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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万朝山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植物优先保护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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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采用样线法和样地法，对湖北万朝山自然保护区的珍稀濒危保护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并运用

濒危系数、遗传价值系数和物种价值系数，计算出综合评价值，对其优先保护顺序进行了定量分析。 结果表明：
保护区内共有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４７ 种，隶属于 ３４ 科 ４４ 属；根据综合评价值对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物种进行优先

保护评价排序，其中Ⅰ级优先保护物种有 ９ 种，Ⅱ级优先保护物种有 ２３ 种，Ⅲ级优先保护物种有 １２ 种，Ⅳ级优先保

护有物种 ３ 种。 通过分析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分布特征，发现该保护区珍稀濒危植物分布相对集中，并且在 ９００～
１ ６００ ｍ 海拔段，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物种和数量分布最多。 该研究结果更加真实有效地为该保护区管理部门制

定该地区珍稀濒危植物保护计划提供了科学依据，使其更加高效有力地指导本保护区的保护工作。
关键词：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优先保护， 万朝山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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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是生态系统

的第一生产力（王禄等，２０１３）。 由于人类对植物资

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外来种的生态入侵以及全球气

候变化，导致植物资源迅速下降，大量物种处于濒

危状态。 珍稀濒危植物由于生境特殊、数量稀少，
是植物起源、区系演化、古地质变迁等的有力证据。
因此，开展珍稀濒危保护植物保护研究在植物多样

性保护中占有关键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科学意

义。 评定物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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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当前保

护生物学研究的焦点问题（贺新强等，１９９６）。 确定

一个符合本地自然客观实际情况的濒危植物优先

保护名单，有利于当地管理局把有限的力量集中到

最稀有、最有价值、受威胁最严重的保护物种上。
１９８０ 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在《世界保

护大纲》中提出了定性分析的确定物种优先保护顺

序的方案，其后又出台了定量分析的《国际濒危物

种等级新标准》，使依据这些方案和标准得到的分

析结果更加可靠（曹伟等，２０１２）。 我国政府也先后

发布了一系列濒危植物保护名录 （国家林业局，
１９９９；傅立国，１９８９；环保总局，１９８７；张玉山，１９９３）。
已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国家林业

局，１９９９）、中国珍稀濒危植物名录（国务院，１９９９）
和国家珍贵树种名录（张玉山，１９９３），在本研究中

统一列为“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但这些濒危保护

植物保护名录均是国家有关部门从全国范围情况

以及不同保护角度出发所设立的物种保护体系，用
以指导全国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而通常情

况下一种植物在不同局部区域，其数量、分布情况、
保护和破坏程度等都会有所不同，因此，各地区在

植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应根据本地区情况确定相应

的优先保护顺序（陈瑞冰，２０１５；张娥，２０１５）。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濒危保护植物优先

保护评价的定量研究做了大量工作 （石道良等，
２０１１；陈瑞冰等，２０１５；汪书丽等，２０１３；郝少英等，
２０１４；张娥等，２０１５），这些工作多是以某一自然保

护区内植物为研究对象，定量评价其保护级别。 万

朝山自然保护区所在区域被认为是华中地区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对万朝山自然保护区的研究

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但大部分研究主

要集中在动物方面（舒实等，２００７；罗祖奎等，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对该区植物资源尤其是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以万朝山自然保护区为研究

对象，对该区的珍稀濒危保护植物进行调查，综合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野外实地调查数据及其他历史调

查资料，对该保护区的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种类及优

先保护顺序进行了定量分析，最终确定其优先保护

种类及顺序。 该研究为湖北万朝山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制定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优先保护等级提供

科学依据，以更好的指导保护区植物保护工作。

１　 研究区概况

湖北万朝山自然保护区地处鄂西北的兴山县，
地理坐标为 ３１°１２′４４″ ～ ３１°２２′２８″ Ｎ，１１０°２５′１６″ ～
１１０°３９′５８″ Ｅ。 万朝山自然保护区地处我国地貌第

二级台阶的秦岭高原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带上，位于

巫山－大巴山东延余脉－神农架的南坡，属大巴山

系。 保护区总面积 ２０ ９８６ ｈｍ２，其中核心区面积

７ ６７１．６３ ｈｍ２，缓冲区面积３ ９９７．９３ ｈｍ２，实验区面积

９ ３１６．４４ ｈｍ２。 保护区内山岚层叠，沟谷纵横，地势

多变，属于构造地貌，岩溶发达。 最低点海拔 ３１０ ｍ，

０６８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最高点２ ４２６．４ ｍ，海拔１ ０００ ｍ 以上的山峰 ７５ 座。
保护区属于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具有湿润亚

