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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所说中国南部石灰岩地区主要指广西、云南、贵州三省的石灰岩地l区．这一地区 

以其植物的多样性和岩溶特有性而闻名。本文对这一地区的植被和植 物保 护现状、自然保护区状 

况 植物濒危原因等进行了初步考察和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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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部石灰岩地区主要指广西、云南、贵州三省的石灰岩地区。这一地区是我国植物 

种类最丰富、最复杂的地区，并具有独特的岩溶景观和植物组成，因而向为植物学 

注。然而 由于长期以来人类活动干扰，这一地 区的植被受到极大的破坏，而且这种 

响在石灰岩地 区较之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和深远，因为石灰岩独特的地质、地貌特点 

许多植物来说比较苛刻或恶劣的生态环境，使得石灰岩植被的复兴非常困难。 

对濒危植物的研究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 中国植物红皮书第一册已经出版，第二册正 

在编写中。据估计近 1／1O的种类被认为是受到威胁的⋯ 。以往对 石 灰岩地区的植物资源 

和植被等作了许多调查，但对中国南部石灰岩植物的系统研究做得较少 “]，并且没有涉及 

植物濒危状况。本研究通过对广西、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石获岩地区的植被现状和植物保 

护状况的考察 ，提出了一个石灰岩濒危植物名录(另文 )。本文主要对这一地区的植被和物种保 

护状况、保护区状况及植物濒危原因等进行初步探讨。本文所提到的自然概况、植物种类等 

等内容均指石灰岩的，非石灰岩类型不在本文讨论之范围。 

一

、 中国南部石灰岩地 区自然条件概况 

中国南部的石灰岩分布以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尤为显著，三省的裸露石灰岩总面积达 

1 9．8万平方公里 [ 。 

本地区石灰岩的基本地貌为峰丛、峰林山地，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倾斜，海拔高度由 

150 m 至2000 m。在滇黔桂 三 省 交界地区，即桂西、桂西北、黔南、黔西南、。滇东南，石 

灰岩岩体往往连续分布形成广袤的山体，其间蜂丛密集，在林立的石峰之间是一个个封闭的 

溶洼地或漏斗。从广西的西北和西南部至中部到东北部，山 峰 高 度 逐渐降低，峥丛密度减 

本研究于1990年 2月至 7月-得到美国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资助，访 美期司，完成了 石 灰岩商危植物名 

录”初稿J 1991年，得到世界野生生物基金台 (W W F)的资助继续进行。 

项目进行过程中，得到广西植物研究所韦发南导师的指导和景民府，巢 链英，钟树华、韦毅刚、何 哂 请 等 同事的帮 

助，在此踩表感谢。 

现在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生柳系工作。 

潇 

家 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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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形成峰丛谷地以至孤峰平原。 

本区处于南亚季风热带区和东亚季风亚热带区的交错地带，绝大部分为亚热带地区，气髌 

温热湿润，年均温15—22。，年降水量1100--1700(一250O)mm，干湿季通常较 明显，土壤 
一 般是黑色石灰土或棕色石灰土，分布极不均匀，在山脚一般比较深厚，山上则比较浅薄且 

星散分布于石隙、凹槽中 多数地方是裸露的岩石，石荻岩节理性强，溶蚀发育，持水性较 

差，因此，除沟谷、洼地或山脚外，石灰岩 山上的小环境一般都比较干旱。 

云南、广西、贵州三省是我国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 ，据初步统计，本地区石灰岩维管 

植物共197科，1 213属，约4287种或种下类 群 ]。植物区系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地 

