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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米林县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优先保护评价

汪书丽１， 罗　 建１， 权　 红１， 兰小中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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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设置样方和路线踏查，对米林县的野生药用植物资源进行调查，并利用多个指标定量计算各

濒危植物的优先保护值，确定其珍稀濒危物种优先保护序列，对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种类、药效和入药部位

多样性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米林县共有药用保护植物 ３７ 科 ７２ 属 ９７ 种，分别占药用植物总科数、总属

数、总种数的 ４８．０５％、３２．００％、３０．７０％。 其中，被子植物有 ３５ 科 ６９ 属 ９５ 种，裸子植物有 ２ 科 ２ 属 ２ 种。 ９７
种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中，处于Ⅰ级保护的药用植物有 ９ 科 １１ 属 １１ 种，处于Ⅱ级保护的药用植物有 １８ 科 ２５
属 ２７ 种，处于Ⅲ级保护的药用植物有 ２８ 科 ４６ 属 ５９ 种。 从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药效来看，清热功效和补虚

功效的药用植物较多，分别有 ３２ 种和 ２０ 种，各占濒危药用植物总种数的 ３２．９９％、２０．６２％；从药用部位统

计，根与根茎类和全草类的药用植物分别有 ３４ 种和 ２６ 种，占珍稀濒危药用植物总数比例较大，分别为

３５．０５％、２６．８０％。 该区评估的优先保护等级和濒危等级与保护植物名录有一定差异，桃儿七在本区的保护

等级由Ⅲ级升为Ⅰ级，另外有 ７ 种植物的濒危程度在本区加强。 基于调查和研究结果分析了米林县珍稀濒

危药用植物的致濒原因，并就此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保护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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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ｍａ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
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ｌ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ｌ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 Ｍａｎｌ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米林”在藏语里面有“药州”的含义，作者在

全国第四次中（藏）药资源普查中统计得出该县共

有药用植物 ７７ 科 ２２５ 属 ３１６ 种，药用植物资源非

常丰富，而针对米林县药用植物资源的科学研究

鲜见报道。 哪种药用植物的受威胁程度比较严

重、该如何保护和利用等问题并不明晰，基本上是

市场需要什么，就乱掘、滥挖什么（周繇，２００６ａ），
这将严重影响本区域内对药用植物的合理开发利

用。 李隆云等（２００２）系统调查濒危药用植物资源

现状、濒危原因与发展趋势，编制濒危药用植物资

源目录，将为制定保护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因此，
本研究拟对米林县进行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资

源调查及定量评价，明确需要优先保护的资源种

类及其优先保护等级，为制定科学的保护措施及

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提供数据基础。

１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米林县位于西藏东南部，９３° ０７′—９５° １２′ Ｅ，

２８°３９′—２９°５０′ Ｎ，地处念青唐古拉山脉与喜马拉雅

山脉之间，属于典型的山河谷地形。 全县平均海拔

３ ７００ ｍ，面积为 ９ ４７１．１１ ｋｍ２。 县界上的最高峰南

迦巴瓦峰海拔 ７ ７８２ ｍ，雅鲁藏布江从西向东横贯全

境（林芝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０６；西藏自治区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０９）；米林县属高原温带半湿

润季风气候区，印度洋与孟加拉湾暖流通过雅鲁藏

布江通道，形成亚热带、温带及寒带并存的复合气

候带。 降雨量丰富，集中在每年 ６—９ 月份（西藏自

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２００９；成思远和张敏，
２０１４）；随着地形高度和气候类型的变化，地表植被

垂直带谱明显，从谷地低平处的草甸和沼泽植被

起，往上依次出现稀疏矮灌、高山松林、暗针叶林、
灌丛草甸、高山草甸及高山稀疏座垫植被等植被类

型（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０９）。
１．２ 研究方法

依据全国第四次中（藏）药资源普查标准，在
对调查区域范围内药用植物资源种类和分布规律

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在全县随机设置 ４０ 个样

地、覆盖县域不同海拔梯度和主要植被类型。 每

６２８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个样地设置 ５ 个 １０ ｍ×１０ ｍ 样方，每个样方内设

置 １ 个 １０ ｍ×１０ ｍ 乔木小样方、１ 个 ５ ｍ×５ ｍ 灌

木小样方、４ 个 １ ｍ×１ ｍ 草本样方；同时遵循一定

的调查路线有规律地进行样方外沿途踏查，对全

县范围展开较为广泛全面的植物调查、记录和标

本采集。 通过标本鉴定（吴征镒，１９８３—１９８７；中
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１９５９—２００４），
整理出米林县植物名录。 参考各种药用植物书籍

（全国中草药汇编编写组，１９７５；江苏新医学院，
１９７７；中国药材公司，１９９４；青海省药品检验所和

青海省藏医药研究所，１９９６；肖培根，２００１；贾敏如

和李星炜，２００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１９７７，
２０１５）从米林县植物名录中挑选出具有药用价值

