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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热带稀有濒危植物迁地保护地域探讨 

陈 泓，黄仕训 

( 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 桂林 541006) 

摘 要：对广西热带稀有濒危植物在广西及邻近省份植物园的引种保育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树 

种在热带和南亚热带可 以正常生长，通过适当的保护措施，部分树种在中亚热带 的桂林可以保存 。低温和霜 

冻是广西热带稀有濒危树种能否成功保存的主要限制因素，因此 ，在引种保存过程中要注意防寒和树种的选 

择，以提高迁地保护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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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pical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s 0f Guangxi 

CHEN Hong，HUANG Shi—xun 

(Guangxi Institute of Botany，Guangxi Zhuangzu Autonomous Region and Academia Sinica，Guilin 541006，China) 

Abstract：The paper compares the introdu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ropical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s of 

Guangxi and the botanical gardens in adjacent provinces．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of them can grow well in 

tropics and southern subtropics under properly protective measures，part of them can be conservated in middle 

subtropics Guilin．The low temperature and frost are key factors of the survival of tropical rare and endan— 

gered plants in Guangxi．Therefore，more attentions must be paid for cold preventing and the choice of plants， 

in order to raise the efficiency of ex-situ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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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50年代以来，人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呼声日益高涨，稀有濒危植物的保护是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优先目标。目前，就地保护(建立 自然保护 

区)和迁地保护(建立植物园)是植物保护最主要的 

两种手段(王梅松，2002)。建立 自然保护区是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然而对于许多稀 

有物种来说，其野外生境在 日益频繁的人类干扰和 

破坏下，种群缩小到无法维持，或者所有现存个体未 

在保护区内，那么就地保护就不会有效(季维智， 

2001)。同时，有些植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已不 

适应它们的原生环境。另外，保护区内植被演替导 

致的环境变化，也是有些植物产生不适应性、致使其 

更新困难的原因。基于就地保护的上述局限性，迁 

地保护已成为人类对植物资源的保护、管理所采取 

的主要措施之一 。 

迁地保护也叫非原生境保护或异地保护，就是 

把植物从原来分布的地方迁移到另外的地方保护起 

来(许再富，l998)。植物迁地保护 目前主要是对活 

的植物体、器官和组织等在人为条件下进行保存，是 

种质资源保护和保存的重要形式之一，对于那些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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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生存繁育条件、在自然环境中无法保存的物种， 

对其进行迁地保护是唯一的途径。物种迁地保护能 

否成功，原因很多，但主要取决于迁移地与原生地环 

境条件的差异以及物种本身的适应能力。本文根据 

广西及其周边省市近年来迁地保护的情况，探讨广 

西热带稀有濒危植物迁地保存的适宜区域 。 

1 广西热带稀有濒危植物概况 

广西位于我国南部，北回归线横贯中部，复杂的 

地形地貌、不同的气候条件和多种多样的土壤，为各 

种植物的生存提供了良好条件，因此，广西植物种类 

丰富，区系成分复杂，物种数仅次于云南和四川I，居 

全国第三位。广西植物的纬度带有两条分界线，将 

广西分为北热带、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李树刚等， 

1990)。北热带即热带北缘，本地区的植物区系属于 

古热带植物区北部湾地区和南海地区，与越南北方 

的植物区系、滇东南植物区系和海南植物区系关系 

密切。北热带在广西境内的范围不大，面积比南亚 

热带和中亚热带要小得多，但北热带地区物种分布 

密度大，植物区系十分丰富。仅弄岗自然保护区，就 

有高等植物 1 454种，隶属于 173科 709属(黄仕训 

等 ，2005)。 

广西热带稀有濒危植物指仅分布在广西热带地 

区或延伸至热带与南亚热带相邻地区的稀有濒危植 

物，即主要分布在广西的博白、陆jlI、钦州、上思、龙 

州、宁明、凭祥、防城、东兴、合浦、北海、崇左、靖西南 

部、那坡南部等地。这一地区热量丰富，年平均气温 

在 22℃以上，1月平均气温 14℃，个别地区年均温 

在 21℃以上。据统计，这一地区列入《中国珍稀濒 

危保护植物名录》(第 1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第 1批)》和《第二批珍稀濒危植 物》的物种 

