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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赛武当自然保护区野生珍稀植物优先保护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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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湖北赛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野生珍稀植物资源进行调查， 运用濒危系数、 遗传价值系数和
物种价值系数， 计算出物种优先保护值， 以确定物种濒危等级和优先保护等级。 结果显示： （１）该区内共有珍稀
保护植物 ３３种， 隶属于 ２６科 ３３属， 其中易危 １５种、 近危 １１种、 安全种 ７种； （２）该区珍稀植物优先保护值
的范围为 ０２６３１～０６９８５， 据此得出 ３３种珍稀植物的优先保护等级为： Ⅰ级 ６种、 Ⅱ级 １３种、 Ⅲ级 １２种、 Ⅳ
级 ２种。 （３）本研究结果与相关珍稀保护植物名录的濒危等级和优先保护级别存在较大差异， 这可能是由于生境
破碎化和人为干扰导致大部分植物在本区受威胁程度加重， 因此应强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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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最重要
的物质基础， 由于受不断加剧的人为活动、 外来物
种生态入侵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生物多样
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因此， 保护生物多样
性是当前全人类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１， ２］。 由于珍
稀濒危植物生境特殊和数量稀少， 一直以来都是研
究植物起源、 区系演化、 古地质变迁等的重要证
据， 因而， 珍稀濒危植物优先保护是开展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基础， 并且可为优化野生生态资源的保护
策略提供有效的保护理论和依据方法。 评定物种濒
危状况和保护级别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效开展物种

保护工作的前提， 是确定物种优先保护顺序以及制
订濒危物种保育策略的重要依据［２］， 也是当前保
护生物学研究的焦点问题［３， ４］。 近年来， 国内外学
者已对濒危保护植物的濒危状况和优先保护评价等

进行了大量研究［２， ４－８］， 前人的研究大多是根据某
一自然保护区内珍稀濒危植物进行定量评价和保护

级别划分。
赛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秦岭大巴山山

脉， 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丰富的水热条件， 使其蕴
藏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也让它成为湖北珍稀濒危
植物的地理分布中心［９， １０］。 但对该保护区的植物
开展调查和研究的工作并不多， 目前仅见丁少华
等［１０］对该区部分珍稀植物的生态位特征进行了调

查研究， 而全面系统地开展珍稀濒危植物调查并进
行定量研究还未见报道。 我们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对
赛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开展了全面的调查，
结合文献资料， 对该保护区内的珍稀植物种类及优
先保护等级进行定量分析， 并确定其优先保护种类
及顺序， 以期为该区珍稀濒危植物的优先保护提供
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湖北赛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湖北省西北

部， 地处亚热带北缘， 具有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

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 地理位置为北纬 ３２°２３′
２６″～３２°３２′１９″、 东经 １１０°３５′４０″ ～１１０°５４′２３″，
境内最高点为菩陀峰， 为武当山脉主峰， 海拔
１７２２８ ｍ。 年均气温 １５５℃， 年均降水量 ９６４ ｍｍ，
年均无霜期 ２２５～２５６ ｄ， 海拔 １２００ ｍ以上地区年
降水量超过 １３００ ｍｍ。 该保护区内高山峻岭， 沟
深林密， 地貌切割强烈， 相对高差大， 分布有维管
束植物 １８５科 ８３７属 １７５２种（含种下单位）， 包含
众多古老、 孑遗珍稀物种， 保存着鄂西北为数不多
的大面积原生性森林植被、 多种生态类型和独特的
自然景观， 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的库前水源
涵养地［１０］。

２　 研究方法

采用线路法对赛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

植物进行全面调查， 通过标本采集、 鉴定并结合文
献资料整理出赛武当自然保护区植物名录。 同时，
运用样地法对区内分布的部分野生珍稀濒危保护植

物进行重点调查， 用 ＧＰＳ 对物种进行定位， 记录
物种的数量、 株高、 胸径、 优势度等指标， 以及各
物种的环境特征和生长状况。 根据《中国珍稀濒危
保护植物名录（第 １册）》 ［１１］、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第 １批）》 ［１２］、 《中国植物红皮书》 ［１３］和