的药用植物名录。
参考相关文献（周繇，２００６ｂ；鲁松等，２０１３）的

评价方法，依据 ７ 项指标系数定量评价米林县的

野生药用植物，建立米林县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

物保护名录，并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 其中，名录

现状系数（ Ｃ名 ）、蕴藏系数（ Ｃ蕴 ）、遗传价值系数

（Ｃ遗）、利用价值系数（Ｃ利）、保护现状系数（Ｃ保）
及繁殖难易系数（Ｃ繁）６ 项指标的评价主要依据鲁

松等（２０１３）的评价标准做出适当调整，由于西藏

无正式发表的公认的省级保护植物名录，名录现

状系数的评价除依据《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一

卷）》（汪松和解炎，２００４）外，还参考西藏自治区

科技厅 ２００５ 年组织的专家会议确定的 ７４ 种濒危

藏药材名录以及李隆云等（２００２）文章中提及的建

议保护的濒危藏药名录（５８ 种植物种类藏药），被
这两名录收录的药用植物名录收录得分记为“２”；
濒危价值系数（Ｃ濒）的评价参考汪书丽等（２０１３）
的计算方法，主要依据周繇（２００６ｂ）濒危系数的评

价标准，但由于调查范围仅涉及一个县域，因此采

用任毅等（ １９９９）的“存在度” 取代“区内分布频

度”更为合理，通过物种在调查样方中出现的概率

来计算“物种出现频度”也更为精确。
各濒危药用植物优先保护值 Ｖ保 按下列公式

计算：
Ｖ保 ＝ １０％Ｃ名＋１０％Ｃ蕴＋２５％Ｃ濒＋２０％Ｃ遗＋１５％

Ｃ利＋１０％Ｃ保＋１０％Ｃ繁。
依据 Ｖ保值的大小确定：保护等级Ⅰ级，急需保

护，Ｖ保≥０．７；保护等级Ⅱ级，需要保护，０．６≤Ｖ保 ＜
０．７；保护等级Ⅲ级，一般保护，０．５≤Ｖ保＜０．６。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种类

此次普查在米林县共采集维管植物标本２ ５００
余份，鉴定物种 ５４２ 种（含亚种和变种），属于 ９１
科 ３０９ 属。 其中，超过一半的维管植物种类具有

药用价值，共有 ７７ 科 ２２５ 属 ３１６ 种（包括亚种和

变种 ）， 分 别 占 总 科、 总 属、 总 种 的 ８４． ６２％、
７２．８２％、５８．３０％。 同时，此次米林县境内普查发

现西藏新分布的药用植物有 ３ 个，即云南兔儿风

（Ａｉｎｓｌｉａ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皱叶酸模（Ｒｕｍｅｘ ｃｒｉｓｐｕｓ）、
大叶柴胡（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 ｌｏｎｇｉｒａｄｉａｔｕｍ）。

依据以上各项参数指标对所有药用植物进行

评价，从而得出各药用植物的优先保护值和保护

等级。 优先保护值大于等于 ０．５ 的定为药用保护

植物，具体结果见表 １。 从表 １ 可以看出，在米林

县，目前受到生存威胁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共有

３７ 科 ７２ 属 ９７ 种，分别占药用植物总科数、总属

数、总种数的 ４８．０５％，３２．００％，３０．７０％。 在 ９７ 种

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中，包括（１）裸子植物有 ２ 科 ２
属 ２ 种，被子植物有 ３５ 科 ６９ 属 ９５ 种。 （２）５ 种以

上的科有 ５ 个，即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９ 种、兰科（Ｏｒ⁃
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９ 种、毛茛科（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９ 种、伞形

科（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６ 种、罂粟科（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５ 种，
占珍稀濒危药用植物总科数的 １３． ５１％；共含 ３８
种，占珍稀濒危药用植物总种数的 ３９．１８％。 （３）３
种以上的属有 ６ 个，即黄精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３ 种、
筋骨草属（Ａｊｕｇａ） ３ 种、龙胆属（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４ 种、鹅
绒藤属（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４ 种、天南星属 （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４
种、紫堇属（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４ 种，占珍稀濒危药用植物

总属数的 ８．３３％；共含 ２２ 种，占珍稀濒危药用植物

总种数的 ２２．６８％。 （４）西藏特有的植物有 ６ 种，
即西藏八角莲、篦齿虎耳草、长梗秦艽、大花黄牡

丹、拉萨翠雀花、毛茎紫堇，占珍稀濒危药用植物

总种数的 ６．９１％。
２．２ 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优先保护等级评价

由表１可知，９７种保护植物的优先保护值在

７２８７ 期 汪书丽等： 西藏米林县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优先保护评价



表 １　 米林县 ９７ 种野生濒危药用植物的评价排序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９７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ｗｉｌ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ｌ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名录现状
系数
Ｌｉｓ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名）