热带气候的一般特征，垂直气候带谱十分明显；年
均气温 １２．８ ℃，极端高温 ４３．７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极
端低温－１９．２ ℃，≥１０ ℃的活动积温５ ０００ ℃；太阳

辐射量平均为 ９９ ｋＣａｌ·ｃｍ⁃２；年降雨量１ １００ ｍｍ；
多年平均无霜期 ２２０ ｄ 左右；保护区内土壤共分 ７
个土类，海拔 ８００ ｍ 以下分布着黄壤土类，海拔

８００～１ ８００ ｍ 以黄棕壤土为主，海拔１ ８００ ｍ 以上各

山顶地带，主要为山地棕壤土类。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调查方法及基础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运用样地法、线路

法对万朝山自然保护区的野生植物进行了详细调

查，分别记录野外发现的珍稀濒危植物，记录样方

物种株数、株高、胸径、优势度、多度等特征，同时记

录各物种分布地的环境特征，包括位置（经纬度）、
海拔、土壤地质条件、风强、干扰状况等。

根据本次野外植物调查资料，对植物物种进行

鉴定，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整理出万朝山维管植

物名录。 分别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第一批》（国家林业局，１９９９）、《中国珍稀濒危保护

植物名录（第一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１９８７）、《国家珍贵树种名录（第一

批）》（张玉山，１９９３）确定，统计出万朝山自然保护

区的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物种。
２．２ 优先保护评价指标体系

在参考其他学者对珍稀濒危保护植物优先保

护分级指标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石道良等，２０１１；陈
瑞冰等，２０１５；汪书丽等，２０１３；郝少英等，２０１４；张娥

等，２０１５），制定适合万朝山自然保护区实际情况的

评价指标，详见表 １。
２．３ 优先保护值的计算

根据表 １ 中珍稀濒危植物优先保护定量研究评

价指标，依据万朝山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植物实地

调查资料及其他文献资料，获取各物种的存在度、
多度和年龄结构等数量指标值，对保护区珍稀濒危

植物物种进行逐一评分；然后运用公式计算出各物

种的濒危系数、遗传价值系数、物种价值系数。

濒危系数（Ｃｔ）的计算公式：
Ｃｔ ＝ ６

ｉ ＝ １Ｘ ｉ ／６
ｉ ＝ １Ｍａｘｉ （１）

遗传价值系数（Ｃｇ）的计算公式：
Ｃｇ ＝ ２

ｉ ＝ １Ｘ ｉ ／２
ｉ ＝ １Ｍａｘｉ （２）

物种价值系数（Ｃｓ）的计算公式：
Ｃｓ ＝ ３

ｉ ＝ １Ｘ ｉ ／３
ｉ ＝ １Ｍａｘｉ （３）

以上各式中，Ｘ ｉ 为各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得分，
Ｍａｘｉ为各项评价指标的最高分。 其中，公式（１）中，
Ｃｔ＞０．８０，为极易消失种；Ｃｔ 在 ０．６００１ ～ ０．８，为容易

消失种；Ｃｔ 在 ０． ４００１ ～ ０． ６０，为可能消失种；Ｃｔ≤
０．４０，为安全种（石道良等，２０１１；张娥等，２０１５）。

依据濒危系数值、遗传价值系数值和物种价值

系数值，计算出综合评价值（Ｖｓ），根据 Ｖｓ 值的大小，
确定优先保护级别。 综合评价值（Ｖｓ）的公式：

Ｖｓ＝Ｃｔ × ６０％ ＋ Ｃｇ × ２０％ ＋ Ｃｓ × ２０％
式中，Ｖｓ 在 ０．６２５～１．００，为Ⅰ级优先保护，属濒

危种；Ｖｓ 在 ０．５００～０．６２４９，为Ⅱ级优先保护，属渐危

种；Ｖｓ 在 ０．３５０ ～ ０．４９９９，为Ⅲ级优先保护，属稀少

种；Ｖｓ≤０．３４９９，为Ⅳ级优先保护，属低危种。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珍稀濒危植物

经调查统计，万朝山自然保护区共有珍稀濒危

保护植物 ４７ 种，隶属于 ３４ 科 ４４ 属。 其中，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 ２６ 种（Ｉ 级 ５ 种，Ⅱ级 ２１ 种）；国家

