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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苦苣苔科植物濒危程度和优先保护序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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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ꎬ以已知广西现存分布的苦苣苔科 ２４ 属 ２３６ 种珍稀特有植物(截
至 ２０１８ 年底)为研究对象ꎬ通过对其评价指标定量化和权重分配处理ꎬ计算各物种的“濒危系数”和“优先

保护值”ꎬ确定其濒危等级及优先保护次序ꎮ 结果表明:２３６ 种广西苦苣苔科植物中有 ５８ 种处于极危状态

(ＣＲ)ꎬ７０ 种处于濒危状态(ＥＮ)ꎬ７２ 种处于易危状态(ＶＵ)ꎬ３１ 种处于近危状态(ＮＴ)ꎬ５ 种处于无危状态

(ＬＣ)ꎻ优先保护值范围为 ０.４２９~ ０.９５２ꎬ其中被划为 Ｉ 级保护植物 １０７ 种ꎬⅡ级保护植物 ７５ 种ꎬⅢ级保护植

物 ２８ 种ꎬⅣ级保护植物 ２６ 种ꎮ 该研究结果与国家级、省级植物保护的种类和级别以及根据文献和 ＩＵＣＮ 物

种红色名录所综合得出的濒危等级情况在部分种类上存在一定差异ꎬ但与目前广西分布的苦苣苔科植物所

受保护与受破坏的现象基本一致ꎬ大部分苦苣苔科植物在广西所遭受的威胁程度在进一步加强ꎬ应当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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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

视ꎬ各国政府和科学家通过多方面多渠道ꎬ采取多

种保护措施进行保护ꎮ 然而ꎬ从保护的效率上来

考虑ꎬ保护行动应有明确的目标或重点的对象(地
区或类群等) (马克平ꎬ２００１)ꎮ 因此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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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也是当前保护生物学研究

的焦点问题(曹伟等ꎬ２０１２)ꎮ 近年来ꎬ国内外学者

对珍稀濒危植物优先保护评价的定量研究开展了

大量工作(Ｒａｎａ ＆ Ｓａｍａｎｔꎬ ２０１０ꎻ石道良等ꎬ２０１１ꎻ
Ｓａｆｏｎｆ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汪书丽等ꎬ２０１３ꎻ陈瑞冰和张光

富ꎬ２０１５)ꎬ这些研究多以某个自然保护区内的植

物为对象ꎬ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不同的评价体系ꎬ进
行了珍稀濒危保护植物优先保护定量研究ꎮ 以某

个类群为对象的研究比较少见ꎬ刘蔚漪等(２０１１)
对云南省珍稀濒危竹类进行了优先保护定量评

价ꎬ其评价结果为云南竹类珍稀种质资源的保护

提供了相关的参考依据ꎮ
苦苣苔科(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植物大多为多年生草

本ꎬ全世界约有 １５０ 属 ３ ５００ 种 ( 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ꎬ广泛分布于亚洲东部和南部、非洲、欧洲南

部、大洋洲、南美洲至墨西哥等热带至温带地区ꎮ
我国是苦苣苔科植物的分布中心之一ꎬ种类十分

丰富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我国共记录有苦苣苔科

植物 ４４ 属 ７５７ 种(含种下单位)(许为斌等ꎬ２０１７ꎻ
温放等ꎬ２０１９ꎬ２０２０)ꎮ 在我国ꎬ该科植物主要分布

于长江以南ꎬ华南的广西和邻近的石灰岩区域以

及西南(更是这类植物的分布和多样性中心)ꎬ同
时有些种类还具有分布范围狭窄、数量少等特点ꎬ
其生存环境易受人为因素的威胁ꎮ 在苦苣苔科植

物中ꎬ有 ５ 种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
一批)»列为国家Ⅰ级或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国家林业局ꎬ１９９９)ꎮ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一

卷)»中ꎬ有 ３８ 种苦苣苔科植物濒危状况被评估

(汪松和解焱ꎬ２００４)ꎬ«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

名录»中评估了 ４９６ 种苦苣苔科植物ꎬ其中 ７３ 种

受威胁(覃海宁等ꎬ２０１７)ꎮ 然而ꎬ这些评价多是从

全国范围情况来考虑的ꎬ且多为定性评价的结果ꎮ
根据我们持续多年的野外跟踪调查ꎬ很多苦苣苔

科植物在广西乃至华南和西南地区其濒危状况和

上述文献中涉及的评估结果颇有差异ꎬ如何对广

西苦苣苔科植物受威胁状况进行更精准的评估ꎬ
对于苦苣苔科乃至将来拓展到其他科属珍稀植物

的有效保护ꎬ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本研究以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下简称

广西)的苦苣苔科植物[含 １９９８ 年中国植物志(英
文版)(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出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发表的分布于广西的新分类群]为对象ꎬ通
过对其受威胁程度的定量分析和综合评价ꎬ确定

其在广西区内的濒危程度和优先保护等级ꎬ以期

为相关学者及有关部门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提供

科学依据ꎬ也为将来从遗传多样性、就地保护和迁

地保护等多角度实施保护措施奠定研究基础ꎮ

１　 自然概况

广西位于 １０４°２６′—１１２°０４′ Ｅ、２０°５４′—２６°２４′ Ｎ
之间ꎬ总面积 ２３.６７ 万 ｋｍ２ꎮ 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南

边缘ꎬ两广丘陵西部ꎬ南面朝向北部湾ꎬ地跨北热

带、南热带和中亚热带ꎮ 广西有海拔２ ０００ ｍ 以上

２９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的高山ꎬ也有海拔较低的平原、台地、谷地和丘陵ꎮ
境内还有面积广大的喀斯特地貌露出于地表的碳

酸盐约占全区总面积的 ４０％ꎬ形成风景壮丽的峰

丛、峰林、洞穴、溶蚀平原及河谷(王映文ꎬ１９８６)ꎮ
广西地处低纬度地区ꎬ热量丰富ꎬ由于南北跨约 ５
个纬度ꎬ不同地区气温相差较大ꎬ从南到北ꎬ年均

气温 １８ ~ ２３ ℃ꎬ高海拔地带年均气温更低ꎬ≥１０
℃年积温 ８ ３００ ~ ５ ６００ ℃ꎮ 广西为季风气候区ꎬ雨
量丰富ꎬ年降水量一般在 １ ３００ ~ １ ８００ ｍｍ 之间ꎬ
但各地差异明显ꎬ有雨季和旱季之分ꎮ 土壤类型