蕴藏系数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蕴）

濒危价值
系数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濒）

遗传价值
系数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遗）

利用价值
系数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利）

保护现状
系数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保）

繁殖难易
系数
Ｂｒｅ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繁）

优先保护值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Ｖ保）

桃儿七
Ｓｉｎｏ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ｅｘａｎｄｒｕｍ

１ １ ０．８７５ ０．４１６ ７ １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８１８ ８

波棱瓜
Ｈｅｒｐｅｔ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ｏｓｕｍ

０．６６６ ７ １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７６８ ８

西藏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ｔｓａｙｕｅｎｓｉｓ

１ １ ０．９５８ ３ ０．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７５６ ３

灯笼草
Ｃｌｉ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ｐｏｌｙ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１ １ ０．７３７ ５

西南手参
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ｏｒｃｈｉｄｉｓ

１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２５ １．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７３３ ３

工布乌头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ｋｏｎｇｂｏｅｎｓｅ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９１ ７ ０．４１６ ７ １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７３１ ３

天仙子
Ｈｙｏｓｃｙａｍｕｓ ｎｉｇｅｒ

０．６６６ ７ １ ０．７９１ ７ ０．２５ １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７３１ ３

大花黄牡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ｕｄｌｏｗｉｉ

１ １ ０．８３３ ３ ０．５ ０．３３３ ３ ０．６６６ ７ １ ０．７２５

绣球藤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ｍｏｎｔａｎａ

０．６６６ ７ １ ０．７０８ ３ ０．２５ １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７１０ ４

商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ｃｉｎｏｓａ

０．６６６ ７ １ ０．７０８ ３ ０．２５ １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７１０ ４

长鞭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ｔａ

１ ０．６ ０．７０８ ３ ０．２５ １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７０３ ８

心叶大黄
Ｒｈｅｕｍ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９１ ７ ０．２５ １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９７ ９

七叶一枝花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５ ０．２５ １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８７ ５

珠子参
Ｐａｎａｘ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ｖａｒ． ｍａｊｏｒ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５ ０．２５ １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６５４ ２

塔黄
Ｒｈｅｕｍ ｎｏｂｉｌｅ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８７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１ ０．６５２ １

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３３３ ３ １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６５

羊齿天门冬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ｆｉｌｉｃｉｎｕｓ

０．６６６ ７ ０．６ ０．６２５ ０．２５ １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４９ ６

长梗秦艽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ｗａｌｔｏｎｉｉ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９１ ７ ０．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４７ ９

蓝玉簪龙胆
Ｇ． ｖｅｉｔｃｈｉｏｒｕｍ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６６６ ７ ０．２５ １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４６ ７

淡红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７５ ０．２５ １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６３４ ２

单花荠
Ｐｅｇａｅｏｐｈｙｔｏｎ ｓｃａｐｉｆｌｏｒｕｍ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３３３ ３ ０．６６６ ７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３３ ３

凸孔阔蕊兰
Ｐｅｒｉｓｔｙｌｕｓ ｃｏｅｌｏｃｅｒａｓ

１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３３ ３

毛茎紫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ｐｕｂｉｃａｕｌａ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７９１ ７ ０．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２７ ９

篦齿虎耳草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ｕｍｂｅｌｌｕｌａｔａ ｖａｒ．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０８ ３ ０．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２７ １

拉萨翠雀花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ｇｙａｌａｎｕｍ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０８ ３ ０．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２７ １

吴茱萸五加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ｎａｘ ｅｖｏｄｉａｅｆｏｌｉｕ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０８ ３ ０．３３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１ ０．６２７ １

牛皮消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８３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２５

一把伞南星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ｅｒ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２５ ０．２５ １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６２２ ９

高山柏
Ｓａｂｉｎａ ｓｑｕａｍａｔａ

１ ０．８ ０．６６６ ７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１３ ３

８２８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续表１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名录现状
系数
Ｌｉｓ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名）

蕴藏系数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蕴）

濒危价值
系数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濒）

遗传价值
系数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遗）

利用价值
系数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利）

保护现状
系数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保）

繁殖难易
系数
Ｂｒｅ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繁）

优先保护值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Ｖ保）

小斑叶兰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ｒｅｐｅｎｓ

１ １ ０．５８３ ３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１２ ５

西藏红杉
Ｌａｒｉｘ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ａｎａ １ ０．８ ０．７９１ ７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６１１ ３

康定筋骨草
Ａｊｕｇａ ｃａｍｐｙｌ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０８ ３ ０．４１６ ７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１０ ４

阿坝当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ａｐａｅｎｓｉ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０８ ３ ０．４１６ ７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１０ ４

小伞虎耳草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ｕｍｂｅｌｌｕｌａｔａ ０．６６６ ７ １ ０．７０８ ３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１０ ４

卓巴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ｗａｒｄｉｉ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８３３ ３ ０．４１６ ７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６０８ ３

金荞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 １ ０．６ ０．４５８ ３ ０．２５ １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６０７ ９

轮叶黄精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ｕｍ ０．６６６ ７ ０．６ ０．５８３ ３ ０．２５ １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６０５ ８

