在我国较突出ꎬ是
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区域(刘姝和杨渺ꎬ
２０１２ꎻ吴荭等ꎬ２０１１)ꎮ 在有限的区域内拥有十分

之一的中国植物ꎬ三分之一的四川植物ꎻ原始种、
特有种丰富ꎬ亚热带植被类型完整ꎬ遗产地内植物

区系复杂ꎬ珍稀濒危植物比重较大ꎬ有助于进一步

研究植物区系、古地质演变与植物发展演替关系

(吴小巧等ꎬ２００４)ꎬ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ꎬ是人

类的财富ꎮ
为进一步保护峨眉山世界遗产地突出普遍价

值ꎬ完整保存遗产地内生物多样性及濒危物种重要

栖息地、垂直带谱以及优美的自然景观ꎬ峨眉山相

关部门曾先后多次对其生态环境进行了恢复建设

(景区移民搬迁、关闭小煤矿)ꎬ实施退耕还林和天

然林保护工程ꎬ对古树名木挂牌定点保护等ꎮ 同时

特别划定高山杜鹃ꎬ珙桐、水青树、连香树ꎬ冷杉及

独叶草、延龄草ꎬ桢楠ꎬ桫椤等 ５ 个珍稀植物保护区ꎬ
保护天然植被促进其恢复ꎮ 在此基础上ꎬ建议与高

校及科研院所合作ꎬ在峨眉山世界遗产地开展生物

多样性、人类活动、自然环境变化的动态监测ꎬ了解

其状况及变化趋势ꎬ准确评估ꎬ预见性地对世界遗

产地进行科学管理ꎮ 同时ꎬ进行景区数字化建设ꎬ
有效控制游客规模ꎬ加强宣传教育ꎬ规范游客旅游

行为ꎬ文明旅游ꎻ并加强与遗产地周边社区合作ꎬ使
遗产地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并进ꎬ实现峨眉山世界

遗产地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ꎮ

参考文献:

ＡＬＬＡＮ ＪＲꎬ ＶＥＮＴＥＲ Ｏꎬ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Ｒｅｃｅｎｔ ｉｎ￣

１１６１１２ 期 姚小兰等: 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物多样性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及保护



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ｏｓｓ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 ｍａｎ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ｓ [Ｊ]. Ｂｉｏｌ Ｃｏｎｓｅｒｙꎬ ２０６:４７－５５.

ＢＡＲＡＬ Ｎꎬ ＨＡＺＥＮ Ｈꎬ ＴＨＡＰＡ Ｂꎬ ２０１７. Ｖｉｓｉｔｏｒ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ｔ Ｓａｇａｒｍａｔｈａ (Ｍｔ. Ｅｖｅｒｅ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ꎬ Ｎｅｐａｌ [Ｊ]. Ｊ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Ｔｏｕｒꎬ ２５(１０): １４９４－１５１２.

ＣＡＯ ＱＭꎬ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Ａｌ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 Ｄ ]. Ｕｒｕｍｑｉ: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曹秋梅ꎬ ２０１５. 新疆阿尔

泰山植物多样性全球突出普遍价值 [Ｄ]. 乌鲁木齐: 新

疆农业大学.]
ＣＨＥＮ ＸＱꎬ ＣＵＩ Ｐꎬ ＴＡＮＧ Ｂ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 Ｓｌｏｐｅｆａｉｌｕｒ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ｏｎ Ｍａｙ ２ꎬ ２００５ ｉｎ Ｅｍｅ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Ｊ]. Ｊ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ｏｌꎬ ２１(３):４２－４６. [陈晓清ꎬ 崔

鹏ꎬ 唐邦兴ꎬ 等ꎬ ２００６. 峨眉山 ５２ 崩塌灾害及防治措施

[Ｊ]. 灾害学ꎬ ２１(３):４２－４６.]
ＣＵＳＨＭＡＮ ＳＡꎬ ２００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ｕｓ [ Ｊ]. Ｂｉｏｌ Ｃｏｎｓꎬ
１２８: ２３１－２４０.

