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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野生兰科植物就地保护现状及保护空缺分析
叶　 超１ꎬ２ꎬ 刘　 锋１ꎬ２ꎬ 安明态１ꎬ２∗ꎬ 杨焱冰１ꎬ２

( １. 贵州大学 林学院ꎬ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ꎻ ２. 贵州大学 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研究中心ꎬ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

摘　 要: 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植物是植物界中最进化、种类最丰富的类群之一ꎬ有较高的环境要求和较强的

生态系统依存性ꎮ 由于很多兰科植物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ꎬ各地采挖频繁ꎬ导致其受威胁十分

严重ꎬ已成为保护植物中的“旗舰”类群ꎮ 该文基于文献资料和近年来课题组野外调查数据ꎬ分析贵州省野

生兰科植物的地理分布状况、就地保护现状与保护空缺ꎬ以期为该地区野生兰科植物科学合理的保护管理

提供参考ꎮ 结果表明:(１)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共 ３４３ 种ꎬ其中在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的物种有 ２９１ 种ꎬ就地

保护率为 ８４.８４％ꎮ (２)在兰科植物地理分布上ꎬ黔西南(２２１ 种) >黔南(１９８ 种) >遵义(１３５ 种) >铜仁(１１０
种)>黔东南(１０１ 种)>贵阳(８２ 种)>六盘水(７９ 种) >毕节(６８ 种) >安顺(６５ 种)ꎬ黔西南和黔南分布的兰

科植物及它们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的兰科植物种类均远高于其他地区ꎮ (３)采用“累计筛选法”共鉴别出保

护贡献率较高的前 １４ 个保护区ꎬ累计保护贡献率达 ８４.８４％ꎮ 总体而言ꎬ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受到了较全

面的保护ꎬ但仍有部分物种未受到保护ꎬ且受威胁严重ꎮ
关键词: 兰科植物ꎬ 就地保护ꎬ 保护空缺ꎬ 保护贡献率ꎬ 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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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是有花植物中最大的科之

一ꎬ物种种数仅次于菊科ꎬ且每年被描述的新物种

中有 ５００ 种出自这两个科( Ｃｈａｓ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目前 全 世 界 约 有 兰 科 植 物 ７３６ 属 ２８ ０００ 种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ｈｕｓｚ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并且正在以每年 １３ 个

属的速度被描述(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４ 年的平均值)
(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ｎꎬ ２００４)ꎬ广泛分布于除两极和极端干

旱沙漠地区以外的各种陆地生态系统中ꎬ尤以热

带地区分布最多(Ｇｕｓｔａｖｏꎬ １９９６)ꎮ 多年来ꎬ兰科

作为 保 护 植 物 中 的 “ 旗 舰 ” 类 群 ( 罗 毅 波 等ꎬ
２００３)ꎬ深受国内外研究者的青睐ꎬ大量有关兰科

植物的研究被报道ꎮ 然而ꎬ这些报道多集中在某

些重要物种或类群的形态学 (李秀玲等ꎬ２０１５ꎻ
Ｎｅｃｍｅｔｔｉｎꎬ ２０１６)、细胞学(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Ｍｏｒａｅ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菌根生物学(Ｈａｊ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传粉生物学(任宗昕等ꎬ２０１２)、育种及组培

快繁技术(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等方面ꎬ有关兰科植

物就地保护效率的研究极少ꎬ目前仅见秦卫华等

(２０１２)对中国１ ３３４种兰科植物在 ５４３ 个自然保

护区中的就地保护水平进行了划分ꎬ并认为仅有

４.８％的兰科植物受到了“有效保护”ꎮ 中国作为

世界上野生兰科植物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张殷波

等ꎬ２０１５)ꎬ目前共记录兰科植物 ２０５ 属１ ５５６种

(王利松等ꎬ２０１５)ꎬ约有 ７０％的种类在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等 保 护 地 内 有 分 布ꎬ 就 地 保 护 ( ｉｎ ｓｉｔ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成为了我国兰科植物保护的主要方

式(金效华ꎬ２０１９)ꎮ 就地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

最有效的措施(马建章等ꎬ２０１２)ꎬ而建立自然保护

区是对生物资源进行就地保护最有效的途径(张

殷波等ꎬ２０１９)ꎮ
西南高山峡谷区是我国野生兰科植物的重点

分布区域ꎬ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自然环境

为野生兰科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环境(秦卫华等ꎬ
２０１２ꎻ张殷波等ꎬ２０１５)ꎮ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边陲ꎬ
是世界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ꎬ喀斯

