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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濒危植物紫荆木生态学研究进展

蔡琳颖， 张星元， 张　 璐∗， 马　 丁

（ 华南农业大学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

摘　 要： 珍稀濒危植物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紫荆木

（Ｍａｄ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为现状稀有种，ＩＵＣＮ 名录中濒危等级为 ＶＵ 易危，在中国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Ⅱ级）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是稀有的油料树种和珍贵的用材树种，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在全球气候变

化和生境破碎化的大背景下，紫荆木的现状研究和保护策略的制定显得尤为重要。 该文介绍了紫荆木自然

地理分布、群落生态学特征，归纳总结了国内外的保护应用及研究现状。 目前针对紫荆木就地保护、迁地保

护、化学成分、人工培育技术等方面已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但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 下一步可完善紫荆木

分布信息，并结合野外调查和长期实验，系统研究其生物及生态学特性。 同时，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回

归有机结合，应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加强紫荆木育种、繁殖和栽培技术的研究，建立繁殖培育基地，并积极开

发其经济价值，在园林绿化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 地理分布， 群落特征， 生境， 物种保护， 紫荆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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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对自然资

源的滥用及对植物生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

已成为全球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Ｃｈａｐ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珍稀濒危野生植

物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对它们

进行有效的保护是生态学家和保护生物学家亟待

解决的问题之一（张殷波和马克平，２００８）。 目前，
对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地理分

布和繁殖培育技术方面。 在地理分布上，应用地

理信息技术（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获得濒危植物分布

热点（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及生境特点

（Ｖａｒｇｈｅｓｅ ＆ Ｍｕｒｔｈｙ， ２００６），明确重点植物保护区

域（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物 种 分 布 模 型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
（Ｒｏｖｚ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生态位模型（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ｉｃｈ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也被广泛应用到濒危植物研究中（Ａｒａｕｊｏ
＆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２）。 在繁殖培育技术上，国内外研

究集中于生物技术 （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ｎ，
２０１１； Ｋ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Ｓｌａｚａ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Ｇａｓｈ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回归（ 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９； Ｇｏｄｅｆｒｏｉ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Ｂｕｌｌｏｃｋ ＆ Ｈｏｄｄｅｒ，
１９９７； Ｒ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生态恢复 （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等方面。

紫荆木（Ｍａｄ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又名滇紫荆木、
滇木花生、出奶木（云南），铁色、木花生（广西），

马胡卡、海胡卡（广东），与海南紫荆木（Ｍａｄｈｕｃ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同属于紫荆木属 （Ｍａｄｈｕｃａ） 山榄科

（Ｓａｐｏｔａｃｅａｅ）。 紫荆木为常绿乔木，高可达 ３０ ｍ，
胸径可达 ６０ ｃｍ，观花、观果，果可食 （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具有药用价值（Ｈｏ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紫荆木含丰富的乳汁，可提取硬橡胶。 紫荆木还

是稀有的油料树种（Ｆｒａｎｚｋ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１）。 紫荆木

与格木 （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ｈｌｅｕｍ ｆｏｒｄｉｉ）、铁力木 （Ｍｅｓｕａ ｆｅｒ⁃
ｒｅａ）、铁木（Ｏｓｔ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并称广西“四大硬木”，
是珍贵的用材树种。 在越南北部富寿省、河静省

等地区，紫荆木被广泛应用于家具制造和单板制

造，在家庭使用中被用做锯材、薪柴（Ｋｉｅｎ ＆ Ｈａｒ⁃
ｗｏｏｄ， ２０１６）。 紫荆木在越南已被用作治疗细菌感

染和糖尿病（Ｈｏ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紫荆木为

现状稀有种，ＩＵＣＮ 名录中濒危等级为 ＶＵ 易危，在
中国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Ⅱ级）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批准公布中国植物学会，
１９９９）、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全国重点植物保护对