主要有砖红壤、赤红壤、红壤、黄壤、石灰土、紫色

土和滨海盐土ꎮ 广西复杂的地形地貌、不同的气

候条件ꎬ为各种植物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ꎬ
孕育了极其丰富的植物区系ꎬ据不完全统计ꎬ广西

有维管植物 ８ ５６５ 种ꎬ隶属于 ２８５ 科１ ８１９属ꎮ 其

中蕨类植物 ５６ 科 １５３ 属 ８４５ 种ꎬ种子植物 ２２９ 科

１ ６６６ 属 ７ ７２０ 种ꎬ仅次于云南而位居全国第二位

(苏志尧等ꎬ１９９６ꎻ黄仕训等ꎬ２００６ꎻ韦毅刚ꎬ２００８)ꎮ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广西分布苦苣苔科珍稀特有植物的确定

依据 相 关 文 献 (许 为 斌 等ꎬ ２０１７ꎻ温 放 等ꎬ
２０１９)、最近开展的广西本土植物全覆盖项目调查

资料(韦毅刚等ꎬ２０１９)以及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发表的所有产于广西的新分类群文献ꎬ
共整理出广西已知分布的苦苣苔科珍稀特有植物

２３７ 种[其中现存分布 ２３６ 种ꎬ特有单型属圆果苣

苔属(Ｇｙｒｏｇｙｎｅ Ｗ. Ｔ. Ｗａｎｇ)的圆果苣苔(Ｇ. ｓｕｂａｅ￣
ｑｕｉｆｏｌｉａ Ｗ. Ｔ. Ｗａｎｇ)已被评为野外灭绝(ＥＷ)的等

级]ꎮ 确定广西苦苣苔科植物的珍稀与特有程度

主要遵循以下原则: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第一批)» (国家林业局ꎬ１９９９)、«中国物种红

色名录(第一卷)»(汪松和解焱ꎬ２００４)及«中国高

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覃海宁等ꎬ２０１７)评估的

在广西有分布的珍稀濒危种类和受威胁的种类及

一些分布狭窄、数量稀少的种类ꎬ包括属于中国特

有种和广西特有种以及在新分类群发表时经作者

审定属于除无危(ＬＣ)和数据缺乏(ＤＤ)外的所有

ＩＵＣＮ 濒危等级ꎮ

２.２ 评价指标的建立与计算

在参考其他学者对珍稀濒危植物优先保护定

量研究的基础上(曹伟等ꎬ２０１２ꎻ汪书丽等ꎬ２０１３ꎻ
陈瑞冰和张光富ꎬ２０１５)ꎬ根据苦苣苔科植物的生

物学特性ꎬ将指标做了相应的改动以适合于广西

的具体实际情况ꎮ 通过对珍稀特有植物的评价指

标赋值计算出濒危系数、利用价值系数、保护现状

系数和繁殖难易系数的优先保护值ꎮ
２.２.１ 濒危系数 　 用以表示广西苦苣苔科珍稀特

有植物在自然分布状态下其种群的濒危程度ꎬ指
标见表 １ꎮ

在对上述表格中的 ６ 项指标定量评价后ꎬ计算

各物种的濒危系数(Ｃ濒)ꎬ计算公式如下:

Ｃ濒 ＝ ∑
６

ｉ ＝ １
Ｘｉ /∑

６

ｉ ＝ １
ＭａＸｉ ꎮ

式中:Ｘｉ 为各项评价指标实际得分ꎻＭａＸｉ 为
各项指标评价指标最高得分ꎮ

根据濒危系数( Ｃ濒)值大小和国际濒危物种

等级新标准(单章建等ꎬ２０１９)ꎬ物种濒危等级如

下:极危( ＣＲ) Ｃ濒 > ０. ９０ꎬ 濒危 ( ＥＮ) Ｃ濒 ＝ ０. ８０ ~
０.９０ꎬ 易危(ＶＵ)Ｃ濒 ＝ ０.６０ ~ ０.７９ꎬ近危(ＮＴ) Ｃ濒 ＝
０.４０ ~ ０. ５９ꎬ无危 ( ＬＣ) Ｃ濒 < ０. ４０ (汪松和解焱ꎬ
２００４ꎻ汪书丽等ꎬ２０１３)ꎮ
２.２.２ 利用价值系数　 用以表示苦苣苔科植物在科

研、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价值大小ꎬ主要指迄

今被人们认识并开发利用或具潜在的开发利用价

值高低大小ꎬ如在观赏、科研、绿化、药用、食用等多

方面的价值ꎮ 评分最高设为 ５ 分ꎬ其中:５ 分为具有

很高的观赏、食用、药用价值以及重要的育种材料ꎻ４
分为具有较好的观赏、食用、药用价值的种类ꎻ３ 分

为具有一般观赏、食用、药用价值的种类ꎻ２ 分为观

赏、食用、药用价值较差的种类ꎻ１ 分为无特殊用途

的种类或目前发现仅具有基因保存价值的种类ꎮ
且得到该部分的计算公式:利用价值系数(Ｃ价)＝ Ｘ /
５ꎬ式中 Ｘ 为各项评价指标实际得分ꎮ
２.２.３ 保护现状系数 　 指迄今已采用保护措施的

情况下ꎬ珍稀濒危植物得以保护的程度ꎮ 其主要

指标分为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现状ꎮ 就地保护现

状根据广西苦苣苔科植物在原产地自然条件下受

到保护的种群量大小而进行评分ꎬ最高设为 ４ 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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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广西苦苣苔科珍稀特有植物濒危系数评分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ｏｒ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评定指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定性描述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评分
Ｓｃｏｒｅ

国内分布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 省 / 区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ｒｅｇｉｏｎ ５

２~ ３ 省 / 区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２ ｔｏ 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ｒｅｇｉｏｎ ４

４~ ６ 省 / 区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４ ｔｏ ６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ｒｅｇｉｏｎ ３

７~ １０ 省 / 区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７ ｔｏ １０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ｒｅｇｉｏｎ ２

１１ 省 / 区以上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１

广西分布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 ~ ２ 市(县)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 ｔｏ ２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５

３~ ５ 市(县)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３ ｔｏ ５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４

６~ １０ 市(县)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６ ｔｏ １０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３

１１~ １５ 市(县)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１ ｔｏ １５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２

１６ 市(县)及以上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６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１

广西现存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草本植物(株) Ｈｅｒｂ(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ｌａｎｔ)