特面积占全省面积的 ６１.９％(李宗发ꎬ２０１１)ꎬ地形

多变ꎬ山高谷深ꎬ沟岭纵横ꎬ气候垂直分异大ꎬ水热

资源充沛(周政贤ꎬ１９９２)ꎬ其复杂的环境和良好的

水热条件为兰科植物的生存提供了条件ꎮ 贵州省

自 １９７８ 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梵净山自然

保 护 区 以 来ꎬ 至 今 已 建 成 １２４ 个 自 然 保 护 区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ｔｂｈ / ｚｒｂｈｄｊｇ / ２０１６１１ /
Ｐ０２０１６１１２５５５９８６５８８６３５９.ｐｄｆ)ꎬ总面积达８ ８９８.２
ｋｍ２ꎬ占全省面积的 ５.０５％ꎮ 但是ꎬ这些保护区对

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的保护情况与保护贡献率如

何仍有待研究ꎮ 本研究以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为

研究对象ꎬ分析自然保护区内外的兰科植物地理

分布特点及其保护现状ꎬ评价其就地保护及保护

空缺ꎬ对有关部门制定兰科植物的保护策略和管

理方案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ꎮ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兰科植物名录的资料收集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ꎮ 主要查阅了«贵州野生兰科植物鉴别手

册»(陈东升等ꎬ２０１９)、«贵州维管束植物编目»
(罗扬等ꎬ２０１５)、 «贵州野生兰科植物» (周庆ꎬ
２０１７)、«贵阳市野生兰科植物资源» (赵熙黔和安

明态ꎬ２０１５)、省内已出版的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

集(张 华 海 等ꎬ ２００６ꎻ罗 杨 等ꎬ ２０１０ꎻ 喻 理 飞 等ꎬ
２０１６)等相关专著与近年来已发表的兰科植物新

纪录等相关资料(金效华等ꎬ２００２ꎻ冉景丞和鲁成

巍ꎬ２００９ꎻ杨焱冰等ꎬ２０１７)ꎬ以及课题组近年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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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贵州省第二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

查、贵州省相关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林木种质资

源调查、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等工作中收

集的兰科植物资料ꎬ整理得出贵州省野生兰科植

物共计 ３４３ 种 (表 １)ꎬ依据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ｄ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ｐ２０００. ｏｒｇ. ｃｎ)的分类系统ꎬ隶
属于 ９２ 属ꎮ

表 １　 贵州野生兰科植物组成及受胁等级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受威胁等级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ｌｅｖｅｌ

保护区内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保护区外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极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１３ ３ １６

濒危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３８ １２ ５０

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６１ ３ ６４

近危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４７ ７ ５４

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１２３ ２１ １４４

数据缺乏
Ｄａｔａ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９ ６ １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９１ ５２ ３４３

　 注: 此处保护区内分布是指只要在贵州省任一保护区内有
分布的物种ꎬ即列入ꎮ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ａｎ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２ 自然保护区保护贡献率分析

本研究从保护野生兰科植物的角度出发ꎬ采用

累计筛选法(张殷波等ꎬ２０１４)来评价贵州省现有自

然保护区对野生兰科植物的保护贡献率ꎮ 此方法

依据“保护物种最多”“互补性最高”及“保护面积最

小”３ 个原则ꎬ在自然保护区网络中鉴别出对贵州省

野生兰科植物保护贡献率最高且补充贡献率也较

高的自然保护区ꎮ 具体步骤如下:首先ꎬ统计贵州

省现有的 １２４ 个保护区中已知分布的野生兰科植物

的物种数ꎬ按从多到少排序ꎬ将包含野生兰科植物

种类数量最多且面积最小的保护区作为对兰科植

物保护贡献率第一位的保护区ꎬ同时认为该保护区

内所包含的兰科植物已受到保护ꎬ将其从总的兰科

植物中剔除ꎻ然后ꎬ将其他的自然保护区按照包含

剩余野生兰科植物的种类数量按照从多到少排序ꎬ
选出此时包含兰科植物种类数量最多且所占面积

最小的自然保护区作为保护贡献率第二位的保护

区ꎻ之后ꎬ再重复以上步骤ꎬ直到所有的在保护区内

有分布的野生兰科植物均被剔除掉ꎻ最后ꎬ得到贵

州省野生兰科植物保护贡献率最高以及补充贡献

率也较高的自然保护区位序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野生兰科植物地理分布特点及就地保护现状