象、广西重点保护植物。 然而，自然状态存活的紫

荆木种群规模小，种群数量仍在缩减。
本研究广泛调查和收集紫荆木野生种群各分

布点的保护管理和监测数据资料，并查阅中国数

字植物标本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ｖｈ．ｏｒｇ． ｃｎ）、中国科学

院华 南 植 物 园 标 本 馆 （ ｈｔｔｐ： ／ ／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ｓｃｂｇ．
ｃａｓ． ｃｎ ／ ） 以 及 中 国 自 然 植 物 标 本 馆 （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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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ｃｆｈ．ａｃ． ｃｎ ／ ）标本记录，在对紫荆木的地理分

布资料进行了梳理，构建地理分布数据库的基础

上，综述了紫荆木的自然地理分布、群落生态学特

征、保护应用及研究现状，从生态学角度剖析紫荆

木面临的问题，并指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１　 紫荆木的地理分布

１．１ 紫荆木的水平地理分布

从水平分布的纬向来看，紫荆木大致分布在

北回归线上，属热带性植物。 紫荆木野生种群自

然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越南北部以及我国的广西

南部、广东西南部和云南东南部，贵州荔波石灰岩

山地和山顶偶有分布。 在越南北部，紫荆木野生

种群广泛分布于富寿省、东京郎昂村细黄毛山、凉
山温州、河静省，西北部的奠边、莱州、山萝省，中
部顺化西南部均有分布（Ｄｕｎｇ ＆ Ｗｅｂｂ， ２００８；Ｔｒ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在中国广西，紫荆木野生种群分布

区主要为北热带季风区，包括梧州、防城、东兴、玉
林、上思、武鸣、宁明、龙州、靖西、钦县等地（吴庆

初，１９９０；王双玲等，２０１１）。 在中国广东，紫荆木

野生种群主要分布于封开、广宁、信宜、阳春、乐东

等地（陈里娥等，１９９７；缪绅裕等，２００８）。 在中国

云南，紫荆木野生种群分布于南热带季风区，主要

分布点有绿春县黄连山，屏边县玉屏乡新农，麻栗

坡县八布乡等地（西部林业科学编辑部，１９７９；施
莹和杨斌，２００９）。
１．２ 紫荆木的垂直地理分布

紫荆木野生种群的垂直分布范围较广，从 ２００
ｍ 到１ ４００ ｍ 均有分布（表 １）。 在广西和广东，紫
荆木野生种群多集中在海拔 ２００ ～ ６００ ｍ 的低山或

丘陵（吴庆初，１９９０）。 在云南，紫荆木野生种群在

海拔１ ０００ ｍ 以上保持较好（李玉媛等，２００３）。 广

西多山地丘陵，广东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云南

地处低纬度高原。
紫荆木生境分布范围较广。 其野生种群在山

顶、山谷、土山、石山，石上、石缝、石边，水旁、河
边、路边、沟谷旁，灌木林边缘山地、密林、疏林、疏
林灌丛，山谷疏林、林缘、林中均有分布（西部林业

科学编辑部，１９７９）。

２　 紫荆木的群落生态学特征

２．１ 紫荆木的群落特征

在广西低山丘陵常绿季雨林中，常见的天然

植被类型有毛果石栎（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ｓｅｄｕｄｏｖｅｓｔｉｔｕｓ） ＋
紫荆木林，紫荆木＋南岭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ｃｏｎｆｕｓａ） ＋
黄果厚壳桂（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ｃｏｎｃｉｎｎａ）林，紫荆木＋格

木林（温远光等，２０１４）。 在广西十万大山、大青山

和六万大山一带的酸性土地季雨林中，紫荆木是

主林层优势种或重要的伴生种（王献溥和胡舜士，
１９８２；向悟生等，２０１５）。 已确定的群丛包括紫荆

木 ＋ 厚 壳 桂 （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臂 形 果

（Ｐｙｇｅｕｍ ｔｏｐｅｎｇｉｉ） —九节木（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 ｒｕｂｒａ） —
华山姜（ Ａｌｐｉｎ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群丛以及紫荆木—岭南

