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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北盘江流域观赏兰科植物及其功能群研究

侯欢欢１ꎬ 安明态２ꎬ３∗

( １. 毕节市林业局ꎬ 贵州 毕节 ５５１７００ꎻ ２. 贵州大学 林学院ꎬ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ꎻ
３. 贵州大学 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研究中心ꎬ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

摘　 要: 为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贵州北盘江流域野生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植物资源ꎬ科学筛选高观赏价值兰

科植物并探究其环境适应特征ꎬ该文以贵州省北盘江流域分布的兰科植物为研究对象ꎬ基于层次分析法筛

选出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种类ꎬ并使用聚类和冗余分析明确不同环境条件下的植物功能群物种组成ꎮ 结果

表明:(１)研究区兰科植物共 ７４ 属 ２４９ 种(含变种)ꎬ在水平空间分布上有 ２ 个密集区ꎬ分别是望谟县与紫云

县交界片区和盘州市西部片区ꎻ在垂直空间分布上ꎬ随海拔变化呈“中间膨胀型”分布ꎬ以 ８００~ １ ６００ ｍ 范围

为主ꎮ (２)研究区观赏兰科植物可划分为三大等级ꎬ第一级为开发优等级ꎬ共 ５１ 种兰科植物ꎬ第二级为开发

储备级ꎬ共 １７０ 种ꎬ第三级的 ２８ 种观赏价值较低ꎬ没有作为观赏植物开发的必要ꎮ (３)研究区开发优等级的

观赏兰科植物可划分为低海拔喜荫非石灰岩山地功能群、低海拔喜阳石灰岩山地功能群、中海拔喜荫石灰

岩山地功能群和高海拔喜阳非石灰岩山地功能群 ４ 类ꎬ不同功能群间兰科植物适应环境类型差异较大ꎮ 综

上表明ꎬ对贵州北盘江流域观赏兰科植物的筛选和生态功能群的划分ꎬ为今后园林应用、科学保护、引种驯

化开发、野外回归等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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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是园林绿化发展的重要基

础材料ꎬ我国野生高等植物资源十分丰富ꎬ有 ４ 万

余种ꎬ然而驯化利用的仅 ２ ０００ 余种(廖成松等ꎬ
２０１７)ꎮ 在 我 国 丰 富 的 高 等 植 物 中ꎬ 兰 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植物便是其中观赏价值高、种类丰

富而应用较少的代表类群ꎮ 兰科作为有花植物中

最大 的 科 之 一ꎬ 全 世 界 有 ７３６ 属 ２８ ０００ 余 种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ｈｕｓｚ ＆ Ｂｙｎｇꎬ ２０１６)ꎬ广泛分布于除两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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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有记载的兰科植物共计 ５ 亚科 １９５ 属 １ ６００ 多

种ꎬ是世界上兰科植物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金效华

等ꎬ２０２１)ꎮ 目前ꎬ我国针对兰科植物的研究多集

中在形态学、细胞学、菌根生物学、传粉生物学、育
种及组培快繁等方面(景袭俊和胡凤荣ꎬ２０１８)ꎬ引
种驯化繁育等研究多依附于植物园或兰科植物专

类园进行ꎬ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数据ꎬ我国各大主

要植物园现保育有野生兰科植物 ８００ 余种ꎮ 多年

来ꎬ贵州省仅针对兰科个别属或种开展过引种栽

培研究ꎬ罗晓青等(２００９)从中国西南及其周边地

区引入贵州兴义的 ２４ 个兜兰属(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植
物种均能正常生长ꎬ并且部分品种生长良好ꎬ繁殖

率较高ꎻ李媛媛等(２０１４)在贵州全省范围内收集

不同种类兰科植物 １０ 属 ３８ 种进行引种栽培试验ꎬ
其中兰属和兜兰属引种存活率较高ꎬ但开花率均

较低ꎮ 现如今ꎬ贵州省植物园、贵州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等科研院所及兰花爱好者对本省野生兰科植

物均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收集、引种和繁育研究ꎮ
整体上ꎬ我国野生兰科植物的引种驯化及保护等

研究正以良好的态势发展ꎮ
中国兰文化底蕴深厚ꎬ兰花是我国的传统名

花(周知新ꎬ２０１８) ꎬ形态类型多样且高度特化的

花部结构使大部分野生兰科植物具有极高的观

赏价值ꎬ但将其作为观赏植物进行引种繁育试验

研究的重心多为现有品种改良或新品种开发

( Ｐｅｉｊ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ꎬ导致市场上现有兰花观

赏性状趋同ꎮ 同时ꎬ人们对奇特稀有兰花的追求

也使得野生兰科植物持续遭到掠夺性采挖ꎬ导致

部分野生珍稀兰科植物濒临灭绝ꎮ 西南高山峡

谷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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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环境 ( 张殷波等ꎬ
２０１５) ꎮ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部高原山地ꎬ地形地

貌复杂ꎬ喀斯特地貌面积约占全省面积的 ６１.９％
(李宗发ꎬ２０１１) ꎬ水热条件好ꎬ生境异质化程度

高ꎬ蕴藏着丰富的野生兰科植物资源ꎬ境内尤以

北盘江流域为最ꎬ该地野生兰科植物种类数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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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总数的 ６４.４３％(叶超等ꎬ２０２２) ꎮ 为解决当

