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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及保护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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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 2021 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和《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名录》，开展了陕西省分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特征和保护现状调查研究。结

果表明：（1）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共 38 科 67 属 104 种（含种下等级），含石松类 1 科

1 属 3 种，占总数的 2.88%；裸子植物 2 科 6 属 6 种 2 变种，占 6.73%；被子植物 35 科 60 

属 85 种 1 亚种 10 变种，占比高达 90.38%。（2）保护植物约占全省维管植物科的 18.18%、

属的 5.09%、种的 2%，秦岭石蝴蝶、长柱玄参为陕西特有种。（3）新名录保留 1999 版国家

重点保护植物 26 种，新增 78 种，含原陕西省地方重点保护植物 24 种，象鼻兰、曲茎石斛、

紫斑牡丹等原无保护级别直接列入的共 54 种，占全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总数的 52%。

濒危等级分析显示，极危（CR）占 4.81%、濒危（EN）和易危（VU）均占 24.04%。（4）

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在陕西省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分布特征，镇坪县多达 60 种，占全省保护

植物的 57.69%，平利县和佛坪县均有 47 种。（5）全省各级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

园等共 249 个，在保护区内有分布的保护植物约 70 种，占总数的 67.31%。建议开展新增物

种、尤其是原来无保护级别的 54 种的资源和分布调查与研究，更新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植物

信息并进行动态监测，加大陕西省黄土高原区域植物园建设，为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等提供

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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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ized herbarium specimens provided by China Virtual Herbarium (CVH), the resource and 

conservation status of species listed in national key protected wild plants (NKPWPs) (2021 

version) distributed in Shaanxi Province wa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in present study, and it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in situ and ex situ conservation.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A total of 104 species (including subspecies and variety) were belonged to 38 

families, 67 genera were distributed in Shaanxi province, including 3 species of Lycophytes, 6 

species and 2 varieties of Gymnosperms, and 85 species, 1 subspecies and 10 varieties of 

Angiosperms, representing 2.88%, 6.73% and 90.38% of the total NKPWPs respectively. (2) The 

number of the NKPWPs represented about 18.18%, 5.09%, and 2% of families, genera and 

species respectively of the total vascular plant in Shaanxi Province. (3) Among 104 species of 

NKPWPs, 26 species listed in the last version (1999) had been protected, and 24 species were ever 

listed and protected as local protected wild plants, and a total of 54 additional species were not 

protected at all before, accounting for 52% of the total NKPWPs, e.g. Phalaenopsis zhejiangensis, 

Dendrobium flexicaule and Paeonia rockii. The endangered status analysis showed that 5 species 

are Critically Endangered (CR), representing 4.81%, 22 species were Endangered (EN) and 22 

were Vulnerable (VU), representing 24.04% of the total NKPWPs. (4) Qinling-Bashan region was 

a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area of NKPWPs, about 60 species were distributed in Zhenping 

County, accounting for 57.69% of the total, and 47 species were distributed in both Pingli and 

Foping counties; contrast to it, few species found in the north area of Shaanxi Province. (5) There 

were 249 reserves in Shaanxi Province, including the natural reserv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wetland parks and forest parks, and about 70 species representing 67.31% of NKPWPs had been 

effectively protected in these areas. We suggest: (1) investigate the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nd 

status of the additional species of NKPWPs in Shaanxi Province, especially focus on the 54 

species which are  not previously protected; (2) facilitate the regional botanical gardens in the 

Loess Plateau area of Shaanxi Province; (3) dynamic monitor and update data of NKPWPs in 

natural reserves, so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and valuable reference for in situ and ex situ 

conserva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national key protected wild plant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conservation status, 

Loess Plateau, Qinling-Bashan district, Shaanxi Province 

 

一种植物的灭绝不仅意味着其基因、文化和科学价值的丧失，也会引发其他生物的灭绝，

打破生态系统的稳定（楚雅南等，2023）。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全球三大环境危机之一，2022