<５０ ５

５０~ ２００ ４

２０１~ １ ０００ ３

１００１~ １０ ０００ ２

>１０ ０００ １

种群消失速度∗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在近 ５０ ａ 间种群消失快(种群消失大于原种群的 １ / 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３

在近 ５０ ａ 间种群消失中等(种群消失为原种群的 １ / ４ ~ １ / 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ｔｏ １ / ４－１ / ２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２

在近 ５０ ａ 间种群消失缓慢(种群消失为原种群的 １ / ４ 以下)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ｔｏ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 / ４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１

种群结构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衰退型 Ｂ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ｙｐｅ ３

间歇型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ｔｙｐｅ ２

稳定型 Ｓｔ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１

抗灾能力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弱型 Ｗｅａｋ ｔｙｐｅ ３

中等型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ｙｐｅ ２

强型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ｙｐｅ １

　 注: ∗表示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① 通过原产地当地居民的访谈ꎻ② 原产地基建及林地地块使用估算ꎻ③ 最近 １０ ａ 左右的天气变化
情况ꎻ④ 灾难性的极端天气情况(如长时间干旱、高级别台风等)和地质灾害(如山体滑坡等)等ꎮ
　 Ｎｏｔｅ: ∗ ｍｅａｎｓ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ｗａｙｓ ①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ꎻ ②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ꎻ ③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ｒ ｓｏꎻ ④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ꎬ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ｔｙｐｈｏｏｎｓꎬ ｅｔｃ.)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ꎬ ｅｔｃ.)ꎬ ｅｔｃ.

其中:４ 分为未进行就地保护或其已知所有的分布

点都不在任何保护区、保护小区内ꎬ或已知的分布

点自然生境目前已经受到各种因素(包括自然因

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ꎻ３ 分为有少量种群个体或

１ / ４ 种群量以下的个体处于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

公园等受保护的栖息地内ꎻ２ 分为有部分个体或

１ / ４ ~ １ / ２ 种群量的个体位于上述的受保护栖息地

内ꎻ１ 分为充分保护ꎬ有足够植株或 １ / ２ 种群量以

上植株处于自然保护区内ꎮ 迁地保护现状最高设

为 ４ 分ꎬ根据多年来对苦苣苔科植物进行迁地保

护的数量或扩大栽培的数量来评分ꎮ 其中:未有

任何迁地保护措施或虽经过迁地保护实验ꎬ引种

后很难实现从种子到种子的一个生活史周期或始

终未能成活的评为 ４ 分ꎻ迁地能够引种成活ꎬ在一

定特殊条件保障下便可以实现种子到种子的生活

史周期的或经种子及营养繁殖在 １００ 株以内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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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３ 分ꎻ较易于引种成活、在生长温室保护地内较

容易实现生活史更替者或繁殖量在 １００ ~ ５００ 株评

为 ２ 分ꎻ极易引种成活、无需特殊护理能够自行完

成整个生活史周期、引种营养繁殖或种子繁殖总

繁殖量超过 ５００ 株的评为 １ 分ꎮ
保护现状系数(Ｃ保)计算公式如下:

Ｃ保 ＝ ∑
２

ｉ ＝ １
Ｘｉ /∑

２

ｉ ＝ １
ＭａＸｉ ꎮ

式中:Ｘｉ 为各项评价指标实际得分ꎻＭａＸｉ 为
各项指标评价指标最高得分ꎮ
２.２.４ 繁殖难易系数 　 主要指广西苦苣苔科珍稀

植物迁地保护繁殖的难易程度ꎮ 最高设为 ３ 分ꎬ
其中:３ 分为难繁殖(主要指播种繁殖难ꎬ发芽率不

超过 ５０％ꎮ 扦插繁殖很难成活)ꎻ２ 分为繁殖难度

中等(发芽率一般低于 ２０％ꎬ扦插难度中等)ꎻ１ 分

为各种繁殖方法都较容易ꎬ成活率高ꎮ 其中ꎬ依托

于广西植物研究所和桂林植物园的中国苦苣苔科

植物 保 育 中 心 (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ＧＣＣＣ)建立的低温种子库ꎬ已经收集了广

西 ７０％以上该科物种的种子ꎬ并在种子入库前按

照属一等级开展了部分发芽实验ꎬ如陆氏石山苣

苔和靖西石山苣苔(吴昊天ꎬ２０１７)ꎬ同时也参考部

分关于我国及我区苦苣苔科植物种子萌发和发芽

率的 相 关 研 究 成 果ꎬ 如 弥 勒 苣 苔 ( 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盾叶粗筒苣苔和吊石苣苔等(赵大克等ꎬ
２０１０)ꎮ 综合从已掌握的同属物种角度出发进一

步估算同属物种的种子萌发难易程度ꎬ结合在

ＧＣＣＣ 日常繁殖工作中使用的叶插、枝插等繁殖方

式ꎬ得到本部分的计算公式:繁殖难易系数(Ｃ繁)＝
Ｘｉ / ３ꎮ 式中 Ｘｉ 为各项评价指标实际得分ꎮ
２.３ 优先保护值的计算及等级划分

根据上述 １０ 个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而确

定ꎬ经过各种资料反复研讨(曹伟等ꎬ２０１２ꎻ陈瑞冰

和张光富ꎬ２０１５ꎻ韦毅刚等ꎬ２０１９)ꎬ确定权重分配:
濒危系数为 ５５％ꎻ利用价值系数为 １５％ꎻ保护现状

系数为 ２０％ꎻ繁殖难易系数为 １０％ꎮ 优先保护等

级根据优先保护值( Ｖ优 )评定:Ｖ优 ＝ ５５％Ｃ濒 ＋
１５％Ｃ价＋２０％Ｃ保＋１０％Ｃ繁ꎮ

优先保护级别:Ｖ优>０.８０ꎬ急需保护ꎬ推荐优先

保护等级为 Ｉ 级ꎻ０.７０<Ｖ优≤０.８０ꎬ需要保护ꎬ推荐

优先保护等级为Ⅱ级ꎻ０.６０<Ｖ优≤０.７０ꎬ适当保护ꎬ
推荐优先保护等级为Ⅲ级ꎻＶ优≤０.６０ꎬ可以考虑在

种群数量、生境等尚未受到严重危险ꎬ推荐目前维

持原状ꎬ列为Ⅳ级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广西苦苣苔科珍稀特有植物的濒危程度

由表 ２ 可知ꎬ根据濒危系数(Ｃ濒)值的大小对

广西苦苣苔科珍稀特有植物进行了分类ꎬ濒危程

度情况如下:评价为极危(ＣＲ)的有 ５８ 种ꎬ占总种

数的 ２４.５７％ꎬ主要种类有环江石蝴蝶、裂檐苣苔、
方鼎苣苔、碎米荠叶报春苣苔、德保报春苣苔、瑶
山苣苔、广西石山苣苔等ꎻ濒危( ＥＮ)的有 ７０ 种ꎬ
占总种数的 ２９.６６％ꎬ主要种类有报春苣苔、刺齿