前兰花市场的审美疲劳ꎬ缓解掠夺性采挖现象ꎬ
需对野生兰科植物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并以利用

促保护ꎬ但兰科植物对其原生生境的依赖性比较

强(金效华等ꎬ２０１１) ꎬ使得具有观赏价值的兰科

植物难以被直接引种应用ꎮ 因此ꎬ本研究以贵州

北盘江流域为研究区ꎬ以该区域丰富的野生兰科

植物资源为研究对象ꎬ采用层次分析、聚类分析

和冗余分析等方法ꎬ通过筛选高观赏价值兰科植

物并开展其生态功能群划分研究ꎬ拟探讨该区域

野生兰科植物物种多样性、观赏兰科植物种类组

成及其环境适应特征等问题ꎬ以期为今后该区域

野生兰科植物园林应用、野外分布地预测、野外

回归与保护等方面提供一定参考价值ꎮ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课题组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对贵州

北盘江流域兰科植物的集中调查ꎮ 通过样方调查

法ꎬ在北盘江流域所涉各县区东南西北中各选择

分布有兰科植物地段设置 ５ ｍ × ５ ｍ 的样方ꎬ最终

共设置样线 ２６０ 条ꎬ调查样方 ２ ４９３ 个ꎮ 在调查过

程中ꎬ分别记录样方位置、兰科植物种类、数量及

性状等指标ꎬ同时记录相关环境因子并拍摄照片ꎮ
由于贵州北盘江流域喀斯特地貌发育典型ꎬ在调

查中ꎬ部分样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调整ꎮ
１.２ 水平分布密度图制作

将野外调查兰科植物经纬度数据导入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软件并利用 Ｊｅｎｋｓ 分级功能将物种空间分布

密度进行分级ꎬ从而制作水平分布密度图ꎮ
１.３ 观赏价值评价

层 次 分 析 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ＡＨＰ)在园林植物资源评价(朱莹等ꎬ２０２１)及景观

价值评价方面(邹薇等ꎬ２０２０)应用广泛ꎮ 通过构

建层次分析模型、构建判断矩阵、制定标准层指标

评分细则、判断矩阵正规化、行向量计算及正规

化、一致性检验等步骤(夏萍等ꎬ２０１１)ꎬ从而计算

各兰科物种综合权重及综合得分ꎬ最终进行观赏

等级划分ꎮ 在构建判断矩阵时ꎬ本研究邀请熟悉

层次分析法具体操作与应用的 ５ 名相关学者ꎬ运
用 １ ~ ９ 分判断矩阵标度表(李祚泳ꎬ１９９１)量化标

准层各指标重要程度(表 １)ꎬ并进行两两比较判

断ꎬ从而构建判断矩阵ꎻ在进行标准层各指标权重

的比较和分配时ꎬ参考夏萍等(２０１１)的研究采用

特征向量法进行ꎮ

表 １　 判断矩阵标度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ｓｃａｌｅ ｔａｂｌｅ

标度
Ｓｃａｌｅ

含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

标度
Ｓｃａｌｅ

含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

１ ｉ 和 ｊ 相同重要
ｉ ａｎｄ ｊ ａｒｅ ｅｑｕ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３ ｉ 比 ｊ 稍微重要
ｉ ｉ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ａｎ ｊ

５ ｉ 比 ｊ 明显重要
ｉ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ａｎ ｊ

７ ｉ 比 ｊ 强烈重要
ｉ ｉｓ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ａｎ ｊ

９ ｉ 比 ｊ 极端重要
ｉ ｉ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ａｎ ｊ

２ꎬ ４ꎬ ６ꎬ ８ 表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倒数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若因素 ｉ 与因素 ｊ 的重要性之比为ｂ ｉｊꎬ 那么因素 ｊ 与因素 ｉ 重要性之比为ｂ ｊｉ ＝ １ / ｂ ｉｊ

Ｉｆ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ｉ ｔｏ ｆａｃｔｏｒ ｊ ｉｓ ｂ ｉｊꎬ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ｊ ｔｏ ｆａｃｔｏｒ ｉ ｉｓ ｂ ｊｉ ＝ １ / ｂ ｉｊ

　 　 当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率 (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ꎬＲＣ)小于等于 ０.１ 时ꎬ可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

意的一致性ꎬ即判断矩阵未出现逻辑矛盾ꎬ评价结

果有效(李祚泳ꎬ１９９１)ꎮ 计算公式为 ＲＣ ＝ ＩＣ / ＩＲꎬ
式中:ＩＣ(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ｉｎｄｅｘ) 为判断矩阵一致性指
标ꎬＩ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ｉｎｄｅｘ)为判断矩

阵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表 ２)ꎬ可查表获得(焦树

锋ꎬ２００６)ꎮ
１.４ 植物功能群划分研究

植物功能群的划分源于植物群落与环境关系

的研究ꎬ划分必须根据研究背景和需要而定ꎬ目前

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ꎬ在具体实践中ꎬ 可根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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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 ~ ３０ 阶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ＩＲ
Ｔａｂｌｅ ２　 １－３０ ｏｒｄｅ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Ｒ