年12月19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提出“采取紧急行动停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的行动总目标（至2030年），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明确了方向和重点（马克平，2023）。植物多样性是关系到国家生态

安全和生物安全的战略资源，保护植物多样性对深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任海等，2022）。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分布特征、保护现状以及潜在分布

区的研究，对于制定与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具有重要意义（余江洪等，2023）。 

陕西省地处我国内陆腹地，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秦岭山脉横贯东西，地理位置特

殊，在过渡性气候分布特征上，从北至南依次为中温带、暖温带和北亚热带；在地形上有陕

北风沙高原、黄土高原、关中盆地、秦巴山地等地貌类型。秦岭太白山主峰拔仙台海拔最高

3 771.2 m，白河县汉江南岸海拔最低168.6 m。陕西省是南北不同植物区系成分的交汇地带，

孕育了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共有野生、归化及栽培维管植物5 161种及种下分类群，包含

209科1 316属4 701种，种下分类群有112亚种488变种17变型（刘培亮等，2022）。陕西省内



秦巴山区拥有复杂多变的地势，秦岭、巴山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物种丰富度较高的13个热点

地区之一，东南部濒危植物较为集中，是中国特有植物科、属保护的优先区域（狄维忠和于

兆英，1989；Huang等，2016）。目前，陕西省分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资源本底、地

理分布格局、受威胁因子等数据缺乏，本研究对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陕西

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资源和保护现状进行分析，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科学保护和

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1.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和分析  

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1 年第 15 号）

（https://www.forestry.gov.cn/main/3951/20210908/164754443253634.html）和《陕西省分布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陕林护发〔2022〕128 号）为基础，结合中国数字植物标本

馆（CVH），《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秦岭植物志》《黄土高原植物志》《陕西

维管植物名录》《陕西省重点保护植物》《陕西野生兰科植物》（傅坤俊，2000；陈彦生，

2016；任毅等，2017；黎斌和刘广振，2023），2019 年陕西省第 2 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资源调查的数据，以及《秦岭大熊猫栖息地植物》《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动植物资源》

《太白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与管理》《陕西米仓山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

《陕西太安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与保护》《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资源及保护》

（任毅，1998；任毅等，2002，2006，2008，2010，2013）各级自然保护区植物资源调查等

文献。文献中涉及的物种，根据其拉丁学名，查阅《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确定物

种信息（如原文献中的巴山水青冈（Fagus pashanica）已归并到台湾水青冈（Fagus hayatae），

在此基础上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拉丁学名对比、确定陕西省分布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物种。 

1.2 分析方法  

根据物种在各县保护区的分布情况进行地理分布分析；依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3.1 版）、《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2020）等对保护植物进行了濒危

等级评估。陕西省地图影像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s://ngcc.cn/ngcc/）2023 年新

公布的中国国家地图矢量图，地图数据坐标系为 WGS84，通过 ArcGIS10.8 对保护物种在各

县区的分布情况进行地理分布图绘制。 

 

2.结果与分析 

2.1 陕西省分布的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概况及其分布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21 年）发布后，陕西省修订并发布了《陕西省分

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陕林护发〔2022〕128 号）103 种及种下等级，结合单

瓣月季花（Rosa chinensis var. spontanea）1 种在陕西省的分布新记录（缪涛等，2023），共

104 种（含种下等级），分别隶属 38 科 67 属，约占全省维管植物种的 2.00%、属的 5.09%、

科的 18.18%。其中石松类 3 种，约占 2.88%，裸子植物 7 种，占 6.73%，被子植物 94 种，

占 90.38%（表 1）。新名录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红豆杉（Taxus wallichianavar. 