ＦＡＮ ＤＹꎬ ＧＡＯ ＸＭꎬ ＤＵ Ｙ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ｗｏｏｄｙ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５(５):
４９８－５０３. [樊大勇ꎬ 高贤明ꎬ 杜彦君ꎬ 等ꎬ ２０１７. 神农架世

界自然遗产地落叶木本植物多样性及其代表性 [Ｊ]. 生

物多样性ꎬ ２５(５):４９８－５０３.]
ＦＡＮ ＤＹꎬ ＧＡＯ ＸＭꎬ ＹＡ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Ｊ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ꎬ ３５(６):８３５－８４３. [樊大勇ꎬ
高贤明ꎬ 杨永ꎬ 等ꎬ ２０１７. 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地种子植

物科属的古老性 [Ｊ]. 植物科学学报ꎬ ３５(６):８３５－８４３.]
ＧＯＵ ＪＪꎬ ＱＩＮ ＺＨꎬ ＬＩＵ Ｓ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

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ＤＶＩ ａｔ ａｂｏｕｔ ３０ａ
ｓｃａｌｅ ａ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ｏｆ Ｅｍｅ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Ｊ]. Ｒｅｓｏｕｒ Ｄｅｖ Ｍａｒｋｅｔꎬ ３０(８):９２１－９２３. [苟娇娇ꎬ 秦子

晗ꎬ 刘守江ꎬ 等ꎬ ２０１４. 基于 ＮＤＶＩ 的近 ３０ 年植被覆被变

化及垂直分异研究—以峨眉山自然风景区为例 [Ｊ]. 资

源开发与市场ꎬ ３０(８):９２１－９２３.]
ＧＵ ＨＹꎬ ＬＩ ＣＨꎬ ２００６.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 ｅｖｅｒ￣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Ｅｍｅｉ [ Ｊ]. Ｂｕｌｌ
Ｂｏｔ Ｒｅｓꎬ ２６(５): ６１８－６２３. [谷海燕ꎬ 李策宏ꎬ ２００６. 峨眉

山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生物多样性及植物区系初探

[Ｊ]. 植物研究ꎬ ２６(５): ６１８－６２３.]
ＧＵ ＨＹꎬ ＬＩ ＣＨꎬ ２００８.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ｓ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Ｅｍｅ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Ｊ].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Ｂｏｒｅａｌ￣Ｏｃｃｉｄｅｎｔ Ｓｉｎꎬ ２８
(２): ３８１－３８７. [谷海燕ꎬ 李策宏ꎬ ２００８. 峨眉山蕨类植物区

系的初步研究 [Ｊ]. 西北植物学报ꎬ ２８(２): ３８１－３８７.]
ＨＡＭＭＯＮＤ ＲＡꎬ ＨＵＤＳＯＮ ＭＤꎬ ２００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Ｋ ｇｏｌｆ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ｓ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Ｊ]. Ｌａｎｄｓｃ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ꎬ８３(２－３):１２７－１３６.

ＫＩＮＧ ＬＭꎬ ＨＡＬＰＥＮＮＹ ＥＡꎬ ２０１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ｂｒａｎｄ: ｖｉｓｉｔｏｒ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ＵＮＥＳＣＯｓ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ｍｂ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ｉｔｅｓꎬ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 Ｊ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Ｔｏｕｒꎬ ２２(５):７６８－７８６.

ＬＡＶＥＲＧＮＥ Ｓꎬ ＭＯＵＱＵＥＴ ＮꎬＴＨＵＩＬＬＥＲ Ｗ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Ｊ]. Ａｎｎ
Ｒｅｖ Ｅｃｏｌ Ｅｖｏｌ Ｓｙｓｔꎬ ４１(４１):３２１－３５０.

ＬＩ ＷＨꎬ ＭＩＮ ＱＷꎬ ＳＵＮ ＹＨꎬ ２００６.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Ｊ]. Ｇｅｏｇｒ Ｒｅｓꎬ ２５
(４):５６１－５６９. [李文华ꎬ 闵庆文ꎬ 孙业红ꎬ ２００６. 自然与

文化遗产保护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Ｊ]. 地理研究ꎬ ２５(４):
５６１－５６９.]

ＬＩ ＸＧꎬ １９８４.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ｍｅ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Ｊ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ꎬ ( １): ５２ － ６６. [李 旭 光ꎬ
１９８４. 四川省峨眉山森林植被垂直分布的初步研究

[Ｊ]. 植物生态学报ꎬ (１):５２－６６.]
ＬＩＵ Ｓꎬ ＹＡＮＧ Ｍꎬ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ｕｎｔ. Ｅｍｅｉ [ Ｊ].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 ３１(Ｓｕｐｐｌ.):１１８－１２１. [刘姝ꎬ 杨渺ꎬ ２０１２. 峨眉

山生物多样性监测与可持续旅游发展 [Ｊ]. 四川环境ꎬ３１
(增刊):１１８－１２１.]