共有 105种。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大多数热带稀有濒危植物 

还处于野生状态，已得到迁地保护的物种不多，其中 

一 些种只在一个地方迁地保存，只有少部分种类在 

两个以上的植物园或树木园引种。如又叶苏铁、香 

籽含笑、土沉香、海南大风子、显脉金花茶、狭叶坡 

垒、望天树、广西青梅、千果榄仁、蚬木、见血封喉、兰 

花蕉、剑叶龙血树、海南石梓等，已迁地保护的广西 

热带稀有濒危植物分布情况见表 1(黄仕训等， 

2006) 

2 迁地保护情况 

我国植物园或树木园对珍稀濒危植物的迁地保 

存十分重视，各省市植物园、树木园都在积极开展稀 

有濒危植物引种保存。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引种 

广西热带稀有濒危植物较多的主要是西双版纳植物 

园(管志斌等，2004)、桂林植物园等地处热带或亚热 

带地区的植物园。本文选择广西及其邻近省市的桂 

林植物园、西双版纳植物 园、厦门植物园和广西石山 

树木园，通过分析这几个植物园迁地保存广西热带 

稀有濒危植物的情况，探讨其可迁地保存的地域。 

2．1各迁地保护区自然环境 

上述四个植物园分别处于不同地带，代表了热 

带和亚热带的几种典型气候类型。其中，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位于典型热带地区(肖来云等，1996)，广 

西石山树木园处于北热带(黄培忠，1995)，厦门园林 

植物园处于南亚热带(王振忠，1996)，桂林植物园处 

于中亚热带(陈家庸等，1988)，各植物园的主要气候 

因子见表 2。 

2．2迁地保护结果及分析 

由于多种原因，各植物园迁地保存的广西热带 

稀有濒危植物种类、数量各不相同，广西热带稀有濒 

危植物的表现也不一样(表 3)。 

从上述 4个植物园引种保存的广西热带稀有濒 

危植物的表现来看，其表现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类。 

(1)一部分树种在上述 4个植物园基本上都能 

正常生长，在有的植物园已开花结果，即使在有的植 

物园还没有开花结实，至今也没有受冻的记录。如 

叉叶苏铁在厦门、凭祥和桂林都能正常生长，不受 

冻，并开花结实。狭叶坡垒在西双版纳和桂林都不 

受冻，并开花结果，在另外两个植物园也生长正常 

(孟令曾等，2005)。东兴金花茶在夏门和桂林都能 

开花结果，也没有受冻的记录。如此表现的种还有 

海南椴、显脉金花茶、东兴金花茶、肥牛树、东京桐、 

兰花蕉、蚬木。这表明这些种类在桂林及其以南都 

能够正常生长。 

(2)有些物种在桂林偶尔受冻，而在西双版纳、 

厦门和凭祥都能正常生长。如剑叶龙血树在凭祥、 

西双版纳和厦门都长势良好，冬季不受冻，已开花结 

实；而在桂林，冬季特别寒冷时，叶片受冻。又如槿 

棕，在西双版纳和凭祥都已正常开花结果，在桂林也 

生长良好，同样也开花，但种子不能成熟，冬季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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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会受霜冻 。表现类似的还有蝴蝶果 、望天树、香 

籽含笑、土沉香等。这样的树种在桂林以南的南亚 

热带和热带可以正常保存，在桂林作为树种的暂时 

保存是可行的 ，但不宜作为长期保存。 

(3)有的种类在桂林一般年份冬季都受冻，在西 

双版纳、凭祥和厦门生长正常，如海南大风子，在桂 

林每年冬季叶片几乎都受冻，次年春又能重新萌发 

枝叶；在西双版纳能正常开花结果，在凭祥和厦门虽 

未开花，但也生长良好，没有受冻。海南风吹楠、五 

桠果叶木姜子、海南石梓和千果榄仁表现与海南大 

风子相似。 

(4)有的树种 只是在西双版纳不受冻 ，生长正 

表 1 广西热带稀有濒危植物地理分布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ropical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s in Guangxi 