珍稀濒危植物 ３７ 种（１ 级 １ 种，２ 级 １４ 种，３ 级 ２２
种）；国家珍贵树种 ２２ 种（一级 ５ 种，二级 １７ 种）。
３．１．１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万朝山自然保护区

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２６ 种，占湖北省总种数

（５１ 种）的 ６０．０％。 其中，Ⅰ级有 ５ 种，分别是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红豆杉（Ｔａｘ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钟萼木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珙桐（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光叶珙桐（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ｖａｒ． ｖｉｌｍｏｒｉｎｉａｎａ）； ＩＩ
级有 ２１ 种， 分 别 是 篦 子 三 尖 杉 （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ｏｌｉｖｅｒｉ）、大果青杄（Ｐｉｃｅａ ｎｅｏｖｅｉｔｃｈｉｉ）、秦岭冷杉（Ａｂｉｅｓ
ｃｈｅｎｓｉｅｎｓｉｓ）、连香树（Ｃｅｒｃｉ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野大

豆（Ｇｌｙｃｉｎｅ ｓｑｊａ）、红豆树（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ｏｓｉｅｉ）、鹅掌楸（Ｌｉ⁃
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厚朴（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水青

树（Ｔｅｔ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ｎ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香果树（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 ｓｈｅｎ⁃
ｒｙｉ）、榉树（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ａｎａ）、喜树（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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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优先保护定量研究评价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ｒａｒｅ ｏｒ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指标分类
Ｉｎｄｅｘ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指标细分
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定性描述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评分
Ｓｃｏｒｅ

濒危系数
评价指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ｅｎ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① 国内
分布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 省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５

２～３ 省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２ ｔｏ 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４

４～６ 省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４ ｔｏ ６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３

７～１０ 省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７ ｔｏ １０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２

１１ 省及以上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１

② 保护区
内分布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 ａｒｅａ

１～４ 地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 ｔｏ ４ ｐｌａｃｅｓ ５

５～８ 地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５ ｔｏ ８ ｐｌａｃｅｓ ４

９～１２ 地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９ ｔｏ １２ ｐｌａｃｅｓ ３

１３～１６ 地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３ ｔｏ １６ ｐｌａｃｅｓ ２

１６ 地及以上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６ ｐｌ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１

③ 保护区
内现存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ｒｅａ

木本植物（株）
Ｘｙｌｏｐｈｙｔａ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ｌａｎｔ）

草本植物（株）
Ｈｅｒｂ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ｐｌａｎｔ）

１ ＜ ５０ ６

２～１０ ５１～２００ ５

１１～１００ ２０１～１ ０００ ４

１０１～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 ３

１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０ ２

＞ １０ ０００ ＞ １００ ０００ １

④ 种群结构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极度衰退型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ｙｐｅ ４

衰退型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ｙｐｅ ３

间歇型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ｔｙｐｅ ２

稳定型 Ｓｔ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１

⑤ 潜在人为破坏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

需求量大且无人工栽培 Ｌａｒｇ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ｎｏ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４

需求量大有少量人工栽培 Ｌａｒｇ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３

人工栽培广泛或经济价值较小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ｌ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２

尚未被利用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ｕｓｅｄ １

⑥ 管理人员影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不认识该植物，未给该植物取名或存在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现象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ｎｏ ｎａｍｅ ｏ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ｉｓ ｎｏｔ ｍａｔｃｈ ｉｔｓ ｎａｍｅ

３

认识该植物但普遍不知其为保护植物，对其在保护区内分布现状知之甚少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ｋｎｏｗ ｖｅｒｙ ｌｉｔｔｌｅ

２

对该植物有较全面的认识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１

遗传价值系
数评价指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① 种型情况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ｙｐｅ

单型科种 （所在科仅 １ 属 １ 种） Ｓｉｎｇｌｅ⁃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ｎｌｙ １ ｇｅｎｅｒａ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５

少型科种 （所在科含 ２～３ 种） Ｆｅｗ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ｈｅｒｅ ２ ｔｏ 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４

单型属种 （所在属仅含 １ 种） 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ｇｅｎｕ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３

少型属种 （所在属含 ２～３ 种） Ｆｅｗ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ｕ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２ ｔｏ 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多型属种 （所在属含 ４ 种以上）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ｎｕ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４ ｏｒ ｍｏｒｅ）