二叶兜被兰
Ｎｅｏｔｔｉａｎｔｈｅ ｃｕｃｕｌｌａｔａ １ １ ０．５４１ ７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６０２ １

细花滇紫草
Ｏｎｏｓｍａ ｈｏｏｋｅｒｉ ０．６６６ ７ １ ０．７９１ ７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９７ ９

路边青
Ｇｅｕｍ ａｌｅｐｐｉｃｕｍ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４５８ ３ ０．２５ １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９４ ６

匙叶翼首花
Ｐｔｅ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ｈｏｏｋｅｒｉ ０．６６６ ７ ０．４ ０．４５８ ３ ０．２５ １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８７ ９

铃铛子
Ａｎｉｓｏｄｕｓ ｌｕｒｉｄｕ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８７ ５

单叶绿绒蒿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８７ ５

三角叶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８７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８５ ４

灰绿黄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ａｄｕｎｃ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３３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８３ ３

薄叶鸡蛋参
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 ｃｏｎｖｕｌｖｕｌａｃｅａ ｖａｒ． ｖｉｎｃｉｆｌｏｒａ ０．６６６ ７ ０．８ ０．５４１ ７ ０．４１６ ７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８２ １

火烧兰
Ｅｐｉｐａｃｔｉｓ ｈｅｌｌｅｂｏｒｉｎｅ １ １ ０．４５８ ３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８１ ３

胡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 ｒｅｇｉａ １ ０．６ ０．４１６ ７ ０．２５ ０．６６６ ７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８０ ８

筒鞘蛇菰
Ｂａｌａｎｏｐｈｏｒ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０８ ３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７７ １

岩生银莲花
Ａｎｅｍｏｎｅ ｒｕｐｉｃｏｌ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０８ ３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７７ １

筋骨草
Ａｊｕｇ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７２ ９

缘毛鸟足兰
Ｓａｔｙｒｉｕｍ ｃｉｌｉａｔｕｍ １ ０．８ ０．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７１ ７

环根芹
Ｃｙｃｌｏｒｈｉｚａ ｗａｌｔｏｎｉｉ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６２５ ０．５８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６９ ６

杉叶杜
Ｄｉｐｌａｒｃｈｅ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１ ０．６ ０．５ ０．３３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６８ ３

钟花报春
Ｐｒｉｍｕｌａ ｓｉｋｋｉｍｅｎｓｉ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６６ ７

小钟报春
Ｐ． ｓｉｋｋｉｍ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ｐｕｄｉｂｕｎｄ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６６ ７

龙牙草
Ａｇｒｉｍｏｎｉａ ｐｉｌｏｓａ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５４１ ７ ０．２５ ０．６６６ ７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６５ ４

卷叶黄精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ｃｉｒｒｈｉｆｏｌｉｕｍ ０．６６６ ７ ０．４ ０．５ ０．２５ １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６５

大理白前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６６６ ７ ０．３３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６３ ３

９２８７ 期 汪书丽等： 西藏米林县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优先保护评价



续表１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名录现状
系数
Ｌｉｓ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名）

蕴藏系数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蕴）

濒危价值
系数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濒）

遗传价值
系数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遗）

利用价值
系数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利）

保护现状
系数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保）

繁殖难易
系数
Ｂｒｅ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繁）

优先保护值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Ｖ保）

青羊参
Ｃ． ｏ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６６６ ７ ０．３３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６３ ３

疏齿银莲花
Ａｎｅｍｏｎｅ ｏｂｔｕｓｉｌｏｂａ ｓｓｐ． ｏｖａｌｉｆｏｌｉ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５８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６２ ５

裂瓣角盘兰
Ｈｅｒｍｉｎｉｕｍ ａｌａｓｃｈａｎｉｃｕｍ １ ０．８ ０．４５８ ３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６１ ３

头蕊兰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１ ０．８ ０．４５８ ３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６１ ３

隐序南星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ｗａｒｄｉｉ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５８３ ３ ０．４１６ ７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５９ ２

合柄铁线莲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ｃｏｎｎａｔ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５６ ３

锐齿凤仙花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ａｒｇｕｔ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５６ ３

蛇果黄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ｏｐｈｉｏｃａｒｐ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５６ ３

三叶地锦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ｓｅｍｉｃｏｒｄａｔ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５４ ２

山荆子
Ｍａｌｕｓ ｂａｃｃａｔａ １ ０．６ ０．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５１ ７

绶草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ｅ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 ０．８ ０．４１６ ７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５０ ８

催吐白前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ｖｉｎｃｅｔｏｘｉｃｕｍ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６６６ ７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４６ ７

三桠乌药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ｏｂｔｕｓｉｌｏｂａ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６６６ ７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４６ ７

抱茎柴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 ｌｏｎｇｉｃａｕｌ ｖａｒ． ａｍｐｌｅｘｉｃａｕｌｅ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５８３ ３ ０．４１６ ７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４５ ８

