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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野生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的
生境及濒危因素分析

索南邓登１ꎬ２ꎬ３ꎬ 陈卫东１∗ꎬ 林鹏程２

( １. 天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ꎬ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２ꎻ ２. 青海民族大学 药学院ꎬ 西宁 ８１０００７ꎻ ３.青海大学 医学院ꎬ 西宁 ８１０００１ )

摘　 要: 该研究通过对青藏高原珍稀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Ｄａｃｔｙｌｏｒｈｉｚａ ｈａｔａｇｉｒｅａ)的气候、地理、土壤和群落

等生境方面的研究ꎬ分析了导致其濒危的主要因素ꎮ 结果表明:(１)掌裂兰喜湿润的高寒草甸土壤ꎬ在青藏

高原主要分布于青海省北部、东南部、南部和四川省西部ꎬ西藏东南部的湿生草甸或沼泽化草甸、嵩草草甸、
滩地(台地)、河滩岸上ꎬ覆盖区域范围为 ９４°１５′４９″—１０２°４６′ ２７″ Ｅ、 ２９°１４′１５″—３６°５９′７″ Ｎꎬ海拔在 ２ ９６０~
４ １５０ ｍ 之间ꎮ (２)掌裂兰分布区的气候特点为累年年均风速为 ２.１ ｍｓ￣１、累年年均气温为 ３.５ ℃、累年年

均降水量在 ３３９.４~ ６８０.２ ｍ 之间、累年年均相对湿度为 ５８％ꎮ (３)掌裂兰群落与共生植物种类多样ꎬ不同区

域共生植物种类不同ꎮ 调查样地内共有维管束植物 ５８ 种ꎬ隶属于 ２２ 科 ４５ 属ꎮ 群落 １ 中优势种为黄帚橐吾

(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 ｖｉｒｇａｕｒｅａ)和甘肃棘豆(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ꎻ群落 ２ 中优势种为马蔺( Ｉｒｉｓ ｌａｃｔｅａ)ꎬ其次为鹅绒委陵

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ａｎｓｅｒｉｎａ)等喜阳耐阴的植物种ꎻ群落 ３ 中优势种为问荆(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ａｒｖｅｎｓｅ)及斑唇马先蒿(Ｐｅ￣
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ｌｏｎｇｉｆｌｏｒａ ｖａｒ. ｔｕｂｉｆｏｒｍｉｓ)ꎮ (４)采用主成分分析法ꎬ找出影响掌裂兰濒危的主要生态因子有土壤有

机质、总氮、总磷含量及降雨量和湿度ꎬ其载荷系数均在 ０.９ 以上ꎬ其次为风速、温度、ｐＨ 值ꎬ载荷系数在 ０.８
以上ꎮ 实地调研发现ꎬ青藏高原掌裂兰分布区生境脆弱ꎬ遗传多样性低ꎬ风媒传播效率低ꎬ种子萌发率低ꎬ种
群天然更新能力弱ꎬ分布区狭窄等因素是导致该植物稀少濒危的主要原因ꎮ 建议对掌裂兰典型适生生境建

立保护区ꎬ加强个体繁育和野生抚育研究ꎬ增加个体数量和生长量ꎮ
关键词: 掌裂兰ꎬ 濒危植物ꎬ 藏药野生资源ꎬ 生境特征ꎬ 濒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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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ｌｏｗ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ꎬ ｗｅａｋ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ａｕｓ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ｌｄ ｔｅｎｄ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ａｃｔｙｌｏｒｈｉｚａ ｈａｔａｇｉｒｅａꎬ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ꎬ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ｗｉｌ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ｈａｂｉｔａｔꎬ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ｍｅｎｔ

　 　 掌裂兰(Ｄａｃｔｙｌｏｒｈｉｚａ ｈａｔａｇｉｒｅａ)为兰科(Ｏｒｃｈｉ￣
ｄａｃｅａｅ)掌裂兰属(Ｄａｃｔｙｌｏｒｈｉｚａ Ｎｅｃｋ. ｅｘ Ｎｅｖｓｋｉ)ꎮ
多年生草本植物ꎬ生长于海拔 ６００ ~ ４ ２００ ｍ 的山

坡、沟边灌丛下或草地中ꎮ 在中国主要分布于青

海北部和南部、四川西部、西藏东南部、黑龙江、内
蒙古、甘肃东南部等地(牛洋等ꎬ２０１８)ꎮ 国外分布

在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和不丹等地

(Ｃｈａｕｈ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其藏语名为 “旺拉玛尔

布”ꎬ株高为 １２ ~ ４０ ｃｍꎬ入药部位为地下部分块

根ꎮ 藏医典籍«四部医典»记载有健体生精之效

(玉多云登贡布ꎬ１９８２)ꎬ«妙音本草» «度母本

草»«药名之海»等藏药典籍中记载具有增生精华、
有益肾脏病、神志清、阳力增强等功效(白若杂纳ꎬ
２００６ꎻ希瓦措ꎬ２００６ꎻ噶玛让均多吉ꎬ２００６)ꎮ 掌

裂兰的生境特殊ꎬ野生抚育与繁育困难ꎬ储存量有

限ꎬ药用掌裂兰又以野生为主ꎬ导致其野生资源急

剧减少ꎮ 该植物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

种红色名录» «中国珍稀植物濒危保护植物名录»
«中国植物红皮书»«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涉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等名录列为Ⅱ级珍稀药用植物、国际濒临

灭绝物种(国家林业局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ꎬ
１９８７ꎻ傅立国ꎬ１９９１ꎻ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ꎬ１９９９ꎻ
汪松和解炎ꎬ２００４ꎻＫａｌａꎬ ２０００)ꎮ

青藏高原是一个天然的药用植物资源库ꎬ其独

特的自然环境ꎬ如高海拔、强日照、大温差、高寒缺

氧、环境污染小、人迹罕至等因素ꎬ致使植物适生生

境复杂、脆弱、苛刻ꎮ 近年来随着整个青藏高原植

物适生环境中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的改变ꎬ许多药

用植物濒临灭绝甚至已经灭绝ꎮ 学界普遍认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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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从受危到濒危到灭绝是一个时间和空间过程ꎬ
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外部环境条件的改变(李双