山竹子 （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罗伞树 （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ｑｕｉｎｑｕｅｇｏｎａ） ＋九节木—金狗毛（Ｃｉｂｏｔｉｕｍ ｂａｒｏｍｅｔｚ）
群丛。 以紫荆木为主的季节性雨林，乔木层、灌木

层、草本层、藤本层物种组成丰富（图 １） （王献溥

等，２００１）。
而以大果马蹄荷（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小

叶红光树（Ｋｎｅｍ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风吹楠（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ａｍｙｄａｌｉｎａ）、红鳞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ｈａｎｃｅｉ）为主的季

节性雨林，主林层包括紫荆木在内的种类较多（王
献溥等，２００１）。 从整个乔木层来分析，紫荆木是

重要的伴生种。 在云南河口、屏边大围山，紫荆木

林分布有明显的垂直分带（西部林业科学编辑部，
１９７９）（图 ２）。

在海拔１ ０００ ｍ 以下时，紫荆木分布在准热带

沟谷雨林，而分布在海拔１ ０００ ～ １ ４００ ｍ 的热带山

地雨林群落，紫荆木可在林中成为优势树种，主要

伴生树种分为 ３ 层。 群落外貌浓密，林相整齐，郁
闭度在 ０．７ 以上，林分蓄积量高，林内空旷，通视良

好。 地面及树干上都有很丰富的地衣，形成一种

比较典型的热带山地雨林。 当海拔升高在１ ４００ ｍ
以上时，紫荆木零星分布，逐渐过渡到栎类苔

鲜林。
２．２ 紫荆木的生境及生长特征

紫荆木主要分布区气候温暖潮湿，土壤多

为由花岗岩、砂岩和页岩发育而成的红壤和砖红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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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海拔高度紫荆木的生境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ｄ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２００～ ６００ 山顶、疏林、石山、山谷、密林、石上、水旁、路边、沟谷旁，灌木
林边缘山地、石缝、山地（土山）
Ｔｏｐ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ｓｔｏｎ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ｖａｌｌｅｙ， ｄｅｎ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 ｔｏｐ ｗａｔｅｒ ｓｉｄｅ， ｒｏａｄ ｓｉｄｅ， ｂｅｓｉｄ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ｈｒｕｂ ｅｄｇ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ｌｃｏｖｅ， ｈｉｌｌ （ ｅａｒｔｈ ｐｉｌｅｄ ｈｉｌｌ）

疏林、林缘、山地、山顶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ｒｇ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ｔｏｐ

少见
Ｓｅｌｄｏｍ

６００～ １ ０００ 山地、灌丛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ｂｒｕｓｈｗｏｏｄ

少见
Ｓｅｌｄｏｍ

山地、密林、灌丛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ｄｅｎ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ｒｕｓｈｗｏｏｄ

１ ０００～ １ ４００ 山谷、疏林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ｐａｒ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

林中、石边、疏林、河边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ｔｏｎｅ ｅｄｇｅ，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

林中、疏林
Ｆｏｒｅｓｔ，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图 １　 广西酸性土以紫荆木为主的季节性雨林结构剖面图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ｄ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ｉｎ ａｃｉｄ ｓｏｉ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性红壤，ｐＨ 值 ４．５ ～ ６．２（吴庆初，１９９０），土层深厚，
质地粘重。 作为阳性树种，紫荆木能耐干旱瘠薄

的环境，在石灰岩山地和土山上也能生长。 植被

类型常为石灰岩季雨林、常绿阔叶林、混交林和山

地雨林。
越南清化省自然保护区分布有紫荆木纯林、

紫荆木格木混交林、紫荆木印度苦槠（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 ）混交林（ Ｐｈａｍ， ２０１１）。 紫荆木在密林中