阶数
Ｏｒｄｅｒ ＩＲ

阶数
Ｏｒｄｅｒ ＩＲ

阶数
Ｏｒｄｅｒ ＩＲ

阶数
Ｏｒｄｅｒ ＩＲ

阶数
Ｏｒｄｅｒ ＩＲ

１ ０.０００ ０ ７ １.３６０ ０ １３ １.５６０ ０ １９ １.６３２ ７ ２５ １.６６８ ６

２ ０.０００ ０ ８ １.４１０ ０ １４ １.５８０ ０ ２０ １.６４０ ３ ２６ １.６７０ ５

３ ０.５２０ ０ ９ １.４６０ ０ １５ １.５９０ ０ ２１ １.６４８ １ ２７ １.６７５ ５

４ ０.８９０ ０ １０ １.４９０ ０ １６ １.６０５ ０ ２２ １.６５３ １ ２８ １.６７７ ９

５ １.１２０ ０ １１ １.５２０ ０ １７ １.６１５ ８ ２３ １.６５９ １ ２９ １.６８１ ６

６ １.２６０ ０ １２ １.５４０ ０ １８ １.６２６ ４ ２４ １.６６２ ２ ３０ １.６８４ ０

目的、尺度不同而将植物划分成不同的功能群(赵
庆ꎬ２０２０)ꎮ 本研究选取海拔、坡位、坡度、坡向、植
被类型、郁闭度及土壤类型 ７ 个环境因子作为参

考指标ꎬ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对各兰科植物进行系

统聚类分析(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ꎬ从而得到平均联

接(组间)树状图ꎮ 结合聚类分析结果ꎬ根据当前

植物功能群划分普遍采用的五种划分类型标准

(Ｎｏｂｌｅ ＆ Ｇｉｔａｙꎬ １９９６)ꎬ将利用同一种或相似环境

资源的植物划分为同一生态功能群ꎮ
结合了环境矩阵的典型相关分析能更好地反

映物种与环境间的生态关系ꎬ通过对物种数据进

行除 趋 势 对 应 分 析 ( ｄｅｔｒｅｎｄｅ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ＤＣＡ)ꎬ进而判断排序轴梯度长度ꎬ当长

度值小于 ３. ５ 时ꎬ冗余分析 (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ＲＤＡ) 较典范对应分析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ＣＣＡ) 更 符 合 生 态 学 实 际 ( 张 金 屯ꎬ
２０１８)ꎮ 本研究计算所得各排序轴的梯度长度值

均小于 ３.５ꎬ故而运用 Ｃａｎｏｃｏ ４.５ 软件ꎬ选用 ＲＤＡ
分析物种与环境因子间的相关关系ꎬ从而进一步

揭示和印证聚类分析所得研究区观赏兰科植物生

态功能群划分结果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属种组成及生活型

研究区兰科植物共计 ７４ 属 ２４９ 种(含变种ꎬ
下同)ꎮ 其中ꎬ优势属 ７ 个(属下种数为 １０ 种及以

上)ꎬ包含 １１１ 种兰科植物ꎬ是组成研究区兰科植

物的优势成分ꎻ中型属 ５ 个 (属下种数为 ５ ~ ９
种)ꎬ包含 ３３ 种兰科植物ꎻ少型属 ２７ 个(属下种数

为 ２ ~ ４ 种)ꎬ包含 ７０ 种兰科植物ꎻ单种属 ３５ 个(属
下仅 １ 种)ꎮ 研究区地生型兰科植物最多ꎬ为 １４３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５７. ４３％ꎻ附生型共 ９５ 种ꎬ占比

３８.１５％ꎻ腐生型仅 １１ 种ꎬ占比 ４.４２％ꎮ 对于中间

过渡的种类ꎬ本文一并将其划归为其主要的生

活型ꎮ
２.２ 分布格局

２.２.１ 水平分布格局 　 在研究区范围内的野生兰

科植物有 ２ 个分布密集区ꎬ一是望谟县与紫云县

交界片区ꎬ二是盘州市西部片区(图 １)ꎮ 其中ꎬ望
谟紫云交界片区兰科植物水平分布最密集ꎬ物种

多样性也较丰富ꎬ分布于该区的兰科植物共计 １０７
种ꎬ其中 ２５ 种仅发现分布于该区域ꎮ 该区域纬度

较低ꎬ热量条件好ꎬ人口密度低ꎬ植被保存完整ꎬ为
该区域兰科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繁衍条件ꎬ形
成了兰科植物种类和数量分布均较多的格局ꎮ 盘

州西部片区兰科植物水平分布也较密集ꎬ但多样

性丰富程度一般ꎬ分布于该区的兰科植物共计 ５８
种ꎬ其中 １３ 种仅发现于该区域ꎮ
２.２.２ 垂直分布格局 　 依据研究区各县域的海拔

范围以及调查的兰科植物分布海拔ꎬ以 ２００ ｍ 为 １
个垂直梯度ꎬ由图 ２ 可知ꎬ研究区兰科植物随海拔

变化呈现“中间膨胀型”分布ꎬ主要分布在 ８００ ~
１ ６００ ｍ 范围内ꎬ共 １３９ 种兰科植物ꎬ占调查总种

数的 ７９.４３％ꎬ高海拔地区和低海拔地区分布的兰

科植物均较少ꎮ
２.３ 观赏价值评价

２.３.１ 构建层次分析模型 　 参考武旭霞等(２００６)
的研究ꎬ依据层次分析模型构建原理并结合兰科

植物植株性状ꎬ最终选用能代表多数人观赏需求

的整体性状、花性状、叶性状以及假鳞茎性状 ４ 个

方面共 １８ 个评价指标构建层次综合评价模型ꎬ模
型由目标层(Ａ)、约束层(Ｃ)、标准层( Ｐ)和最底

层(Ｄ)组成(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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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兰科植物水平分布密度图
Ｆｉｇ. １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ｍａｐ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图 ２　 研究区兰科植物垂直分布统计图
Ｆｉｇ.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３.２ 构建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根据学者打