成ꎬ２０１４)ꎮ 就濒危植物而言ꎬ一方面是由内在的遗

传因素、适应力、生活力等方面的缺陷导致生活史

中某一环节极为脆弱ꎬ使得生存受到限制从而导致

种群数量减少、分布区面积逐步缩小ꎮ 另一方面则

是外部环境条件剧烈变化ꎬ植物种本身不能适应变

化的环境而导致灭绝(张文辉和祖元刚ꎬ１９９８)ꎮ 庆

幸的是ꎬ目前国内已在部分濒危药用植物的濒危植

物资源分布及植物濒危的现状(高浦新等ꎬ２０１３)、
濒危原因及物候繁育(别鹏飞等ꎬ２０１８)、濒危药用

植物优先保护评价(汪书丽等ꎬ２０１８)、种群结构(张
华雨等ꎬ ２０１６)、群落特征及其保护 (杜晓洁等ꎬ
２０１７)、迁地保护(刘梦婷等ꎬ２０１８)等方面有丰硕研

究成果ꎬ但对濒危药用植物外部环境因素的研究较

少ꎬ尤其对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的相关研究尚未见

到报道ꎮ 掌裂兰作为濒危药用植物ꎬ除本身内在生

物学方面的因素外还必然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制

约(张文辉和祖元刚ꎬ１９９８)ꎮ 鉴于此ꎬ本研究采取

文献查阅、实地调研、统计学分析等方法ꎬ调查了青

藏高原掌裂兰的地理分布区、生境、气候、海拔、土
壤和群落特征等ꎬ对不同地形地貌的 ３ 个典型分布

区做样方设置ꎬ对所有 １０ 个掌裂兰分布区 １１ 项环

境因子和群落因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ꎬ找出影

响掌裂兰致危的主要生态因子ꎬ探讨掌裂兰环境因

子和群落因子之间的关系ꎬ为濒危植物掌裂兰的资

源保护提出一定的科学依据ꎮ 在当前掌裂兰野生

资源面临枯竭的情况下ꎬ保护好青藏高原现存的药

用种质资源ꎬ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和潜在的经

济价值ꎮ

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

掌裂兰分布于青藏高原北部、东南部和南部的

湿生草甸或沼泽化草甸、嵩草草甸、滩地(台地)、河
水流域两岸河滩上ꎬ在 ９４°１５′４９″—１０２°４６′２７″ Ｅ、
２９°１４′１５″—３６°５９′７″ Ｎ 之间ꎮ 该地区属高原大陆性

气候ꎬ年平均气温为 ０. ４ ~ ７. ４ ℃ꎬ年日照时数为

２ ３５０~２ ９００ ｈꎬ平均海拔在 ４ ０００ ｍ 以上ꎬ面积共约

２５３×１０４ ｋｍ２ꎮ 此次样本在海拔 ２ ９６０ ~ ４ １５０ ｍ 范

围内做分析研究ꎬ掌裂兰群落植物的优势科为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玄参科 (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龙胆科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毛茛科 (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蔷薇科

(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 蓼 科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 兰 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等ꎬ群落总盖度在 ９５％以上ꎮ 土壤类

型为高寒草甸土ꎬ具有丰富的有机质含量ꎮ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文献调查

通过查阅«西藏植物志» «青海植物志» «中国

藏药» «藏药志» (吴征镒ꎬ１９８３—１９８７ꎻ中国科学

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ꎬ１９９９ꎻ青海省药品检验所

和青海省藏医药研究所ꎬ１９９６ꎻ杨永昌ꎬ１９９５)等相

关书籍和文献ꎬ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的标本记录ꎬ
询问植物分类及藏医专家ꎬ初步确定濒危药用植

物掌裂兰在青藏高原的分布状况ꎬ为外业调查路

线及样地提供依据ꎮ
２.２ 外业调查

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间ꎬ赴本研究中文献和标本

所涉及的有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分布的青藏高原

区域内的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等

地展开实地调查ꎬ发现 １０ 个分布点(其中有 ５ 个

新分布区)ꎬ并对濒危药用掌裂兰分布点的经度、
纬度、海拔、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类型和生长状况

和优势种群等进行记录和标本采集ꎬ对不同地形

地貌的 ３ 个样地进行样方调查ꎮ
２.２.１ 掌裂兰的分布、经纬度及海拔状况 　 青藏高

原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的分布区、经纬度及海拔

状况详情见表 １ꎮ
２.２.２ 掌裂兰分布区的气候数据 　 从青海省气象

局获取了 １０ 个分布点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的气象数据

(如年平均风速、年平均温度、年平均最高温度、年
平均最低温度、年最多降水量、年最少降水量、年
平均相对湿度)ꎬ详情见表 ２ꎮ
２.２.３ 掌裂兰分布区的土壤数据 　 采集 １０ 个分布

点的群落土壤ꎬ取样深度为 ０ ~ ２２ ｃｍꎬ送至中国科

学院西北高原研究所进行土壤营养元素、有机质

及 ｐＨ 值测试分析ꎬ详情见表 ３ꎮ
２.２.４ 群落结构数据　 在青藏高原 １０ 个分布区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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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分布区海拔及经纬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ꎬ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Ｄａｃｔｙｌｏｒｈｉｚａ ｈａｔａｇｉｒｅａꎬ ａ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序号
Ｃｏｄｅ

居群名称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ａｍｅ
采集地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ｃｅ

地理坐标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样本数量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采集时间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１ ＭＸ 青海黄南州麦秀国家森林公园
Ｍａｉｘｉ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ꎬ Ｈｕａｎｇ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ꎬ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０１°５３′１０″ Ｅ ３５°１５′４３″ Ｎ ３ ２００ ２２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 ＨＲ 青海黄南州泽库县和日乡
Ｈｅｒｉ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Ｚｅｋ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Ｈｕａｎｇ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ꎬ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００°３４′１２″ Ｅ ３４°４５′２１″ Ｎ ３ ５００ １９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 ＪＹ 青海海北州西海镇
Ｘｉｈａｉ Ｔｏｗｎꎬ Ｈａｉｂｅｉ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ꎬ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００°５２′５″ Ｅ ３６°５９′７″ Ｎ ３ １３０ ２０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ＴＤ 青海海南州同德县尕巴松多镇
Ｇａｂａｓｏｎｇｄｕｏ Ｔｏｗｎꎬ Ｔｏｎｇｄｅ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ꎬ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００°４０′１５″ Ｅ ３５°１′２″ Ｎ ３ ２４０ ２１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５ ＢＴ 青海玉树市结古镇
Ｊｉｅｇｕ Ｔｏｗｎꎬ Ｙｕｓｈｕ Ｃｉｔｙꎬ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９７°０１′５″ Ｅ ３２°５１′１３″ Ｎ ３ ８７０ ２０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ＮＱ 青海玉树市囊谦县香达镇
Ｘｉａｎｇｄａ Ｔｏｗｎꎬ Ｎａｎｇｑ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Ｙｕｓｈｕ
Ｃｉｔｙꎬ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９６°２４′３７″ Ｅ ３２°１４′２″ Ｎ ３ ７００ １９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７ ＭＬ 西藏林芝市米林县米林镇
Ｍｉｌｉｎ Ｔｏｗｎꎬ Ｍｉｌ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Ｌｉｎｚｈｉ Ｃｉｔｙꎬ Ｔｉｂｅｔ