《湖北省珍稀濒危植物野外识别手册》 ［１４］等文献，
结合实地考察获取的数据， 整理出该区珍稀濒危植
物名录， 并对其进行综合评价。

本研究濒危等级和优先保护等级的评价方法主

要参考彭乾乾等［４］、 汪书丽等［５］、 张娥等［１５］的评

价体系， 通过对 １１ 个指标赋值， 计算出濒危系数
（Ｃｔ）、 遗传价值系数（Ｃｇ）和物种价值系数（Ｃｓ）
的系数值， 然后对这 ３ 项系数值按照 ６０％Ｃｔ、
２０％Ｃｇ、 ２０％Ｃｓ的权重进行求和得出优先保护值
（Ｖｓ）， 最后根据优先保护值的大小进行分级， 确
定保护等级。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濒危系数： Ｃｔ＝∑６
ｉ＝１Ｘ ｉ ／∑

６
ｉ＝１Ｍａｘ 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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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价值系数： Ｃｇ＝∑２
ｉ＝１Ｘｉ ／∑

２
ｉ＝１Ｍａｘｉ （２）

物种价值系数： Ｃｓ＝∑３
ｉ＝１Ｘｉ ／∑

３
ｉ＝１Ｍａｘｉ （３）

优先保护值：
Ｖｓ＝Ｃｔ × ６０％ ＋ Ｃｇ × ２０％ ＋ Ｃｓ × ２０％ （４）

式中， Ｘ ｉ为各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得分值， Ｍａｘ ｉ为

各项评价指标的最高赋分值。 根据公式（１）中 Ｃｔ
值的大小和国际濒危物种等级的新标准［１６］ ， 结合
我国实际情况， 将物种濒危级别分为： 极危
（ＣＲ）Ｃｔ ≥ ０９０、 濒危（ＥＮ）Ｃｔ ＝ ０８０ ～ ０９０、 易
危（ＶＵ）Ｃｔ ＝ ０６０ ～０７９、 近危（ＮＴ）Ｃｔ ＝ ０４０ ～
０５９、 安全（ＬＣ）Ｃｔ ＜ ０４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珍稀濒危植物
经多次野外调查并参考相关文献资料［１１－１４］，

整理出该保护区现有珍稀保护植物共计 ２６ 科 ３３
属 ３３种（表 １）， 其中含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国家珍稀濒危植物以及省级珍稀濒危植物， 现分述
如下。
３ １ １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该区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１７ 种（表 １），
其中Ⅰ级 ２种， 分别是： 银杏（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Ｌ．）、
红豆杉（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ｉｌｇ．）
Ｆｌｏｒｉｎ）； Ⅱ 级 １５ 种， 分 别 是： 篦 子 三 尖 杉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ｏｌｉｖｅｒｉ Ｍａｓｔ．） 、 巴山榧树 （ Ｔｏｒ⁃
ｒｅｙａ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 、 红豆树（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ｏｓｉｅｉ
Ｈｅｍｓｌ． ｅｔ Ｗｉｌｓ．） 、 野大豆（Ｇｌｙｃｉｎｅ ｓｏｊ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鹅 掌 楸 （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Ｈｅｍｓｌ．） Ｓａｒｇｅｎｔ．）、 厚朴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香果树 （ 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 ｈｅｎｒｙｉ
Ｏｌｉｖ．）、 川 黄 檗 （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Ｓｃｈｎｅｉｄ．）、 大叶榉树 （ 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ｃｈｅｎｅｉｄｅｒｉａｎａ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崖白菜 （ Ｔｒｉａ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 Ｈｅｍｓｌ．） Ｓｏｌｅｒｅｄｅｒ ）、 莲 （ 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Ｇａｅｒｔｎ．）、 喜树 （ 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Ｄｅｃ⁃
ｎｅ．）、 金荞麦（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 （Ｄ． Ｄｏｎ） Ｈａ⁃
ｒａ）、 水青树（Ｔｅｔ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ｎ ｓｉｎｅｎｓｅ Ｏｌｉｖ．）、 独花
兰（Ｃｈａｎｇｎｉｅｎ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 Ｓ． Ｓ． Ｃｈｉｅｎ）。
３ １ ２　 国家珍稀濒危植物