２

１

② 特有情况
Ｅｎｄｅｍｉｃ

本保护区特有 Ｏｎ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ｈｅｒｅ ５

省特有 Ｏｎ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４

２６８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续表１
指标分类

Ｉｎｄｅｘ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指标细分
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定性描述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评分
Ｓｃｏｒｅ

区域特有 （２～４ 省连续分布）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２ ｔｏ
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３

中国特有 Ｏｎ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

非中国特有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１
物种价值系
数评价指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① 学术价值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孑遗植物或对研究古植物区系有重要科学价值
Ｒｅｌｉｃｔ ｐｌａｎｔ ｏ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ｆｌｏｒａ

５

② 生态价值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非孑遗植物，但在学术上有一定的价值 Ｎｏｎ⁃ｒｅｌｉｃｔ ｐｌａｎｔｓ，ｈａ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ｖａｌｕｅ ３

没有明显的学术价值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１

建群种 Ｅｄｉｆｉｃａｔｏｒ ５

某群落的共建种 Ｔｈｅ ｃｏ⁃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４

除建群种以外的优势种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ｅｄｉｆｉｃａｔｏｒ ３

亚优势种 Ｓｕｂ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２

其他 Ｏｔｈｅｒ １

③ 经济价值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珍贵的经济植物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３

有一定价值的植物 Ｐｌ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ｖａｌｕｅ ２

无特殊用途的植物 Ｎｏ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１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樟树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 闽楠

（ Ｐｈｏｅｂｅ ｂｏｕｒｎｅｉ ）、 桢 楠 （ Ｐｈｏｅｂｅ ｚｈｅｎｎａｎ ）、 红 椿

（Ｔｏｏｎ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巴山榧树（Ｔｏｒｒｅｙａ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崖白菜

（ Ｔｒｉａ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 黄 皮 树 （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金荞麦（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伞花木（Ｅｕ⁃
ｒｙｃｏｒｙｍｂ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３．１．２ 国家珍稀濒危植物　 万朝山自然保护区有国

家珍稀濒危植物 ３７ 种，占湖北省总种数（６６ 种）的
５６．１％。 其中，１ 级有珙桐 １ 种；２ 级有 １４ 种，分别

是银杏、钟萼木、光叶珙桐、篦子三尖杉、大果青杄、
连香树、杜仲（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ｕｌｍｏｉｄｅｓ）、山白树（Ｓｉｎｏｗｉｌ⁃
ｓｏｎ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鹅掌楸、水青树、独花兰（Ｃｈａｎｇｎｉｅｎ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 ）、 香 果 树、 巴 东 木 莲 （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ｐａ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伞花木；３ 级有 ２２ 种，分别是穗花杉

（Ａｍｅｎｔｏｔａｘｕｓ ａｒｇｏｔａｅｎｉａ ）、 秦 岭 冷 杉、 麦 吊 云 杉

（Ｐｉｃｅａ ｂｒａｃｈｙｔｙｌａ）、金钱槭（Ｄｉｐｔｅｒｏｎ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八
角莲（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华榛（Ｃｏｒｙ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猬实（Ｋｏｌｋｗｉｔｚｉａ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野大豆、红豆树、厚朴、天
麻（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黄连（Ｃｏｐ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银鹊树

（Ｔａｐｉｓｃ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白辛树（Ｐｔｅｒｏｓｔｙｒａｘ ｐｓｉ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领春木（Ｅｕｐｔｅｌｅａ ｐｌｅ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青檀（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
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闽 楠、 桢 楠、 红 椿、 紫 茎 （ Ｓｔｅｗａｒｔ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延龄草（Ｔｒｉｌｌｉｕｍ ｔｓｃｈｏｎｏｓｋｉｉ）、狭叶瓶尔小

草（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ｔｈｅｒｍａｌｅ）。
３．１．３ 国家珍贵树种　 万朝山自然保护区有国家珍贵

树种 ２２ 种，占湖北省总种数（２８ 种）的 ７８．６％。 其中

一级珍贵树种有 ５ 种，分别是银杏、钟萼木、珙桐、光
叶珙桐、香果树；二级珍贵树种有 １７ 种，分别是篦子

三尖杉、大果青杄、秦岭冷杉、厚朴、水青树、麦吊云

杉、连香树、杜仲、红豆树、鹅掌楸、巴东木莲、榉树（原
生 种 ）、 闽 楠、 桢 楠、 红 椿、 刺 楸 （ Ｋａｌｏｐａｎａｘ
ｓｅｐｇｅｍｌｏｂｕｓ）、椴树（原生种）（Ｔｉｌｉａ ｔｕａｎ）。
３．２ 评价指标值分析