生长缓慢，寿命很长。 在密林林冠下，紫荆木天然

更新良好，林下幼苗生长良好，大部分由种子萌

发，高度小于 １ ｍ。 格木林下的紫荆木生长受到限

制，为获取林下有限的光资源，树冠偏离中心。 紫

荆木幼苗和种子呈集群分布。 紫荆木密度较高，
多由成熟树组成。 紫荆木更新速率高，但苗木的

成活率低。 在郁闭度 ０．６５ ～ ０．７５ 的林中，紫荆木

生长速率和成活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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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云南河口、屏边大围山紫荆木群落特征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ｄ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ａｔ Ｈｅｋｏｕ ａｎｄ Ｐｉｎｇｂ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在广西红鳞蒲桃季雨林中，紫荆木高温胁迫

半致死温度为 ５３． ７ ℃ ，低温胁迫半致死温度为

－４．０ ℃ （莫竹承等，２０１３ａ），能适应广西海岸的极

端温度，因此不影响其在广西海岸的分布与生长。
紫荆木的物候特征受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的影响

（莫竹承等，２０１３ｂ）。 新梢期、展叶期分别出现在

日照时数多和降水量大的 ５ 月和 ６ 月，在 ６—９ 月

的雨季开花，９ 月到次年 ４ 月结果。

３　 紫荆木保护应用及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针对紫荆木就地保护、迁地保

护、化学成分、人工培育等开展了研究，但仍处

于初级阶段，尤其缺乏长期的跟踪观测（表２）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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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紫荆木研究现状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ｎ Ｍａｄ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内容
Ｃｏｎｔｅｎｔ

发现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来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就地保护
Ｉｎ ｓｉｔ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在广西弄岗自然保护区，广东罗浮山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英德石门台自然保护区、连州田心保护区等开展。
Ｎｏｎｇｇａ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Ｌｕｏｆ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Ｄｉｎｇｈ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Ｙｉｎｇｄｅ Ｓｈｉｍｅｎｔａ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
ｓｅｒｖｅ， Ｌｉａｎｚｈｏｕ Ｔｉａｎｘｉ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中国
Ｃｈｉｎａ

王俊浩，１９９４；邓华格等，
２０１０；缪绅裕等，２０１３

迁地保护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广东树木公园、华南农业大学树木园、云南西双版纳植物园、华南植物
园、越南清化省紫荆木保护区开展。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Ｔｒｅｅｓ Ｐａｒｋ， Ａｒｂｏｒｅｔｕｍ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ｕｎｎａ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Ｔａｍ Ｑｕｉ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ａｄｈｕｃａ Ｒｅｓｅｒｖｅ．

中国
Ｃｈｉｎａ

温小莹等，２００６；
吴永彬和冯志坚，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 ／ ／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ｓｃｂｇ．ｃａｓ．ｃｎ ／ ）

化学成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从紫荆木树叶中提取出吡咯里西啶生物碱，进行分离和鉴定，研究其
抗炎和细胞毒性的活动；提取出的一种新的高单萜苷，并研究分离化
合物对 ＮＯ 合成的影响。
Ｐｙｒｒｏｌｉｚｉｄｉｎｅ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 ａｎｄ ｍａｄｈｕｍｉｄｉｎｅ Ａ ｗｅ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Ｍａｄ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 ａｃｔｉｖ⁃
ｉ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 ｎｅｗ ｈｉｇｈ⁃ｍｏｎｏ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 ｗａ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ｏｎ Ｎ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韩国
Ｋｏｒｅａ

Ｈｏ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培育技术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根据紫荆木种子发芽快的特点， 应推广采用容器育苗。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ａｓｔ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ｅｄｓ．

中国
Ｃｈｉｎａ

吴庆初，１９９０

种子育苗
Ｓｅｅ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紫荆木的芽苗切根处理保留胚根长 ２ ～ ４ ｃｍ，成活率最高，根系及植株
的生长量也最大。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ｌｅ ２－４ ｃ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Ｍ．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中国
Ｃｈｉｎａ