报春苣苔、红苞半蒴苣苔、广西异唇苣苔、弥勒苣

苔、广西粗筒苣苔等ꎻ易危(ＶＵ)的有 ７２ 种ꎬ占总

种数的 ３０.５１％ꎬ主要种类有药用报春苣苔、条叶

报春苣苔、毡毛后蕊苣苔、细叶蛛毛苣苔、匍茎短

筒苣苔、小花苣苔等ꎻ近危(ＮＴ)的有 ３１ 种ꎬ占总种

数的 １３.１４％ꎬ主要种类有单座苣苔、广西芒毛苣

苔、紫花马铃苣苔、东南石山苣苔、桂黔吊石苣苔、
大苞漏斗苣苔等ꎻ无危(ＬＣ)的有 ５ 种ꎬ分别是蚂蝗

七、华南半蒴苣苔、旋蒴苣苔、贵州半蒴苣苔、牛
耳朵ꎮ
３.２ 广西苦苣苔科植物优先保护等级评价

根据优先保护值的划分ꎬ由表 ２ 看出:被评为

Ｉ 级 优 先 保 护 植 物 共 有 １０７ 种ꎬ 占 总 种 数 的

４５.３４％ꎬ主要种类有蒙自石蝴蝶、卷缘马铃苣苔、
吴氏报春苣苔、珙桐状报春苣苔、黄花半蒴苣苔、
密叶蛛毛苣苔等ꎬ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种群极少ꎬ个
体数量不多ꎻⅡ级优先保护植物共有 ７５ 种ꎬ点总

种数的 ３１.７８％ꎬ主要种类有黄花牛耳朵、盾叶蛛

毛苣苔、小横蒴苣苔、广西芒毛苣苔等ꎻⅢ级优先

保护植物共有 ２８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１１.８６％ꎬ主要种

类有单座苣苔、网脉蛛毛苣苔、药用报春苣苔、条
叶报春苣苔、稀裂圆唇苣苔等ꎻⅣ级优先保护植物

有 ２６ 种ꎬ点总种数的 １１.０２％ꎬ主要种类有河池报

春苣苔、软叶大苞苣苔、湘桂马铃苣苔、紫花马铃

苣苔、华南半蒴苣苔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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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３６ 种广西苦苣苔科植物的评价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２３６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濒危程度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Ｃ濒 Ｃ价 Ｃ保 Ｃ繁 Ｖ优

１ 环江石蝴蝶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ｈ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Ｒ ０.９５８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９５２

２ 蒙自石蝴蝶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ｉｏｄｉｏｉｄｅｓ ＣＲ ０.９５８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９５２

３ 卷缘马铃苣苔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ｃｏｔ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ＣＲ ０.９５８ ０.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７

４ 弯管马铃苣苔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ｃｕｒｖｉｔｕｂａ ＣＲ ０.９５８ ０.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７

５ 裂檐苣苔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ｐｕｍｉｌａ ＣＲ １.０００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５

６ 方鼎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ｆａｎｇｉａｎｕｓ ＣＲ ０.９５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９４４

７ 全缘叶石山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ｕｓ ＣＲ ０.９５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９４４

８ 吴氏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ｗｕａｅ ＣＲ ０.９５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９４４

９ 周氏小花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ａ ｖａｒ. ｚｈｏｕｉ ＣＲ ０.９５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９４４

１０ 德保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ｄｅｂａｏｅｎｓｉｓ Ｃ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９４２

１１ 恭城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ｇｕｅｉ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９４２

１２ 癞叶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ｅｐｒｏｓａ Ｃ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９４２

１３ 王氏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ｗａｎｇｉａｎａ Ｃ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９４２

１４ 碎米荠叶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Ｃ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９４２

１５ 融水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ｒｏｎｇｓｈｕｉｅｎｓｉｓ Ｃ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９４２

１６ 光华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ｔｒ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ｖａｒ. ｚｈｕａｎａ ＣＲ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３３３ ０.９４２

１７ 广西石山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ＣＲ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０

１８ 珙桐状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ｄａｖ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Ｃ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９３３

１９ 巨叶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ｇｉｇａｎｔｅａ Ｃ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９３３

２０ 靖西石山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ｊｉ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ＣＲ ０.９１７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９２９

２１ 长毛石山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ｖｉｌｌｏｓｕｓ ＣＲ ０.９１７ ０.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２４

２２ 齿叶瑶山苣苔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ｄａｙａｏｓｈａｎｉｏｉｄｅｓ ＣＲ ０.９１７ ０.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２４

２３ 河池石山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ｈｅｃｈｉｅｎｓｉｓ ＣＲ ０.９１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９２１

２４ 黑丝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ｍｅｌａｎｏ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ａ ＣＲ ０.９５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９１０

２５ 薄叶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 ＣＲ ０.９５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９１０

２６ 囊筒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ｃａｒｉｎａｔａ Ｃ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９０８

２７ 黄氏小花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ｈｕａｎｇｉｉ Ｃ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９０８

２８ 陆氏石山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ｌｕｉ ＣＲ ０.９１７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０４

２９ 瑶山苣苔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ｃｏｔ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ＣＲ ０.９１７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０４

３０ 天等石山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ｔｉａｎｄ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Ｒ ０.９１７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８９９

３１ 石蝴蝶状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ｉｏｉｄｅｓ ＣＲ ０.９１７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８９６

３２ 丽花石山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ｐｕｌｃｈｒｉｆｌｏｒｕｓ ＣＲ ０.９１７ ０.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９４

３３ 歧色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ｄｉｃｈｒｏａｎｔｈａ ＣＲ ０.９１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８８８

３４ 都安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ｄ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Ｒ ０.９１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８８８

３５ 变色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ｖａｒｉｃｏｌｏｒ ＣＲ ０.９１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８８８

３６ 褐纹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ｉｓｔｒｉａｔａ ＣＲ ０.９１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８８８

３７ 粗丝蛛毛苣苔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ｃｒａｓｉｆｉｌａ ＣＲ ０.９５８ ０.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８７

３８ 浅黄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ＣＲ ０.９５８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８８５