９４°１５′４９″ Ｅ ２９°１４′１５″ Ｎ ２ ９７０ ２０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ＢＳ 西藏昌都市八宿县吉达乡
Ｊｉｄａ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ꎬ Ｂａｓｕ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Ｃｈａｎｇｄｕ
Ｃｉｔｙꎬ Ｔｉｂｅｔ

９６°４２′４４″ Ｅ ２９°４５′５″ Ｎ ４ １５０ ２０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９ ＳＬ 青海黄南州河南县赛尔龙乡
Ｓａｉｅｒｌｏ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ꎬ Ｈｅｎ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Ｈｕａｎｇ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ꎬ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０２°０７′５４″ Ｅ ３４°２９′４７″ Ｎ ３ ３１０ ２２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０ ＺＧ 四川阿坝州若尔盖湿地自然保护区
Ｒｕｏｅｒｇａｉ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ꎬ Ａｂａ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０２°５４′５３″ Ｅ ３３°４５′２４″ Ｎ ３ ３７０ ２０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选取 ３ 个不同地形地貌典型生境做样方设置ꎬ共有

维管束植物 ５８ 种ꎬ隶属于 ２２ 科 ４９ 属ꎬ详情见表 ４ꎮ
２.３ 数据分析

运用 ＳＰＳＳ２４. ０ 软 件ꎬ 采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ＰＣＡ)ꎬ对 １１ 项环境因子与群落特征因子(平均

株高、平均株数及覆盖度)进行分析ꎬ找出影响掌

裂兰植物分布的主要因子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掌裂兰的地理分布格局与生境特点

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资源在青藏高原主要分

布于青藏高原北部、东南部和南部等地域的湿生

草甸或沼泽化草甸、嵩草草甸、滩地(台地)、河水

流域两岸河滩上ꎬ跨越 ９４°１５′４９″—１０２°４６′２７″ Ｅ、
２９°１４′１５″—３６°５９′７″ Ｎ 之间ꎮ 对青藏高原濒危药

用植物掌裂兰的 １０ 个种群的调查结果显示ꎬ从水

平分布的纬度来看ꎬ分布在北回归线附近 ６° ~ １３°
范围内ꎬ北端为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ꎬ南端

至青海省黄南州河南县赛尔龙乡和四川省阿坝州

若尔盖湿地自然保护区ꎬ西端为西藏自治区林芝

市米林县ꎬ东端至海南州同德县、黄南州泽库县麦

秀国家森林公园ꎬ分布区域跨青藏高原东南部和

西南部ꎮ 其分布特征为分布范围相对狭窄和地形

地势特异性显著ꎮ 从垂直分布的纬度来看ꎬ自然

垂直分布于海拔为 ２ ９６０ ~ ４ １５０ ｍ 的山坡、湿生嵩

草草甸、滩地、河水流域两岸的灌丛草地内ꎬ其中

海拔在 ３ ０００ ~ ３ ７００ ｍ 较为常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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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分布区域气候特点(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Ｄａｃｔｙｌｏｒｈｉｚａ ｈａｔａｇｉｒｅａ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ＭＸ ＨＲ ＪＹ ＴＤ ＢＴ ＮＱ ＭＬ ＢＳ ＳＬ ＺＧ

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累年平均风速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 ｍｓ￣１)

１.５ ２.９ ３.３ ３ １.１ １.５ １.５ １.３ ２.１ ２.３ ２.１

气温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累年年平均温度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６.１ －１.３ ０.８ ０.６ ３.８ ４.６ ８.６ １０.７ －０.３ １.４ ３.５

累年年平均最高温度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１３.５ ６.８ ７.１ ９.８ １２.２ １２.９ １５.６ １７.８ ８.５ ９.５ １１.４

累年年平均最低温度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０.５ －７.７ －４.４ －７.１ －２.６ －１.８ ３.９ ４.９ －７.３ －４.８ －２.６

降水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累年年最多降水量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ｍ)

— ６３２.６ ６３５.７ ５９８.７ ６３８.３ ７３８.７ ８９１.９ ３９０.１ ７３３.３ ８６２.９ ６８０.２

累年年最少降水量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ｍ)