分构建的判断矩阵一致性比率 ＲＣ 的计算结果均

小于 ０.１ꎬ表明各判断矩阵均具有满意的一致性ꎮ

由各指标综合权重值可知(表 ４)ꎬ影响兰科植物

观赏价值高低的约束层指标权重由大到小依次为

花性状>整体性状>叶性状>假鳞茎性状ꎬ可见对兰

科植物观赏价值影响最大的是花性状ꎮ 在标准层

各指标中ꎬ株型和单花正面辐射面积的综合权重

分别为 ０.１６５ ０ 和 ０.１０１ ４ꎬ与其他性状指标的综合

权重差距较大ꎬ可见株型和单花正面辐射面积是

影响兰科植物观赏价值最为重要的性状指标ꎮ
２.３.３ 标准层指标评分细则确定 　 在参考潘端云

(２０１９)及相关研究文献资料的基础上ꎬ采用 １ ~ ５
分制的方法ꎬ制定出一套适合兰科植物标准层各

指标的评分细则(表 ５)ꎬ同时从文献资料查阅和

实地调查两方面入手ꎬ获取各指标的评分数据ꎮ
２.３.４ 综合得分及观赏等级划分 　 根据综合得分

的高低ꎬ可将研究区兰科植物划分为三大观赏等

级ꎮ 第一级为开发优等级ꎬ本研究将其定义为研

究区重点观赏兰科植物ꎬ其综合得分大于 ２.６０ 分ꎬ

１７１１ 期 侯欢欢等: 贵州北盘江流域观赏兰科植物及其功能群研究



表 ３　 层次分析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ｍｏｄｅｌ

Ａ
目标层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ａｙｅｒ

Ｃ
约束层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ｌａｙｅｒ

　 Ｐ
标准层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ａｙｅｒ

Ｄ
最底层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ａｙｅｒ

Ｃ１

整体性状
Ｗｈｏｌｅ ｔｒａｉｔ

Ｐ １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ｓｔｙｌｅ

Ｐ ２ 株型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

Ｐ ３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 ｃｍ)

Ｃ２

花性状
Ｆｌｏｗｅｒ ｔｒａｉｔ

Ｐ ４ 自然花期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Ｐ ５ 整体花期长短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ｍｏｎｔｈ)

研究区兰科植物
观赏价值评价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Ｐ ６ 花显度 Ｆｌｏｗｅｒ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待评价的兰科
植物Ｄ１ Ｄ２ Ｄ３

Ｏｒｃｈｉｄｓ ｔｏ ｂ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Ｄ１ Ｄ２ Ｄ３

Ｐ ７ 花枝数量 Ｆｌｏｗ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Ｐ ８ 花数量 Ｆｌｏｗ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Ｐ ９ 花香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Ｐ １０ 单花正面辐射面积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ｆｒｏｎｔ ( ｃｍ２)

Ｐ １１ 花被颜色差异 Ｐｅｒｉａｎｔｈ ｃｏｌ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 １２ 花被特异性 Ｐｅｒｉａｎ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Ｃ３

叶性状
Ｌｅａｆ ｔｒａｉｔ

Ｐ １３ 叶长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 ｃｍ)

Ｐ １４ 叶宽 Ｌｅａｆ ｗｉｄｔｈ ( ｃｍ)

Ｐ １５ 叶数量 Ｌｅａｆ ｎｕｍｂｅｒ

Ｐ １６ 叶色 Ｌｅａｆ ｃｏｌｏｒ

Ｃ４

假鳞茎性状
Ｐｓｅｕｄｏｂｕｌｂ ｔｒａｉｔ

Ｐ １７ 假鳞茎长 Ｐｓｅｕｄｏｂｕｌｂ ｌｅｎｇｔｈ ( ｃｍ)

Ｐ １８ 假鳞茎最大处直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ｂｕｌｂ ( ｃｍ)

表 ４　 综合权重值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Ｃ
约束层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ｌａｙｅｒ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Ｃ ｉ)

　 Ｐ
标准层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ａｙｅｒ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Ｃ－Ｐ ｉ)

综合权重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Ｃ１

整体性状
Ｗｈｏｌｅ ｔｒａｉｔ

０.２７１ ４ Ｐ １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ｓｔｙｌｅ ０.１２９ ０ ０.０３５ ０

Ｐ ２ 株型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 ０.６０７ ９ ０.１６５ ０

Ｐ ３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 ｃｍ) ０.２６３ １ ０.０７１ ４

Ｃ２

花性状
Ｆｌｏｗｅｒ ｔｒａｉｔ

０.５４５ ０ Ｐ ４ 自然花期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０.０４４ ８ ０.０２４ ４