注：表中的保护类别依据：I．《中国植物红皮书》(第 1册)(1992)；Ⅱ．《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第 1批)(1999)。 

表 2 各迁地保护区气候因子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habitat factors of different P
． 5it“conservation 

迁地保护区 
Site of ex-situ 

地点 
Place 

极端高温(℃)极端低温(℃)活动积温(℃) 年降雨量 +檀 
Extreme high Extreme low Accumulated (mm) 
temperature temperature temperature Precip． I 

厦门园林植物园 福建 24。23 N 117。53 E 一 20．8 38．2 2 一 
Xiamen Botanical 厦门 
Garden 

广西石山树木园 广西 
Guangxi Arboretum 凭祥 

桂林植物 园 Guilin 广西 

Botanical Garden 桂林 

22。05 N 106。45 E 300 21
． 4 

25。01 N 110。17 E 200 19
． 2 

西双版纳植物园 云南西 21。41 N 101。25 E 
xishuangbanna Tro-双版纳 
pical Botanical Garden 

39．8 

38 

40．5 

— 1．5 

— 5．5 

3．0 

7000 

5955 

7900 

1143．5 砖红壤 

1365 岩溶土 

1840 红壤 

14533 砖红攘 

一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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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广西热带稀有濒危植物迁地保护情况 

Table 3 Ex-situ conservation of tropical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s in Guangxi 

种名 
Species 

迁地保存地点 
Site of e~-situ T i

m

篙
e

生
Gr

长
ow

发
th

育
co

情
nd

况
it 。 

叉叶苏铁 厦门园林植物园 

Cycas 广西石山树木园 

micholitzii 桂林植物园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香籽含笑 广西石山树木园 