２９３ ３３０.８ ３１１.５ ２６７.４ ３２１.７ ３７０.６ ５４４.７ １０５.８ ３８４.１ ４６４.８ ３３９.４

累年平均相对湿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

５４ ６３ ５８ ５６ ５３ ５３ ７１ ４０ ６４ ６８ ５８.０

　 　 调查的 １０ 个掌裂兰分布区中新发现 ５ 个分布

区ꎬ位于青海泽库县和日镇、黄南州麦秀国家森林

公园、同德县尕巴松多镇、阿坝州若尔盖湿地自然

保护区和西藏八宿县吉达乡ꎮ １０ 个分布区中青海

泽库县和日乡(ＨＲ)、青海海北州西海镇(ＪＹ)、青海

玉树州结古镇 ( ＢＴ)、西藏昌都市八宿县吉达乡

(ＢＳ)的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分布在高山草甸、台地

及滩地中ꎬ光照的适应范围广ꎬ均有河水流域的湿

地环境ꎮ 青海黄南州麦秀国家森林公园(ＭＸ)分布

点位于山地东南坡的中下部形成沼泽、湿生环境区

域内生长ꎬ坡度为 ３８°ꎬ嵩草草甸土壤ꎬ相对湿度为

５４％ꎮ 青海海南州同德县尕巴松多镇(ＴＤ)、青海玉

树州囊谦县香达镇(ＮＱ)、西藏林芝市米林县米林

镇(ＭＬ)、青海黄南州河南县赛尔龙乡(ＳＬ)分布在

河边灌丛、树荫滩地和林荫灌丛环境中ꎬ均有湿生

地环境ꎮ 四川阿坝州若尔盖湿地自然保护区(ＺＧ)
分布点位于草甸草原平坦宽阔的河滩、湖群洼地和

阶地上ꎬ地表常处于过湿状态ꎬ是青藏高原高寒湿

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ꎮ 总体而言ꎬ濒危药用植物

掌裂兰具有湿生植物特征ꎬ喜欢生长于潮湿环境

中ꎬ抗旱能力弱ꎮ 此处限于篇幅ꎬ以种群代码表述ꎬ
不再赘述ꎮ ＭＸ、ＨＲ、ＳＬ、ＢＴ、ＮＱ、ＭＬ 和 ＢＳ 等分布

点距乡间公路较远ꎬ其中对 ＭＸ、ＪＹ 和 ＴＤ３ 个不同

地形地貌分布区进行了样方调查ꎬ４０ 个样方中共计

有掌裂兰 １６６ 株ꎬ以 １０ ｃｍ 为一个高度级划分 ４ 级

高度级ꎬ绘制个数与高度级柱状表(图 １)ꎮ 由图 １
可知ꎬ高度级Ⅰ株数为 ６３ 株ꎬ占总数的 ３７.９％ꎻ高度

级Ⅱ株数为 ９１ 株ꎬ占总数的 ５４％ꎻ高度级Ⅲ株数为

９ 株ꎬ占总数的０.５４％ꎻ高度级Ⅳ株数为 １ 株ꎬ占总数

的 ０.０６％ꎮ 从种群高度级特征分析ꎬ分布区实测高

度发现最高为 ４２ ｃｍꎬ最低为 １０ ｃｍꎮ 高度级Ⅱ表现

为株数最多ꎬ是青海省海南州、黄南州及海北州掌

裂兰分布区种群的主体高度ꎬ样本采集时间是 ７ 月

份ꎬ正处于开花期ꎬ生长活力好ꎬ株数高度都已大于

１０ ｃｍꎬ高度级Ⅲ株数呈减少趋势ꎬ已接近其最高ꎮ
样地 ＭＸ１ 的掌裂兰最高ꎬ占本样地的 ７３.６％ꎬ这与

ＭＸ 分布区土壤中总 Ｎ 含量高有关系ꎬＪＹ 样地掌裂

兰高度普遍低于其余三个样地ꎬ积温是影响掌裂兰

高度的条件ꎮ 由于本种系为广布种ꎬ不同生长环境

条件其植株的高矮、叶形、花的大小、唇瓣的形状和

根茎大小等都有一定的变化ꎬ个体与母株分蘖方式

不同也会导致个体高度差异性大ꎮ
３.２ 掌裂兰分布地区的气候特征

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在青藏高原多分布于寒

０７１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表 ３　 濒危植物掌裂兰分布区土壤有机质含量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Ｄａｃｔｙｌｏｒｈｉｚａ ｈａｔａｇｉｒｅａ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居群名称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ａｍｅ

土壤类型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

检测项目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ｔｅｍｓ

总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ｄｒｙꎬ ｇｋｇ ￣１)

总磷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ｄｒｙꎬ ｇｋｇ ￣１)

总钾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ｄｒｙꎬ ｇｋｇ ￣１)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ｄｒｙꎬ ｇｋｇ ￣１)

ｐＨ

１ ＭＸ 高山灌丛草甸土
Ａｌｐｉｎｅ ｓｈｒｕｂｂｙ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ｏｉｌ

１４.１９ ０.７８４ １４.８ ２５７ ７.４

２ ＨＲ 高寒草甸土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ｏｉｌ

２.９６ ０.３８６ １７.９ ２４.２ ７.６

３ ＪＹ 高寒草甸土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ｏｉｌ

６.１ ０.４６８ １４.９ １２８ ７.９

４ ＴＤ 高寒草甸土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ｏｉｌ

６.８ ０.６８５ １７.６ １１７ ７.６

５ ＢＴ 高寒草甸土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ｏｉｌ

２.６３ ０.３７２ １７.４ ３２.９ ７.６

６ ＮＱ 高寒灌丛草甸土
Ａｌｐｉｎｅ ｓｈｒｕｂｂｙ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ｏｉｌ

２.１３ ０.５６４ １５ １９.３ ７.７

７ ＭＬ 高寒草甸土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ｏｉｌ

３.２５ ０.２６ １３.２ ７５.６ ５.１

８ ＢＳ 高寒草甸土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ｏｉｌ

１６.９７ ０.７５３ １６.５ ３５１ ７.０

９ ＳＬ 高寒灌丛草甸土
Ａｌｐｉｎｅ ｓｈｒｕｂｂｙ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ｏｉｌ

２.８８ ０.３７３ １７.１ ３０.１ ７.６

１０ ＺＧ 高寒草甸土、沼泽土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ｓｈ ｓｏｉｌ

６.５ ０.２４４ １１.５ ７８.１２ ７.８

图 １　 掌裂兰种群高度级划分
Ｆｉｇ. １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ｃｔｙｌｏｒｈｉｚａ ｈａｔａｇｉｒｅ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温带气候区ꎬ属高原大陆性气候ꎮ 从分布区气候指

标可以看出ꎬ分布区域的热量指标和水分指标均较

低ꎮ 掌裂兰分布区累年年平均温度为 ３.５ ℃ꎬ累年

年平均最高降雨量为 ６８０.２ ｍｍꎬ累年平均相对湿度

为 ５８％ꎮ 分布区累年年平均温度和累年年平均降

雨量有上升趋势ꎬ总体呈现暖湿化趋势ꎮ 掌裂兰分

布区涵盖面积大ꎬ各地各季节气温变化不相同ꎬＢＳ、
ＭＬ 分布区累年年平均温度分别为 １０.７ ℃、８.６ ℃ꎬ
年际温度波动较大ꎬ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递增ꎮ ＨＲ、
ＴＤ、ＳＬ 位于青南地区ꎬ降温幅度大ꎬ且是 １０ 个点中