该区有国家珍稀濒危植物 ２１ 种（表 １： 红皮

书）， 其中， ２级有 ６ 种， 分别是： 银杏、 篦子三
尖杉、 杜仲（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Ｏｌｉｖ．）、 香果树、
山白树（Ｓｉｎｏｗｉｌｓｏｎ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Ｈｅｍｓｌ．）、 独花兰； ３
级有 １５ 种， 分别是： 金钱槭（Ｄｉｐｔｅｒｏｎ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ｌｉｖ．）、 华榛 （Ｃｏｒｙ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蝟实
（Ｋｏｌｋｗｉｔｚｉａ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 Ｇｒａｅｂｎ．）、 天目木姜子（Ｌｉｔ⁃
ｓｅａ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Ｃｈｉｅｎ ｅｔ Ｃｈｅｎｇ）、 野大豆、 红豆
树、 天目木兰（Ｙｕｌａｎ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 （Ｗ． Ｃ． Ｃｈｅｎｇ）
Ｄ． Ｌ． Ｆｕ ）、 厚朴、 黄连（Ｃｏｐ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川黄檗、 白辛树（Ｐｔｅｒｏｓｔｙｒａｘ ｐｓｉｌｏｐｈｙｌｌａ Ｄｉｅｌｓ ｅｘ
Ｐｅｒｋｉｎｓ）、 紫茎（Ｓｔｅｗａｒｔ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ｅｈｄ． ｅｔ Ｅ． Ｈ．
Ｗｉｌｓｏｎ）、 青檀 （ 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Ｍａｘｉｍ．）、
八角莲（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 （Ｈａｎｃｅ） Ｍ． Ｃｈｅｎｇ
ｅｘ Ｙｉｎｇ）、 天麻（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 Ｂｌ．）
３ １ ３　 省级珍稀濒危植物

该区有省级野生珍稀濒危植物 ３种（表 １）， 分
别是： 血皮槭（Ａｃｅｒ ｇｒｉｓｅ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 Ｐａｘ）、 青
钱柳（Ｃｙｃｌｏｃａｒｙａ ｐａｌｉｕｒｕｓ （Ｂａｔａｌ．） Ｉｌｊｉｎｓｋ．）、 天师
栗（Ａｅｓｃｕｌ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Ｒｅｈｄｅｒ） Ｔｕｒｌａｎｄ ｅｔ Ｎ． Ｈ．
Ｘｉａ）。
３ ２　 珍稀濒危植物濒危等级评价

从赛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植物的优

先保护值及各系数值可看出（表 ２）， 该区 ３３ 种珍
稀植物的系数值在 ０２６９２ ～０７６９２ 之间， 濒危等
级情况为： 属于易危的有 １５ 种， 占总数的
４５４６％， 分别是银杏、 篦子三尖杉、 红豆杉、 蝟
实、 八角莲、 红豆树、 天目木兰、 川黄檗、 白辛
树、 紫茎、 崖白菜、 水青树、 山白树、 独花兰、 天
麻； 属于近危的有 １１ 种， 占总数 ３３３３％， 分别
是巴山榧树、 杜仲、 香果树、 金钱槭、 华榛、 鹅掌
楸、 厚朴、 黄连、 青檀、 大叶榉树、 喜树； 属于安
全的有 ７种， 占总数的 ２１２１％， 分别是天目木姜
子、 野大豆、 莲、 金荞麦、 血皮槭、 青钱柳、 天师
栗。
３ ３　 珍稀植物优先保护等级评价

珍稀植物优先保护值（Ｖｓ） 越大， 其保护应
越优先。 通过计算， 该区 ３３ 种珍稀植物优先保
护值在 ０２６３１～０６９８５之间（表 ２）， 根据优先保
护值的大小， 可初步确定该区野生珍稀植物的具
体保护等级（表 ３）， 其中， Ⅰ级优先保护的有 ６
种， 占总数的 １８１８％， 分别是银杏、 篦子三尖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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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赛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珍稀植物名录及保护级别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ａｒ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ａｉｗｕｄ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国家级［１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红皮书［１３］