chinensis）、南方红豆杉（Taxus wallichiana var. mairei）、华山新麦草（Psathyrostachys 

huashanica）、象鼻兰（Phalaenopsis zhejiangensis） 、曲茎石斛（Dendrobium flexicaule）、

紫斑牡丹（Paeonia rockii ） 、太白山紫斑牡丹（Paeonia rockii subsp. atava）、珙桐（Davidia 

involucrata）共 6种 1亚种 2变种，隶属 5科 6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有中华石杉（Huperzia 

chinensis）、秦岭冷杉（Abies chensiensis）、太白杓兰（Cypripedium taibaiense）、独叶草



（Kingdonia uniflora）等88种10变种，隶属37科63属。秦岭石蝴蝶（Petrocosmea qinlingensis）

和长柱玄参（Scrophularia stylosa）为陕西省特有植物。 

 

表 1 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含种及种下等级） 

Table 1 NKPWPs distributed in Shaanxi Province (including species and subsp.) 

类群 Taxon 被子植物 

Angiosperm 

裸子植物 

Gymnosperm 

石松类 

Lycopsida 

总数 

Total 

数量 Species 94 7 3 104 

占比 Ratio（%） 90.38 6.73 2.88  

 

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1999 年）中陕西省分布的保护植物数

量相比，2022 年新修订的名录保留了原来的保护植物 26 种，增加了象鼻兰、曲茎石斛、紫

斑牡丹等 78 种（含种及种下等级），含原陕西省地方重点保护植物 24 种，原无保护级别的

54 种（表 2）。降级 1 种，即原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独叶草调整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植物；删除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2 种，喜树（Camptotheca acuminata ）因分布广、

数量大、且野生与栽培无法区分，太白红杉则并入红杉（Larix potaninii ）成变种秦岭红杉

（Larix potaninii var. chinensis ），分类地位发生变化从名录中删除（鲁兆莉等，2021）。与

陕西省分布的 248 种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中的物种对比发现，其中的 51

种（约占总数的 20.56%）属于保护植物，其中石松类 2 种、裸子植物 4 种、被子植物 45 种。 

表 2 陕西省分布的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来源（2022）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species background of the NKPWPs in Shaanxi Province (2022) 

保护等级

Protection level 

 

原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Species listed in 1999 

version of NKPWPs 

原陕西省重点保护植物 

Former key protected 

plants in Shaanxi 

Province 

原无保护级别 

Non-protection 

before 

总数 

Total 

数量 Species 26 24 54 104 

占比 Ratio（%） 25.00 23.08 51.92  

 

根据陕西省 107 个县（区）已有资料统计，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分布数量最多的前三个县

为镇坪县、平利县和佛坪县，其中保护植物 51~60 种的是镇坪县，保护植物多达 60 种，占

总保护植物物种数量的 57.69%；保护植物 41~50 种的有平利县和佛坪县，均分布有 47 种；

眉县、太白、洋县、西乡、周至等 5 县保护植物为 31~40 种；宁强、留坝、岚皋、宁陕等 4

县分布有 21~30 种；鄠邑、山阳、柞水、凤县、略阳、勉县、旬阳、镇安、镇巴、南郑、城

固、石泉等 12 个县区分布有 11~20 种；保护植物物种的记录少于（或等于）10 种的有商南、

长安、华阴、蓝田、陇县、紫阳等 83 个县（区）（占 77.57%），其中富平、合阳、泾阳、

澄城、大荔、凤翔、白水等 37 县（区）（约 34%）均无保护植物分布的记录（图 1）。



 

图 1 陕西省分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数据截至 2023 年 6 月） 

Fig.1 NKPWPs distributed in counties of Shaanxi Province (data as of June, 2023) 

2.2 陕西省分布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保护现状 

陕西省各级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等共 249 个，其中国家级、省级、市县级

等各级自然保护区 61 个，全省保护植物的原生境得到了有效保护，约 70 种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在各级自然保护区得到了就地保护，占全省分布总数量的 67.31%，保护区内的红豆杉、