带性和岩溶特有性。所谓地带性是在气候等因素的影响下植物分布与组成所表现的规律性， 

本地区区系可分为热带北缘区系和亚热带区系，大致的分界是广西由北流县南部 向西 经 陆 

川、博 白、钦州、上思、崇左、大新、靖西、那坡 ⋯ ，云南经麻栗坡、马 关、屏 边，绿春、 

江城、澜沧、沧源、镇康、潞西、盈江一线，以南为热带北缘区系，以热带或热带性较强的 

科为优势科，如桑科、漆树科、无患子科、楝科、番荔枝种 大载释、无南星科、棕榈科、 

萝荣科、夹竹桃科、豆科、梧桐科等； 以北为亚热带区系，亚热带科属占主导 地 位，如 芸 香 

科、樟科、壳斗科、鼠李科、蔷薇科和苏术科的羊蹄甲属、云实属、紫金牛科的密花树属、 

桦术科的鹅耳枥属、胡桃科的化香属等等。岩溶特有性则是指区系 中 出 现 一些石灰岩专化 

种，在 自然状态下，仅分布于石灰岩地区，如蚬木 (Excentro4e r0 hsienmu) 肥牛树 

(Cephalomappa sinensis)、蝴蝶果 (Cleidiocarpon cavaleriei)、蒜头果 (Malania olei一 

r0)、金丝 李 (Garcinia paucinervis)、东京桐 (Deutzianthus fonkinensis)、异 裂菊属 

(Heteroplexis spp．)、鹃尾木 (Excoecaria venenata)、尾叶紫薇 (三0 口r甜r0P卅幻 cauda— 

ta)、龙 须 藤 ( auhinia championi)、菜豆树 (Radermachera sinica)等等。 

本地区的石灰岩植被主要有五个类型，即北热带季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常 

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亚热带常绿阔叶针叶混交林和亚热带石灰岩 (藤刺 )灌丛。其中，北热 

带季雨林仅局限分布于上述分界线以南的狭窄地区，除此之外的广大亚热带地区以常绿阏叶 

林为基本植被 针叶树在中国南部的石灰岩森林中不多见，比较集 中分布于广西西北至北部 

与云南、贵州交界的狄长地带，在常绿阔叶林中，混生云南 松 (Pinus yunnanensis)、细 

叶云南松 (P．yunnanensis var．tenuifoIia)、黄枝油杉 ( eteleeria c0fc0rP0)、广东五 

针松 (Pinus kwangtungensis)、黄杉 (pseudotsuga sinensis)、短叶黄杉 (P．brevifolia)、 

翠柏 (Calocedrus macrolepis)等，形成钟阔混交林。除云南松、细叶云南橙数量较多外， 

其他几种均呈散生状态，为珍稀濒危种。由于石灰岩相对干旱、瘠薄的特殊环境的影响，在 

常绿阏叶林中出现一些季节性落叶种类，如化香(Plafyearya sirobilacea)、长果亿香 (P． 

ongipes)、榔榆 (Ufm̈ s parvifolia)、鹅耳枥 (Carpinus spp．)等，而形成常绿落叶 

混交林。石灰岩 (藤刺 )灌丛则是由于人类活动反复严重破坏后形成的次生植被。 

二、石灰岩地区植被保存现状 

广西、云南， 贵州三省的石灰岩地 区是我国植物种类较复杂、赘璩较丰富的地区，又是 

多民族杂居，以少数民族居多数，经济不发达，十分贫穷落后的地区，历史上一些少数 民族 

遂山林而居，毁林烧荒 的农业生产方式对森林植被造成极大的破坏，长期以来对野生植物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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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合理的、掠夺式的开发利用，使植物种群数量减少，资源衰竭。5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 

剧增，对 自然资源的需求大大增加，出现了两次毁林高峰时期，一是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 