贵州省已知的 ３４３ 种野生兰科植物广泛分布于

全省境内(图 １)ꎬ分布极不均衡ꎬ地区差异极大ꎮ 其

中:以西南部的黔西南州分布最多(２２１ 种)ꎬ占贵州

省野生兰科植物的 ６３. ５６％ꎻ其次为黔南州 ( １９８
种)ꎬ占 ５７.７３％ꎻ黔中的安顺市分布最少ꎬ仅有 ６５
种ꎬ占 １８.９５％ꎮ 贵州省 ２５ 个自然保护区(１０ 个国

家级、６ 个省级和 ９ 个县级)内有 ２９１ 种野生兰科植

物分布ꎬ就地保护率达 ８４.８４％ꎮ 各行政区的就地保

护率虽有一定的差异ꎬ但总体上仍较好ꎮ 如毕节市

分布的 ６８ 种在保护区内均有分布ꎬ就地保护率最

高ꎬ为 １００％ꎻ黔东南州和六盘水市分别有 １ 种、２ 种

未在保护区内有分布ꎬ就地保护率分别为 ９９.０４％和

９６.７７％ꎻ黔西南州有 ３１ 种未分布于保护区内ꎬ就地

保护率较其他各地州市差ꎬ但其就地保护率仍达

８５.０２％ꎬ表明贵州省自然保护区对野生兰科植物的

就地保护成效较佳ꎬ远高于我国兰科就地保护率

(５１.９％)(秦卫华等ꎬ２０１２)ꎮ
尽管如此ꎬ贵州省兰科植物受威胁程度仍非

常高ꎮ 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处于受威胁(极危、濒
危和易危)等级的有 １３０ 种ꎬ占我国高等植物受威

胁物种(３ ８７９ 种) (覃海宁等ꎬ２０１７)的 ３.３５％ꎬ占
我国受威胁兰科植物(６５３ 种)的 １９.９１％ꎬ占贵州

省兰科植物的 ３７.９０％ꎮ 其中ꎬ极危种在保护区内

分布的有 １３ 种ꎬ占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极危种的

８１.２５％ꎬ濒危种 ３８ 种ꎬ占 ７６.００％ꎬ易危种 ６１ 种ꎬ
占 ８７.１４％ꎮ 总体来看ꎬ全省达到易危以上等级的

物种绝大多数通过保护区方式得到了保护ꎬ但由

于兰科植物多为重要观赏植物和药用植物ꎬ全省

各地采挖兰科植物现象严重ꎬ导致兰科植物资源

急剧减少甚至区域性灭绝率显著提高ꎬ而且兰科

植物暂时未纳入国家保护植物名录ꎬ 保护力度不

２４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图 １　 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地理分布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ｄ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足ꎬ兰科植物受威胁状况并没有得到缓解ꎮ
２.２ 保护空缺

目前ꎬ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有 ５２ 种未见在保护

区 内 分 布ꎬ 其 中: 极 危 ３ 种ꎬ 为 杏 黄 兜 兰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ｕｍ)、贵州杜鹃兰(Ｃｒｅｍａｓｔｒａ
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丽江杓兰(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ｌｉｃｈｉａｎｇｅｎｓｅ)ꎻ
濒危种包括贵州地宝兰(Ｇｅｏｄｏｒｕｍ ｅｕｌｏｐｈｉｏｉｄｅｓ)、文
山兜兰 (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ｗ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和斑叶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ｃｅｕｍ)等 １２ 种ꎻ易危种包括

合柱兰(Ｄｉｐｌｏｍｅｒｉｓ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ａ)、滇藏斑叶兰(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和长距美冠兰(Ｅｕｌｏｐｈｉａ ｆａｂｅｒｉ)等 ９ 种ꎻ近危

种包括离萼杓兰(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ｐ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ｌｕｍ)、宽药隔

玉 凤 花 ( 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 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ｉ ) 和 喙 房 坡 参