３９ 多花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ＣＲ ０.９５８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８８５

４０ 粗茎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ｃｒａｓｓｉｒｈｉｚｏｍａ ＣＲ ０.９５８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８８５

４１ 李氏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ｅｅｉｉ ＣＲ ０.９５８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８８５

４２ 贺州小花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ｈｅ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ＥＮ ０.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８７３

６９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续表 ２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濒危程度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Ｃ濒 Ｃ价 Ｃ保 Ｃ繁 Ｖ优

４３ 毛萼圆唇苣苔 Ｇｙｒ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ｌａｓｉｏｃａｌｙｘ ＣＲ ０.９１７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８６６

４４ 匍茎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ｄｉｆｆｕｓａ ＥＮ ０.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８６５

４５ 阳朔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ｙａｎｇｓｈｕｏｅｎｓｉｓ ＣＲ ０.９１７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８６３

４６ 多裂小花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ｍｕｌｔｉｆｉｄａ ＣＲ ０.９１７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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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文采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ｒｅｎｉｆｏｌｉａ ＥＮ ０.８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７９２

１１４ 芥状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ｂｒａｓｓｉｃｏｉｄｅｓ ＥＮ ０.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６２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９０

１１５ 合萼漏斗苣苔 Ｒａｐｈｉ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ｅｔｅｌｏｔｉｉ ＥＮ ０.８７５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６６７ ０.７８８

１１６ 革叶石山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ｃｏｒｉａｃｅｉｆｏｌｉｕｓ ＥＮ ０.８７５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６６７ ０.７８８

１１７ 钝萼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ｕｎｇ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ａｍｂｌｙｏｓｅｐａｌａ ＥＮ ０.８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８７

１１８ 紫腺小花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ＥＮ ０.８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８７

１１９ 星萼石山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ａｓｔｅｒｏｃａｌｙｘ ＥＮ ０.８３３ ０.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７８５

１２０ 广西异唇苣苔 Ａｌｌ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ＥＮ ０.８７５ ０.４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７８３

１２１ 广西吊石苣苔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ＥＮ ０.８３３ ０.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７８２

１２２ 灵川小花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ｉｎｇ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ＥＮ ０.８７５ ０.６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８０

１２３ 长萼半蒴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ｌｏｎｇｉｓｅｐａｌａ ＥＮ ０.８７５ ０.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７７８

１２４ 林生长蒴苣苔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ｉｌｖａｒｕｍ ＶＵ ０.７５０ ０.６００ ０.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７７８

１２５ 北流圆唇苣苔 Ｇｙｒ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ｃｈｏｒｉｓｅｐａｌｕｍ ｖａｒ. ｓｙｎｓｅｐａｌｕｍ ＶＵ ０.７５０ ０.６００ ０.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７７８

１２６ 小横蒴苣苔 Ｂｅｃｃａｒｉｎｄａ ｍｉｎｉｍａ ＥＮ ０.８３３ ０.６００ ０.６２５ １.０００ ０.７７３

１２７ 贵港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ｇｕｉ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Ｕ ０.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７１

１２８ 心叶小花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ＶＵ ０.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７１

１２９ 菱叶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ｓｕｂｒｈｏｍｂｏｉｄｅａ ＶＵ ０.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７１

１３０ 九万山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ｊｉｕｗａｎｓｈａｎｉｃａ ＶＵ ０.７９２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７６９

８９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续表 ２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濒危程度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Ｃ濒 Ｃ价 Ｃ保 Ｃ繁 Ｖ优

１３１ 疏花石山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ｌａｘｉｃｙｍｏｓｕｓ ＶＵ ０.７９２ ０.６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７６７

１３２ 凤山吊石苣苔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ＶＵ ０.７９２ ０.６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７６７

１３３ 短毛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ｂｒａｃｈｙｔｒｉｃｈａ ＥＮ ０.８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６２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６７

１３４ 大明山紫花苣苔 Ｌｏｘｏｓｔｉｇｍａ ｄａｍｉ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ＥＮ ０.８７５ ０.４００ ０.６２５ １.０００ ０.７６６

１３５ 红苞半蒴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ｒｕｂｒ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ＥＮ ０.８３３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６６７ ０.７６５

１３６ 龙胜金盏苣苔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ｌｕ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Ｕ ０.６２５ ０.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６４

１３７ 假烟叶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ｐｓｅｕｄｏ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ｉｃｈａ ＶＵ ０.７９２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６４

１３８ 桂粤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ｆｏｒｄｉｉ ＥＮ ０.８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７６２

１３９ 桂海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ｇｕｉｈａｉｅｎｓｉｓ ＥＮ ０.８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７６２

１４０ 披针叶半蒴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ＥＮ ０.８３３ ０.６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５７

１４１ 阳朔小花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ｐｓｅｕｄｏ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ＥＮ ０.８７５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７５５

１４２ 折毛圆唇苣苔 Ｇｙｒ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ｒｅｔｒｉｃｈｕｍ ｖａｒ. ｒｅｔｒ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ＶＵ ０.７０８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７５１

１４３ 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ｔａｂａｃｕｍ ＥＮ ０.８７５ ０.４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５０

１４４ 盾叶光叶苣苔 Ｇｌａｂｒｅｌｌ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 ＶＵ ０.７０８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４８

１４５ 百寿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ｂａｉｓ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ＶＵ ０.７０８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４８

１４６ 钟氏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ｔｓｏｏｎｇｉｉ ＶＵ ０.７０８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４８

１４７ 多痕奇柱苣苔 Ｄｅｉｎｏｓｔｉｇｍａ ｃｉｃａｔｒｉｃｏｓｅ ＶＵ ０.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７４６

１４８ 细叶蛛毛苣苔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ＶＵ ０.７５０ ０.６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７４４

１４９ 紫萼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ＶＵ ０.７９２ １.０００ ０.６２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４４

１５０ 光叶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ｅｉｏｐｈｙｌｌａ ＥＮ ０.８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７４２

１５１ 假密毛小花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ｌｌｉｆｏｌｉａ ＶＵ ０.７５０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４１

１５２ 小花半蒴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ＶＵ ０.７９２ ０.４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７３７

１５３ 革叶光叶苣苔 Ｇｌａｂｒｅｌｌａ ｍｉｈｉｅｒｉ ＶＵ ０.６２５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７３５

１５４ 微斑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ｍｉｎｕｔｉ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ＶＵ ０.６２５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７３５

１５５ 龙州半蒴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ｌｏｎｇ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ＥＮ ０.８３３ ０.４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６６７ ０.７３５