ＮＩ ＳＳꎬ ＰＥＮＧ Ｌꎬ ＧＡＯ Ｙꎬ ２０１６.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ｍｅｉ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ｃｅｎ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Ｊ]. Ｃｈｉｎ Ｊ Ａｇｒ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 Ｒｅｇ Ｐｌａｎꎬ
３７(３):９３－９６. [倪珊珊ꎬ 彭琳ꎬ 高越ꎬ ２０１６. 旅游干扰对

峨眉山风景区土壤及植被的影响 [Ｊ]. 中国农业资源与

区划ꎬ ３７(３):９３－９６.]
ＰＥＩ ＬＹꎬ ２００６.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ｙｏ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Ｍｔ. Ｅｍｅｉ

[ Ｄ ].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裴 林 英ꎬ
２００６. 峨眉山藓类植物区系的研究 [Ｄ]. 济南: 山东师范

大学.]
ＰＥＲＲＹ Ｊꎬ ２０１５.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ｂｅｓｔ

ｐｌａｃｅｓ: Ａ ｗｉｃｋ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ｎｅｅｄ ｏｆ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Ｊ].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ꎬ １３３:１－１１.

ＰＲＩＭＡＣＫ ＲＢꎬ ＭＡ ＫＰꎬ ２０１０. Ａ ｂｒｉｅｆ ｔｕｔｏｒｉａｌ 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 Ｐｒｉｍａｃｋ
ＲＢꎬ 马克平ꎬ ２０１０. 保护生物学简明教程 [Ｍ]. 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

ＱＩＮ ＨＮꎬ ＹＡＮＧ Ｙꎬ ＤＯＮＧ Ｓ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Ｊ]ꎬ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５(７):６９６－
７４４. [覃海宁ꎬ 杨永ꎬ 董仕勇ꎬ 等ꎬ ２０１７. 中国高等植物受威

胁物种名录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２５(７):６９６－７４４.]
ＱＩＮ ＨＮꎬ ＺＨＡＯ ＬＮꎬ ２０１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５ (７):６８９ －
６９５. [覃海宁ꎬ 赵莉娜ꎬ ２０１７. 中国高等植物濒危状况评

估 [Ｊ]. 生物多样性ꎬ２５(７):６８９－６９５.]
ＲＡＯ Ｋꎬ ２０１０.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Ｌｉｓｔ [Ｊ]. Ｊ Ｉｎｔ Ｈｅｒｉｔ Ｒｅｓꎬ １６(３):１６１－１７２.

ＳＵＮ ＫＱꎬ ２０１０.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Ｊ]. Ｒｅｓｏｕｒ Ｉｎｄꎬ１２(６):１１８－１２４. [孙克勤ꎬ ２０１０. 世界自

然遗产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存在的问题和保护对策

[Ｊ]. 资源与产业ꎬ １２(６):１１８－１２４.]

２１６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ＳＵＮ ＫＱꎬ ２０１２.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孙 克 勤ꎬ ２０１２. 世 界 遗 产 学

[Ｍ].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ＴＡＮＧ ＣＱꎬ ＤＯＮＧ ＹＦꎬ Ｈ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ＯＲＡＩＲＡ 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ｒｅｌｉｃｔ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Ｓｃｉ Ｒｅｐꎬ ７:４３８２２.

ＴＡＮＧ ＣＱꎬ ＯＨＳＡＷＡ Ｍꎬ １９９７. Ｚ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ꎬ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ｏｎ ａ ｈｕｍｉｄ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Ｍｔ. Ｅｍｅｉ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ꎬ １３３(１):６３－７８.

ＴＡＮＧ ＣＱꎬ ＯＨＳＡＷＡ Ｍꎬ ２００２. Ａ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ｒｅｌｉｃ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ｎ ａ ｈｕｍｉｄ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Ｍｔ. Ｅｍｅｉ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Ｆｏｌｉａ Ｇｅｏｂｏｔꎬ３７: ９３－１０６.

ＴＵＣＫＥＲ Ｈ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ꎬ ２０１４.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
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Ｊ]. Ａｎ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ꎬ ４７:
６３－７６.

ＷＥＩ ＦＷꎬ ＮＩＥ ＹＧꎬ ＭＩＡＯ Ｈ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ｏｓ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Ｊ]. Ｃｈｉｎ Ｓｃｉ
Ｂｕｌｌꎬ ５９: ４３０ － ４３７. [魏辅文ꎬ 聂永刚ꎬ 苗海霞ꎬ 等ꎬ
２０１４. 生物多样性丧失机制研究进展 [Ｊ]. 科学通报ꎬ ５９:
４３０－４３７.]