二是7O一8O年代间，使这一地 区的森林植被受到进一步破坏，面积大大减少。如广西5O年代 

初期，森林覆盖牢尚有35％，许多地区可见到莽莽森林，~1989年，广西石山地区的森林覆 

盖率仅为12．9 ，其中还包括石山区范围内的土山植被，纯碎 石 山的森林覆盖率更低， 

如河池县1979年的森林覆盖率仅为5．9 ” ，广西石 山地区土地总 面 积约770万公顷，而岩 

石裸露，极少植被，被称为石荒漠的不可利用地竟占215万公顷 。森林质量也大为下降， 

大部分是灌木林和次生疏林，原生性密林 已十分少见 目前所知，保存较好的石灰岩森林植 

被已所剩无儿，仅在一些比较偏远，地理环境较膈绝、交通十分不便的地 区、如广西龙州、 

隆安、那坡，马山、环江，云南西畴，文山、麻栗坡、马关和贵州荔渡等等局部地区仍保留 

有间断分布、具一定面积的石荻岩森林，以及村寨附近的 “风水山”， “神⋯”保留有小面 

积较好的植被，多数地方的石灰岩植被都受到严重破坏，有的已近于光秃。 

三、石灰岩珍稀濒危植物及其濒危原因初探 

约有287种石山植物为珍稀濒危植物 (不包括石 山 区内土山上的种类 )，其中52种已列 

入国家珍稀濒危植物名录 。如：叉叶苏铁 (Cyeas micholitzii)，山菠萝 (Cycas sia— 

mends)、率柚 (Caj0eedrus macrolepis)、黄枝油杉 (Kele eria ealearea)、柔毛油杉 

(Keteleeria pubescens)，华南五针松 (Pinus ∞gf“”gP sis)、短叶黄杉(Pseudotsuga 

breoifolia)，黄杉 (Pseudo~suga sinensis)，单性术兰 (Kmeria Pnfr o d s)、地 

枫皮 (1llicium difengpi)、贵州黄肉楠 (Aclinodaphne kweiehowensis)，西 畴油丹 

(Alseodaphne siehourensis)，第伦桃木姜子 (Lilsea difIeniifolia)、黔南润楠(Ma— 

ehilus n s?r0g“ o ∞sis)、桂楠 (Phoebe h~Jangsiensis)，海南 风 吹楠 (Horsfieldia 

hainanensis)、广西地不容 (Sfephania hrxangsiensis)、马山地不 容 (Stephania mashani— 

co)、凹脉马兜铃 (Aristoloehia impressinervia)，广西马兜铃 (AristoIeehia bwanasi— 

ensis)、桂林紫薇 (Lagerslroemia guilinensis)，海南大风子 (Hydnocarpus anthelmin— 

lica) 几种金花茶、望天树 (Parashorea ehine p~sis) 金丝李 (Garcinia paueinervis)、 

柄翅 果 (Burrer iodendron esquirolii)， 蚬 木 (Exeentrodendron hsienmu)，海 南 投 

(Hainania trichosperma)、广西火桐 (凸 ?hropsi s kwangsiensis)，肥牛树 (Cepha— 

Jomappu sinensi s)、蝴蝶果 (Cleidiocarpon cavaleriei)，东京桐 (DP“ d bus? 一 

kinensi s)、顶果木 (Aeroearpus fraxinifolius)，青 檀 (Pterocelli s tamrinOtlJii) 

见血封喉 (Am Jarls~oxiearia)、广西苦丁茶 (Ilex hudingeha)、蒜头果 (Malania oiPf一 

，P )，喙核桃 (Annamocarya sinensi s)、单叶化香 (PIatycarya simplieifolia)、湘 

桂柿 (Diospyros xiangguiensl s)，异裂菊属 (Heteroplexi s)，多种苦苣苔 (GesnPr— 

iaeeae)、槿棕 (Caryota sirens)，崖棕 (Guihaia argyram )，黑 节草 (Dendrobiura 

eandidum)、剑叶龙血树 (Dracaena cochinehinensi s)、龙州掾竹 (Rhapi s rebusta)等等。 

造成植物濒危的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是外界的，即人类活动的 干 扰 破 坏，二是植物本 

身的内因，即濒危植物的生物学特性。 

人类对森林的滥砍乱伐，毁林开荒，对植物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利用，是造l成植物濒危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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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主要和直接的原因。 ’ 

滇黔桂三省石灰岩地 区由于山多土地少，生产力水平低下，耕作粗放，农作产量很低， 

为解决粮食问题，许多地方只好毁林开荒，结果是造成大片难以利用的光秃石 山，这种情景 

在广西百色、河池地区和云南文 山州常可看见，森林的破坏和消失直接造成了植物种类和种 

群数量的减少，并使生态环境恶化，使一些依赣森林环境的种类衰亡 如长序山豆根 ( — 

chresta tubulosa var．1ongiracernosa)，只有在石 灰 岩密林下阴湿处才能发现，许多苦苣 

苔科种类也适应林下较阴湿环境，一旦森林被破坏，它们就难以生存。 

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人们对 自然资源的利 用手段也越原始，往往是急功近利，不考虑 

长远利益，对有经济价值的种类，采取掠夺式的方式直接采集利用，很 少 深 加 工，也不考 

虑资源的休生养息和再生产以至人工培育，许多植物种类 因此 难以保持其种群的增长平衡而 

陷入濒危境地，材用和药用以及一些著名观赏种类大多如此。如蚬术，是珍贵的优质材用树 

种，主要分布于广西西南部 和越南北部，由于被大量砍伐，数量已很少，胸径 30—5O om 的大 

树 已属罕见，目前，市面上用蚬术做的砧板仍在出售，一部分货 源来自境外，可见对蚬木的 

破坏仍在进行。云南松在滇黔桂交界地区数量较多，主要分布于土山，石山上也有，具较好 

的天然更新能力，但 由于砍伐过度， 目前已出现衰退趋势，若照此发展下去，10—20年后， 
一 些以云南松为主要生产对象的林场将无林可伐。广西地不容在50年代曾是广西西北至西南 