南方红豆杉、珙桐等保护植物生存现状基本良好，各地均能发现结种子的个体及幼苗。秦岭

冷杉、大果青杄（Picea neoveitchii）等保护植物的调查结果显示就地保护比例（保护区内个

体/总数）超过 90%；独花兰（Changnienia amoena）、宜昌橙（Citrus cavaleriei）等的就地

保护比例较低。对分布在保护区外的长序榆和秦岭石蝴蝶建立自然保护小区就地保护，对零

散分布的单株大树古木围栏挂牌管护（傅志军，2008；任毅等，2017）。 



对于生境恶劣、不利于天然更新，自然灾害较多的保护植物，应优先采取以迁地保护为

主的措施（吴刚等，2000）。西安植物园和秦岭国家植物园的迁地保护取得一定成效，70

余种濒危植物在西安植物园得到保育，开展了庙台槭（Acer miaotaiense）、独蒜兰（Pleio

ne bulbocodioides） 、紫斑牡丹等的种子繁殖、扦插繁殖及组培等方式的繁殖技术研究，繁

殖种苗栽培近4 000株；成功引种刺萼参（Echinocodon draco），通过沙藏处理使马蹄香（S

aruma henryi）种子的萌发率达98%。秦岭国家植物园通过植物活体栽培、种子繁殖、扦插

繁殖、压条繁殖、组培繁殖等方法对保护植物进行保育，园内已实现了紫斑牡丹、红豆杉、

珙桐等40种（含种及种下等级）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引种栽培和迁地保护。秦岭特有的保护

植物主要以迁地保育区生境营造为主，如华山新麦草的迁地保育的方法是营造光照强、昼夜

温差大、含水量低、无机盐含量高等适生区条件，保证其抗逆性稳定遗传；生境局限性植物

保育主要以引种驯化为主，如适宜在干旱地区生长的翅果油树，可在较干旱地区进行引种驯

化；对存在繁殖障碍的保护植物关键在于克服其繁殖障碍，如种皮厚且存在抑制物的珙桐和

红豆杉的种子沙藏1年露白后播种，出苗率可达到 70%~80%以上，白及（Bletilla striata）  

种子发育不全，在自然条件下很难更新，分株繁育是主要的繁殖方式（高龙等，2023）。 

目前，秦岭石蝴蝶、长序榆、华山新麦草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人工繁育和野外回

归研究逐步展开。蒋景龙等对秦岭石蝴蝶进行了濒危机制的研究，利用快繁技术得到大量实

生苗，在苗圃户外模拟生长环境，筛选与原野生分布地相似地貌、湿度、光照、土壤等条件

的汉台区褒河森林公园等 3 个野外回归试验点，发现野外回归成功的关键因素为野外回归地

小气候调查和试验点的选择（蒋景龙等，2019，2023）。长序榆的野外回归试验选择与原生

境相似的移栽点进行，在化龙山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牛头店保护站、曾家保护站、上竹保护

站和八仙保护站等 10 个，移栽一年生的实生苗共约 2 100 株，成活率与生长状况有差异的

原因除了海拔高度外，也与栽植地的生境状况和鼠害有关（宋碧瑶，2021）。 

2.3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濒危等级及受威胁因素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2002）和《中国

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2020）》对物种濒危等级进行了标准划分，为濒危物种

的优先保护提供了明晰而客观的框架，探讨受威胁因素，对于濒危植物的有效保护措施提供

依据（黄至欢，2020）。在陕西省分布的保护植物中，曲茎石斛、黄石斛（Dendrobium catenatum）、

华山新麦草、秦岭石蝴蝶和刺萼参 5 种为极危（CR），占 4.81%；紫斑牡丹、马蹄香等 25

种为濒危（EN），占 24.04%；红豆杉、大果青杄、巴山榧树（Torreya fargesii）等 25 种为

易危（VU），占 24.04%；中华石

杉、南方红豆杉、厚朴（Houpoea 

officinalis）等 22 种为近危（NT），

占 21.15%；鹅掌楸（Liriodendron 

chinense）、蕙兰（Cymbidium faberi）、

水青树（Tetracentron sinense）等

24 种为无危（LC），占 23.08%；

伏贴石杉（Huperzia appressa）、

穗花杉（Amentotaxus argotaenia）、

宜昌橙等 3 种为数据缺乏（DD），

占 2.88%（图 2）。 

 