(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 ｒｏｓｔｒａｔａ)等 ８ 种ꎻ无危种包括流苏金石斛

(Ｆｌｉｃｋｉｎｇｅｒｉａ 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ａ )、 湿 地 玉 凤 花 ( 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
ｈｕｍｉｄｉｃｏｌａ)和白肋线柱兰(Ｚｅｕｘｉｎｅ ｇｏｏｄｙｅｒｏｉｄｅｓ)等

２０ 种ꎮ 这些种多为近年来发表的新种或新记录

种ꎬ在贵州省内仅有零星的分布ꎬ如贵州杜鹃兰和

丽江杓兰等 ３９ 种均只记录到一个分布点ꎬ喙房坡

参仅在镇宁县发现 ３ 株ꎬ且还受放牧的威胁ꎮ
２.３ 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贡献率

经筛选后ꎬ贵州省自然保护区对野生兰科植

物保护贡献率最高的是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２９ 种)ꎬ占贵州省兰科植物总数的 ３７. ６１％ꎻ其
次ꎬ筛选出补充保护贡献率最高的是坡岗州级自

然保护区ꎬ补充保护物种数 ４８ 种ꎬ累计保护物种

１７７ 种ꎬ累计保护贡献率达到 ５１.６０％ꎻ随后依次筛

选出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梵净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望谟苏铁县级自然保护区和雷公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ꎬ这 ４ 个保护区共补充保护物种

９３ 种ꎬ累计保护物种 ２７０ 种ꎬ累计保护贡献率达到

７８.７２％ꎮ 通过筛选ꎬ共得到 １４ 个保护贡献率最高

且最互补的保护区(图 ２)ꎬ并将贵州省在自然保

护区内有分布的 ２９１ 种野生兰科植物完全包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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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ꎻ ２. 坡岗州级自然保护区ꎻ ３. 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ꎻ ４. 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ꎻ ５. 望谟苏铁自

然保护区ꎻ ６. 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ꎻ ７. 都柳江源湿地自然保护区ꎻ ８. 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ꎻ ９. 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ꎻ １０. 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ꎻ １１. 桴 自然保护区ꎻ １２. 百里杜鹃省级自然保护区ꎻ １３. 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ꎻ １４. 宽

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ꎮ
１. Ｍａｏｌ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２. Ｐｏｇａｎｇ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３. Ｄａｓｈａ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４. Ｆａｎｊｉｎｇ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５. Ｗａｎｇｍｏ Ｃｙｃａ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６. Ｌｅｉｇｏｎｇ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７. Ｄｕｌｉｕ Ｒｉｖｅｒ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８. Ｃａｏｈａ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９. Ｍａｙａｎｇ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１０. Ｘｉｓｈｕ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１１. Ｆｕｈｅ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１２. Ｂａｉｌｉ
Ａｚａｌｅ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１３. Ｃｈｉｓｈｕｉ 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１４. Ｋｕａｎｋｕｏｓｈｕ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图 ２　 １４ 个保护贡献率最高且最互补的自然保护区
Ｆｉｇ. ２　 １４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内ꎬ总面积占贵州省保护区总面积的 ３８.０７％ꎬ累
计保护贡献率达到 ８４.８４％ꎮ 通过本研究得出ꎬ筛
选得到的前 １４ 个自然保护区对贵州省野生兰科

植物的保护贡献率最高ꎮ 其中ꎬ有 ９ 个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２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ꎬ合计达 １１ 个省

级以上保护区ꎬ占前 １４ 个保护区的 ７８.５７％ꎬ表明

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尤其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

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有较高的保护贡献率且保护

成效显著ꎮ 贵州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仅佛顶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未筛选到ꎬ但其仍保护了 ４５ 种

野生兰科植物ꎮ

３　 讨论与结论

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种类较多ꎬ分布广泛ꎬ生
境复杂ꎬ调查难度高ꎬ即使是物种最基本分布数据

的获取仍是任重道远ꎬ兰科植物分布面积、资源数

量等数据的获取尤为困难ꎬ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对野生兰科植物资源现状的客观评估ꎬ难以逐一