Ｐ ５ 整体花期长短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ｍｏｎｔｈ) ０.１０１ ６ ０.０５５ ４

Ｐ ６ 花显度 Ｆｌｏｗｅｒ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０.１１９ １ ０.０６４ ９

Ｐ ７ 花枝数量 Ｆｌｏｗ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０.１０１ ８ ０.０５５ ５

Ｐ ８ 花数量 Ｆｌｏｗ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０.１１１ ０ ０.０６０ ５

Ｐ ９ 花香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０.１１２ ２ ０.０６１ １

Ｐ １０ 单花正面辐射面积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ｆｒｏｎｔ ( ｃｍ２) ０.１８６ １ ０.１０１ ４

Ｐ １１ 花被颜色差异 Ｐｅｒｉａｎｔｈ ｃｏｌ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１１６ ３ ０.０６３ ４

Ｐ １２ 花被特异性 Ｐｅｒｉａｎ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０.１０７ １ ０.０５８ ４

Ｃ３

叶性状
Ｌｅａｆ ｔｒａｉｔ

０.１２６ ７ Ｐ １３ 叶长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 ｃｍ) ０.１３５ ７ ０.０１７ ２

Ｐ １４ 叶宽 Ｌｅａｆ ｗｉｄｔｈ ( ｃｍ) ０.１１８ ４ ０.０１５ ０

Ｐ １５ 叶数量 Ｌｅａｆ ｎｕｍｂｅｒ ０.２３９ ９ ０.０３０ ４

Ｐ １６ 叶色 Ｌｅａｆ ｃｏｌｏｒ ０.５０６ ０ ０.０６４ １

Ｃ４

假鳞茎性状
Ｐｓｅｕｄｏｂｕｌｂ ｔｒａｉｔ

０.０５７ ０ Ｐ １７ 假鳞茎长 Ｐｓｅｕｄｏｂｕｌｂ ｌｅｎｇｔｈ ( ｃｍ) ０.５００ ０ ０.０２８ ５

Ｐ １８ 假鳞茎最大处直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ｂｕｌｂ ( ｃｍ) ０.５００ ０ ０.０２８ ５

２７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４ 卷



表 ５　 标准层各指标评分细则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ｉｎｄｅｘ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ａｙｅｒ

标准层指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ａｙｅｒ ｉｎｄｅｘ

分值 Ｓｃｏｒｅ

５ ４ ３ ２ １

Ｐ １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ｓｔｙｌｅ — 地生型
Ｇｅｏｂｉｏｎｔｉｃ ｔｙｐｅ

附生型
Ｅｐｉｐｈｙｔｉｃ ｔｙｐｅ

腐生型
Ｓａｐｒｏｐｈｙｔｉｃ ｔｙｐｅ

—

Ｐ ２ 株型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 奇特
Ｐｅｃｕｌｉａｒ

— 紧凑ꎬ常规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ｂｕｔ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松散ꎬ或较凌乱
Ｌｏｏｓｅ ｏｒ ｍｅｓｓｙ

—

Ｐ ３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 ｃｍ) ３０.１ ~ ３８.０ ３８.１ ~ ４５. ０ ２０.０ ~ ３０.０ ４５.１ ~ ５０.０ >５０.０ꎬ <２０.０

Ｐ ４ 自然花期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Ｐ ５ 整体花期长短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ｍｏｎｔｈ)

７~ ８ 个月
７－８ ｍｏｎｔｈｓ

５~ ６ 个月
５－６ ｍｏｎｔｈｓ

３~ ４ 个月
３－４ ｍｏｎｔｈｓ

２ 个月
２ ｍｏｎｔｈｓ

１ 个月
１ ｍｏｎｔｈ

Ｐ ６ 花显度 Ｆｌｏｗｅｒ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完全超出叶丛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 接近叶丛
Ｎｅａｒ ｆｏｌｉａｇｅ

— 完全掩映于叶丛
Ｈｉ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Ｐ ７ 花枝数量
　 Ｆｌｏｗ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７~ ８ ５~ ６ ３~ ４ ２ １

Ｐ ８ 花数量 Ｆｌｏｗ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２０ １１~ ２０ ６~ １０ ３~ ５ １~ ２

Ｐ ９ 花香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 — 有 Ｈａｖｅ — 无 Ｎｏｎｅ

Ｐ １０ 单花正面辐射面积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ｆｒｏｎｔ ( ｃｍ２)

>５０.０ ２５.１ ~ ５０.０ １０.１ ~ ２５.０ ５.０ ~ １０.０ <５.０

Ｐ １１ 花被颜色差异
　 Ｐｅｒｉａｎｔｈ ｃｏｌ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大 Ｌａｒｇｅ 一般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无 Ｎｏｎｅ —

Ｐ １２ 花被特异性 Ｐｅｒｉａｎ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特异结构十分明显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ｖｅｒｙ ｏｂｖｉｏｕｓ

— 特异结构明显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 特异结构不明显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Ｐ １３ 叶长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 ｃｍ) １５.１ ~ ３０.０ ３０.１ ~ ５０.０ ５０.１ ~ ８０.０ １０.０ ~ １５.０ >８０.０ꎬ <１０.０

