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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时空分析 

臧 敏1，黄立发 ，李典友3，毛尚俊 ，邱筱兰 ，凌 云 
(1．上饶师范学院 史地系，江西 上饶 334001；2．江西省九三学社 南昌市委 ， 

南昌 330000；2．皖西学院 地理与环境科学系，安徽 六安 237100) 

摘 要 ：江西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29科 45属 53种 ，其中蕨类植物 4科 5属 7种 ，裸子植物 6科 l1属 13 

种，被子植物 19科 29属 33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单属科和单种科各 8个 ，中国特有科 3个 ，单种属 15 

个，中国特有属 16个，分布区类型 12个，其中以热带或以热带分布为主的属占总属数的 26．67 ；以温带或以 

温带分布为主的属占31．11 ；中国特有分布最突出，占35．56 。特有属分布型 6个，与华中、西南关系最密 

切。同时，采用综合指数和相似度，把江西省与各省区比较，结果表明：江西省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十分丰富，江 

西省植物区系与其周边省份关系最密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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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time analysis Oll the national protected 

wild plants in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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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53 species，45 genera and 29 families of national protected wild plants in Jiangxi Province．A— 

mong them，there are 8 single-species and single-genus families respectively and 3 endemic families of China，15 sin— 

gle-genus and 16 endemic genera of China．7 species，5 genera and 4 families of fern；13 species，11 genera and 6 fami— 

lies of gymnosperm；33 species，29 genera and 33 families of angiosperm．There are 12 areal types．Among them， 

tropical distribution accounts for 26．67 ，temperate distribution accounts f0r 3l_l1 and endemic genera accounts 

f0r 35．56 in the total genera．There are 6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he endemic genera．The floristic relation is 

much closer with Southwest and Central China．Comparing Jiangxi Province with other provinces in composite index 

and similarity degree，the threatened plants is extremely rich in species of Jiang xi Province．The floristic relation be— 

tween the adjacent provinces and Jiangxi Province is much closer． 

Key words：national protected；wild plants；plant space-time analysis；correlative relationship；Jiangxi Province 

我国是世界上物种极为丰富的国家，但随着经 

济的发展，环境恶化，许多种群处于濒危或渐危境 

地，甚至灭绝。据中新网(2003)报导，望天树(Pa— 

rashorea chinensis)、东京龙脑香(Dipterocarpus re— 

tusus)等濒于灭绝 ，约 410种和 13个类的野生植物 

处于濒危状态，据有关专家估计，到 2010年中国将 

有 3 000~4 000种植物处于濒危状态。有些种群数 

量极其稀少或分布区狭窄，如普陀鹅耳枥(Carp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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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oensis)只 1株 ，分 布在浙 江普陀 山的普 陀寺 附 

近；光叶蕨(Cystoathyrium chinense)分布于四川二 

郎山团牛坪海拔 2 450 m林下，且植株极其稀少等， 

单省区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54种，云南 

2O种最多，其次海南有 l1种，广西有 9种，浙江 8 

种，四川 8种，台湾 5种。江西 目前只有落叶木莲 

(Manglietia decidua)1种。因此，今后植物保护任 

重道远，不可松懈。作者依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第一批)(以下简称名录)(国家林业局等， 