温度最低的地区ꎮ ＭＬ、ＮＱ 分布区降雨有增加的趋

势ꎬ分别为 ８９１.９、７３８.７ ｍｍꎮ 其中ꎬ累年年平均风速

最高为青海海北州西海镇分布区ꎬ为 ３.３ ｍｓ￣１ꎬ青
海玉树州结古镇最低ꎬ为 １.１ ｍｓ￣１ꎻ累年年平均最

高温度在西藏昌都市八宿县吉达乡ꎬ为 １７.８ ℃ꎬ累
年年平均最低温度在青海黄南州泽库县和日乡ꎬ为
－７.７ ℃ꎻ累年年最多降水量在西藏林芝市米林县米

林镇ꎬ为 ８９１.９ ｍｍꎬ累年年最少降水量在西藏昌都

市八宿县吉达乡ꎬ为 １０５.８ ｍｍꎻ累年年平均相对湿

度在 ４０％~７１％之间ꎮ 四川阿坝州若尔盖湿地自然

保护区掌裂兰分布区由于分布在湿地、沼泽地区ꎬ
其主要气候特点是西风带对该区的气候和天气影

响较大ꎬ昼夜温差大ꎬ霜冻期较长ꎬ春季气温回升缓

慢等现象(刘兴土等ꎬ２０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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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濒危植物掌裂兰群落中药用植物资源科含种数的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Ｄａｃｔｙｌｏｒｈｉｚａ ｈａｔａｇｉｒｅ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序号
Ｃｏｄｅ

科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属数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ｎｕｍｂｅｒ

占总属数的比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

(％)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占总种数的比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１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８ １８ ９ １５.５

２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６ １２ ７ １２.９

３ 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３ ６ ６ １０.３

４ 龙胆科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５ １０ ６ １０.３

５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２ ４ ３ ５.０８

６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４ ８ ４ ６.８

７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１ ２ ３ ５.１１

８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３ ６ ３ ５.１１

９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２ ４ ２ ３.４

１０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４ ２ ３.４

１１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２ ４ ２ ３.４

１２ 鸢尾科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 ２ １ １.７

１３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１ ２ １ １.７

１４ 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２ １ １.７

１５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２ １ １.７

１６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１ ２ １ １.７

１７ 眼子菜科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２ １ １.７

１８ 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１ ２ １ １.７

１９ 杨柳科 Ｓａｉｌｃａｃｅａｅ １ ２ １ １.７

２０ 木贼科 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 １ ２ １ １.７

２１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２ １ １.７

２２ 瑞香科 Ｔｈｙｍｅｌａｅａｃｅａｅ １ ２ １ １.７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２ １００ ５８ １００

３.３ 掌裂兰分布点的土壤特性

土壤受自然因素(气候、生物、水文、地质、母质

等)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和制约ꎬ植物从土壤中吸收

营养物质(Ｎ、Ｐ、Ｋ 等微量元素)和水分ꎬ结合光合作

用供给植物生长发育形成物质循环的有机系统ꎮ
通过对 １０ 个掌裂兰分布区的土壤有机质与土壤 ｐＨ
值、总 Ｎ、总 Ｐ、总 Ｋ 的相关分析表明ꎬ不同掌裂兰分

布区植被的土壤有机质与土壤总 Ｎ、总 Ｐ、总 Ｋ 的相

关性并不一致ꎮ 其中ꎬＨＲ、ＪＹ、ＴＤ、ＢＴ、ＭＬ、ＢＳ 等分

布地区以高寒草甸土为主ꎻＭＸ、ＮＱ、ＳＬ 等分布地区

以高寒灌丛草甸土为主ꎻＺＧ 以高寒草甸土、沼泽土

为主ꎮ ＨＲ、ＪＹ、ＢＴ、ＢＳ 分布在河水两岸流域的滩地

上ꎬ上层灌丛覆盖度较少ꎬ透光性好ꎬ草本层植物发

育良好ꎬ其下腐殖质层较厚ꎬ为 ４５ ~ ５０ ｃｍꎬＪＹ 分布

点的有机质含量达 １２８ ｇｋｇ￣１ꎬＢＳ 分布点有机质含

量高达 ３５１ ｇｋｇ￣１ꎬ是调查中所有分布点土壤中有

机质含量最高的地区ꎮ
ＮＱ 分布点生境由于分布在山生柳灌丛下ꎬ透

光性较弱ꎬ草本植物发育不良ꎬ有机质含量为 １９.３
ｇｋｇ￣１ꎮ ＢＳ 分布点总 Ｎ 含量为 １６.９７ ｇｋｇ￣１ꎬ ＮＱ

２７１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表 ５　 濒危植物掌裂兰群落中野生药用植物不同等级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ｒｈｉｚａ ｈａｔａｇｉｒｅ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项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

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占总科数比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

属数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ｎｕｍｂｅｒ

占总属数比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占总种数比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

含 ８ 种以上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８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４.５ １ ４.５ ９ １５.５

含 ６~ ７ 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６－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４.５ １ ４.５ ７ １２.０１

含 ４~ ５ 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４－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 ９ ２ ９ １０ １７.２

含 ２~ ３ 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２－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６ ２７.５ ６ ２７.５ １８ ３１.１

含 １ 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２ ５４.５ １２ ５４.５ １４ ２４.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２ １００ ２２ １００ ５８ １００

分布点总 Ｎ 含量为 ２.１３ ｇｋｇ￣１ꎬ是调查中所有分

布点土壤中总 Ｎ 含量最低ꎬ但总 Ｋ 含量最高ꎮ 土

壤中 Ｎ 促使植物枝叶和植株生长茂盛ꎻＭＸ 与 ＢＳ
分布点的掌裂兰相比其他地区个数多、植株高ꎬ这
与土壤中 Ｎ 含量高有很大的关系ꎮ 土壤中 Ｐ 促使

植物开花和果实早熟ꎬＭＸ 与 ＢＳ 分布点的掌裂兰

花期较其他分布区花期长ꎻＫ 提高抗旱、抗寒和抗

病能力ꎬＫ 在分布区检测中普遍较高ꎮ 土壤中 ｐＨ
值有效性一般在 ６.５ ~ ７.５ 之间ꎬＭＬ 分布区 ｐＨ 值

为 ５.１ꎬ是分布区中最低的ꎬｐＨ 值过低会使植物所

需的 Ｋ 等营养元素失调ꎬＭＬ 分布区中 Ｋ 含量较其

余地区低ꎬＫ 不易被土壤所固定ꎬ从而影响土壤养分

贫瘠化、酸化ꎬ导致盐基离子淋失ꎬ影响掌裂兰分布ꎮ
３.４ 掌裂兰群落的植被结构

１０ 个样地群落调查结果显示ꎬ掌裂兰分布于

高山灌丛和草甸ꎬ而生长于山坡、河边灌丛草地和

湿润的滩地中ꎬ处于群落第二层ꎬ但由于环境不

同ꎬ群落植被状况也有所不同ꎮ ３ 个掌裂兰群落样

地调查中ꎬ共有维管束植物 ５８ 种ꎬ隶属于 ２２ 科 ４９
属ꎮ 群落 １ 中共有草本植物 １５ 科 ２９ 属 ３８ 种ꎬ主
要种为小嵩草(Ｃａｒｅｘ ｐａｒｖａ)、黄帚橐吾( 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
ｖｉｒｇａｕｒｅａ)和甘肃棘豆(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ꎬ掌裂