Ｐ １４ 叶宽 Ｌｅａｆ ｗｉｄｔｈ ( ｃｍ) １.１ ~ ３.０ ３.１ ~ ６.０ ６.１ ~ ９.０ ９.１ ~ １３.０ ０.０ ~ １.０

Ｐ １５ 叶数量 Ｌｅａｆ ｎｕｍｂｅｒ １３~ ３０ １ ２ ６~ １２ ３~ ５

Ｐ １６ 叶色 Ｌｅａｆ ｃｏｌｏｒ 多色、或具明显
斑纹或斑点

Ｍｕｌｔｉ￣ｃｏｌｏｕｒꎬ ｏｒ
ｗｉｔｈ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ｍａｒｋｉｎｇｓ ｏｒ ｓｐｏｔｓ

— 单色且叶色较深
Ｍｏｎｏｃｈ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ｄａｒｋ ｌｅａｆ ｃｏｌｏｒ

单色且叶色较浅
Ｍｏｎｏｃｈ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 ｌｅａｆ ｃｏｌｏｒ

—

Ｐ １７ 假鳞茎长 Ｐｓｅｕｄｏｂｕｌｂ ｌｅｎｇｔｈ ( ｃｍ) ３.１ ~ ５.０ １.１ ~ ３.０ >５.０ ０.０ ~ １.０ 无 Ｎｏｎｅ

Ｐ １８ 假鳞茎最大处直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ｂｕｌｂ ( ｃｍ)

１.１ ~ ２.０ ２.１ ~ ３.０ >３.０ ０.０ ~ １.０ 无 Ｎｏｎｅ

　 注: — 表示该指标无此类型ꎮ
　 Ｎｏｔｅ: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共有兰科植物 ５１ 种ꎬ占研究区总种数的 ２０.４８％ꎬ其
中综合得分排名前十的主要以兜兰属、兰属以及杓

兰属等花性状优越的兰科植物为主(表 ６)ꎮ 第二级

为开发储备级ꎬ综合得分为 ２.００~２.６０ 分ꎬ共有兰科

植物 １７０ 种ꎬ占比 ６８.２７％ꎮ 第三级为开发低等级ꎬ
综合得分小于 ２.００ 分ꎬ共计 ２８ 种ꎬ占比 １１.２４％ꎮ

在这三大观赏等级中ꎬ开发优等级兰科植物

是研究区综合观赏价值最高的类群且有一定的资

源量ꎬ在科学保护的前提下ꎬ具有较高的开发应用

潜力ꎮ 开发储备级的种类ꎬ其开发应用价值一般ꎬ
无论是植株整体性状还是局部性状ꎬ都没有特别

突出的特点ꎬ作为资源稀少的旗舰类群ꎬ 其生态需

３７１１ 期 侯欢欢等: 贵州北盘江流域观赏兰科植物及其功能群研究



表 ６　 研究区综合得分排名前十的兰科植物各性状得分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 ｔｅｎ ｏｒｃｈ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总得分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ｏｒｅ

整体性状得分
Ｗｈｏｌｅ ｔｒａｉｔ

ｓｃｏｒｅ

花性状得分
Ｆｌｏｗｅｒ ｔｒａｉｔ

ｓｃｏｒｅ

叶性状得分
Ｌｅａｆ ｔｒａｉｔ
ｓｃｏｒｅ

假鳞茎性状得分
Ｐｓｅｕｄｏｂｕｌｂ
ｔｒａｉｔ ｓｃｏｒｅ

排名
Ｒａｎｋ

麻栗坡兜兰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ｍａｌｉｐｏｅｎｓｅ ３.７８２ ６ １.３２１ ８ １.８７６ ６ ０.５２７ ２ ０.０５７ ０ １

杏黄兜兰 Ｐ.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ｕｍ ３.４３９ ４ １.１７９ ０ １.７２９ ９ ０.４７３ ５ ０.０５７ 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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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大于观赏需求ꎬ盲目开发易造成生态破坏和资