部常见的种类，也分布于云南东南部，其块根最大可达十几公斤，由于其块根可药用，是提 

取 “颅通定”的原料，7O年代中被大量收购，至今已资源枯蝎，成为罕见种，最大的块根不 

足一公斤 地枫皮是广西特产中药材，曾经年收购量达五万公斤，现在也不多见。又如观赏 

的苏铁类植物，由于人们的过度采掘，现在野生的数量也很少 了。类似的还有望天树、广西 

火桐、肥牛树、蝴蝶果、东京桐、海南椴 、顶果木、金果榄(Tinospora eapillipes)、剑叶 

龙血树、金花茶类等等。 
一

些濒危植物 自身的生物学特性使其生存竞争力降低而导致濒危状态。一些种类具隔年 

或 多年开花结实习性，如黔南掴楠 (Maehilus 0usfr0g“ 0̂uPnsis)，在我们调查中，投发 

现花和果，母树周围也无一或二年生幼苗，却有相当数量的四至五年生幼树'裸子植物的一 

些种类如黄枝油杉、苏铁类在自然状态下也有一定的开花结实间隔期。一些种类虽能正常开 

花 ，但成熟种子少，结实率低，如香术莲 (Manglletia aromatica)，广西马兜铃、海南大 

风子，金丝李、裸花四数木 (Tetrameles nndi，J0ra)等。还有些则两种子寿命短或休眠期 

长，发芽率低或幼苗成长率低等等因素阻碍其繁殖，如短叶黄杉、望天树、湘桂柿，肥牛树 

等。 、 

石灰岩生境尤其是森林植被受到严重破坏的石灰岩环境， 由于水 土 流 失 严重，持水性 

差，比较干旱 ，使许多种类天然更新困难，亦成为植物濒危的主要廨因之一 。’ 

四、 自然保护区状况 

设立在广西、云南．贵州三省石灰岩地区的自然保护区约12个 (贵州省资料不全 )，总 

面积约6．18万公顷 (有的保护区为石灰岩和非石灰岩兼有 )。其中广西弊岗自然保护区和云 

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保护区。 

除少数保护区独立设置机构外，一般是在原 来的林场中附设保护 区管理站，保护区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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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各种宣传活动，组织护林队，制订乡规民约，和当地政府组织联管联防，对在保护区内采 

集、砍伐，狩猎、开垦等活动加以管理和限制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于保护区的设立积 

自然保护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森林资源的破坏，使石灰岩植 被 得 到 一定保 

护，多数保护区内的滥砍乱伐现象基本停止，如 广西龙州鼻岗自然保护区、隆安龙虎山自 

然保护区，那坡弄化自然保护区、云南两双版纳的猛腊自然保护区，西畴的小桥沟 自然保护 

区、贵州荔波茂兰保护区等等。 

但是 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仍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经费短缺和人才不足是困扰每一个保护 

区的大问题。自然保护区事业在我国是一项比较新的事业，其重要性尚未得到全社会的共识， 

同时，保护区一般没有直接经济收益，仅靠国家或地方财政的支持，在我国现有 的财力情况 

下，这种支持是有限的，因此，经费短缺影响了保护区工作的深入开展。限于经费等原因， 

保护区的人员编制一般都较少，陈少数国家 或 省 重 点保护区外，有的 3～ 5人，有的 l一 

2人，有的甚至有名无实。保护区的管理人员一般来自当地，没有或受过很少专业训练，同 

时，由于保护区所在地多是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生活困难、科研条件较差 使 人 才 难 以 

稳定，外面的科技人员也不容易在保护区开展科研，因此，多数保护区仍处于被 “看护”水 

平。保护区和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矛盾也没完全解决，管理比较困难，偷猎盗伐、小面积 