Ｒｅｄ Ｂｏｏｋ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省级［１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Ｌ． 银杏科 Ｃｉｎｋｇｏａｃｅａｅ Ⅰ ２级

篦子三尖杉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ｏｌｉｖｅｒｉ Ｍａｓｔ． 三尖杉科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ａｃｅａｅ Ⅱ ２级

红豆杉 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ｉｌｇ．） Ｆｌｏｒｉｎ 红豆杉科 Ｔａｘａｃｅａｅ Ⅰ

巴山榧树 Ｔｏｒｒｅｙａ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 红豆杉科 Ｔａｘａｃｅａｅ Ⅱ

杜仲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Ｏｌｉｖ． 杜仲科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ｃｅａｅ ２级

香果树 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 ｈｅｎｒｙｉ Ｏｌｉｖ．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Ⅱ ２级

金钱槭 Ｄｉｐｔｅｒｏｎ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ｌｉｖ． 槭树科 Ａｃｅｒａｃｅａｅ ３级

血皮槭 Ａｃｅｒ ｇｒｉｓｅ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 Ｐａｘ 槭树科 Ａｃｅｒａｃｅａｅ 省级

华榛 Ｃｏｒｙ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桦木科 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 ３级

蝟实 Ｋｏｌｋｗｉｔｚｉａ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 Ｇｒａｅｂｎ．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３级

天目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Ｃｈｉｅｎ ｅｔ Ｃｈｅｎｇ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３级

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 （Ｈａｎｃｅ） Ｍ． Ｃｈｅｎｇ ｅｘ Ｙｉｎｇ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３级

野大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ｓｏｊ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Ⅱ ３级

红豆树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ｏｓｉｅｉ Ｈｅｍｓｌ． ｅｔ Ｗｉｌｓ．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Ⅱ ３级

天目木兰 Ｙｕｌａｎ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 （Ｗ． Ｃ． Ｃｈｅｎｇ） Ｄ． Ｌ． Ｆｕ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３级

鹅掌楸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Ｈｅｍｓｌ．） Ｓａｒｇｅｎｔ．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Ⅱ

厚朴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Ｒｅｈｄｅｒ ｅｔ Ｅ． Ｈ． Ｗｉｌｓｏｎ）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Ⅱ ３级

黄连 Ｃｏｐ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毛莨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３级

川黄檗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Ｓｃｈｎｅｉｄ．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Ⅱ ３级

白辛树 Ｐｔｅｒｏｓｔｙｒａｘ ｐｓｉｌｏｐｈｙｌｌａ Ｄｉｅｌｓ ｅｘ Ｐｅｒｋｉｎｓ 安息香科 Ｓｔｙｒａｃａｃｅａｅ ３级

紫茎 Ｓｔｅｗａｒｔ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ｅｈｄ． ｅｔ Ｅ． Ｈ． Ｗｉｌｓｏｎ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３级

青檀 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Ｍａｘｉｍ．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３级

大叶榉树 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ｃｈｅｎｅｉｄｅｒｉａｎａ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Ⅱ

崖白菜 Ｔｒｉａ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Ｈｅｍｓｌ．） Ｓｏｌｅｒｅｄｅｒ 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Ⅱ

莲 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Ｇａｅｒｔｎ． 睡莲科 Ｎｙｍｐｈａｅａｃｅａｅ Ⅱ

喜树 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Ｄｅｃｎｅ． 珙桐科 Ｎｙｓｓａｃｅａｅ Ⅱ

金荞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 （Ｄ． Ｄｏｎ） Ｈａｒａ）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Ⅱ

水青树 Ｔｅｔ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ｎ ｓｉｎｅｎｓｅ Ｏｌｉｖ． 水青树科 Ｔｅｔｒａｃｅｎｔｒａｃｅａ Ⅱ

山白树 Ｓｉｎｏｗｉｌｓｏｎ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Ｈｅｍｓｌ． 金缕梅科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２级