ＷＵ Ｈꎬ ＺＨＵＡＮＧ Ｐꎬ ＺＨＡＮＧ Ｃ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Ｅｍｅｉ [ Ｊ]. Ｒｅｓｏｕｒ Ｄｅｖ Ｍａｒｋｅｔꎬ ２７
(４):３４７－３５１. [吴荭ꎬ 庄平ꎬ 张超ꎬ 等ꎬ ２０１１. 峨眉山资源

植物研究 [Ｊ]. 资源开发与市场ꎬ ２７(４):３４７－３５１.]
ＷＵ Ｊꎬ ＬＩＵ ＺＭꎬ ２０１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Ｃｈｉｎ Ｊ Ｅｃｏｌꎬ ３３(７):１９４６－１９５２. [武
晶ꎬ 刘志民ꎬ ２０１４. 生境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

综述 [Ｊ]. 生态学杂志ꎬ ３３(７):１９４６－１９５２.]
ＷＵ ＰＣꎬ ＪＩＡ Ｙꎬ ＷＡＮＧ ＭＺꎬ ２００１. Ｐｈｙｔ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 Ｓｉｎꎬ ３９(６):５２６－５３９. [吴鹏程ꎬ 贾渝ꎬ
汪楣芝ꎬ ２００１. 中国与北美苔藓植物区系关系的探讨

[Ｊ]. 植物分类学报ꎬ ３９(６):５２６－５３９.]
ＷＵ ＸＱꎬ ＨＵＡＮＧ ＢＬꎬ ＹＵ Ｌꎬ ２００４.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Ｊ Ｎａｎ￣
ｊｉｎｇ Ｆｏｒ Ｕｎｉｖ( Ｎａｔ Ｓｃｉ Ｅｄ)ꎬ ２８(２):７２－７６. [吴小巧ꎬ 黄宝

龙ꎬ 雨龙ꎬ ２００４. 中国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研究现状与进展

[Ｊ].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 ２８(２):７２－７６.]
ＸＩＥ ＺＱꎬ ＳＨＥＮ ＧＺꎬ ＺＨＯＵ ＹＢ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 [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５ ( ５): ４９０ －
４９７. [谢宗强ꎬ 申国珍ꎬ 周友兵ꎬ 等ꎬ ２０１７. 神农架世界自

然遗产地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及其保护 [Ｊ]. 生物多样

性ꎬ ２５(５):４９０－４９７.]
ＹＵＡＮ Ｎꎬ ＦＡＮ ＷＪꎬ ＳＵＮ ＫＱꎬ ２０１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 [Ｊ]. Ｃｈｉｎ Ｐｏｐ Ｒｅｓｏｕ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 ２４(３):２８９－２９２. [袁
宁ꎬ 范文静ꎬ 孙克勤ꎬ ２０１４. 地质灾害对世界遗产地的可

持续发展影响评价———以自然遗产地九寨沟为例

[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ꎬ ２４(３):２８９－２９２.]
ＺＨＡＮＧ ＧＺꎬ ＹＡＮＧ Ｍꎬ ＬＩ Ｃ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ｎ ｓｉｎｅｎ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ｎ Ｍｔ. Ｅｍｅｉ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Ｊ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Ｆｏｒ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３５(１):１－５. [张国

珍ꎬ 杨渺ꎬ 李策宏ꎬ 等ꎬ ２０１４. 四川峨眉山水青树林群落

的物种多样性特征 [Ｊ]. 四川林业科技ꎬ ３５(１):１－５.]
ＺＨＯＵ ＮＸꎬ ＬＩＮ ＺＳꎬ ＨＵＡＮＧ Ｚ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
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Ｊ]. Ｊ Ｎａｔ Ｒｅｓｏｕｒꎬ ２３(１):２５－３２. [周年兴ꎬ 林

振山ꎬ 黄震方ꎬ 等ꎬ ２００８. 世界自然遗产地面临的威胁及

中国的保护对策 [Ｊ]. 自然资源学报ꎬ ２３(１):２５－３２.]
ＺＨＵＡＮＧ Ｐꎬ １９９８.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Ｅｍｅ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Ｊ]. Ｃｈｉ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ꎬ ６(３):２１３－
２１９. [庄平ꎬ １９９８. 峨眉山特有种子植物的初步研究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６(３):２１３－２１９.]
ＺＨＵＡＮＧ Ｐꎬ ２００２.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ｉｅｓ ｆａｂｒｉ ｉｎ

Ｍｔ. Ｅｍｅｉ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２２(１):４０－４４. [庄平ꎬ ２００２. 峨眉

山冷杉种群研究 [Ｊ]. 广西植物ꎬ ２２(１):４０－４４.]
ＺＨＵＡＮＧ Ｐꎬ ＷＵ Ｈꎬ ＷＵ Ｊ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ｕｎｔ. Ｅｍｅｉ [Ｊ]. Ｒｅ￣
ｓｏｕｒ Ｄｅｖ Ｃｏｎｓｅｒｖꎬ ８(１):５３－５６. [庄平ꎬ 吴荭ꎬ 邬家林ꎬ
等ꎬ １９９２. 峨眉山受威胁植物优先保护评价 [Ｊ]. 资源开

发与保护ꎬ ８(１):５３－５６.]

３１６１１２ 期 姚小兰等: 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物多样性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及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