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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野生阴生观赏植物资源及其特点

蒋　能，宁世江，盘　波，沈晓琳，黄仕训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中 国 科 学 院

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６）

摘　要：为了解广西境内蕴藏的野生阴生观赏植物资源及珍贵种质，采取野外实地考察及标本采集鉴定相结

合的方法，对广西全境分布的阴生和半阴生观赏植物资源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广西野生阴生观赏植物有５
个基本特点：种类丰富（１６２科４８５属１　３０９种）、种质资源珍贵（珍稀植物１９５种，广西特有植物１３６种）、生长

基质多样（喜钙植物、喜酸植物和中间类型植物）、草本性状比值显著（草本植物约占总种数的６６．１％）、野生资

源贮藏量的多寡悬殊性。６个主要野生阴生观赏类群为：蕨类植物（４３科２４０种）、兰科（３７属１２６种）、百合科

（２１属８２种）、苦苣苔科（１７属６３种）、秋海棠科（１属４３种）、天南星科（１２属３０种）。研究结果可为合理开发

利用广西野生阴生观赏植物资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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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阴 生 观 赏 植 物 是 指 处 于 野 生 或 半 野 生 状

态，未经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的具有景观或生态功

能的阴生植物种类群（王丽等，２００７）。随着现代城

市高层建筑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及文化素质

的提高，阴生观赏植物用于装饰人居环境和园林绿

化已成为现代生活的时尚，发展成为园林绿化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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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重要经济植物。国外对野生阴生观赏植物的研

究始于１９世 纪 末，最 早 主 要 是 欧 州 与 美 国（贾 稊，

２００２）；到２０世纪，西方及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及开

发工作迅速发 展 起 来（Ｃｒａｎｋ，１９９１；Ｓａｌａｃ等，１９７６；

Ｃｏｎｓｉｄｉｎｅ等，１９９３；Ｈａｌｅｖｙ，２０００）。我国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开始重视阴生观赏植物的开发利用，但在其

资源研究方面还较薄弱，只对极少数地区进行局部

的研究（张维柱等，１９９３）。目前广西花卉市场上的

阴生植物绝大多数来自外地，它们中的许多种类在

广西大部份地区无法露地越冬。广西境内不仅蕴藏

着丰富的野生阴生观赏植物资源及许多珍贵种质，
而且其中的不少种类观赏价值较高，适应性强，适合

大面积栽培发展。因此，开发利用广西野生阴生观

赏植物资源，将成为发展广西园林绿化及开创地方

特色产品的一条重要途径。近年来，我们对广西野

生阴生观赏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研究，为合理开发

利用其资源提供参考。

１　自然环境条件

广西地处低纬度地带，南临热带海洋，气候温暖

湿润，全区由北往南的低平地区年平均气温１７～２３
℃，最冷１月平均气温６～１５℃，最热７月平均气温

２８～２９℃，极端最低气温多年平均值３．９～４．０℃，
极值６．６～２．９℃，极端最高气温３８℃左右，极值达

４０．４℃，≥１０℃年积温为５　５００～８　０００℃，气温和

热量南北差异较大，但在国内属于气温相对较高及

热量最为丰富的少数省区之一。年均降雨量一般都

在１　３００～１　８００ｍｍ之 间，最 多 降 雨 地 区（防 城 东

兴）达２　８６０ｍｍ，少雨地区（田阳）也有１　２５０ｍｍ，
且雨量多集中在４～８月（桂北）或５～９月（桂南），
雨热同季（广西农业地理编写组，１９８０），适于一些热

带、亚热带科属的阴生或半阴生植物生长，如：兰科、
天南星科、姜科、棕榈科、夹竹桃科等。在地形地貌

方面，广西不仅具有中山、低山、丘陵台地和平原等

地形，而且 还 有 分 布 面 积 较 大 的 岩 溶 和 丹 霞 地 貌。
在这些复杂的地形地貌中，既存在许许多多的森林、
山溪、槽谷，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岩洞、天坑。这就