青钱柳 Ｃｙｃｌｏｃａｒｙａ ｐａｌｉｕｒｕｓ （Ｂａｔａｌ．） Ｉｌｊｉｎｓｋ．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省级

天师栗 Ａｅｓｃｕｌ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Ｒｅｈｄｅｒ） Ｔｕｒｌａｎｄ ｅｔ Ｎ． Ｈ． Ｘｉａ 七叶树科 Ｈｉｐｐｏｃａｓｔａｎａｃｅａｅ 省级

独花兰 Ｃｈａｎｇｎｉｅｎ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 Ｓ． Ｓ． Ｃｈｉｅｎ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Ⅱ ２级

天麻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 Ｂｌ．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３级

红豆杉、 蝟实、 崖白菜、 水青树， 在该保护区
属于濒危种； Ⅱ级优先保护的共有 １３ 种， 占总
数的 ３９４０％， 分别是杜仲、 香果树、 金钱槭、
八角莲、 天目木兰、 山白树、 鹅掌楸、 川黄檗、
白辛树、 紫茎、 青檀、 喜树、 独花兰。 在该保
护区属于渐危种； Ⅲ级优先保护的共有 １２ 种，

占总数 ３６３６％， 分别是巴山榧树、 华榛、 天目
木姜子、 红豆树、 厚朴、 黄连、 大叶榉树、 莲、
金荞麦、 血皮槭、 青钱柳、 天麻， 在该保护区
属于近危种； Ⅳ级优先保护的共有 ２ 种， 占总
数的 ６０６％， 分别是野大豆和天师栗， 在该保护
区属于较安全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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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赛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珍稀植物的优先保护值及各系数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ａｉｗｕｄ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濒危系数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Ｃ ＦＡ ＡＡ ＡＳ ＨＦ ＭＬ Ｃｔ