兰为伴生植物ꎮ 群落 ２ 中共有草本植物 １５ 科 ２８
属 ３０ 种ꎬ主要种为马蔺( Ｉｒｉｓ ｌａｃｔｅ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ꎬ

其次为鹅绒委陵菜 (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ａｎｓｅｒｉｎａ)、小嵩草

(Ｃａｒｅｘ ｐａｒｖａ)等喜阳、稍耐阴的物种ꎮ 群落 ３ 中共

有草本植物 １６ 科 ２８ 属 ３３ 种ꎻ主要科为菊科 ６ 属

５ 种ꎬ蓼科 ３ 属 ３ 种以及毛茛科 ３ 属 ３ 种ꎻ主要种

为问 荆 ( 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ａｒｖｅｎｓｅ)、大 花 嵩 草 ( 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ｍａｃｒａｎｔｈａ)以及斑唇马先蒿(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ｌｏｎｇｉｆｌｏｒａ
ｖａｒ. ｔｕｂｉｆｏｒｍｉｓ)等植物ꎬ便于观察物种多样性ꎬ对野

生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分布区群落以科为单位所

含的种数做了五个等级的统计(表 ５)ꎮ
野生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群落中菊科居多ꎬ

菊科是中国植物区系中唯一超过 ２ ０００ 种的大科ꎬ
也是青藏高原广泛分布种ꎮ 掌裂兰群落中风毛

菊、垂头菊和亚菊等植物占总群内种数的 １５.５％ꎬ
１ 科(含 ９ 种)ꎬ其次为玄参科和龙胆科等植物ꎮ
种数在 ４ ~ ５ 种的科有 ２ 个ꎬ分别为龙胆科和毛茛

科ꎬ分别在野生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群落中的总

种数中占据了 １０.３％、６.８％ꎬ这 ２ 科的总数占群内

总种数的 １７.２％ꎮ 种数在 ２ ~ ３ 种的科有 ６ 个ꎬ分
别为玄参科、蓼科、兰科、百合科、豆科等ꎬ占总种

数的 １０.３％、５.１１％、５.０８％、３.４％、３.４％ꎬ占总科数

的 ２７.５％和占总种数的 ３１％ꎮ 只含 １ 种的科占半

数以上ꎬ群内半数以上为单科植物ꎬ占总科数的

５４.５％ꎬ占总种数的 ２４.１％ꎬ可见该群落具有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ꎮ 分布区内组成的群落植物优势科

３７１１９ 期 索南邓登等: 青藏高原野生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的生境及濒危因素分析



表 ６　 群落伴生植物分布统计描述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居群名称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ａｍｅ

伴生植物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覆盖率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平均株数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平均高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ＭＸ ３７ ５.４ ５.７ ２２.６

ＪＹ ３７ ４.２ ３.８ １７.２

ＴＤ ３１ ５.２ ４.６ ２６.５

表 ７　 解释的总方差
Ｔａｂｌｅ ７　 Ｔｏ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成份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初始
特征值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提取平方
和载入方
差百分比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ｓｕｍ ｌｏａｄ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旋转平方
和载入累
积百分比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ｓｕｍ ｌｏａｄ
(％)

Ｆ１ ６.３１ ４８.５４ ４８.５４

Ｆ２ ４.２２ ３２.４２ ８０.９７

Ｆ３ １.５０ １１.５８ ９２.５４

为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和

龙胆科(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ꎮ 其中伴生植物数量以 ＪＹ
较多ꎬ覆盖率及株数以 ＭＸ 较多ꎬ株数高度以 ＴＤ
较高(表 ６)ꎮ
３.５ 环境因子与群落特征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利用 ＳＰＳＳ２４.０ 软件对环境因子 １１ 个变量和

群落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ꎬ分析结果如表 ７ 所示ꎬ
前三 类 主 成 分 累 积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４８. ５４％、
８０.９７％、９２.５４％ꎬ整体表明这三类因子能较好地

解释种群的生长环境和群落特征ꎮ
同时根据各变量载荷系数结果如表 ８ 所示ꎬ第

１ 主成分中ꎬ总 Ｎ、总 Ｐ、有机质载荷系数较大且为

正ꎮ 但累年年最多降水量、累年年最少降水量、累
年年平均相对湿度为负载荷且较大ꎮ 第 ２ 主成分

中ꎬ累年年均风速、累年年平均温度、累年年平均

最高温度、累年年平均最低温度的载荷系数较大ꎬ
且为正ꎬ同时 ｐＨ 值为负载荷ꎬ且较大ꎮ 第 ３ 主成

分中ꎬ海拔高度和日照表现了较大的载荷ꎬ且

为正ꎮ
根据 ３ 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结果来看ꎬ该植物

生长需求整体表现如下: (１)热量光照要求高、 说

表 ８　 旋转成分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８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指标 Ｉｎｄｅｘ Ｆ１ Ｆ２ Ｆ３

累年年均风速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０.０８０ －０.８４０ －０.３８８

累年年平均温度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０.３０３ ０.９５０ ０.０１２

累年年平均最高温度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０.２６０ ０.９４２ ０.１２４

累年年平均最低温度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０.２６９ ０.９４７ －０.０８２

累年年最多降水量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０.８８９ ０.０８６ －０.４０７

累年年最少降水量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０.８３８ ０.１３５ －０.５０７

累年年平均相对湿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０.７２４ －０.１８３ －０.６１７

总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ｄｒｙꎬ ｇｋｇ ￣１) ０.９３２ ０.３１３ －０.０１４

总磷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ｄｒｙꎬ ｇｋｇ ￣１) ０.９０３ ０.０４１ ０.１１２