依据万朝山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保护植物优

先保护定量研究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及综合评价方

法，计算出万朝山自然保护区 ４７ 种野生保护植物的

濒危系数、遗传价值系数、物种价值系数及综合评

价值（表 ２），然后对物种受威胁程度和优先保护顺

序进行评价分析。
３．２．１ 受威胁程度分析　 表 ２ 中的濒危系数（Ｃｔ）表
明，万朝山自然保护区 ４７ 种珍稀濒危植物中，属于

容易消失种的有钟萼木、大果青杄、崖白菜、红豆

杉、麦吊云杉、珙桐、巴东木莲、桢楠、延龄草、银杏、
光叶珙桐、八角莲、猬实、独花兰、闽楠、黄皮树；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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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万朝山保护区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综合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Ｗａｎｃｈａｏｓｈａ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濒危系数
Ｔｈｅａｔｅｎ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Ｃ ＦＡ ＡＡ ＡＳ ＨＦ ＭＬ Ｃｔ
（０．６）

遗传价值系数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 ＥＮ Ｃｇ
（０．２）

物种价值系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Ｖ ＥＶ ＥＣＶ Ｃｓ
（０．２）

Ｖｓ

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３ ４ ４ ３ ２ １ ０．６３ ５ １ ０．６０ ５ ３ ２ ０．７７ ０．６５２
红豆杉 Ｔａｘ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 ４ ４ ４ ３ ２ ０．７０ １ ２ ０．３０ ５ ２ ３ ０．７７ ０．６３６
珙桐 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３ ４ ４ ３ ２ ２ ０．６７ ４ ２ ０．６０ ５ ４ ３ ０．９２ ０．７０５
钟萼木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 ５ ５ ４ ３ ３ ０．７８ ５ ２ ０．７０ ５ ２ ３ ０．７７ ０．７６１
光叶珙桐
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ｖａｒ． ｖｉｌｍｏｒｉｎｉａｎａ