遗传价值系数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 ＥＮ Ｃｇ

物种价值系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Ｖ ＥＶ ＥＣＶ Ｃｓ

优先保护值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ｓ

银杏 ４ ３ ４ ２ ２ １ ０．６１５４ ５ ３ ０．８ ５ ３ ３ ０．８４６２ ０．６９８５
篦子三尖杉 ２ ４ ５ ３ ２ ２ ０．６９２３ ２ １ ０．３ ５ ３ ３ ０．８４６２ ０．６４４６
红豆杉 ２ ４ ４ ３ ３ ２ ０．６９２３ １ ２ ０．３ ５ ２ ３ ０．７６９２ ０．６２９２
巴山榧树 ３ ２ ３ ３ １ ２ ０．５３８５ １ ２ ０．３ ３ ２ ２ ０．５３８５ ０．４９０７７
杜仲 ２ １ ３ ２ ２ １ ０．４２３１ ５ ２ ０．７ ３ ３ ３ ０．６９２３ ０．５３２３
香果树 １ ２ ４ ２ １ ２ ０．４６１５ ３ ２ ０．５ ５ ４ ３ ０．９２３１ ０．５６１５
金钱槭 ２ ３ ４ ２ １ ２ ０．５３８５ ２ ２ ０．４ ３ ４ ２ ０．６９２３ ０．５４１５
华榛 ３ ２ ３ ２ ２ １ ０．５ １ ２ ０．３ １ ４ ２ ０．５３８５ ０．４６７７
蝟实 ３ ３ ４ ３ １ ３ ０．６５３８ ３ ２ ０．５ ５ ２ ２ ０．６９２３ ０．６３０８
天目木姜子 １ ２ ３ １ １ ２ ０．３８４６ １ １ ０．２ １ ４ ２ ０．５３８５ ０．３７８５
八角莲 １ ３ ５ ４ ３ ２ ０．６９２３ １ ２ ０．３ ３ １ ３ ０．５３８５ ０．５８３１
野大豆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０．２６９２ １ １ ０．２ １ １ ２ ０．３０７７ ０．２６３１
红豆树 ２ ４ ４ ３ １ ２ ０．６１５４ １ １ ０．２ １ １ ２ ０．３０７７ ０．４７０８
天目木兰 ４ ４ ４ ３ １ ２ ０．６９２３ １ ３ ０．４ １ ２ ２ ０．３８４６ ０．５７２３
鹅掌楸 １ ４ ３ １ ２ １ ０．４６１５ ２ ２ ０．４ ５ ３ ３ ０．８４６２ ０．５２６２
厚朴 ２ １ ３ ２ ２ １ ０．４２３１ １ １ ０．２ １ ５ ３ ０．６９２３ ０．４３２３
黄连 ３ ３ ４ １ ２ １ ０．５３８５ １ １ ０．２ １ １ ２ ０．３０７７ ０．４２４６
川黄檗 ３ ４ ４ ３ １ ２ ０．６５３８ １ １ ０．２ １ ３ ３ ０．５３８５ ０．５４
白辛树 ３ ３ ４ ３ ２ ２ ０．６５３８ ２ １ ０．３ ３ ３ ２ ０．６１５４ ０．５７５４
紫茎 ３ ３ ５ １ ２ ２ ０．６１５４ １ ２ ０．３ ３ ４ ２ ０．６９２３ ０．５６７７
青檀 １ ３ ３ ２ ２ ２ ０．５ ３ ２ ０．５ ３ ３ ２ ０．６１５４ ０．５２３１
大叶榉树 １ ２ ４ １ ２ １ ０．４２３１ １ １ ０．２ １ ５ ３ ０．６９２３ ０．４３２３１
崖白菜 ４ ４ ５ ２ ３ ２ ０．７６９２ ２ ３ ０．５ ３ １ ２ ０．４６１５ ０．６５３８
莲 １ １ ２ ３ ２ １ ０．３８４６ ２ １ ０．３ ３ １ ３ ０．５３８５ ０．３９８５
喜树 １ ４ ４ ２ ２ １ ０．５３８５ ３ ２ ０．５ １ ３ ３ ０．５３８５ ０．５３０８
金荞麦 １ １ ２ １ １ ２ ０．３０７７ １ １ ０．２ １ ５ ３ ０．６９２３ ０．３６３１
水青树 ２ ４ ４ ３ １ ２ ０．６１５４ ５ １ ０．６ ５ ５ ２ ０．９２３１ ０．６７３８
山白树 ２ ３ ４ ３ １ ３ ０．６１５４ ３ ２ ０．５ ３ ３ ２ ０．６１５４ ０．５９２３
血皮槭 １ １ ３ １ ２ ２ ０．３８４６ １ ２ ０．３ １ １ ２ ０．３０７７ ０．３５２３
青钱柳 １ １ ３ １ ３ １ ０．３８４６ ３ ２ ０．５ ３ ４ ３ ０．７６９２ ０．４８４６
天师栗 １ １ ３ １ １ ２ ０．３４６２ １ １ ０．２ ３ １ ２ ０．４６１５ ０．３４００
独花兰 ２ ４ ６ １ １ ３ ０．６５３８ ３ ２ ０．５ １ １ ２ ０．３０７７ ０．５５３８
天麻 １ ３ ５ ３ ３ １ ０．６１５４ １ １ ０．２ １ １ ２ ０．３０７７ ０．４７０８

　 　 注： ＦＣ为国内分布频度； ＦＡ为保护区内分布频度； ＡＡ 为保护度； ＡＳ 为年龄结构； ＨＦ 为潜在的人为破坏； ＭＬ 为专业人员管理素
质； ＳＴ为种型情况； ＥＮ为特有情况； ＬＶ为学术价值； ＥＶ为生态价值； ＥＣＶ为经济价值。

Ｎｏｔｅｓ： ＦＣ．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Ａ．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 ａｒｅａ； ＡＡ．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ｒｅａ； ＡＳ．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Ｆ．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Ｌ． Ｍａｎａ－
ｇｅ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ｙｐｅ； ＥＮ．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ＬＶ．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Ｅ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ＥＶ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表 ３　 赛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珍稀植物的
优先保护等级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ａｒ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ａｉｗｕｄ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优先保护值（Ｖ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保护等级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数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定性描述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０．６２５～１．０００ Ⅰ ６ 濒危