１５６ 弄岗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ｏｎｇ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Ｕ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６６７ ０.７３３

１５７ 弄岗半蒴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ｌｏｎｇ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ＥＮ ０.８７５ ０.４００ ０.６２５ ０.６６７ ０.７３３

１５８ 绵毛石山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ｎｉｖｅｏｌａｎｏｓｕｓ ＶＵ ０.６６７ ０.６００ ０.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７３２

１５９ 毡毛后蕊苣苔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ｓｉｎｏｈｅｎｒｙｉ ＶＵ ０.７０８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３０

１６０ 双片苣苔 Ｄｉｄｙｍｏｓｔｉｇｍａ ｏｂｔｕｓｕｍ ＶＵ ０.７０８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３０

１６１ 拟大苞半蒴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ｐｓｅｕｄｏｍａｇｎ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ＥＮ ０.８３３ ０.４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２７

１６２ 桂中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ｇｕｉｚｈ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Ｕ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２５

１６３ 异叶吊石苣苔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ｖａｒ.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ＶＵ ０.６６７ ０.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７２３

１６４ 短茎半蒴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ｓｕｂａｃａｕｌｉｓ ＥＮ ０.８３３ ０.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７２２

１６５ 黄棕芒毛苣苔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ｓ ｖａ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ＶＵ ０.７０８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１８

１６６ 厚叶蛛毛苣苔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 ＶＵ ０.７０８ ０.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７１６

１６７ 龙州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ｕｎｇ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ＶＵ ０.７５０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７１６

１６８ 盾叶蛛毛苣苔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ｐｅｌｔｉｆｏｌｉａ ＶＵ ０.７５０ ０.４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７１４

１６９ 龙胜吊石苣苔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ｈ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ｖａｒ. ｌａｓｉａｎｔｈｕｓ ＶＵ ０.７５０ ０.６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１１

１７０ 紫叶单座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ｏｔｉｎｃｔａ ＥＮ ０.８３３ ０.４００ ０.６２５ ０.６６７ ０.７１０

１７１ 棒萼蛛毛苣苔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ｃｌａｖｉｓｅｐａｌａ ＶＵ ０.７５０ ０.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７０９

１７２ 短萼长蒴苣苔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ｕｓ ｖａｒ. ｍｉｎｏｒ ＶＵ ０.６２５ ０.６００ ０.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７０９

１７３ 腺毛长蒴苣苔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ａ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ｕｓ ｖａｒ.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ｕｓ ＶＵ ０.６６７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０７

１７４ 桂林蛛毛苣苔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ｇｕｉ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Ｕ ０.６２５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７０５

９９４１１０ 期 葛玉珍等: 广西苦苣苔科植物濒危程度和优先保护序列研究



续表 ２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濒危程度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Ｃ濒 Ｃ价 Ｃ保 Ｃ繁 Ｖ优

１７５ 永福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ｙｕｎｇｆｕｅｎｓｉｓ ＶＵ ０.６２５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０２

１７６ 舌柱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ｉｇ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ＶＵ ０.６２５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０２

１７７ 寿城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ｓｈｏｕ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Ｕ ０.６２５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０２

１７８ 文采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ｗｅｎｔｓａｉｉ ＶＵ ０.６２５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７０２

１７９ 长筒漏斗苣苔 Ｒａｐｈｉｏｃａｒｐｕｓ ｍａｃｒｏｓｉｐｈｏｎ ＶＵ ０.６２５ ０.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７００

１８０ 肥牛草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ｈｅｄｙｏｔｉｄｅａ ＶＵ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７００

１８１ 那坡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ｎａｐｏｅｎｓｉｓ ＶＵ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７００

１８２ 黄花牛耳朵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ｕｔｅａ ＶＵ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７００

１８３ 桂林小花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ｓｕｂｕｌａｔｅ ｖａｒ. ｇｕｉ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Ｕ ０.７０８ １.０００ ０.６２５ ０.３３３ ０.６９８

１８４ 软叶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ｗｅｉｉ ＶＵ ０.６６７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６９５

１８５ 条叶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ｉｄｅｓ ＶＵ ０.６６７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６９５

１８６ 粗齿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ｍａｃｒｏｄｏｎｔａ ＶＵ ０.６６７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６９５

１８７ 封开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ｆｅｎｇｋａｉｅｎｓｉｓ ＶＵ ０.７０８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９３

１８８ 线萼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ｉｎｅａｒｉｃａｌｙｘ ＶＵ ０.７０８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９３

１８９ 小花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ｒｅｐａｎｄａ ＶＵ ０.７０８ ０.４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６９１

１９０ 翅茎半蒴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ｓｕｂｃａｐｉｔａｔａ ｖａｒ. ｐｔｅｒｏｃａｕｌｉｓ ＶＵ ０.７５０ ０.４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６８１

１９１ 密毛蚂蝗七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ｆｉｍｂｒｉｓｅｐａｌａ ｖａｒ. ｍｏｌｌｉｓ ＶＵ ０.６２５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７７

１９２ 齿萼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ｖｅｒｅｃｕｎｄａ ＶＵ ０.７０８ ０.８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６７６

１９３ 无毛漏斗苣苔 Ｒａｐｈｉ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ｉｎｉｃｕｓ ＶＵ ０.７０８ ０.４００ ０.６２５ １.０００ ０.６７５

１９４ 药用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ＶＵ ０.６６７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７０

１９５ 多齿吊石苣苔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ｏｓｕｓ ＶＵ ０.７０８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６３

１９６ 南丹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ｎａｎｄａｎｅｎｓｉｓ ＮＴ ０.５４２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６５６

１９７ 粉绿异裂苣苔 Ｐｓｅｕｄｏｃｈｉｒｉｔ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ｇｌａｕｃａ ＮＴ ０.５４２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６５６

１９８ 髯丝蛛毛苣苔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ｍａｒｔｉｎｉ ＮＴ ０.５８３ ０.６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６５３

１９９ 垂花蛛毛苣苔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ｎｕｔａｎｓ ＶＵ ０.６２５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６６７ ０.６５０

２００ 滇南芒毛苣苔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ａｕｓｔｒｏ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ａｕｓｔｒｏ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ＮＴ ０.５８３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６４９

２０１ 柳江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ｉｕ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Ｕ ０.６２５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４７

２０２ 龙氏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ｉ ＶＵ ０.６２５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４７