３ ３ ４ ３ ２ ２ ０．６３ ４ ２ ０．６０ ５ ４ ３ ０．９２ ０．６８２

篦子三尖杉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ｏｌｉｖｅｒｉ ２ ４ ４ ３ １ ２ ０．５９ １ ２ ０．３０ ５ ２ ３ ０．７７ ０．５６９
大果青杄 Ｐｉｃｅａ ｎｅｏｖｅｉｔｃｈｉｉ ４ ４ ４ ３ ３ ２ ０．７４ １ ２ ０．３０ ３ ３ ２ ０．６２ ０．６２８
穗花杉 Ａｍｅｎｔｏｔａｘｕｓ ａｒｇｏｔａｅｎｉａ １ ３ ４ ３ １ ２ ０．５２ １ ２ ０．３０ ５ ２ ３ ０．７７ ０．５２５
秦岭冷杉 Ａｂｉｅｓ ｃｈｅｎｓｉｅｎｓｉｓ ４ ３ ３ ２ ３ １ ０．５９ １ ３ ０．４０ ３ ４ ３ ０．７７ ０．５８９
麦吊云杉 Ｐｉｃｅａ ｂｒａｃｈｙｔｙｌａ ３ ３ ４ ３ ３ ３ ０．７０ １ ３ ０．４０ ３ ２ ２ ０．５４ ０．６１０
金钱槭 Ｄｉｐｔｅｒｏｎ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 ３ ３ ２ １ ２ ０．４８ ２ ２ ０．４０ ３ ４ ２ ０．６９ ０．５０７
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 １ ２ ５ ３ ４ ２ ０．６３ １ ２ ０．３０ ３ １ ２ ０．４６ ０．５３０
华榛 Ｃｏｒｙ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 ２ ３ ２ １ ２ ０．４８ １ ２ ０．３０ １ ４ ２ ０．５４ ０．４５７
猬实 Ｋｏｌｋｗｉｔｚｉａ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 ３ ３ ４ ３ １ ３ ０．６３ ３ ２ ０．５０ ５ ２ ２ ０．６９ ０．６１６
连香树 Ｃｅｒｃｉ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２ ４ ４ ３ １ ２ ０．５９ ５ １ ０．６０ ５ ３ ２ ０．７７ ０．６２９
杜仲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１ ３ ４ ２ ２ １ ０．４８ ５ ２ ０．７０ ３ ３ ３ ０．６９ ０．５６７
山白树 Ｓｉｎｏｗｉｌｓｏｎ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２ ３ ４ ３ １ ３ ０．５９ ３ ２ ０．５０ ３ ３ ２ ０．６２ ０．５７９
野大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ｓｏｊａ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０．２６ １ １ ０．２０ １ １ ２ ０．３１ ０．２５７
红豆树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ｏｓｉｅｉ ２ ４ ４ ３ １ ２ ０．５９ １ １ ０．２０ １ ２ ２ ０．３８ ０．４７２
鹅掌楸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１ ４ ４ ２ ２ ２ ０．５６ ２ ２ ０．４０ ５ ３ ３ ０．８５ ０．５８３
厚朴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２ ４ ３ １ ２ １ ０．４８ １ １ ０．２０ １ ５ ３ ０．６９ ０．４６７
水青树 Ｔｅｔ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ｎ ｓｉｎｅｎｓｅ ２ ４ ４ ３ １ ２ ０．５９ ５ １ ０．６０ ５ ５ ２ ０．９２ ０．６６０
天麻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 １ ３ ５ ３ ３ １ ０．５９ １ １ ０．２０ １ １ ２ ０．３１ ０．４５７
黄连 Ｃｏｐ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 ３ ４ ２ ２ １ ０．５６ １ １ ０．２０ １ １ ２ ０．３１ ０．４３５
独花兰 Ｃｈａｎｇｎｉｅｎ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 ２ ４ ６ １ １ ３ ０．６３ ３ ２ ０．５０ １ １ ２ ０．３１ ０．５３９
香果树 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 ｈｅｎｒｙｉ １ ３ ４ ２ １ ２ ０．４８ ３ ２ ０．５０ ５ ４ ３ ０．９２ ０．５７４
巴东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ｐａ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４ ４ ４ ３ １ ２ ０．６７ １ ３ ０．４０ １ ２ ２ ０．３８ ０．５５７
银鹊树 Ｔａｐｉｓｃ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 ３ ４ ３ １ ２ ０．５６ ２ ２ ０．４０ ５ ４ ２ ０．８５ ０．５８３
白辛树 Ｐｔｅｒｏｓｔｙｒａｘ ｐｓｉ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３ ３ ４ ３ １ ２ ０．５９ ２ １ ０．３０ ３ ３ ２ ０．６２ ０．５３９
领春木 Ｅｕｐｔｅｌｅａ ｐｌｅ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１ ２ ３ １ １ ２ ０．３７ ４ １ ０．５０ ５ ４ ２ ０．８５ ０．４９１
青檀 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１ ３ ３ ２ ２ ２ ０．４８ ３ ２ ０．５０ ３ ５ ２ ０．７７ ０．５４３
榉树 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ａｎａ １ ２ ４ １ ２ ２ ０．４４ １ ２ ０．３０ １ ５ ３ ０．６９ ０．４６５
喜树 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１ ４ ４ ２ ２ １ ０．５２ ３ ２ ０．５０ １ ３ ３ ０．５４ ０．５１９
樟树 Ｃｅｒｃｉ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１ １ ３ １ ２ １ ０．３３ １ １ ０．２０ １ ４ ２ ０．５４ ０．３４８
闽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ｂｏｕｒｎｅ ２ ４ ４ ２ ３ ２ ０．６３ １ １ ０．２０ ３ ３ ３ ０．６９ ０．５５６
桢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ｚｈｅｎｎａｎ ３ ４ ４ ２ ３ ２ ０．６７ １ １ ０．２０ ３ ３ ３ ０．６９ ０．５７８
红椿 Ｔｏｏｎ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２ ４ ４ ３ １ ２ ０．５９ １ １ ０．２０ ３ ３ ３ ０．６９ ０．５３４
巴山榧树 Ｔｏｒｒｅｙａ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３ ２ ３ ３ １ ２ ０．５２ １ ２ ０．３０ ３ ２ ２ ０．５４ ０．４７９
崖白菜 Ｔｒｉａ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４ ４ ５ ２ ３ ２ ０．７４ ２ ３ ０．５０ ３ １ ２ ０．４６ ０．６３７
黄皮树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３ ４ ４ ３ １ ２ ０．６３ １ １ ０．２０ １ ３ ３ ０．５４ ０．５２５
紫茎 Ｓｔｅｗａｒｔ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 ３ ３ ２ １ ２ ０．４８ １ ２ ０．３０ ３ ２ ２ ０．５４ ０．４５７
伞花木 Ｅｕｒｙｃｏｒｙｍｂ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２ ４ ４ ２ １ ２ ０．５６ ３ ２ ０．５０ ３ ３ ２ ０．６２ ０．５５６
刺楸 Ｋａｌｏｐａｎａｘ ｓｅｐｇｅｍｌｏｂｕｓ １ ３ ４ ３ １ ２ ０．５２ ３ １ ０．４０ １ ３ ２ ０．４６ ０．４８３
椴树 Ｔｉｌｉａ ｔｕａｎ ２ ３ ４ ３ １ １ ０．５２ １ １ ０．２０ １ ４ １ ０．４６ ０．４４３
延龄草 Ｔｒｉｌｌｉｕｍ ｔｓｃｈｏｎｏｓｋｉｉ ２ ３ ５ ３ ３ ２ ０．６７ ２ １ ０．３０ ３ １ ２ ０．４６ ０．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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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濒危系数
Ｔｈｅａｔｅｎ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Ｃ ＦＡ ＡＡ ＡＳ ＨＦ ＭＬ Ｃｔ
（０．６）