总钾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ｄｒｙꎬ ｇｋｇ ￣１) ０.０７１ －０.６０３ ０.６５８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ｄｒｙꎬ ｇｋｇ ￣１) ０.９０７ ０.３７７ －０.０５７

ｐＨ 值 ｐＨ ｖａｌｕｅ ０.２７３ －０.７３６ ０.４５７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 ０.２３８ ０.２３８ ０.９１９

日照时数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ｈｏｕｒｓ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５ ０.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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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旋转后的载荷图
Ｆｉｇ. ２　 Ｌｏａ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ａｆｔｅｒ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明生长过程中需要一定的热量存储ꎮ 同时ꎬ其适

宜生在在偏弱碱性的环境中ꎮ (２)年平均降雨量、
年平均相对湿度对掌裂兰的生长有很大的抑制作

用ꎬ这似乎和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其为湿生陆生

植物相悖ꎮ 其实不然ꎬ实地调查中濒危药用植物

掌裂兰大多生长在河沟和沼泽生境中ꎮ 因此ꎬ可
将此结果解释为其生境本身就包含大量水分ꎬ环
境的降雨量和湿度再增大自然不利于其生长ꎮ
(３)对总 Ｐ、总 Ｎ、有机质含量要求较高ꎬＮ 对植物

至关重要ꎬ适宜的 Ｎ 含量能促进延长地上部分的

生长期ꎬＮ 量过多会导致地下部分小儿少ꎻ适宜的

Ｐ 含量能促进果实成熟ꎬ提高植物的抗寒性和抗旱

性ꎬ过量会使植物生长缓慢、根部分蘖减少ꎬ 从而

影响掌裂兰的产量ꎮ 同时整体来看ꎬ对于该植物

而言ꎬ环境因素中温度、海拔、日照要求较高ꎬ同时

在土壤环境中ꎬ总 Ｎ、总 Ｐ、有机质也表现了较高的

需求ꎬ但对于其他指标要求较低(图 ２)ꎮ
综合来看ꎬ对于影响该植物濒危的三类主要

因子ꎬ第 １ 类影响掌裂兰分布的因子为土壤有机

质、总 Ｎ、总 Ｐ、降雨量和湿度ꎬ其载荷系数均在 ０.９
以上ꎻ第 ２ 类影响因子为累年年均风速、累年年平

均温度、累年年平均最高温度、累年年平均最低温

度和 ｐＨ 值ꎬ其载荷系数在 ０.８ 以上ꎻ第三类影响

因子为海拔和日照ꎬ其载荷系数均在 ０.４ 以上ꎮ
主成分计算规则:将数据标准化处理后ꎬ按照

旋转成分矩阵系数进行成分核算ꎬ核算公式如下:
Ｆ１＝总氮×０.９３２＋总磷×０.９０３＋有机质×０.９０７－累

年年最多降水量×０. ８８９ －累年年平均相对湿度×
０.７２４) (１)

Ｆ２＝－０.８４０×累年年均风速＋累年年平均温度×
０.９５０＋累年年平均最高温度×０.９４２＋累年年平均

最低温度×０.９４７－ｐＨ 值×０.７３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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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３ ＝海拔×０.９１９＋日照×０.８３６ (３)
各主成分综合得分:
Ｆ＝ ０.４８５４ Ｆ１＋０.３２４２ Ｆ２＋０.１１５８ Ｆ３ (４)
根据主成分综合得分公式标准化处理之后ꎬ

计算出三类因子得分结果如表 ９ 所示ꎬ总得分可

以解释青藏高原野生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的生境

质量ꎬ其计算方式见公式(４)ꎮ 可知主成分 １ 中最

小值和最大值差异较大ꎮ 根据核算公式中可以看

出ꎬ累年年最多降水量和累年年平均相对湿度作

为负向影响因子ꎬ表明两项指标对该植物影响结

果较为明显ꎬ同时总 Ｎ、总 Ｐ、有机质在某些年份中

随着降雨量的增长ꎬ可能会流失ꎬ从而导致主成分

１ 的结果差异较为明显ꎻ由主成分 ２ 可知ꎬ累年年

均风速、累年年平均温度、累年年平均最高温度、
累年年平均最低温度为相对关联指标ꎬｐＨ 值仅代

表土壤酸碱性ꎮ 表明风速和温度指标对该植物的

生长结果造成影响ꎬ而不会对该植物的土壤环境

造成负向影响ꎻ同时主成分 ３ 中海拔和日照指标ꎬ
本身存在内在联系ꎬ结果值差异性最不明显ꎮ

４　 讨论

４.１ 掌裂兰致危的主要影响因子

青藏高原濒危植物掌裂兰是藏医药常用药物

之一ꎬ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ꎮ 本研究认为青藏高

原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具有一个共性特点ꎬ即种

群规模小ꎬ个体数量少ꎬ地理分布范围狭窄ꎬ多呈

零星状和片段状ꎬ地形地势特异性显著等特点ꎮ
在经济利益驱使下ꎬ掌裂兰因为过度采挖利用ꎬ生
存环境恶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ꎬ致使植物在自然

界中的生存受到极大的限制ꎮ
４.１.１ 生境恶化是药用植物掌裂兰的最大威胁 　
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ꎬ致使掌裂兰对生存环

境要求严格ꎬ一旦生存环境发生改变ꎬ其生存就受

到威胁ꎮ 近年来由于全球性气候变化影响下ꎬ青
藏高原生态系统中草地退化、土地沙化和盐渍化、
水土流失严重等现象ꎬ药用植物资源本身失去了正

常生存和依托的环境ꎬ影响了其资源正常再生ꎬ造成

表 ９　 主成分综合得分描述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ｏｒ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成份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最小值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最大值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统计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标准误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方差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Ｆ１ －４.８１ ７.７６ ０.００ １.３３ ３.９８ １５.８８