２０３ 稀裂圆唇苣苔 Ｇｙｒ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ｒｅｔｒｉｃｈｕｍ ｖａｒ. ｏｌｉｇｏｌｏｂｕｍ ＶＵ ０.６２５ ０.４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６４５

２０４ 长圆吊石苣苔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ｕｓ ＶＵ ０.６６７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４０

２０５ 疏花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ａｘｉｆｌｏｒａ ＮＴ ０.５４２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３１

２０６ 滇黔紫花苣苔 Ｌｏｘｏｓｔｉｇｍａ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ＮＴ ０.５８３ ０.４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６２３

２０７ 荔波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ｉｂｏｅｎｓｉｓ ＮＴ ０.４５８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６１０

２０８ 单座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ｏｖａｌｉｆｏｌｉａ ＮＴ ０.５４２ ０.８００ ０.６２５ ０.６６７ ０.６１０

２０９ 莨山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ａｎｇｓｈａｎｉｃａ ＮＴ ０.５４２ １.０００ ０.６２５ ０.３３３ ０.６０６

２１０ 光叶紫花苣苔 Ｌｏｘｏｓｔｉｇｍａ ｇｌａｂ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ＮＴ ０.５４２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６６７ ０.６０５

２１１ 广西芒毛苣苔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ａｕｓｔｒｏ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ＮＴ ０.５４２ ０.６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５９６

２１２ 大叶石上莲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ｂｅｎｔｈａｍｉｉ ＮＴ ０.５４２ ０.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５９５

２１３ 石上莲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ｂｅｎｔｈａｍｉｉ ｖａｒ.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ＮＴ ０.５４２ ０.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５９５

２１４ 石山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ｄｅａｌｂａｔｕｓ ＮＴ ０.４５８ ０.４００ ０.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５８７

２１５ 东南石山苣苔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ｈａｎｃｅｉ ＮＴ ０.４５８ ０.６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５８４

２１６ 桂林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ｇｕｅｉ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ＮＴ ０.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２５ ０.３３３ ０.５８３

２１７ 桂黔吊石苣苔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ＮＴ ０.５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６６７ ０.５８２

２１８ 硬叶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ＮＴ ０.４５８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５８０

００５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续表 ２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濒危程度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Ｃ濒 Ｃ价 Ｃ保 Ｃ繁 Ｖ优

２１９ 羽裂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ａ ＮＴ ０.４５８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５８０

２２０ 大苞漏斗苣苔 Ｒａｐｈｉｏｃａｒｐｕｓ ｂｅｇ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ａ ＮＴ ０.４５８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５８０

２２１ 白花蛛毛苣苔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ＮＴ ０.４５８ ０.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５７９

２２２ 紫花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ＮＴ ０.５００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７８

２２３ 河池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ｈｏｃｈｉｅｎｓｉｓ ＮＴ ０.５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５７３

２２４ 线叶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ｉｎｅａｒｉｆｏｌｉａ ＮＴ ０.５４２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７１

２２５ 软叶大苞苣苔 Ａｎｎａ ｍｏｌｌｉｆｏｌｉａ ＮＴ ０.５８３ ０.４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６４

２２６ 大齿马铃苣苔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ｍａｇｎｉｄｅｎｓ ＮＴ ０.４５８ ０.８００ ０.６２５ ０.６６７ ０.５６４

２２７ 湘桂马铃苣苔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ｘｉａｎｇｇｕｉｅｎｓｉｓ ＮＴ ０.４１７ ０.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５９

２２８ 冠萼线柱苣苔 Ｒｈｙｎｃｈｏｔｅｃｈｕｍ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ｍ ＮＴ ０.４１７ ０.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５９

２２９ 圆唇苣苔 Ｇｙｒ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ｃｈｏｒｉｓｅｐａｌｕｍ ＮＴ ０.４５８ ０.４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６６７ ０.５５４

２３０ 蚂蝗七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ｆｉｍｂｒｉｓｅｐａｌａ ＬＣ ０.３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４０

２３１ 紫花马铃苣苔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ａｒｇｙｒｅｉａ ＮＴ ０.４５８ ０.６００ ０.６２５ ０.６６７ ０.５３４

２３２ 旋蒴苣苔 Ｄｏｒｃｏｃｅｒａｓ ｈｙｇ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ＬＣ ０.２９２ ０.６００ ０.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５２５

２３３ 华南半蒴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ＬＣ ０.３７５ ０.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４７０

２３４ 纤细半蒴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ＮＴ ０.４１７ ０.２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４６８

２３５ 牛耳朵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ｅｂｕｒｎｅａｎ ＬＣ ０.２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２５ ０.３３３ ０.４４６

２３６ 贵州半蒴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ＬＣ ０.２９２ ０.４０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３３ ０.４２９

　 注: ＣＲ. 极危ꎻ ＥＮ. 濒危ꎻ ＶＵ. 易危ꎻ ＮＴ. 近危ꎻ ＬＣ. 无危ꎮ
　 Ｎｏｔｅ: Ｃ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ꎻ Ｅ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ꎻ ＶＵ.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ꎻ ＮＴ.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ꎻ ＬＣ.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４　 讨论与结论

广西地处我国苦苣苔科植物分布中心ꎬ目前

已知这一区域共有苦苣苔科珍稀特有植物 ２４ 属

２３６ 种ꎮ 依据濒危系数( Ｃ濒)划分ꎬ其中:极危种

５８ 种ꎬ濒危种 ７０ 种ꎬ易危种 ７２ 种ꎬ近危种 ３１ 种ꎬ
无危种 ５ 种ꎻ依据优先保护值(Ｖ优)评价划分为 ４
个优先保护级别ꎬ其中:Ｉ 级 １０７ 种ꎬⅡ级 ７５ 种ꎬⅢ
级 ２８ 种ꎬⅣ级 ２６ 种ꎮ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 １
卷)»中已评估的 ３８ 种苦苣苔科珍稀濒危植物中

有 １６ 种分布于广西ꎬ其中有 １４ 种被评估为极危

(汪松和解焱ꎬ２００４)ꎮ «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

名录»中评估了 ２１ 种广西分布的苦苣苔科珍稀濒

危植物ꎬ其中有 ８ 种极危(覃海宁等ꎬ２０１７)ꎮ 在本

研究的濒危程度评价结果中ꎬ被评为极危的种数

就有 ５８ 种ꎬ远远超出了红色名录收录的种数ꎮ 目

前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收

录的ꎬ已被优先保护的濒危苦苣苔科植物较少ꎬ在

广西分布的仅有单座苣苔、瑶山苣苔和报春苣苔 ３
个种被列为国家 Ｉ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ꎮ 但实际