1999)，对江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作一分析。 

1 江西省自然环境条件 

江西省位于长江 中、下游交界处南岸，地跨 

1l3。34 2O”～ ll8。28 5O”E，24。29 2O”～ 3O。14 4O”N 、 

东邻福建和浙江省，南连广东省，西毗湖南省，北接 

湖北和安徽省，面积 16．694 7万 km ，约占全国总 

面积的 1．7 9，6。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间为丘陵，北 

部为平原，山地丘陵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78 9，5，是一 

个多山省区。该省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均 

温 16．2～19．7℃，1月均温 3．6"-8．5℃、7月均温 

27．O～28．0℃、年均降水量 1 341．4～1 939．4 mm、 

年 日照时数 1 473．3～2 077．5 h、无 霜期 241～304 

d(谭钜生等，1989)。地带性植被以常绿阔叶林为 

主，垂直分布上有山地针叶林、山地针阔叶混交林、 

山地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山地落叶阔叶林、山地 

矮曲林和竹林、山地灌丛草丛、山地草甸植被等类 

型。土壤以红壤为主，约占全省面积 65 。另有黄 

壤、黄棕壤、沼泽土、草甸土等类型。境内生态环境 

条件优越，森林覆盖率达 59．7 。2003年底，建有 

国家、省级森林公园 154个，森林公园面积占全省总 

面积 1．76 9，5；自然保护区占全省总面积的 6．12 9，5， 

为植物保护创造了良好条件。 

2 江西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区系简介 

江西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49种和 3变种、 

1亚种，隶属于45属 29科(表 1)，分别占名录中总 

数(300种 95属 92科)的 16．33 、47．37 、 

31．52 。其中一级保护植物占江西省国家重点保 

护野 生 植 物 总 种 数 的 22．64 9，5；稀 有 成 分 占 

43．4O 9，6，濒危植物占 18．87 9，5。从类群看，被子植 

物最突出(表 2)，有 34种，占中国重点保护野生被 

子植物 (194种)的 17．53 9，5；从生 长型看，木本植物 

39种占江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73． 

58 ，草本植物 13种，藤本植物比例最小。29科中 

草本性科 6个，有桫椤科 (Cyatheaceae)、睡莲科 

(Nymphaeaceae)、蚌壳蕨科 (Dicksoniaceae)、水蕨 

科(Parkeriaceae)、水韭科 (Isoetaceae)、菱科(Tra— 

paceae)，占总科数的 2O．69 ，木本性科 15个，如柏 

科(Cupressaceae)、松科 、杉科 、三 尖 杉科、红豆 杉 

科、楝科(Meliaceae)、金缕梅科(Hamamelidaceae)、 

珙桐 科 (Davidiaceae)、连香 树 科 (Cercidiphyllace— 

ae)、木兰科(Magnoliaceae)、榆科 (Ulmaceae)、卫矛 

科、紫树科等，占总科数 51．72 。本省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区系成分最多的是红豆杉科(5／3，种／属)，木 

兰科(5／4)，松科(4／4)，樟科(4／2)，只 1种的科有 

19个，占总科数的 65．52 。其中水蕨科、菱科、连 

香树科、水韭科、三尖杉科(Cephalotaxaceae)、珙桐 

科为单属科，银杏 科 (Ginkgoaceae)、伯 乐树科 

(Bretschneideraceae)为单种科。而且银杏科、伯乐 

树科、珙桐科等为中国特有科。 

45属成分中单种属有 15属，如银杏、金钱松、 

水松 、白豆杉、旱莲木 、香果树 、永瓣藤 、双花木、半枫 

荷 (Semiliquidambar)、福 建 柏 (Fokienia)、莼 菜 

(Brasenia)、蛛 网 萼 (Platycrater)、钟 萼 木 

(Bretschneidera)、伞花木(Eurycorymbus)、水青树 

(Yetracentron)等属 ；少种属(2～7种)9属，如莲、珙 

桐、苦梓 、水蕨 、榧树 、连香树 (Cercidiphyllum)、榉 

(Zelkova)、山豆根 (Euchresta)、鹅掌楸 (Lirioden— 

dron)等属，两项合占总属 53．33 。中国特有分布 

(16属)最突出，占 35．56 。 

本省 53种成分中，中国特有成分 28种，占 

52．83 9，5，其中：落叶木莲(亦称华木莲)为江西特有 

种 ，永瓣藤、华东黄杉、中华水韭 、蛛网萼等为华东特 

有；水青树、金钱松、香果树、红豆树等为华中特有； 

楠木、闽楠、苦梓、资源冷杉等为华南特有。 

3 江西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时空分析 

3．1江西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时间(历史成分) 

分析 

江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珍稀孑遗植物 

有34种，占64．15 9，6。它们中起源于古生代植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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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毛狗 Cibotium barometz 