Ｆ２ －４.５５ ５.７７ ０.００ １.３３ ３.９８ １５.８１

Ｆ３ －１.０６ １.８５ ０.００ ０.３４ １.０３ １.０５

许多藏药种类的资源量严重下降 (赵彩云等ꎬ
２０１６)ꎬ致使其出现濒危状况(张俊杰等ꎬ２０１７)ꎮ

掌裂兰植物对光照、热量、生长环境湿度等要

求非常高ꎬ光照充足的植物株数多ꎬ且高大健壮ꎬ生
长于茂密林下的ꎬ植株数少而小ꎬ可见掌裂兰植物

与环境因子中光照与热量起主导因素ꎮ 从掌裂兰

分布区气候指标可看出ꎬ热量和水分是植物生长过

程中的重要限制因子ꎮ 海拔被认为是影响物种多

样性格局的决定因素之一(徐远杰等ꎬ２０１０)ꎮ 随着

海拔升高ꎬ温度下降ꎬ限制了一些物种的分布ꎬ物种

多样性则逐渐减少(李帅锋等ꎬ２０１３)ꎮ 调查研究发

现ꎬ在青藏高原适宜生长掌裂兰的海拔高度在 ２
９００~３ ７００ ｍ 之间ꎻ掌裂兰植物需要大量的 Ｎ / Ｐ 等

化合物ꎬ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的环境中ꎬ植株生长粗

壮ꎬ种群规模较大ꎮ 从掌裂兰生境土壤指标可以看

出ꎬｐＨ 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影响显著ꎬ主要表现在通

过对土壤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特性的影响和对植物

外观形态、物质代谢、生长发育以及品质和产量等

方面的影响(唐琨等ꎬ２０１７)ꎮ 从株高和群落分布来

看ꎬ植物周围伴生植物本身存在竞争关系ꎬ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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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温和水资源的竞争上也表现尤为明显ꎮ
综合上述考虑ꎬ该植物与温度、日照时数、降

雨量、海拔、土壤等自然条件的综合因素中处于不

利的状态ꎬ是导致掌裂兰在高寒脆弱生境下植株

稀少、分布区狭窄的原因之一ꎮ
４.１.２ 人类经济活动是导致青藏高原药用植物濒

危的根本原因　 人类的采药、开荒、放牧等活动是

干扰和破坏掌裂兰生境的主要方式ꎬ掌裂兰以根

部块茎入药ꎬ是传统藏药ꎬ具有滋补、强身ꎬ治疗早

泄、阳痿等功效ꎬ药用价值高ꎬ是藏医药常用药物

之一ꎮ 市场需求大ꎬ受经济利益驱使ꎬ出现了“杀

鸡取卵”式采挖方式使植物资源量急剧下降ꎮ 青

藏高原生态系统本就薄弱ꎬ恢复周期长ꎮ 这种不

当的采挖方式干扰和破坏掌裂兰的适生生境ꎬ长
期难以修复ꎬ人类经济活动阻碍了其野生资源再

生量ꎬ为外因之一ꎮ
４.１.３ 兰科植物繁育系统是青藏高原药用植物掌

裂兰植物濒危的内在原因 　 兰科植物果实中含种

子数ꎬ几千到百万不等ꎬ小则几毫米ꎬ大则 ２０ ｃｍ
以下ꎮ 兰科植物种子胚细胞分化不完全ꎬ不易吸

水等生物学特性ꎬ使多数兰科植物的种子在萌发

阶段完全依靠菌根真菌为其提供养分ꎬ萌发率极

低ꎬ幼苗亦生长缓慢ꎬ导致野生种群自然更新力很

弱(许燕等ꎬ２０１５)ꎮ 掌裂兰主要依靠无性繁殖ꎬ在
自然条件下掌裂兰遗传多样性低ꎬ风媒传播效率

低ꎬ种子萌发率低ꎬ种群天然更新能力弱等因素是

导致该植物稀少的内因之一ꎮ
４.２ 掌裂兰的保护对策

４.２.１ 掌裂兰适宜生境保护 　 植物生境的退化会

影响种群的存活率、增长率、生育力等生存能力ꎬ
会导致种群的减小和片段化(Ｒａｍｕｌａꎬ ２０１０)ꎮ 保

护和研究掌裂兰生境是保护其赖以生存的重要场

所ꎬ掌裂兰从实际分布点的数量和种群的大小可

以看出其资源储存量非常稀少ꎬ防止继续向濒危、
极危物种转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ꎮ 利用

原生境保护方式ꎬ保存掌裂兰分布区群落特性、遗
传特性ꎬ防止水土流失、人为采挖和放牧等因素破

坏生长环境ꎬ必要时推行物理隔离方式ꎮ
４.２.２ 开展就地保护与辅助移植保护 　 三江源自

然保护区、麦秀国家森林公园、若尔盖湿地自然保

护区等均有一定数量的濒危植物掌裂兰分布ꎮ 依

托国家级保护区、森林公园和湿地自然保护区对

分布在区内典型地带性掌裂兰群落环境划定重点

保护区ꎬ实施区内就地保护ꎬ增加个体数量和生长

量ꎮ 分析掌裂兰生物学特性、繁衍更新能力、生境

条件等要求后ꎬ在相似地理气候生境中ꎬ进行药用

植物野生抚育保护ꎬ采用围栏养护等手段ꎮ 在分

布区内通过人工补种等干预增加掌裂兰种群数量

和产量ꎬ实现生境保护和野生药用植物掌裂兰的

可持续利用ꎮ 由于掌裂兰种子细小ꎬ分析和确定

适宜的移植点与新种群共生菌根真菌关系后ꎬ利
用种子的非共生萌发及其共生萌发技术进行扩

繁ꎬ进而达到辅助移植保护的目的ꎮ
４.２.３ 深入开展科学研究 　 青藏高原濒危药用植

物掌裂兰具有种群规模小ꎬ个体数量少ꎬ地理分布

狭窄等特点ꎬ因此ꎬ针对掌裂兰个体繁育及生境保

护需要加强科学研究ꎮ 从濒危药用植物掌裂兰的

生物学特性、生态学特性、遗传学特性、生境脆弱

性等方面开展科学研究ꎮ 同时建立青藏高原濒危

物种资源库ꎬ开展野生抚育及人工扩繁基地ꎮ 运

用现代生物分子技术为濒危药用植物探索一条保

护和研发替代并举的可行性路径ꎮ
４.２.４ 开展宣讲及科普活动 　 藏医制药生产企业

及青藏高原地区特色旅游业迅猛发展的形势下ꎬ
掌裂兰作为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药食同源植物ꎬ
需求量和使用量急速上升ꎬ对野生药用植物掌裂

兰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多方面的威胁ꎮ 积极开展

掌裂兰等珍稀濒危典型生境和植物保护研究的宣

讲、科普教育活动是提高医药管理人员、游客、当
地民众保护濒危药用植物的意识ꎬ限制大肆挖掘、
过季采集ꎮ 增加人工辅助种植保护生境与植物是

保护野生濒危药用植物的有效手段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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