上除瑶山苣苔外ꎬ其余 ２ 个种从已经探明的种群

大小、分布地范围、受自然和人为影响的程度出

发ꎬ都已低于极危的标准ꎮ 因此ꎬ在本研究结果仍

然保持了瑶山苣苔的优先保护级别( Ｉ 级)ꎬ其他两

种都相应地降级了ꎮ 另外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调

查的日益深入ꎬ该科在广西分布的其他很多种类

也被提升了优先保护级别ꎬ广西分布的苦苣苔科

植物的生存环境和濒危现状得到了较真实的

反映ꎮ
作者所在团队前后考察时间长达 ２０ 多年ꎬ基

本对广西已知分布的所有苦苣苔科植物的产地展

开了详细调查ꎬ掌握了海量的信息ꎬ并综合借鉴了

较为全面的评价方法ꎬ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是有科学依据的ꎬ其结果与目前广西地区苦苣

苔科植物受保护、受破坏的现象基本一致ꎮ 但本

研究制定的评价体系结果与国家级、省 /区级植物

保护的种类和级别在一些种类上存在着一定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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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ꎮ 如条叶报春苣苔在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上被列

为极危(汪松和解焱ꎬ２００４)ꎬ但是实际考察发现种

群蕴含量较大ꎬ评价结果排在第 １８５ 位ꎬ而刺齿报

春苣苔则因为仅 １ 个分布点ꎬ评价结果列在第 ６０
位ꎮ 再如ꎬ蒙自石蝴蝶在广西仅发现一个分布点ꎬ
数量不足 ２０ 株ꎬ尽管该种在云南蕴含量较大ꎬ但
是本研究中必须考虑到仅局限在广西境内的数

量ꎬ因此排名非常靠前ꎬ同样的现象还发生在了弥

勒苣苔、蛛毛苣苔等物种上ꎮ 这充分说明ꎬ除了部

分特产自广西的类群外ꎬ如果站在广西局部的角

度来看ꎬ一些物种可能是濒危至极危的ꎬ但是站在

华南、西南乃至全国的角度上看ꎬ它们则可能并不

是濒危的物种ꎮ
近年来随着植物学研究者针对南方喀斯特及

丹霞地貌的特殊生境深入考察ꎬ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开

始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为止的 １３ 年间ꎬ共有 １９１ 个在

中国境内发表的苦苣苔科新分类群和 ３ 个中国分

布新记录ꎬ发表于广西的新分类群达 ９０ 种之多ꎬ
占 ４６.３９％(辛子兵等ꎬ２０１９)ꎮ 新发表的种类数量

则以广义报春苣苔属(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和广义石山苣苔

属(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居多ꎬ这些新分类群绝大多数分布

范围狭窄ꎬ种群数量少ꎬ极端依赖于特化的小生

境ꎬ这也是和多数报春苣苔属和石山苣苔属植物

在评价中处于濒危的保护等级状况相符ꎮ
１９９８ 年后发表的广西分布的新分类群ꎬ除受

评估物种由作者根据野外已知种群直接统计外ꎬ
其他主要评价依据来源于该新分类群发表时的文

章所提供的 ＩＵＣＮ 濒危等级及相关数据ꎮ 如在发

表文 章 中 发 现 方 鼎 苣 苔 仅 有 ４３ 株 ( 韦 毅 刚ꎬ
２００４)ꎬ桂林蛛毛苣苔野外仅存 ２０ 余株(徐良和韦

毅刚ꎬ２００４)ꎬ红苞半蒴苣苔仅发现个 １ 个居群ꎬ且
个体总数不超过 １００ 株(李振宇和刘演ꎬ２００４)ꎮ
这些数据随着对目标物种野外种群的进一步深入

调查会有不间断的更新ꎬ从而对评价的结果会有

一定的影响ꎬ但总体来说ꎬ文章发表时的相关数据

仍然对该物种的濒危现状评价有很大的参考价

值ꎮ 我们在前期的研究中ꎬ曾经充分地使用了国

际上最新的 ＩＵＣＮ 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标准

３.１ 版)(韦毅刚等ꎬ２０１０)ꎬ也重点参考了中国红

色植物名录评价体系的结果ꎬ但是在本研究中得

到的结论显示三者并未全面达成一致ꎬ这固然有

随着野外考察的深入ꎬ一些基础数据实时不断更

新的因素在内ꎬ也表明还需要在后续的科研中进

一步深入研究和分析ꎮ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依赖人与环境的和谐相

处ꎮ 在野外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ꎬ许多苦苣苔科

植物种群逐渐变小ꎬ甚至有的已灭绝(如圆果苣

苔) (李振宇和王印政ꎬ ２００５ꎻ韦毅刚等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０１０)ꎮ 大部分苦苣苔科植物适应于较为特化的

小生境ꎬ很多物种主要生长在热带亚热带雨林、季
雨林和常绿阔叶林的林下、石灰岩洞穴、峡谷、岩
穴、悬崖、近水地带(尤其是岩性地段)等ꎮ 但目前

由于石漠化和人为破坏ꎬ造成很多苦苣苔科植物

生境受到影响ꎬ种群难以恢复ꎮ 传统药用植物的

涸泽而渔、焚林而猎式的过度采集让苦苣苔科植

物中的许多具有药用价值的种类(如弄岗报春苣

苔、河池报春苣苔、桂林小花苣苔等) (李振宇和王

印政ꎬ２００５ꎻ黄宁珍等ꎬ２０１０ꎻ 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覃国乐等ꎬ２０１３)受到威胁ꎬ直接造成了种群的严

重衰退甚至死亡ꎮ 不同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对

于同一种试验材料的反复、重复采集造成的居群

破坏甚至种群退化、衰竭和消亡ꎮ 这一影响主要

是发生在对该物种模式标本采集地的模式居群的

过度利用和采集上(温放ꎬ２００８)ꎮ 对广西苦苣苔

科植物的生物多样性和重要程度认识不够ꎬ没有

积极开展对于分布区内的人民群众的科普宣传和

教育ꎬ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ꎬ也是造成苦

苣苔科植物资源不断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黎舒

等ꎬ２０１８)ꎮ 因此ꎬ对本区苦苣苔科植物资源的保

护应引起足够重视ꎬ应该在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保

护意识、加强濒危机理等方面上进行科学研究ꎬ实
行就地和迁地保护ꎬ科学合理开发利用资源ꎬ有效

地对植物进行保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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