3．水蕨 Ceratopteris thallctroldes 

4．粗梗水蕨 c．pteridoides 

5．桫椤 Alsophila spinulosa 

6．粗齿桫椤 Gymnosphaera hancockii 

7．针毛桫椤 G．mettenlana 

8．银杏 Ginkgo biloba 

9．资源冷杉 Abies ziyuanensis 

10．华东黄杉 Pseudotsuga gaussenii 

11．华南五针松 Pinus k~angtungensis 

12．金钱松 Pseudolarix kaempferi 

13．水松 Glyptostrobus pensilis 

14．福建柏 Fokienla hodginsii 

15．篦子三尖杉 Cephalotaxus oliveri 

16．红豆杉 Taxus chinensls 

17．南方红豆杉 mairei 

18．白豆杉 Pseudotaxus chienii 

19．榧树 Torreya grandis 

20．长叶榧树 jackii 

21．长序榆 Ulmu$elongata 

22．榉树 Zelkova schneideriana 

23．金养麦 Fagopyrum dibotrys 

24．鹅掌楸 Liriodendron chinense 

25．厚朴 Magnolia officlnalis 

26．凹叶厚朴 M．officinalis subsp．biloba 

27．落叶木莲 Manglietla decldua 

28．水青树 Tetracentron sinense 

29．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30．浙江楠 Phoebe chekiangensis 

31．楠木 P．zhennan 

32．闽楠 P．bournei 

33．连香树 Cercidiphyllum japonicum 

34．莲 Nelumbo nucifera 

35．莼菜 Brasenia schreberi 

36．贵州萍蓬草 Nuphar bornetii 

37．野菱 Trapa incisa var．quadrcaudata 

38．长柄双花木 
Disanthus cercidifolius var．1ongipes 

39．半枫荷 Semiliquidanubar cathayensis 

40．蛛网萼 Platycrater arguta 

41．山豆根 Euchresta japonica 

42．花榈木 Ormosia henryi 

43．红豆树 O．hosiei 

44．野大豆 Glycine$oja 

45．毛红椿 Toona ciliata var．pubescens 

46．伞花木 Eurycorymbus cavaleri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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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等 

井冈山的坪水山(仅 3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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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修水 、铜彭，三清山 

弋阳、东乡、铅山，庐山栽培 

三清山、资溪、黎川 、井冈山、大岗山、崇义聂 
都、上犹 ，庐山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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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考 王诗云等，1995；江西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1993；张若蕙，1994~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1999；李文华等，19950~康标等，2001；裘树平 

等，1994；潭钜生等，1989。 

表 2 江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科属统计与生长型 

Statistics of family，genera and growth form of the national protected wild plants in Jiangxi Province 

科数 属数 种数 No．of species 

No．of families No．of genera 乔木 Arbor 灌木 Shrub 草本 Herb 藤本 Liana 

蕨类植物 Fern 4 5 一 一 

占江西总数 Percentage in total( ) 13．79 11．11 一 一 

裸子植物 Gymnosperm 6 10 12 一 

占江西总数 Percentage in total( ) 20．69 22．22 22．64 一 

被子植物 Angiosperm 19 30 24 3 

占江西总数 Percentage in total( ) 65．52 66．67 45．28 5．66 

合计 Total 29 45 36 3 

占江西总数 Percentage in total( ) 100 100 67．92 5．66 

桫椤科的桫椤、粗齿桫椤、针毛桫椤等；起源于中生 

代三叠纪植物有蚌壳蕨科的金毛狗等；侏罗纪植物 

有银杏科的银杏、睡莲科的莲、莼菜、贵州萍蓬草等； 

白垩纪植物有红豆杉科的南方红豆杉、红豆杉、白豆 

杉、榧树、长叶榧树、三尖杉科的篦子三尖杉、松科的 

资源冷杉、华东黄杉、华南五针松、金钱松、柏科的福 

建柏等；起源于第三纪植物有樟科的香樟、浙江楠、 

楠木、闽楠，榆科的榉树，木兰科的鹅掌楸、厚朴、凹 

叶厚朴 ，连香树科的连香 树，无患子科的伞花木 ，金 

缕梅科的长柄双花木、半枫荷，紫树科的喜树，珙桐 

科的珙桐和水青树科的水青树等(竹内亮，1957；武 

吉华等，1983)。说明白燕山运动以来，今 日江西地 

貌雏形已形成，且没有受第四纪大陆冰川影响，成为 

第三纪以前植物的“避难所”。 

3．2江西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空间分析 

江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表 3)，属于窄 

域性分布植物(即1～5个省区之内有分布的植物) 