紫背金盘
Ａｊｕｇａ ｎｉｐｐｏｎｅｎｓｉ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５８３ ３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４５ ８

尼泊尔沟酸浆
Ｍｉｍｕｌｕｓ ｔｅｎｅｌｌｕｓ ｖａｒ．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５８３ ３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４５ ８

显脉荚蒾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ｎｅｒｖｏｓｕｍ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７０８ ３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４３ ８

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ｐｕｎｇｅｎｓ ０．３３３ ３ ０．６ ０．６６６ ７ ０．３３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４３ ３

竹叶柴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ｍ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５８３ ３ ０．２５ ０．６６６ ７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４２ ５

八宝茶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ｐｒｚｗａｌｓｋｉｉ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５８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４２ ５

绢毛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ｓｅｒｉｃｅａ ０．３３３ ３ ０．６ ０．７０８ ３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３７ １

西藏秦艽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０．３３３ ３ ０．６ ０．７０８ ３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３７ １

白苞南星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ｃａｎｄｉｄｉｓｓｉｍｕｍ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６２５ ０．４１６ ７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３６ ３

小花黄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６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３６ ３

款冬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 ｆａｒｆａｒ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５４１ ７ ０．４１６ ７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３５ ４

宽叶韭
Ａｌｌｉｕｍ ｈｏｏｋｅｒｉ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３３ ３

华西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ｗｅｂｂｉａｎ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３３ ３

白亮独活
Ｈｅｒａｃｌｅｕｍ ｃａｎｄｉｃａｎ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３３ ３

粗茎棱子芹
Ｐｌｅｕ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２２ ９

小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ｎａｎｕｍ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２２ ９

０３８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续表１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名录现状
系数
Ｌｉｓ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名）

蕴藏系数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蕴）

濒危价值
系数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濒）

遗传价值
系数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遗）

利用价值
系数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利）

保护现状
系数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保）

繁殖难易
系数
Ｂｒｅ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繁）

优先保护值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Ｖ保）

假百合
Ｎｏｔｈｏｌｉｒｉｏｎ ｂｕｌｂ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２２ ９

丝柱龙胆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ｆｉｌｉｓｔｙｌａ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５４１ ７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１５ ４

类叶升麻
Ａｃｔａｅ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５８３ ３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１２ ５

点花黄精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ｍ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５８３ ３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１２ ５

多花落新妇
Ａｓｔｉｌｂｅ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ｖａｒ．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ａ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５８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０９ ２

象南星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ｅｌｅｐｈａｓ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６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０２ ９

美丽唐松草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 ｒｅｎｉｆｏｒｍｅ ０．３３３ ３ ０．８ ０．６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３３３ ３ ０．５０２ ９

云南勾儿茶
Ｂｅｒｃｈｅｍ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３３３ ３ ０．６ ０．５ ０．３３３ ３ ０．３３３ ３ １ ０．６６６ ７ ０．５０１ ７

０．５０１ ７ ～ ０．８１８ ８之间。 其中：保护等级Ⅰ级的药

用植物（急需保护）有 ９ 科 １１ 属 １１ 种，分别占珍

稀濒危药用植物科、属、种的 ２４． ３２％、１５． ２８％、
１１．３４％，代表种类主要有桃儿七、波棱瓜、西藏八

角莲等；保护等级Ⅱ级的药用植物（需要保护）有

１８ 科 ２５ 属 ２７ 种，分别占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科、
属、种的 ４８．６５％、３４．７２％、２７．８４％，代表种类主要

有心叶大黄、七叶一枝花、塔黄等；保护等级Ⅲ级

的药用植物（一般保护）有 ２８ 科 ４６ 属 ５９ 种，分别

占珍 稀 濒 危 药 用 植 物 科、 属、 种 的 ７５． ６８％、
６３．８９％、６０．８２％，代表种类主要有细花滇紫草、匙
叶翼首花、单叶绿绒蒿等。

已公布的保护植物名录中涉及米林县植物的

较少。 《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一册）》
（国家环境保护局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１９８７）将桃儿七定级为三级重点保护植物。 《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 （国家林业局

和农业部，１９９９） 将金荞麦被定级为Ⅱ级保护植

物。 在本研究结果中，金荞麦在米林县的优先保

护值为０．６０７ ９，优先保护等级不变。 桃儿七的优

先保护值在所有药用植物中最高为０．８１８ ８，定级

为Ⅰ级保护植物。
２．３ 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药用功能分析

米林县 ９７ 种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共有 １６ 种主

要药效（多种植物不同部位有不同的药效，选择每

种植物最重要的药效进行统计）。 从表 ２ 可以看

出，在保护药用植物中，清热功效的药用植物最多

（共 ３２ 种），如心叶大黄、蓝玉簪龙胆、匙叶翼首花

等；其次为补虚功效药用植物较多，共有 ２０ 种，如
西南手参、羊齿天门冬、枸杞等；祛风湿的药用植

物共有 １１ 种，如工布乌头、西藏红杉、白亮独活

等；活血化瘀药效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共有 ５ 种，
如西藏八角莲、八宝茶、三桠乌药等；另外，还有其