 

 

 



图 2 陕西省分布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濒危等级成分 

Fig.2 Endangered grade of NKPWPs distributed in Shaanxi Province 

陕西省分布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受威胁因素主要有采挖、遗传多样性低、个体数量极为

稀少、自然繁殖受阻、生境局限、人为干扰等因素。 

（1） 直接采挖或砍伐 

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经济价值或药用价值，导致其遭受大量的采挖与砍伐而受到威胁。

陕西省内因曾经的砍伐导致种群数量锐减的有红豆杉、南方红豆杉、紫斑牡丹、太白山紫斑

牡丹、穗花杉、巴山榧树、大果青杄、秦岭冷杉、黄杉（Pseudotsuga sinensis）、厚朴、鹅

掌楸、油樟（Cinnamomum longepaniculatum）、黄石斛、大叶榉树（Zelkova schneideriana）、

香果树（Emmenopterys henryi）、天麻（Gastrodia elata）等。 

（2）种群内遗传多样性低 

影响植物种群遗传多样性的因素既包括物种的繁育系统、遗传漂变、基因突变和基因流

等内部因素，也包括由于环境变化和人为干扰引起的种群隔离、生境片断化等外部因素。七

叶一枝花（Paris polyphylla）、独叶草、秦岭石蝴蝶、秦岭冷杉等（Ren 等，2005；张晨光，

2018；程虎印等，2019；孙旺等，2020）种群内遗传多样性较低，独叶草仅依赖于地下根状

茎的克隆繁殖方式是其遗传多样性低的主要原因（雷永吉等，2000）。 

（3）个体数量极为稀少，零星分布 

独花兰、厚朴、黄连（Coptis chinensis）、长序榆等个体数量极为稀少（任毅等，2017）。

独花兰为我国特有的单种属植物，分布于陕西南部，1970 年陕西省中草药普查队首次在平

利县采到标本，随后在标本原采集地的多次调查中均未发现该种，直到 2012 年在化龙山曾

家坝地区重新发现了独花兰 11 株（宋要强等，2012；任毅等，2013，2017）。长序榆在陕

西省仅分布于镇坪县的小河一处，共有 3 株成株、8 株幼树和 3 株幼苗。大果青杄分布于秦

岭南坡和巴山的个别地点，生境曾经遭受过严重破坏，野外调查发现 3 个分布点上共有 23

株个体（任毅等，2017）。 

（4）自然繁殖受阻，野生种群更新不良 

秦岭冷杉、独叶草、红豆树、庙台槭等能够正常结实，但极少发现有幼树或幼苗，可能

是由于结实率低、种子生活力差、种子后熟障碍、以及种子的病虫害严重等原因，自然更新

仍然存在问题（李红，2002；Ren 等，2003；孙玉玲等，2005；李为民等，2012；鱼炳旭，

2013；贾宏汝等，2016；任毅等，2017；刘鹏等，2017）。秦岭冷杉有隔年结实的现象，自

然状况下种子萌发率仅有 6.10％，种群呈衰退型（孙玉玲等，2005；张文辉等，2006）。独

叶草种子后熟过程有较高的败育率发生（李红，2002）。红豆树种子产量低，自然繁殖和传

播扩散能力均较差，有的红豆树全株仅有 19 粒种子，且虫蛀率达 95%（鱼炳旭，2013）。 

（5）生境局限易受到干扰 

长序榆陕西省内仅分布于镇坪县一处，生长于河谷底部岩石缝中，生境极为严峻，不利

于幼树幼苗的生长，易受到人为或自然的干扰而导致局地灭绝（宋碧瑶，2021）。庙台槭常

生长于河谷中央或河边，已知的最大野生种群位于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最大的威胁

因素是洪水（任毅等，2017）。秦岭石蝴蝶野外生长在覆有浅层土壤或岩石上，仅见于勉县

和略阳县（蒋景龙等，2023）。 

（6）人为干扰对生境造成严重破坏 

人类活动对华山新麦草、红豆杉、独叶草等的生境造成的破坏是其濒危的主要原因。华

山新麦草为秦岭特有种，多生长于岩石凹陷或空隙处的残积土上，随着华山旅游业发展，人

为干扰是华山新麦草的主要受威胁因子。秦岭石蝴蝶分布范围狭窄，原来的模式标本产地勉