源浪费ꎬ不建议在引种驯化研究初期阶段以其为

开发利用对象ꎬ可作为观赏储备种质资源ꎬ在熟练

掌握兰科植物引种驯化或培育选育技术后适当开

发ꎮ 第三级的兰科植物无论是植株整体性状还是

局部性状ꎬ观赏价值均较低ꎬ其中包含了 １０ 种腐

生兰科植物ꎬ占研究区腐生兰科植物(１１ 种)的绝

大部分ꎮ 因为腐生兰缺少叶片且植株多低矮小

巧ꎬ颜色浅淡ꎬ营养生长期在地面以下进行ꎬ其观

赏价值低ꎬ适应生境特殊ꎬ其生态价值和研究价值

远大于观赏价值ꎬ难以开发利用ꎬ故而没有作为观

赏植物开发的必要ꎮ
２.４ 植物功能群划分研究

２.４.１ 聚类分析　 在研究区筛选的 ５１ 种观赏兰科

植物中ꎬ实地调查到 ３５ 种ꎬ样方共计 ８８６ 个ꎬ除去

调查数据缺失的 ２０ 个样方ꎬ则为 ８６６ 个ꎮ 基于分

布地环境因子的观赏兰科植物聚类分析结果如图

３ 所示ꎬ当欧式距离 Ｎ 为 １０ 时ꎬ将 ３５ 种观赏兰科

植物划分为 ４ 大类更能反映其在野外的分布类群

情况ꎮ 第一类:包含麻栗坡兜兰、硬叶兜兰、巨瓣

兜兰等 １９ 种兰科植物ꎬ主要分布在海拔范围为

６００ ~ ２ ２００ ｍ 中等偏密的阔叶林中ꎬ多着生于石灰

岩山地中部至中上部的险坡处ꎬ分布地朝向以北

偏东的阴坡或半阴坡为主ꎬ从利用和适应环境因

子角度出发ꎬ即为中海拔喜荫石灰岩山地功能群ꎮ
第二类:包含扇唇舌喙兰、绒兰、多花指甲兰在内

的 ３ 种兰科植物ꎬ主要分布在海拔范围为 ６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稀疏的针阔混交林中ꎬ多着生于森林谷底

的缓坡或险坡处ꎬ分布地朝向以西北的半阴坡及

阴坡为主ꎬ即低海拔喜荫非石灰岩山地功能群ꎮ
第三类:包含西藏虎头兰、果香兰、长叶兰等 １１ 种

兰科植物ꎬ主要分布在海拔范围为 ６００ ~ １ ６００ ｍ
中等偏密的阔叶林或针叶林中ꎬ多着生于石灰岩

山地中上部偏下的险坡或急坡处ꎬ分布地朝向以

朝东或东南的半阳坡为主ꎬ即低海拔喜阳石灰岩

山地功能群ꎮ 第四类:包含丽江杓兰和落地金钱 ２
种兰科植物ꎬ主要分布在海拔范围为 ２ ２００ ~ ２ ８００
ｍ 稀疏偏中等密度的草坡或灌草丛中ꎬ多着生于

黄棕壤山地中下部至中上部的陡坡或斜坡处ꎬ分
布地朝向以西南或东南的半阳坡为主ꎬ即高海拔

喜阳非石灰岩山地功能群ꎮ
２.４.２ 冗余分析　 冗余分析结果显示ꎬ所有排序轴

的显著性检验值为 ０.００９ꎬ均小于 ０.０１ꎬ为极显著

水平ꎮ 前四个排序轴物种和环境关系的累积方差

百分比值为 ８７.１０％ꎬ共能解释物种和环境关系的

８７.１０％特征ꎬ表明前四个排序轴能够反映研究区

观赏兰科植物的绝大部分原始信息ꎮ 由图 ４ 可

知ꎬ影响观赏兰科植物分布与物种组成解释量最

大(线最长)的是坡位ꎬ其次为植被类型ꎬ第三是海

拔ꎮ 在 ＲＤＡ 排序图中ꎬ物种间夹角越小ꎬ表示两

者适应环境类型越相似ꎮ 整体上ꎬＲＤＡ 排序图中

除个别种生态幅较大ꎬ具有一定的分散外ꎬ绝大部

分均聚集于相似的环境中ꎬ与系统聚类结果重合

度较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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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３５ 种观赏兰科植物基于各环境因子的系统聚类分析
Ｆｉｇ. 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３５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ｃｈｉ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３　 讨论与结论

在研究区范围内ꎬ兰科植物单种属占比最大ꎬ

为 ４７.３０％ꎮ 单种属的大量出现ꎬ可能是属下种类

尚未完成分化ꎬ也可能是受环境影响ꎬ致使属下大

量种类消失ꎬ现存的只是某一残余种类ꎮ 地区单

种属越多ꎬ表示该区域的物种组成越复杂ꎬ群落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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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ｅ. 卵叶无柱兰ꎻ Ａ.ｒ. 多花指甲兰ꎻ Ｂ.ａ. 梳帽卷瓣兰ꎻ Ｂ.ｓ. 白及ꎻ Ｃ.ａｌ. 纹瓣兰ꎻ Ｃ.ａｐ. 杜鹃兰ꎻ Ｃ.ａｒ. 弧距虾脊兰ꎻ Ｃ.ｃ. 莎叶
兰ꎻ Ｃ.ｅｎ. 建兰ꎻ Ｃ.ｅｒ. 长叶兰ꎻ Ｃ.ｆａ. 蕙兰ꎻ Ｃ.ｆｌ. 多花兰ꎻ Ｃ.ｇ. 春兰ꎻ Ｃ.ｌａ. 兔耳兰ꎻ Ｃ.ｌｉ. 丽江杓兰ꎻ Ｃ.ｍ. 硬叶兰ꎻ Ｃ.ｎ. 南贡隔距
兰ꎻ Ｃ.ｐａ. 大序隔距兰ꎻ Ｃ.ｐｕ. 镰萼虾脊兰ꎻ Ｃ.ｓ. 果香兰ꎻ Ｃ.ｔ. 西藏虎头兰ꎻ Ｄ.ｆ. 流苏石斛ꎻ Ｄ.ｔ. 绒兰ꎻ Ｈ.ａ. 落地金钱ꎻ Ｈ.ｄ. 厚瓣
玉凤花ꎻ Ｈ.ｆ. 扇唇舌喙兰ꎻ Ｈ.ｌ. 禄劝玉凤花ꎻ Ｍ.ｂ. 短瓣兰ꎻ Ｎ.ｍ. 七角叶芋兰ꎻ Ｐ.ｂ. 巨瓣兜兰ꎻ Ｐ.ｄ. 长瓣兜兰ꎻ Ｐ.ｈｉ. 带叶兜兰ꎻ
Ｐ.ｍａ. 麻栗坡兜兰ꎻ Ｐ.ｍｉ. 硬叶兜兰ꎻ Ｎ.ｐ. 毛叶芋兰ꎻ ＨＢ. 海拔ꎻ ＰＷ. 坡位ꎻ ＰＤ. 坡度ꎻ ＰＸ. 坡向ꎻ ＺＢＬＸ. 植被类型ꎻ ＹＢＤ. 郁闭
度ꎻ ＴＲＬＸ. 土壤类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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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ꎻ ＹＢＤ. Ｃａｎｏｐ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ꎻ ＴＲＬＸ.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