遗传价值系数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 ＥＮ Ｃｇ
（０．２）

物种价值系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Ｖ ＥＶ ＥＣＶ Ｃｓ
（０．２）

Ｖｓ

狭叶瓶尔小草
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ｔｈｅｒｍａｌｅ

２ ３ ５ ３ １ ２ ０．５９ １ １ ０．２０ ３ １ ２ ０．４６ ０．４８８

金乔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 １ １ ２ １ ２ ２ ０．３３ １ １ ０．２０ ３ １ ３ ０．５４ ０．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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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ｏｔｅ： ＦＣ．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Ａ．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 ａｒｅａ； ＡＡ．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ｒｅａ； ＡＳ．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Ｆ．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ｙｐｅ； ＥＮ．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ＬＶ．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Ｅ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ＥＣＶ．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可能消失种的有篦子三尖杉、秦岭冷杉、连香树、山
白树、红豆树、水青树、天麻、白辛树、红椿、狭叶瓶

尔小草、鹅掌楸、黄连、银鹊树、穗花杉、喜树、巴山

榧树、刺楸、椴树、金钱槭、华榛、杜仲、厚朴、青檀、
紫茎、伞花木、香果树、榉树；属于安全种的有领春

木、樟树、金荞麦和野大豆。
３．２．２ 优先保护顺序分析　 依据综合评价值（Ｖｓ）对万

朝山自然保护区的 ４７ 种珍稀濒危植物的优先保护级

别进行划分，根据 Ｖｓ 值的大小划分为 ４ 个优先保护

级别，其中Ⅰ级优先保护的有 ９ 种，分别是钟萼木、珙
桐、光叶珙桐、水青树、银杏、崖白菜、红豆杉、连香树、
大果青杄，在本保护区属于濒危种；Ⅱ级优先保护的有

２３ 种，分别是猬实、麦吊云杉、秦岭冷杉、鹅掌楸、银
鹊树、山白树、桢楠、香果树、篦子三尖杉、杜仲、巴东

木莲、伞花木、闽楠、延龄草、青檀、独花兰、白辛树、红
椿、八角莲、黄皮树、穗花杉、喜树、金钱槭，在本保护

区属于渐危种；Ⅲ级优先保护的有 １２ 种，分别是领春

木、狭叶瓶尔小草、刺楸、巴山榧树、红豆树、厚朴、榉
树、天麻、华榛、紫茎、椴树、黄连，在本保护区属于稀

有种；Ⅳ级优先保护的有 ３ 种，分别是樟树、金荞麦和

野大豆，在本保护区属于低危种。
３．３ 珍稀濒危植物分布特征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分布与区域位置、气候、
地形等条件紧密相关，其中海拔是影响物种丰富度

分布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钱强，２０１２）。 万朝山

自然保护区的植被在垂直带谱上，大体可分为 ３ 个

植被带：海拔 ９００ ｍ 以下的地带主要为常绿阔叶林

带，分布有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２８ 种，占保护区珍稀

濒危保护植物总种数的 ５９．５７％，在这一海拔段中野

生植物的种类相对较多，但受人类活动干扰程度很

高；在 ９００ ～ １ ６００ ｍ 的海拔段，植被带为常绿落叶

阔叶混交林，该海拔段共有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３７
种，占保护区珍稀濒危植物总种数的 ７８．７２％，在该