县茶店分布点因修建公路已经找不到该物种（杨平等，2016）。长序榆种群数量较少，县城

建设对该种的生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容易受到人为干扰（任毅等，2017）。 



3.讨论与建议 

3.1 开展陕西省分布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新增物种的专项调查和基础研究 

陕西省分布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104 种，以前的调查和研究多集中在具有一定的经济利用

价值、重要种质资源和科学价值的植物，如红豆杉、珙桐、独叶草以及兰科植物等（任毅等，

2017；黎斌和刘广振，2023）；此外，模式产地为陕西，以秦岭或者陕西省内的地名命名的

物种相关研究也较多，如秦岭冷杉、秦岭石蝴蝶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名录中新增的重点

保护植物、发表的新种、新的分类学处理、分布范围极其狭窄、居群和个体比较零散的物种

相关研究非常匮乏。陕西省分布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的新增物种 78 种（含种及种下等级），

高达总数的 75%，尤其是无保护级别升为国家级重点保护的有 54 种，占比高达 52%，其中

包括一级保护植物象鼻兰、曲茎石斛、紫斑牡丹、太白山紫斑牡丹 4 种，二级保护植物中华

石杉、蛇足石杉、荞麦叶大百合（Cardiocrinum cathayanum）  等 50 种，以上新增保护植

物的本底资料不清，基础研究仅有零星报道，特别是其致濒机制缺乏深入研究，尤其是长柱

玄参、毛紫薇、短芒芨芨草、阿拉善披碱草（Elymus alashanicus）、三刺草等 5 种的野外资

源数据几乎空白，生存与受威胁状况不清。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多样性调查是完成《昆明-

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2030 年具体目标的优先行动（陈进，2023）。因此，对于以

前缺乏本底资料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亟待优先开展专项调查和基础研究，探明其分布

及生存现状。 

3.2 各级自然保护区内保护植物的信息更新及动态监测 

国家重点植物的保护策略以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许再富，2023），就地

保护需要依托各级自然保护区。陕西省各级自然保护区共61个，约70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在

保护区得到了就地保护，占总数量的67.31%，然而，大多数自然保护区的植物资源调查信

息过于陈旧，没有更新（任毅，1998；任毅等，2002，2006，2008，2010，2013）。以大熊

猫国家公园长青分局2021年和2002年植物资源调查的数据为例，辖区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最新调查数据为44种，比原来增加了象鼻兰、庙台槭、独蒜兰等31种，主要原因有20年间

的野外数据更新、名录修订、物种的分类修订等。因此，新的保护植物名录发布后，及时开

展野外评估、改进野外调查方法，完善植物的地理分布及生境信息，对于探索有针对性的保

护方案非常重要，能充分发挥自然保护区的就地保护作用（杜维波等，2021；陈锋等，2023）。

当前与未来的潜在分布区预测研究结果显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在陕西南部的分布区呈现出

减少趋势，需要加强这些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动态监测，对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生境质量等