有 16种，占总种数 30．77 9，6，如长柄双花木、落叶木 

莲、白豆杉、中华水韭、长序榆、贵州萍蓬草、浙江楠、 

野菱、针毛桫椤、粗齿桫椤、华东黄杉、资源冷杉等； 

中域性分布植物(即 6～15个省区之内有分布的植 

物)32种最为突出，占总种数 60．38 ；16个省区以 

上有分布的广域分布种只有银杏、南方红豆杉、榉 

树、野大豆和莲 5种 。 

3．2．1江西分布 根据生态环境和植物区系成分的 

差异，笔者按地理区域划分：赣南分布成分有福建 

柏、金毛狗、桫椤、粗齿桫椤、华南五针松、半枫荷、伯 

乐树、苦梓等；赣北分布成分有鹅掌楸、水青树、珙 

桐、野菱、贵州萍蓬草、莼菜、连香树、金钱松、香榧、 

粗粳水蕨等；赣东北分布成分有华东黄杉、水松、长 

叶粗榧、香榧、长序榆、浙江楠、蛛网萼等；赣西分布 

成分有福建柏、针毛桫椤、资源冷杉等；赣中分布成 

分有落叶木莲、普通野生稻等。 

3．2．2中国分布 据王荷生教授对我国种子植物特 

有属分布型的划分，江西有 6个分布型，江西特有属 

占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的 4．67 (表 4)。由表 4可 

见 ，江西特有属与华 中、西南关系最密切 ，说明植物 

种群的扩散、迁移 、交流联系 以东西向为主，南北 向 

为次 ，这也反映了种群 扩散深受东西 向或近于东 西 

向分布的大江大河大山脉的阻挡，难以向南北扩散 

的缘故。 

3．2．3世界分布 据吴征镒、王荷生教授(1983)划 

分的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来看，江西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 45属可划分为 12个分布区类型，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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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毛狗 Cibotium barometz 

3．水蕨 Ceratopteris thalictroldes 

4．粗梗水蕨 C pteridoides 

5．桫椤 Alsophila spinulosa 

6．粗齿桫椤 Gymnosphaera hancockii 

7．针毛桫椤 G．metteniana 

8．银杏 Ginkgo biloba 

9．资源冷杉 Abies ziyuanensis 

10．华东黄杉 Pseudotsuga gaussenii 

11．华南五针松 Pinus kzoangtungensis 

12．金钱松 Pseudolarix kaempferi 

13．水松 Glyptostrobus pensilis 

14．福建柏 Fokienia hodginsii 

15．篦子三尖杉 Cephalotaxus oliveri 

16．红豆杉 Taxus chinensis 

17．南方红豆杉 mairei 

18．白豆杉 Pseudotaxus chienii 

19．榧树 Torreya grandis 

20．长叶榧树 jackii 

21．长序榆 Ulmus elongata 

22．榉树 Zelkova schneideriana 

23．金养麦 Fagopyrum dibotrys 

24．鹅掌楸 Liriodendron chinense 

25．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26．凹叶厚朴 M offlcinalis subsp．biloba 