海拔段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种类丰富且特有性高，
并且镶嵌分布镶嵌一些国家珍稀保护植物群落，如
领春木群落，该海拔段植被受人为干扰较少；在海

拔为１ ６００～２ ４００ ｍ 的地段，植被带为落叶阔叶林，
该海拔段共有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２５ 种，占保护区珍

稀濒危保护植物总种数的 ５３．１９％，在这一植被带，
有较多的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群落，如光叶珙桐群

落、金钱槭群落、水青树群落。 这些植被类型人为

干扰少，原生性明显，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从垂直分布上来看，三个海拔段内珍稀濒危保

护植物种类分布有差异，其中中间海拔段（９００ ～
１ ６００ ｍ）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种类最多，所占比重最

大，是珍稀濒危保护植物集中分布的区域。 其余两

个海拔段（９００ ｍ 以下，９００ ～ １ ６００ ｍ）种类差异不

大，种类都较多。 根据野外调查时采集的物种 ＧＰＳ
定位，制作出万朝山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分布图（图 １），绝大部分野生保护物种都分布于核

心区和缓冲区，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４　 讨论与结论

万朝山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保护植物丰富而

独特。 该区共有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４７ 种，隶属于

３４ 科 ４４ 属，依据濒危系数划分，其中渐危种有 １６
种，稀少种有 ２７ 种，安全种有 ４ 种；依据综合评价值

（Ｖｓ）划分 ４ 个优先保护级别，其中Ⅰ级（濒危种）９
种， Ⅱ级（渐危种）２３ 种， Ⅲ级（稀有种）１２ 种，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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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湖北万朝山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分布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Ｗａｎｃｈａｏｓｈ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Ｈｕｂｅｉ

（低危种）３ 种，充分显示出了该保护区植物区系的

古老性、原始性和孑遗性，体现了保护区建设的重

要意义。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国珍稀濒危植

物名录和国家珍贵树种名录划分的等级都是指导

全国工作的，而本文的优先保护评价体系是在吸收

其他学者评价方法的基础上，针对万朝山保护区的

实际情况而制订的，结果用于指导本保护区保护工

作。 因此结果与国家划分的保护级别并不完全一

致，例如，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Ⅰ级别的钟

萼木、珙桐和光叶珙桐，由于濒危系数、遗传价值系

数和物种价值系数都较高，因此在本保护区属于Ⅰ
级优先保护级别的前三位；连香树、崖白菜、大果青

杄、水青树本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Ⅱ级别，
由于这些保护植物在本地区储量较少、受威胁较大

等原因，进而导致濒危系数较高，因此这些物种在

本保护区列入Ⅰ级优先保护级别；而属于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Ⅱ级别的红豆树、厚朴、榉树、巴山榧

树，由于该保护区本地区的储量较大，有的还作为

建群种出现，群落结构相对稳定，濒危系数相对较

低，因而这些物种在本保护区列入三级优先保护物

种。 因此，本文研究结果更加真实的为该保护区管

理部门制定该地区珍稀濒危植物保护计划和确定

优先保护等级提供了科学依据，使其更加高效有力

的指导本保护区的保护工作。
在中海拔段（９００ ～ １ ６００ ｍ），珍稀濒危保护植

物，种群大、数量多，分布相对集中。 实地调查发

现，在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密集区域中，没有进行保

育型管理；并且在该海拔段的缓冲区和实验区内，
定居居民数量较多，靠近居民点的区域，珍稀濒危

保护植物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和破坏。 部分低海

拔区靠近居民区的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生境及其植

物本身受到的威胁更大。 因此，保护区应将珍稀濒

危保护植物分布密集地区的居民以及散落在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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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居民逐步向外迁移，对保护区内的居民要加强

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保护意识，使其能够理解、支
持或参与当地管理部门的工作。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万朝山自然保护区内珍稀濒

危及重点保护植物中，有一些呈群落分布，如：金钱槭

群落、光叶珙桐群落、珙桐群落、水青树群落等等，应
对这些珍稀濒危植物群落设置固定样地进行长期定

位观测研究；对一些衰退型的种群，随着时间的推移，
种群结构将会发生变化，因此在开展保护监测的同

时，地方主管部门应积极开展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的合作，加强珍稀濒危植物资源调查及保护研究；建
立一个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动态管理系统，对受威胁物

种能够及时有针对性的提出科学有效的恢复方案，并
以此指导保护工作，促使植被群落正常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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