他含 １２ 类药用功能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共有 ２９
种，如商陆（泻下药）、绣球藤（利水渗湿药）、竹叶

柴胡（解表药）、一把伞南星（化痰止咳平喘）等。
２．４ 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用药部位分析

对每种药用植物选择最主要的一种入药部位

进行统计分析（表 ３），在米林县珍稀濒危药用植

物中，使用根与根茎类的药用植物最多（共有 ３４
种），占珍稀濒危药用植 物 总 数 比 例 最 大 （ 为

３５．０５％），如工布乌头、金荞麦、塔黄等；其次，是全

草入药的植物较多（共有 ２６ 种），占其总种数的

２６．８０％，如蓝玉簪龙胆、筒鞘蛇菰、火烧兰等；使用

枝叶、皮、茎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共有 １８ 种，如西

藏红杉、绣球藤、八宝茶等，占珍稀濒危药用植物

总种数的 １８．５６％；使用花、果实、种子的珍稀濒危

药用植物共有 １９ 种，如波棱瓜、淡红忍冬、 铃铛子

１３８７ 期 汪书丽等： 西藏米林县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优先保护评价



表 ２　 米林县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药用功能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Ｕｓｅｆｕ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ｌ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项目 Ｉｔｅｍ

药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补虚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ｏｎｉｃｉｎｇ

清热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祛风湿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ｏｒ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活血化瘀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ｓｔａｓｉｓ

其他
Ｒｅｓｔ

保护等级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Ⅰ级 Ｃｌａｓｓ Ⅰ ２ ２ １ ２ ４

Ⅱ级 Ｃｌａｓｓ Ⅱ ７ １２ ４ ０ ４

Ⅲ级 Ｃｌａｓｓ Ⅲ １１ １８ ６ ３ ２１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０ ３２ １１ ５ ２９

占总种数比例 Ｒａｔｉｏ （％） ２０．６２ ３２．９９ １１．３４ ５．１５ ２９．９０

表 ３　 米林县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用药部位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Ｕｓｅｆｕｌ ｏｒｇａｎｓ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ｌ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项目 Ｉｔｅｍ

药用部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

全草
Ｅｎｔｉｒｅ ｐｌａｎｔ

根与根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ｍ

枝叶、皮、茎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ｅａｆ，
ｂａｒｋ， ｓｔｅｍ

花、果实、种子
Ｆｌｏｗｅｒ， ｆｒｕｉｔ， ｓｅｅｄ

保护等级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Ⅰ级 Ｃｌａｓｓ Ⅰ １ ５ ２ ３

Ⅱ级 Ｃｌａｓｓ Ⅱ ８ １１ ６ ２

Ⅲ级 Ｃｌａｓｓ Ⅲ １７ １８ １０ １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６ ３４ １８ １９

占总种数比例 Ｒａｔｉｏ （％） ２６．８０ ３５．０５ １８．５６ １９．５９

等，占珍稀濒危药用植物总种数的 １９．５９％。
２．５ 米林县名录收录植物濒危等级评价

在米林县 ３１６ 种药用植物中，《中国物种红色

名录（第一卷）》 （汪松和解炎，２００４）收录评定濒

危等级的共有 ２２ 种（表 ４）。 其中，华山松（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高 山 松 （ Ｐ． ｄｅｎｓａｔａ ）、 毛 叶 珍 珠 花

（Ｌｙｏｎ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和沼兰（Ｍａｌａｘｉｓ ｍｏｎｏｐｈｙｌｌｏｓ）的优

先保护值小于 ０．５，未列入表 １。 它们的濒危系数

值分别为０．２９１ ７、０．３７５ ０、０．３７５ ０、０．２９１ ７。 依据

任毅等（１９９９）、汪书丽等（２０１３）濒危系数值的范

围对米林县 ２２ 种收录濒危药用植物进行濒危等

级评定。 濒危系数值在０．２９１ ７ ～ ０．９５８ ３之间，在

本区的濒危等级情况如下：极危（ＣＲ）的为西藏八

角莲；濒危（ ＥＮ） 的有 ２ 种，为大花黄牡丹、桃儿

七；易危（ＶＵ）的有 ５ 种，为高山柏、西南手参、凸
孔阔蕊兰、长鞭红景天、西藏红杉；近危（ＮＴ）的有

胡桃、山荆子、小斑叶兰等 １０ 种；无危（ＬＣ）的有华

山松、沼兰、高山松、毛叶珍珠花 ４ 种。
将 ２２ 种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在米林县的濒危等