０．５００～０．６２４９ Ⅱ １３ 渐危

０．３５０～０．４９９９ Ⅲ １２ 近危

≤０．３４９９ Ⅳ ２ 安全

４　 讨论

赛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３ 种珍稀保护植
物， 依据濒危系数可划分为： 易危 １５种、 近危 １１
种、 安全 ７ 种； 依据优先保护值（Ｖｓ）可划分为 ４
个优先保护级别， 其中Ⅰ级（濒危种）优先保护有 ６
种， Ⅱ级（渐危种）优先保护有 １３ 种， Ⅲ级（近危
种）优先保护有 １２ 种， Ⅳ级（安全种）优先保护有
２种， 充分体现了该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的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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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原始性和孑遗性。 此优先保护级别与以往的研
究结果不同， 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第 １批）》 ［１２］， 赛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保护
植物 １７种， 其中Ⅰ级 ２种、 Ⅱ级 １５种（表 １）； 根
据《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 １ 册）》 ［１１］和

《中国植物红皮书（第 １册）》 ［１３］， 赛武当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濒危保护植物有 ２１ 种， 其中 ２ 级 ６ 种、
３级 １５种（表 １）， 有 １３ 种不在《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名录 （第 １ 批）》中， 这主要是由于两者的
侧重点不同。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 赛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珍稀植物的优先保护等级与国家划定的保护植物名

录［１１－１３］有较大差异， 大部分植物濒危程度在本区
加强， 比如： （１）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Ⅱ
级的篦子三尖杉、 水青树， 由于这些植物在本地区
储量较少、 关注度不够、 没意识到它的珍贵性、 受
威胁较大等原因， 导致濒危系数较高， 因此这些物
种保护级别上升， 在该保护区被列入Ⅰ级优先保护
级别； （２）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Ⅱ级的巴
山榧树、 红豆树、 厚朴、 大叶榉树、 莲和金荞麦，
由于在该保护区的储量较大， 有的还作为建群种出
现， 群落结构相对较稳定， 濒危系数相对较低， 因
而这些物种保护级别下降， 在该保护区被列入Ⅲ级
优先保护物种； （３）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Ⅱ
级的野大豆， 在该保护区被列入Ⅳ级优先保护物
种， 其在该地区的山坡、 路边较为常见， 种群更新
较易， 而且在我国华东、 华中、 华南和华北等地均
有广泛分布， 实际濒危风险并不大。 这些研究结果
可为当地珍稀濒危植物的优先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本次研究发现， 崖白菜、 红豆杉等植物的濒危
系数值均大于 ０６９（表 ２）， 这些植物全身可入药，
且药用价值高， 是非常好的药材， 但由于当地人们
的保护意识不够， 多年来过度滥采滥挖， 相关部门
的管理保护力度欠缺， 使其数量锐减、 储量较少，
导致其濒危系数升高， 由易危升为濒危； 野大豆和
金荞麦的濒危系数值均小于 ０３１（表 ２）， 由于生
长和繁殖状况良好、 人为干扰少、 储量大， 使其在
本区的濒危程度降低， 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Ⅱ
级降为Ⅳ级。 此外， 随着越来越多的旅游开发、 保
护区内游览路线修建等因素， 导致不少植物种类的
野外生存环境受到很大人为威胁。 这些都说明人为

干扰和生境破碎化是该区珍稀植物保护面临的主要

威胁因素。
综上可见， 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不仅关

系到人类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也与当地人民
的经济利益直接相关。 应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居民
的保护意识， 禁止非法采挖、 砍伐、 放牧等人为干
扰行为，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珍稀濒危植物生境的破
坏； 实行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 加强管理人员专业
素质培养， 定期监测受威胁植物的动态变化［６， １７］，
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资源， 使珍稀濒危植物得到有
效地保护。

致谢： 本次野外调查得到湖北赛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 以及庐山植物园桂忠民高工、 高
浦新博士、 梁同军工程师的帮助， 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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