毁林开荒现象仍有发生，如何在资源利用和自然保护两者间求得平衡是保护区要解决的重要 

问题。 

五 石灰岩森林及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的初步构想 一 

1．切实保护现存 为敛不多的森林 

森林植被是石灰岩生态系统中最稳定和最重要的成分。在 目前的条件下，应 采 取 设 立 

保护区和群众 自保并重的方式，对现存的森林进行保护。前者以大片的森林为对象，除现有 

的保护区外，其他一些较大片的森林，如广西环江，滇东南，也应设立保护区。保护区要配置 
一

定数量的管理人员，强亿管理功能，经费方面，除政府拨款外，还要广泛宣传，动员全社 

会重视，资助，甚至可考虑向直接利用植物资源的行业、部门收取资源补偿费，专款甩手保 

护区建设·后者是对各村寨附近，要将民众的 “风水山”、 “神山”观念提到科学的高度， 

增强生态意识，若无论大小村寨，每个村寨附近都有 一片 “风水山”，石灰岩地区的森林覆 

盖率也会大大提高。 

2．封山育林是恢复森林擅被的有效措施，应进行推广 

实践证明，封山育林是恢复石山森林植被的有散措施，封山15～2O年，石山植被即可得 

到恢复，原有的大部分种类可以重新出现，形成次生阔叶林。如在桂西南蚬木的适生区内， 

对仍有蚬术的灌丛进行封山育林，可迅速恢复为蚬术次生林}叉如，在睦杯县隆或乡小槽 

屯，其后山经1 5—2o年封山育林，即出现以樟科的蛾眉黄肉楠(~ctinodaJ "P omeienris)、 

香叶树 (Lindera communis) 、美脉琼楠 (Bellschmiedia delic~ta)等为主的次生阔叶 

林。 

但封 山育林这．一有效措施虽早已经实践证明，却一直难以推广应用，主要原因之一是没 

有采取配套措施，解决群众烧柴，用钱 问题，这应通过营造薪炭 林 和 发 展多种经营加以解 
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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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珍搿濒危植物进行迁地保存和生理生态多学科研究 

目前，我国的各类植物园都或多或少地开展了珍稀濒危植物的迁地保存研究，其中也涉 

及了一些石灰岩濒危种类，但还没有以石灰岩珍稀濒危植物为主要对象的。石灰岩珍稀濒危 

植物的生理、生态特性及与石灰岩环境的关系比较独特，在自然状态下，一些种类仅分布于 

石灰岩上，而在迁地保存、人工栽培条件下，却可正常地生长子非石灰岩环境，如蚬术、黄 

枝油杉 、山菠萝、东京桐等，其与石灰岩的关系、 自然扩散机制、人为因素对其生理生态 活 

动的影响及对其物种保存的意义等等都很值得研究，因此，有必要选择适宜地点建立石灰岩 

植物园，进行石灰岩珍稀濒危植物的迁地保存和研究，同时，进行石灰岩植物生理 、生态多 

学科的研究和石灰岩植被的复兴研究和试验。 

除学术性的各类植物园外，其他有条件的部门如园林部门也应开展珍稀濒危植物的引种 

栽培。园林部门引种珍稀濒危植物，一方面可提高园林景观的价值，另方面有利于自然与珍 

稀预危植物保护的宣传，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 

4．开展对有经济债值的种类的繁殖、引种明化研究 

以往对植物 (生物 )资源的开发利用，大多采取 “采集～粗加工”的方 式，造 成 资 源 

韵浪费，并由于过度采集，致使资源衰竭。今后对野生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考虑需求 

与自然增长的平衡，考癌弓{种驯化、栽培的问题，对珍稀濒危植物尤应如此。有些珍稀濒危 

植物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应当进行引种驯化、栽培、繁殖的研究，扩大其种群，进而推广 

大规模生产应用，最终使其脱离濒危状态。迁地保存应当说只是珍稀 濒危植物保护工作的第 

— 步，在其基础上进行引种驯化，栽培繁殖是必要和可能的。如任豆 (Zenia insi#nis)， 

顶果术在广西的一些石灰岩山区被用作造林树种，蝴蝶果在广西柳州、南宁、凭样、河池等 

城市引种为行道树，长势良好，树形美观，值得进一步推广，叉 叶苏 铁，山菠 萝、金花茶 

类、槿棕、崖棕、单穗鱼尾葵荨在园林上已较广应用，蚬木、望天树、黄枝油杉、金丝李、 

船牛树 ，东京桐、广西苦丁茶，鸡尾木 (Excoeearia venenafa)、掌叶木 (Handelioden— 

dron bodinier1)、广西马兜铃，广西地不容等皆已在植物园迁地保存 成功|蒜头果、青天葵 

(Nervilla fordii)、岩黄连 (Corydalis saxleola)等有小面 积 栽 培。又银杏 (Ginkgo 

6iloba)和水杉 (Mefasequoia elypfoslroboides)虽非石灰岩植物，但对其利用和保护成 

动结合为珍稀濒危植物的 解危 展示了希望。引种驯化、扩大栽培是解决资源干眭用和自然 

保护矛盾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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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 ract The limestone area in south China mainly distributed in Guangxi， 

Yunnan and Guizhoa provinces． The region is botanically well—known for its high 

species diversity and limestone endemism ．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vegetation， 

the threatened plants and the reason for threatened，as well as the status of 

natural roser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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