方面进行监测（余江洪等，2023；罗茂芳等，2023）。 

3.3 制订保护植物的差异保护策略 

我国植物园根据保护植物的生存现状制定了“一种一策”保护计划，已进行迁地保育的

受威胁植物约 1500 种，占本土受威胁植物种数的 39%（黄宏文，2018；焦阳等，2019；黄

宏文和廖景平，2022）。陕西省分布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研究极不均衡，大多数研究主要关

注具有重要科研价值或种质资源价值的物种，如华山新麦草、独叶草、秦岭石蝴蝶、秦岭冷

杉等，包括生殖生物学及濒危因素（岳明等，2001；Wang 等，2012）、群体遗传和谱系地

理学（刘占林等，2001；Ren 等，2005；李为民等，2012；孙旺等，2020；Wu 等，2023）、

适生区的生态位模拟（刘维等，2021）、快速繁殖技术（蒋景龙等，2019，2023；胡选萍，

2022）等方面。为理解保护植物的濒危因素、遗传多样性、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同时为

合理制定保护措施、有效保护濒危植物提供科学指导，建议根据保护植物的保护现状制定不

同的保护策略。（1）本底资源缺乏的物种，需要优先进行野外调查，如象鼻兰、太白杓兰、

长柱玄参等重点保护植物。（2）针对本底资源清晰的物种，亟需开展繁殖生物学、遗传多样

性、谱系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基础研究，阐明保护植物受威胁因素与致濒机制。（3）对于受



威胁因素比较明确的保护植物，重点进行人工繁育、驯化和初步野外回归研究。遗传多样性

水平较低的保护植物，在制定保护策略时需要考虑多个就地、迁地保护点，并设法增加群体

间基因流动，如珙桐、大花杓兰（Cypripedium macranthos）等（Chen 等，2020；Wu 等，

2023）。（4）对于已经建立繁育体系的物种，进一步开展野外回归及回归后的监测研究，扩

大野外种群数量，如华山新麦草、秦岭石蝴蝶、长序榆等（宋碧瑶，2021；高龙等，2023；

蒋景龙等，2023）。 

3.4 加强陕北黄土高原的保护植物研究及植物园建设 

陕西省分布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水平分布区中，陕北黄土高原占 11.7%，秦岭和巴山地

区占绝对优势（分别占 72.8%和 68.0%）（李亚利等，2023），以前的调查和研究多集中在

秦巴山区。黄土高原地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5 种（含新增 13 种），如国家一级保护植

物矮牡丹和紫斑牡丹；省内仅分布在黄土高原地区的有锁阳（Cynomorium songaricum）、

黑果枸杞、毛披碱草（Elymus villifer）、阿拉善披碱草、紫芒披碱草（Elymus purpuraristatus）

和沙芦草（Agropyron mongolicum），占保护植物的 5.78%。此外，阿拉善披碱草和紫芒披

碱草被列入名录也仅仅是根据尚不十分确定的单一标本记录，野外生存与受威胁状况不清。

陕北黄土高原分布保护植物的资源调查缺乏，基础研究不足，亟需依托陕西省黄土高原地区

现有植物园、树木园、中心苗圃等园区，建设黄土高原迁地保护基地，对深入研究该地区分

布保护植物的濒危机制、人工繁育及迁地保护提供基础。 

3.5 构建有重要经济价值的保护植物种质资源库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仅仅限于物种水平，种内遗传多样性的保护也至关重要。陕西省分

布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中划归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分工管理 41 种及种下等级，这些植物绝大多

数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如疙瘩七（Panax bipinnatifidus）、曲茎石斛、天麻等，或者是农

作物的野生近缘种，如宜昌橙、甘肃桃（Prunus kansuensis）、软枣猕猴桃（Actinidia arguta）

等。对这些物种亟需建立种质资源库，广泛收集保存各个产地和各种生境的种质资源，并建

立其种源培育基地，这对于重要经济植物的品种选育及未来栽培类型的品种化、进一步恢复

野外种群数量并且保证其遗传多样性资源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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