级与《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一卷）》 （汪松和解

炎，２００４）比较（表 ４）。 从表 ４ 可以看出，１２ 个种

的濒危程度不变，如华山松、头蕊兰、高山柏等；７
种的濒危程度在本区加强，如绶草、凸孔阔蕊兰、
长鞭红景天等； 针对米林县调查获得的数据，仅 ３

２３８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表 ４　 米林县 ２２ 种珍稀濒危药用植物濒危等级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２２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ｌ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濒危等级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ｌｅｖｅｌ
名录 ／ 米林

Ｌｉｓｔ ／
Ｍａｎｌｉｎｇ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濒危等级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ｌｅｖｅｌ
名录 ／ 米林

Ｌｉｓｔ ／
Ｍａｎｌｉｎｇ

华山松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ＬＣ ／ ＬＣ 山荆子
Ｍａｌｕｓ ｂａｃｃａｔａ

ＬＣ ／ ＮＴ

沼兰
Ｍａｌａｘｉｓ ｍｏｎｏｐｈｙｌｌｏｓ

ＮＴ ／ ＬＣ 二叶兜被兰
Ｎｅｏｔｔｉａｎｔｈｅ ｃｕｃｕｌｌａｔａ

ＮＴ ／ ＮＴ

高山松
Ｐｉｎｕｓ ｄｅｎｓａｔａ

ＬＣ ／ ＬＣ 小斑叶兰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ｒｅｐｅｎｓ

ＮＴ ／ ＮＴ

毛叶珍珠花
Ｌｙｏｎ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ＬＣ ／ ＬＣ 高山柏
Ｓａｂｉｎａ ｓｑｕａｍａｔａ

ＶＵ ／ ＶＵ

绶草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ｅ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Ｃ ／ ＮＴ 西南手参
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ｏｒｃｈｉｄｉｓ

ＶＵ ／ ＶＵ

胡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 ｒｅｇｉａ

ＥＮ ／ ＮＴ 凸孔阔蕊兰
Ｐｅｒｉｓｔｙｌｕｓ ｃｏｅｌｏｃｅｒａｓ

ＮＴ ／ ＶＵ

头蕊兰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ＮＴ ／ ＮＴ 长鞭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ｔａ

ＮＴ ／ ＶＵ

火烧兰
Ｅｐｉｐａｃｔｉｓ ｈｅｌｌｅｂｏｒｉｎｅ

ＮＴ ／ ＮＴ 西藏红杉
Ｌａｒｉｘ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ａｎａ

ＶＵ ／ ＶＵ

裂瓣角盘兰
Ｈｅｒｍｉｎｉｕｍ
ａｌａｓｃｈａｎｉｃｕｍ

ＮＴ ／ ＮＴ 大花黄牡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ｕｄｌｏｗｉｉ

ＣＲ ／ ＥＮ

杉叶杜
Ｄｉｐｌａｒｃｈｅ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ＬＣ ／ ＮＴ 桃儿七
Ｓｉｎｏ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ｅｘａｎｄｒｕｍ

ＶＵ ／ ＥＮ

缘毛鸟足兰
Ｓａｔｙｒｉｕｍ ｃｉｌｉａｔｕｍ

ＮＴ ／ ＮＴ 西藏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ｔｓａｙｕｅｎｓｉｓ

ＶＵ ／ ＣＲ

　 注： ＬＣ． 无危； ＮＴ． 近危； ＶＵ． 易危； ＥＮ． 濒危； ＣＲ． 极危。
　 Ｎｏｔｅ： ＬＣ．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ＮＴ．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ＶＵ． Ｖｕｌｎｅｒ⁃
ａｂｌｅ； Ｅ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Ｃ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种的濒危程度有所下降，为沼兰、胡桃、大花黄