27．落叶木莲 Manglietia decidua 

28．水青树 Tetracentron sinense 

29．香樟 Cinnamomum cam ora 

3O．浙江楠 Phoebe chekiangensis 

31I楠木 P．zhennan 

32．闽楠 P．bournei 

33．连香树 Cercidiphyllum japonicum 

34．莲 Nelumbo nucifera 

35．莼菜 Brasenia schreberi 

36．贵州萍蓬草 Nuphar bornetii 

37．野菱 Trapa incisa var．quadraudata 

* * * * 

* * * * * * * * * * * 

38．长柄双花木 Disanthus cercidifolius var．1ongipes 

39．半枫荷 Semiliquidambar cathayensis 

40．蛛网萼 Platycrater arguta 

41．山豆根 Euchresta japonica 

42．花榈木 Ormosia henryi 

43．红豆树 Q hosiei * * 

44．野大豆 Glycine soja 

45．毛红椿 Toona ciliata var．pubescens 

46．伞花木 Eurycorymbus cavaleriei 

47．永瓣藤 Monimopetalum chinense 

48．喜树 Camptotheca acuminata 

49．珙桐 Davidia involucrata 

50．香果树 Emraenopterys henryl 

51．伯乐树 Bretschneidera si，lensis 

52．普通野生稻 Oryza ru pogon 

53．苦梓 Gmelina hainanensi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参考 王诗云等，1995I江西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1993I张若蕙，1994；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1999；李文华等，1995}戚康标等，2001；裘树平 

等，1994；潭钜生等，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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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或以热带分 布为主的属 占总属数 的 26．67％； 

以温带或以温带分布为主的属占31．11 。其中与 

地中海联系有榉树属等；与日本联系有樟、冷杉、三 

尖杉、连香树、蛛网萼等属；与非洲热带、亚热带联系 

有红豆树、大豆、稻等属；热带亚洲成分有木莲、山豆 

根、福建柏、三尖杉、养麦等属；与北美联系有鹅掌楸 

等属；与大洋洲热带联系有黑桫椤、香椿等属；与欧 

洲联系有榆属等。 

表 4 江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特有属的分布型结构 (王荷生等 ，1994) 

Table 4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he endemic genera of the national protected wild plants in Jiangxi Province 

分布型 
Distribution 

patterns 

帽
Gen

臌
era G

洳
ene

属

ra；of Pereent ageof China Jiangx n tota 一一 i i I(％) ⋯⋯⋯⋯一 
1．华南分布 South China 

2．西南分布 Southwest China 

3．西南一东南或中南半岛北部分布 
Southwest to So utheast China or North of Indo-Chinese Peninsula 

4．西南一华 中分布 Southwest to Central China 

5．西南一华 中一华东分布 
Southwest to C，entral China to East China 

6．西南一西北一华北分布 
Southwest to Northwest to North China 

7．西南一藏南一东喜马拉雅分布 
Southwest to So uth Tibet to East Himalayas 

8．华中一华东分布 Central China to East China 

1O．西北干旱地 区或至蒙古 、中亚分布 
Dry region in Northwest or Mongolia or Central Asia 

11．青藏高原一喜马拉雅 ；中亚高山分布 
Qingzang Plateau to Himalayas or High Mountain in Central Asia 

12．东喜马拉雅一中国东部分布 
East Himalayas to East China 

13．广布(中国东部)Distribution Extensiveiy(East China) 

合 计 Total 

4 

O 

1 

7．55 水松、苦梓 、半枫荷、山豆根 

0 —— 

3．85 福建柏 

4．76 珙桐 

23．53 伯乐树、喜树、伞花木 、香 
果树 

1O 水青树 

O ～  

2O．83 银杏、金钱松、白豆杉、双 
花木、永瓣藤 

0 —— 

O ～  

O —  

O 一  

4．67 — 

4 江西省 同各省 区植物 区系的相 

关关系 

为了反映江西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丰富性和它 

同各省区植物区系之间的密切程度 ，这里采用综合 

指数和相似度，其一般通用数学表达式为： 

口 ．一 一 

S 一三[(X —X )／X ] ⋯⋯⋯⋯⋯⋯⋯ (1) 
j； 1 

S ：P个省区中第 i省区的综合指数(本文只采 

用了28个省区)；蜀 ：P个省区中第i个省区q个分 

类单位中第 个分类单位的数值；叉 ：P个省区中g 

个分类单位第 个分类单位的平均数；i=1，2，3， 

⋯⋯P，P是省区数 (本 文未对 4个直辖市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进行统计)；J一1，2，3，⋯⋯q，q是分类单 