宾耀梅等，２０１５

温度胁迫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ｒｅｓｓ

紫荆木高温胁迫半致死温度为 ５３．７ ℃ ，低温胁迫半致死温度为－４．０ ℃ 。
Ｓｅｍｉｌｅｔｈ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Ｔ５０） ｉｓ ５３．７ ℃ ，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ＬＴ５０ ｉｓ －４．０ ℃ ．

中国
Ｃｈｉｎａ

莫竹承等，２０１３ａ

移栽胁迫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

移栽胁迫对紫荆木的影响较小。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 ｈａ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Ｍ．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

中国
Ｃｈｉｎａ

曾聪等，２０１４

ＮａＣｌ 胁迫
Ｎａｃ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ＮａＣｌ 浓度越高，紫荆木开始发芽时间和最大发芽量时间越往后推迟。
Ｈｉｇｈｅｒ ＮａＣ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ｓ ｌａｔｅｒ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ｌａｔｅｒ ｏｃ⁃
ｃｕｒ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中国
Ｃｈｉｎａ

李建凡等，２０１４

韩国，学者对紫荆木的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进行

研究。 越南清化省已建立保护区作为紫荆木培育

基地，研究其生长情况，开展保护和引种栽培

（Ｐｈａｍ， ２０１１）。
当前人工培育的紫荆木既有实生苗（施莹等，

２００９），也有扦插育苗。 紫荆木种子发芽快，建议

推广采用容器育苗（吴庆初，１９９０）。 芽苗切根能

抑制根系的顶端优势，促进须根和侧根的生长。
紫荆木的芽苗切根处理保留胚根长 ２ ～ ４ ｃｍ，成活

率最高，根系及植株的生长量也最大（宾耀梅等，
２０１５）。

种子的萌发直接影响着种群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研究影响种子的萌发因素，对提高紫荆木幼

苗的生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紫荆木种子萌发

受 ＮａＣｌ 胁迫影响极其显著，无浓度（０ ｍｍｏｌ·Ｌ⁃１）
和低浓度（５０ ｍｍｏｌ·Ｌ⁃１）条件下最适合种子萌发。
在低浓度的 ＮａＣｌ 胁迫下紫荆木种子各生长指标

较高，高浓度时则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移栽是植被恢复和重建的主要组成部分，研

究苗木忍耐移栽胁迫的能力，对其移栽成活及生

长非常重要。 在红鳞蒲桃季雨林树种中，紫荆木

的最佳移栽时间为起苗后 １６ ｈ 内，移栽胁迫对紫

荆木的影响较小（曾聪等，２０１４）。
紫荆木目前零星分布于各自然保护区内，数

量较少。 就地保护是保护紫荆木的主要方式，主
要通过保护紫荆木的种质资源及它们藉以生存的

１７８７ 期 蔡琳颖等： 珍稀濒危植物紫荆木生态学研究进展



自然生态系统实施保护（严岳鸿等，２００４；邓华格

等，２０１０；缪绅裕等，２０１３；王俊浩，１９９４）。 迁地保

护在云南西双版纳植物园、华南植物园、鼎湖山树

木园有一定进展（吴永彬和冯志坚，２００６；温小莹

等，２００６；王俊浩，１９９４），紫荆木在华南农业大学

树木园、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生长良好。 目前国内

外了开展大量的珍稀濒危植物回归工作，其中研

究比较系统的有报春苣苔（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ｔａｂａｃｕｍ）、虎
颜花（Ｔｉｇｒｉｄｉｏｐａｌｍａ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漾濞槭（Ａｃｅｒ ｙａｎｇ⁃
ｂｉｅｎｓｅ）等（任海等，２０１４），但目前国内外尚未对紫