牡丹。

３　 讨论与结论

通过一套数量化的、切合实际的分级指标，对
濒危植物进行区域性优先保护级别的评估，对各

个区域的植物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

义（任毅等，１９９９；刘小雄等，２００１）。 作者通过多

指标的定量评价方法对米林县进行药用植物优先

保护序列评估，筛选出需要保护的珍稀濒危野生

药用植物资源，研究结果将为制定科学合理的药

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规划及珍稀濒危药用植物

资源的保护措施提供依据。
依据本研究的评价体系，米林县药用保护植

物种类（Ｖ保≥０．５）较多，共有 ３７ 科 ７２ 属 ９７ 种，种
类与本区物种市场需求和破坏情况基本一致。 其

中，需要着重保护（包括保护等级Ⅰ级和Ⅱ级）的

种类共有 ３８ 种，占药用植物种类的 １２．０３％，多为

一些药用和经济价值较高的种类如桃儿七、波棱

瓜、西南手参、七叶一枝花等，或者本身数量较少

的种类如单花荠、凸孔阔蕊兰、毛茎紫堇、吴茱萸

五加等；在米林县这些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中，以清

热功效和补虚功效为主的药用植物较多，分别有

３２ 种和 ２０ 种，分别占濒危药用植物总种数的

３２．９９％、２０．６２％。 由于这两种药效的植物药材市

场应用更为广泛，面临的将是更多的市场需求带

来的濒危威胁；根与根茎入药和全草入药的保护

药用植物占大部分，共有 ６０ 种，占比例达 ６１．８６％。
这些药用植物的药材采挖，会导致植株直接死亡，
且严重破坏种群的正常繁衍。 此类药用植物相对

于其他部位入药的植物将面临更大的威胁，尤其

是市场需求大或者被大众熟知的常规的种类，如
蓝玉簪龙胆、西南手参、轮叶黄精、七叶一枝花等。

本研究评估的优先保护等级和濒危等级与保

护植物名录（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１９９９；国家环

境保护局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１９８７；汪松和

解炎，２００４）有一定差异，不少植物受威胁程度在

本区加强，表明在本区这些物种野生居群受威胁

较严重，应引起足够重视。 如桃儿七由Ⅲ级（国家

环境保护局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１９８７；李隆

云等，２００２） 变为Ⅰ级，这与西藏自治区科技厅

２００５ 年组织的专家会议确定的 ７４ 种濒危藏药材

名录中的保护等级相同。 桃儿七在本区分布数量

有限，药用价值较高、市场需求较大。 其根和根

茎、果实均可入药，在药材采挖时一般会全株挖

取。 其保护目前主要限于一些企业的人工栽培，
在本区的濒危等级加强，由易危变为濒危（表 ４）。
西藏八角莲在本区的保护应引起足够重视，虽未

被保护名录制定保护级，但通过本研究的调查和

评价，它在米林县为Ⅰ级保护植物，濒危等级为极

危，《中国植物红色名录》为易危。 在调查过程中

３３８７ 期 汪书丽等： 西藏米林县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优先保护评价



仅发现一个分布地点和很少个体。
基于作者调查得出的结果进行分析，并结合

文献（李隆云等，２００１，２００２；鲁松等，２０１３；阿里穆

斯等，２０１４）进行总结。 米林县药用植物致濒的主

要原因如下：（１）内在因素：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

源本身的生物学特性一定程度造成了其濒危，如
适应能力差、种间竞争能力弱、繁殖能力差、对环

境依赖性强等。 青藏高原的药用植物资源，由于

长期进化适应的结果，生长期短，生长缓慢，一般

为多年生植物，生长环境特殊，生长周期长，种群

更新和增殖慢。 如吴茱萸五加自然更新能力较

差，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成树周围鲜见幼苗或幼树，
自身繁殖能力差一定程度上导致其面临生存威

胁。 不少药用植物如七叶一枝花、珠子参等对林

下较湿润的环境的依赖性也是其濒危的原因之

一。 （２）外在因素：人为过度和不科学地采挖是最

直接的因素。 许多药物的储量直接受市场需求和

价格的影响。 掠夺式采挖使一些药材面临极大威

胁，如波棱瓜、西南手参、翼首草等，村民的过度采

挖出售使野生药用植物种群急剧减少；生存环境

退化也是药用植物资源面临的重要威胁。 近些年

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米林县大力进行旅游开

发，加上森林砍伐、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等，造成

了森林面积缩小、草地退化等生态问题，不同程度

干扰或破坏了药用植物赖以生存的特殊生态环

境，使其再生能力减弱，而青藏高原本身生态环境

脆弱，一旦破坏，难以恢复。 米林县是大花黄牡丹

的主要分布地，目前大花黄牡丹在米林县几乎全

部圈在景区内，这虽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其不受

牛羊直接破坏，但同时景区建设、修路、游客踩踏

等过多人为干扰造成了其野生生境的退化。
针对上述问题，作者对米林县珍稀濒危药用

植物资源的保护有以下几点建议：（１）依据保护等

级，分层次地对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制定不同

程度的保护和利用措施。 对全部药用植物资源进

行保护固然好，但要花费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对药

用植物资源的开发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依照我们

的研究结果，米林县 ９７ 种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中，
Ⅰ级保护的有 １１ 种，需要重点关注和着重保护。
Ⅱ级保护的有 ２７ 种，是需要保护但受威胁程度相

对较弱的种类。 针对这些保护植物要进一步明确

其储量、分布等，制定科学的开发利用规划。 （２）
建立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保护区。 依据资源生物学

特性、分布特点和青藏高原自然条件，在资源相对

集中、有保护价值的地域，建立一些保护区（李隆

云等，２００２）。 对于种群数量极低的濒危物种以及

原有生境被破坏甚至不复存在的物种，对其进行

迁地保护（阿里穆斯等，２０１４）。 （３）积极开展科

学研究，加强对濒危药用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
鼓励从多角度、多层次全面探讨濒危药用植物的

濒危机制、繁育技术、驯化和栽培技术、并实时监

测区域珍稀濒危物种和生态环境的变化（阿里穆

斯等，２０１４）。 （４）加强立法，强化保护意识。 除遵

守国家相关条例外，应结合地域实际情况制定更

适合本区的药用植物资源保护条例，督促和约束

民众根据药用植物资源的蕴藏量、生长特性等规

律合理地采挖药材，加强资源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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