位数(本文只采用科、属、种三级分类单位)。 

Hf一
．

2,
一

[2ZoI(X +y )]．．⋯⋯⋯⋯⋯⋯·(2) 
-= ■ 

补充条件： 

fH ≥O[当x nY ，一{0)时，H 一o3 

Hi_{ [ >o， >o，当 n ≠(o)时， ≤妇 【
o≤ H ≤ 。 

H ：P个省区中第 i个省区第 个分类单位与 

第 个省区第 个分类单位的相似系数和，即相似 

度；Z P个省区中第 i个省区第 个分类单位同比 

较省区第 个分类单位的共有成分数值； ：P个省 

区中第 i个省区第 个分类单位的数值； ：P个省 

区中第 个省区第 个分类单位的数值；i一1，2，3， 

⋯ ⋯  ⋯ ⋯ P，p(同上)； ===l，2，3，⋯⋯q，q(同上)。 

从计算结果(表 5)可见：赣综合指数 S一1．280 

6，居 28个省区中的第七位，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极为 

丰富，仅次于云、桂、川、粤、贵、浙等，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最不丰富的是宁、新、鲁、冀、晋、青、蒙、黑、辽、 

吉、豫，其综合指数 S≤一1．300 0；从种相似系数和相 

似度看，赣与湘、浙、闽、鄂、皖、贵、粤、桂、苏最密切， 

其种相似系数≥0．464 8，相似度 H ≥1．540 9，其 

次，与陕、粤；川、桂、苏、豫、云等关系密切 。关系最 

疏远的是青、新，其种相似系数=0，相似度 H --0。 

1  4  1  O  5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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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与结束语 

(1)江西省生态环境优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 29科 45属 53种 (包括变种 、亚种)十分丰富，综 

合评价指数处第七位 ，是 中国天然的植物基 因库和 

种质资源储存库 。 

(2)江西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成分复杂，其 

属分布区类型 12个，其中，以温带或以温带分布为 

主的属最突出，占31．11％。特有属分布型6个，与 

华中、西南关系最密切，种群的扩散、迁移、交流联系 

以东西向为主，南北向为次。按相似度由大到小依 

次是：湘、浙、闽、鄂、皖、贵、粤、桂、苏、川、陕、豫、云、 

台、甘、晋、冀、藏(藏南)、辽、琼、鲁、宁、蒙、黑、吉、 

新、青。说明江西植物与周边邻省植物联系密切、彼 

此渗透 ，随着距离增大联系减弱 。 

表 5 江西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之比较 

Table 5 Characters of the national protected wild plants in Jiangxi Province 

注：参考 王诗云等，1995；江西植物志编辑委员会，1993；张若蕙，1994~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1999l李文华等，1995}戚康标等，2001；裘树平 

等，1994；潭钷生等，1989。 

(3)江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濒危的主要原 

因同其他省区一样，其一是森林的破坏，使原有生态 

环境改变，如地下水位下降、空气湿度变小、土壤侵 

蚀加重、土层变薄、土壤结构和质地破坏 、光 照条件 

改变等，使一些植物不能生存。其二是由于经济发 

展的需要，对生态环境的利用远远大于其保护，使局 

部地区一些物种消失，如中华水韭等。其三是一些 

药用与观赏价值高的物种，因栽培意识或栽培技术 

没有跟上，盲目采挖，导致种群数量锐减，如金毛狗 

等。其四是旅游开发，导致游人有意无意的践踏或 

折枝，使种群消亡。其五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不 

到位 ，保护意识淡薄。 

(4)江西省在今后经济建设中，应重点加强窄域 

(下转第 7O页 Continue on page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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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种的保护，同时加大具有药用或观赏性物种的栽 

培。具体措施是：对窄域分布种进一步调查、登记 、造 

册、存档；加大保护物种的宣传力度；加重对植物破坏 

的惩处力度，利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加以 

控制；政府行政部门应鼓励和支持公司和个人对植物 

苗木的栽培以及科研院所提供栽培技术和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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