图 ４　 ３５ 种观赏兰科植物与环境因子的 ＲＤＡ 排序图
Ｆｉｇ. ４　 ＲＤＡ 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５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ｃｈｉｄ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构越稳定(曹威ꎬ２０１５)ꎮ 由此可见ꎬ本研究区的兰

科植物属种组成复杂ꎬ群落结构较稳定ꎬ也从侧面

反映出该地的环境条件特殊ꎮ
研究区低海拔地区分布的兰科植物较少ꎬ一方

面是因为研究区低海拔地区面积占比少ꎬ人口密度

大ꎬ开发利用程度高ꎬ而且低海拔地区多为常态地

貌区ꎬ生境异质化程度远低于喀斯特地貌区ꎻ另一

方面ꎬ研究区绝大多数地区海拔在 ６００ ~ １ ５００ ｍ 范

围内ꎬ而且该海拔段也是喀斯特典型分布的区域ꎬ
高度异质性的喀斯特环境和占比更大的分布范围

蕴藏了种类更多的野生兰科植物ꎮ
研究区内贞丰县分布的兰科植物种类不及相

邻县域望谟县的一半ꎬ一般来说ꎬ相邻县域分布兰

科植物种类和数量差距较小ꎬ但贵州北盘江流域

范围内部分相邻县域兰科植物种类和数量差异较

大ꎮ 一方面ꎬ可能与该地区环境复杂、生境高度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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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有关ꎻ另一方面ꎬ虽然本次资源本底调查覆盖了

贵州北盘江流域的各个县(区、市)及重点林区和

主要生境ꎬ但是由于研究区地形地貌复杂且范围

较大ꎬ仍可能存在调查遗漏区域或遗漏物种ꎮ 近

年来ꎬ当地政府加强了针对兰科植物的保护力度ꎬ
但由于地形地貌复杂ꎬ植被恢复困难ꎬ生态恢复进

程缓慢ꎬ兰科植物濒危或灭绝的风险仍然很高ꎬ因
此还需进一步加大本底资源调查、监测和预警ꎬ以
便为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基本依据ꎮ

层次分析法在野生植物观赏价值评价方面的

应用已较成熟ꎬ但在评价指标的选择上仍缺乏统

一标准ꎬ虽由专家学者打分确定的各指标权重存

在一定的主观性ꎬ但本文的研究对象均为草本植

物ꎬ植株性状差异较小且是同科植物ꎬ可比性强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由于个人打分带来的主观

差异ꎮ 相比之下ꎬ层次分析法仍是最优选择ꎬ期待

今后更加成熟和完善的评价体系出现ꎬ进而对野

生植物观赏价值进行更为精确和科学的评价ꎮ 同

时ꎬ由于时间限制ꎬ本研究通过层次分析法筛选出

的观赏兰科植物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ꎬ兰科

植物作为珍稀濒危野生植物资源ꎬ实际应用于园

林观赏还需进一步开展引种驯化和栽培试验等更

详尽、微观和深入的研究ꎬ以免造成珍稀濒危植物

资源的浪费ꎮ 此外ꎬ影响兰科植物野外分布的环

境因子多种多样ꎬ本研究基于现有条件筛选易获

得的主要环境因子进行调查分析ꎬ而光照强度、土
壤理化性质、湿度等环境因子对其影响如何ꎬ还需

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ꎬ从而更加准确而全面地揭

示贵州北盘江流域兰科植物生存繁衍对环境的响

应机制ꎮ
贵州北盘江流域是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分布

最丰富的地区ꎬ但该区域也是我省兰科植物丧失

最严重的地区(叶超等ꎬ２０２２)ꎬ由于大部分兰科植

物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ꎬ加上部分人

员保护意识不强ꎬ法律意识淡薄ꎬ导致其逢遇必被

采ꎬ资源仍在减少ꎮ 目前ꎬ人为采挖盗挖已成为导

致兰科植物丧失最为关键的威胁因素ꎮ ２０２１ 年ꎬ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ꎬ其中涉及了很多兰科植物ꎮ
因此ꎬ在今后开展引种驯化、人工培育等科学研究

时ꎬ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第十六条规定ꎬ向有关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申

请采集证ꎻ此外ꎬ还需进一步强化物种多样性保护

宣传并严格执法ꎬ加强研究区森林保护及退化植

被和生境修复ꎬ以此缓解兰科植物多样性的丧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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