Michelia  ̂ 桂林 植物园 

dyosperma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五桠果叶木姜 广西石山树木园 

子 Litsea di一 桂林植物园 

lleniifolia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土沉香 厦门园林植物园 

Aquilaria 广西石山树木园 

sinensis 桂林植物园 

海南大风子 

Hydnocar- 

pus haina— 

nen$1$ 

海南风吹楠 

Horsfieldia 
Ⅱ̂ nⅡnenj j 

显脉金花茶 

Camellia 

euphlebia 

东兴金花茶 
C．tnun- 

hiensis 

狭叶坡垒 

Hopea 

望天树 
Parashoreea 

广西青梅 

Vatica gua- 

ngxtenst$ 

千果榄仁 

丁erminalia 

蚬木 

Burretio- 

dPnd7"07l 

hsienmu 

海南极 Hai- 

nnnia tri— 

chosperma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厦门园林植物园 

广西石山树木园 

桂林植物园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广西石山树木园 

桂林植物园 

广西石山树木园 

桂林植物园 

厦门园林植物园 

广西石山树木园 

桂林植物园 

厦门园林植物园 

广西石山树木园 

桂林植物园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厦门园林植物园 

广西石山树木园 

桂林植物园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厦门园林植物园 

广西石山树木园 

桂林植物园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厦门园林植物园 

广西石山树木园 

桂林植物园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厦门园林植物园 

广西石山树木园 

桂林植物园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广西石山树木园 

桂林植物园 

1988 

1984 

1989 

— —  

1996 

— —  

— —  

1987 

1991 

— —  

1976 

1982 

1989 

长势良好。开花结实 

长势良好，开花结实 

长势良好，开花结实 

长势良好 

长势良好 

长势良好，偶受冻 

长势良好，开花结实 

生长正常 

长势差，多次受冻害 

长势良好。开花结实 

长势良好 

长势良好，开花结实 

长势良好。但冬季受冻 

长势良好 

长势良好 

长势良好 

长势中等，多次受冻 

长势良好。开花结实 

基本适应。生长良好 

易受冻害 

生长正常 

长势良好。已开花 

长势良好。已开花 

生长正常 

长势良好，开花结实 

长势中等。基本适应 

1984 生长 良好 

1991长势良好，开花结实 
一  长势良好，开花结实 

1991，长势中等。耐寒力增强 
1992 

1982长势良好 

1989长势良好，冬季偶受冻 
一  长势良好，开花结实 

1994长势中等。基本适应 

1982长势差 

1990长势较差 
一  长势中等 

1972长势中等 

1982长势中等 

1992长势较差，容易受冻 
一  长势良好，开花结实 

1962长势良好，但生长较慢 

1982长势良好。喜钙耐干旱 

1955长势良好，开花未结实 
～  长势良好 

1987长势良好，已开花 

1991长势良好。已开花 

续表 3 

常，而在北热带的凭祥和南亚热带的厦门冬季都会 

偶尔受冻，在中亚热带桂林被冻死。上述种类中，表 

现如此的只有见血封喉。 

(5)在上述物种中，广西青梅在各个植物园长势 

中等或较差，在桂林却不会受严重冻害，这是本身适 

应能力弱所致，与气候条件没有太大关系。 

小结 

(1)在福建厦门、广西凭祥、广西桂林、云南西双 

版纳等 4个引种地点，西双版纳由于位于最南端，气 

候、温度、纬度等环境因子最接近广西北热带地区， 

冬季无 O℃以下低温，为热带稀有濒危植物的迁地 

保存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因此，引种保存的种类 

全部成活，无受冻记录，且长势良好，部分开花结实， 

迁地保护成功。由于人工栽培环境较好，有些甚至 

年生长量超过原产地，表明像西双版纳这样的热带 

地区是保存广西热带稀有濒危植物最适宜的地区。 

(2)广西凭祥处于北热带，处于广西热带稀有濒 

危植物的自然分布区，引种保存的广西热带稀有濒 

3 4 9 2 2 8 9 5 2 9 =̂4 啾 嘟哪 啪 

1  1  1  1  1  1  1  1  1  1  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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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植物都能正常生长。但由于凭祥是冬季寒流南侵 

通道的尾端，偶尔受到寒流的影响，在极端低温的年 

份，少数种会受一定的冻害，但受冻程度较轻。福建 

厦门处于南亚热带，年均温较原产地稍低，但由于濒 

临海洋，冬季极端低温都在0℃以上，因此引种保存 

的广西热带稀有濒危植物大多数生长良好，部分种 

类能开花结果 ，冬季很少有受冻记录。因此，北热带 

和南亚热带都可以作为广西热带稀有濒危植物的迁 

地保存地。 

(3)位于中亚热带的桂林，年均温比原产地低 2 

～ 3℃，冬季由于寒流的影响，最低温可到0*C以下， 

极端低温达一5．5℃。广西热带稀有濒危植物在这 

里的表现比较复杂：部分种类可以正常生长，并能开 

花结果；部分种类在一般年份可以安全越冬，在冬季 

特别寒冷的年份，枝叶会受到冻害，但次年仍能恢复 

生长；有些种类在正常年份都受冻，生长较差，但不 

会死亡；有的种类则因受冻而死，不能保存下来。因 

此，在桂林一带的中亚热带，只能保存部分广西热带 

稀有濒危植物。 

(4)中亚热带在我国的范围比较广，年平均气温 

16~20℃，桂林是中亚热带的南缘。在桂林可以正 

常生长发育的种类，可以往湖南、贵州等中亚热带地 

区试引种 ，但不一定能成功(颜立红，1997)。如显脉 

金花茶在桂林植物园可以正常开花结实 ，但在贵州 

植物园(储蓉等，2004)却不能保存下来。湖南的植 

物园则很少成功保存广西热带稀有濒危植物。 

(5)对热带植物影响最大的是冬季的低温和霜 

冻，小环境的营造对保存热带稀有濒危植物很重要。 

冬季避风、避霜的环境可以减少对植物的伤害。如 

在桂林植物园，蝴蝶果在避风的林中不受冻害，还可 

以开花结果 ，而在不避风的露地，枝叶都受严重的冻 

害。同样，在桂林特别寒冷的年份，香籽含笑在阔叶 

林中基本不受冻害，而在露地的植株，枝叶严重受 

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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