对研究对象的种群数量和分布面积实施详细的调

查ꎮ 因此ꎬ在进行保护效果的评价过程中ꎬ本文仅

以野生兰科植物在保护区内是否有分布为依据ꎬ

４４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对其就地保护现状进行初步评价ꎮ
本研究采用累计筛选法得出在野生兰科植物

保护中应优先考虑的保护区ꎬ这 １４ 个保护区的累

计保护贡献率即可涵盖贵州省 １２４ 个保护区种分

布的全部兰科植物物种ꎮ 但是ꎬ此评价方法没有

考虑物种间的差异性及物种的遗传多样性ꎬ且只

要在保护区内有分布的物种ꎬ我们即认为其已受

到保护ꎬ未涉及到种群数量、种群分布面积以及其

在保护区内具体的分布环境等指标ꎬ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ꎮ 今后可以通过更为全面的调查与监测来

完善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数据库ꎬ进而对贵州省

野生兰科植物的实际地理分布以及就地保护现状

进行更为精确和科学的评价ꎮ
对于评估结果中的 ５２ 种目前未受到自然保护

区保护的兰科植物ꎬ３９ 个物种仅在 １ 个县内发现

有分布ꎬ兴义、安龙、兴仁分别有 １０ 种、７ 种和 ６ 种

未分布于保护区内ꎮ 兰科植物的多样性能客观地

反映一个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状况 (金效华等ꎬ
２０１１)ꎬ结合这些兰科植物的分布情况ꎬ将这些种

的分布地列为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空缺地ꎬ
对这些保护空缺物种新建或扩建保护区ꎬ可以为

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的就地保护工作以及贵州省

自然保护区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一定的依据ꎮ 如兴

义的坡岗自然保护区ꎬ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

行扩建ꎻ紫云县发现较大面积的硬叶兜兰种群以

及其他十余种兰科植物的分布ꎬ且正面临放牧的

干扰ꎬ可以考虑建立兰科植物的保护小区甚至保

护区ꎮ 针对某些不适合或不便进行就地保护的种

(如丽江杓兰、喙房坡参)ꎬ可结合迁地保护将其引

种至植物园等迁地保护中心进行保护ꎮ 在进行保

护效率评估中ꎬ在 ５ 个以上保护区内实现了就地

保护的物种有 ７５ 种ꎬ占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的

２１.８７％ꎮ 然而ꎬ大部分兰科植物ꎬ尤其是一些贵州

特有种分布范围极其狭窄ꎬ仅在少数的一个或几

个保护区内实现就地保护ꎬ甚至有些物种(如狭瓣

玉凤花、贵州石仙桃)自发表后在贵州野外未见ꎮ
因此ꎬ在保护区内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工作ꎬ进行系

统的本底资源调查ꎬ对保护区内野生兰科植物的

分布进行长期的监测ꎬ实时掌握其种群动态变化ꎬ
进行群落学特性的研究ꎬ真正保证就地保护成效ꎮ

通过近年来课题组在全省的调查研究ꎬ初步

确定北盘江地区(尤其是下游地区)为贵州省兰科

植物分布最丰富的地区ꎬ然而ꎬ该区域也是兰科植

物丧失最严重的地区ꎮ 由于很多兰科植物具有较

高的观赏价值或药用价值ꎬ许多人对国兰、兜兰、
石斛、天麻等价值较高的兰科植物基本上是遇着

即挖、逢见必采ꎮ 而且ꎬ在法律上ꎬ兰科植物的保

护在我国尚缺乏法律依据ꎬ这些兰科植物与普通

杂草无异ꎬ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公开叫卖ꎬ并且运输

畅通无阻ꎬ各地林业管理部门执法无依据ꎬ无法有

效制止市场兜售和偷采盗采事件ꎬ使得兰花交易

更加频繁ꎮ 因此ꎬ兰科植物的立法保护迫在眉睫ꎮ
然而ꎬ科学合理的保护是需要资源清、本底明为前

提的ꎬ以研究促保护是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的有效

途径ꎮ 目前ꎬ国家已经高度重视兰科植物的保护

工作ꎬ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２０１９ 年已经启动了全国

野生兰科植物资源调查评估ꎬ贵州省列入首批调

查省区ꎮ 国家第二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编

制工作已经启动ꎬ兰科植物作为野生植物保护中

的“旗舰”类群ꎬ有望得到国家法律保护ꎬ兰科植物

的保护研究也必将引起更多人关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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