荆木开展回归研究。

４　 研究展望

４．１ 完善物种分布信息

研究表明，紫荆木野生种群自然分布区域主

要集中在越南北部以及我国的广西南部、广东西

南部和云南东南部。 但是，物种分布信息不全面，
部分植物标本缺乏海拔记录。 因此，在地理分布

基础上，开展紫荆木资源与分布区现状调查，分析

地理分布规律、区系特征，完善标本记录，建立 ＧＩＳ
信息管理系统档案。 同时根据全球气候预测模

型，将气候对紫荆木地理分布的可能影响进行预

测，可为今后紫荆木的科学管理和进一步深入研

究提供信息支撑。
４．２ 开展野外群落学调查

紫荆木群落的物种组成丰富，垂直分布范围

较广，在云南河口、屏边大围山的分布有明显的垂

直分带。 然而，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条件下，受热量

和水分影响的紫荆木分布格局变化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并且，目前仅对广西、云南的紫荆木野生种

群有进行过群落调查，缺乏对其种群结构特征和

动态演替规律的全面研究，譬如水平生态位、垂直

生态位。 可进一步在紫荆木主要分布点展开调

查，对比研究其种群结构、空间分布格局动态、种
间关联及环境因子尤其是海拔梯度对其种群分布

的影响等，以探讨紫荆木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
不仅对保护、恢复与扩大紫荆木的种群，发展其植

物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还可为分析亚热带、
热带山地雨林多物种共存机制提供参考。

４．３ 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回归有机结合

通过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回归三位一体的方

式实现对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任海等，２０１４）。
紫荆木野生种群地理分布研究揭示，紫荆木多分

布在海拔较低的低山或丘陵。 再加上人们无限制

采收，其原有的生态环境受到毁林开荒等一系列

人类活动的破坏，造成种群面积缩小和生境破碎

化。 因此加强就地保护，即在现有自然保护区和

国家公园体系原生境保护的基础上，在紫荆木分

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建立就地保护点位和长期固

定监测样地，对低山、丘陵等被破坏的生境进行生

态恢复，适时监测各地紫荆木的种群，建立物种就

地保护点档案，为开展珍稀濒危植物的生态学与

生物学特性研究以及探索其致濒原因提供宝贵的

材料和基地（Ｒ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与此同时，通过植物园及其它引种设施对紫

荆木进行迁地保护。 进行合理的紫荆木种子保存

工作和离体保存植物的器官和组织（吴小巧等，
２００４），深入研究人工培育技术，建立紫荆木的繁

殖基地，扩大种群数量，为紫荆木种群恢复提供后

备资源，使物种得以保存和繁衍进一步成为普通

树种和园林绿化树种，促进城市绿化物种多样化。
对紫荆木实行野外回归工作应以就地保护和

迁地保护为支撑，通过人工繁殖把植物引入到其

原来分布的自然或半自然的生境中，以建立具有

足够的遗传资源来适应进化改变、可自然维持和

更新的新种群（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９）。 在充分了解

紫荆木生态学和生物学特性、繁育性状、遗传多样

性水平等基础上（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选择与紫荆

木相同或相似的生境。 利用生境分布模型预测适

宜的回归地点（Ａｄｈｉｋａ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开展野外回

归工作。 这三类保护措施相辅相成，有助于实现

对紫荆木的有效保护。

５　 结论

紫荆木为现状稀有种，ＩＵＣＮ 名录中濒危等级

为 ＶＵ 易危，在中国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Ⅱ级）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是稀有的油料树种

和珍贵的用材树种，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在全

２７８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球气候变化和生境破碎化的大背景下，很有必要

开展紫荆木的现状研究和制定保护策略。 目前国

内外在紫荆木的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培育技

术等方面已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但仍处于初级

阶段。 基于前人的研究经验，下一步建议完善野

生紫荆木分布信息，开展野外群落学调查，并将就

地保护、迁地保护和回归有机结合，并应用分子生

物学技术加强紫荆木育种、繁殖和栽培技术的研

究，以期实现对紫荆木的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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