为苦苣苔科、兰科、百合科、紫金牛科、爵床科等的阴

生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繁衍场所。广西的土壤类型较

多，与森林植被发育及阴生植物生长有关的土壤类

型主要有砖红壤、赤红壤、红壤、红黄壤、黄壤、黄棕

壤、紫色土、石灰土、滨海盐土和风沙土等。广西从

北而南不仅分布着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和北热带三

个不同气候带植被类型，而且还有不同气候带的岩

溶植被类型。因而适于不同土壤和各种植被类型中

生长的蕨类植物（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秋 海 棠 科、凤 仙 花

科、紫金牛科、玄参科、山茶科、五加科、野牡丹科的

阴生植物得以大量发展。

２　研究方法

２．１阴生观赏植物的判别

观 赏 植 物 的 价 值 在 于 它 们 具 有 较 高 的 美 学 意

义，美学价值则是由该植物的花、果、叶、枝茎等器官

及其相互配置所构成的视觉整体体现的，它包括了

植物的 形、色、量、韵 等 多 种 因 素（陈 植，１９８１；奚 为

民，１９９４）。野生观赏植物具有同样的属性。在森林

生态学研究中，通常是根据森林林冠庇荫或其它荫

蔽生境条件下，能否正常生长和完成其更新过程作

为判别树种耐荫的主要依据（李景文，１９９４）。本文

研究 的 阴 生 观 赏 植 物 是 指 在 郁 闭 度 大 于 或 等 于

０．６０的森林内部或较荫沟谷，或其它弱光生境中生

长发育表现较好、能正常开花结实或有一定的幼树、
幼苗存在，具有较好的观赏效果的植物，均被视为本

文述及的阴生观赏植物。

２．２调查方法

采取查阅相关文献和标本、实地考察及标本采

集鉴定相结合的方法，收集和确定广西全境分布的

阴生和半阴生观赏植物（以下简称阴生观赏植物）资
源。野外实 地 考 察 采 用 线 路 调 查 和 采 集 的 方 法 进

行，对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阴生植物种类，记录其形

态特征、观赏特性及其生境，拍摄照片，对不确认的

植物采集标本进行鉴定。最后整理出广西野生阴生

观赏植物名录，对广西野生阴生观赏植物类型、资源

特征进行分析总结。

３　结果与分析

根据初步调查研究结果，广西全境蕴藏的野生

阴生观赏植物的资源具有下列基本特点：

３．１种类的丰富性

广西现知维管 束 植 物 有３０９科２　０１１属９　１６８
余种（覃海宁等，２０１０），据不完全统计，其中野生阴

生观赏植物就有１６２科４８５属１３０９种，分别占广西

维管束植物科、属、种 的５２．４％、２４．１％和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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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广西已知约５　０００种 经 济 植 物 而 言，野 生 阴 生 观

赏植物的种类仅次于药用植物（约４　４９８种）而位居

第二（黄仁征等，２００３）。
分析上述广西野生阴生观赏植物，其中蕨类植

物有２４０种，约占广西蕨类植物８６１种（蒋日红等，

２０１０）的２７．９％；兰科植物有１２６种，约占广西同科

植物３８８种的３２．５％；百合科植物８２种，约占广西

同科植物１６６种的４９．４％；秋海棠科植物４３种，约

占广西同科植 物８０种 的５３．８％；广 西 是 我 国 苦 苣

苔科植物的分布中心之一，其中阴生观赏种类有６３
种，约占广西 同 科 植 物２０８种（韦 毅 刚 等，２０１０；Ｘｕ
等，２０１０）的３０．３％；天南星科有３０种，约占广西同

科植物７２种的４１．７％；杜 鹃 花 科 有２８种，约 占 广

西同科植物１１５种的２４．３％；姜科２６种，约占广西

同科植物８７种 的２９．９％；此 外 茜 草 科、山 茶 科、蝶

形花科、唇形科等科中也具有较丰富的野生阴生观

表１　广西含５种以上野生阴生观赏植物的科

Ｔａｂｌｅ　１　Ｗｉｔｈ　５ｏｒ　ｍｏｒｅ　ｗｉｌｄ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ｓｈａｄ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属数
Ｎｏ．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种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属数
Ｎｏ．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种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属数
Ｎｏ．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种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石杉科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ｃｅａｅ　 ３　 ７ 虎耳草科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３　 １０ 报春花科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２　 １０
卷柏科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３ 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４　 ７ 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４　 ６
瘤足蕨科Ｐｌａｇｉｏｇｙｒ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５ 凤仙花科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２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５　 ８
碗蕨科 Ｄｅｎｎｓｔａｅｄｔ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５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５　 １３ 玄参科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５　 １３
凤尾蕨科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２　 １７ 秋海棠科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４３ 苦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１７　 ６３
中国蕨科Ｓｉｎ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４　 ７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３　 ２２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７　 １２
铁线蕨科 Ａｄｉａｎｔａｃｅａｅ　 １　 ５ 野牡丹科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１０　 １２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３　 ８
蹄盖蕨科 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　 ５　 ２４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６　 ７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８　 １６
金星蕨科 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　 ９　 ２３ 绣球花科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ｃｅａｅ　 ３　 ７ 鸭跖草科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　 ６　 ９
铁角蕨科 Ａｓｐｌ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１１ 蝶形花科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　 ８　 １９ 姜科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７　 ２６
乌毛蕨科Ｂｌｅｃｈｎａｃｅａｅ　 ３　 ５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５　 １４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２１　 ８２
鳞毛蕨科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４　 １９ 冬青科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０ 延龄草科 Ｔｒｉ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６
叉蕨科 Ｔｅｃｔ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３　 ７ 卫矛科 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　 ４　 １０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１２　 ３０
水龙骨科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３５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４　 １０ 薯蓣科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　 １　 ６
苏铁科 Ｃｙｃａｄ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１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６　 １３ 棕榈科 Ａｒｅｃａｃｅａｅ　 ７　 １６
罗汉松科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２　 ５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９　 １４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３７　 １２６
五味子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６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５　 ６ 禾亚科 Ａｇｒｏｓｔｉｄｏｉｄｅａｅ　 ３　 ５
番荔枝科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４　 ７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３　 ２８ 龙胆科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５　 ８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４　 １０ 紫金牛科 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４　 １４ 远志科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ｃｅａｅ　 ２　 ７
青藤科Ｉｌｌｉｇｅｒａｃｅａｅ　 １　 ５ 山帆科Ｓｙｍｐｌｏｃａｃｅａｅ　 １　 ５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１０　 １５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８　 １３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２　 ５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３　 １６
小檗科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３　 １１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６　 １３ 金粟兰科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２　 ５
防己科 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　 ３　 ７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６　 １１ 胡椒科Ｐｉ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３　 １０
马兜铃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１２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０　 ２２

赏植物种类（表１）。

３．２种质资源的珍贵性

据统计，这类植物在广西野生阴生观赏植物中

有７０种，约占其总种数（１　３０９种）的５．３％。其中

包括：①１９８７年的《中国稀有濒危保护植物名录》收

录的１１种，即：一级保护的金 花 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ｅｔｅ－
ｌｏｔｉｉ）；二级保护的叉叶苏铁（Ｃｙｃａｓ　ｂｉｆｉｄａ）、显脉金

花 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ｅｕｐｈｌｅｂｉａ）、东 兴 金 花 茶（Ｃ．ｉｎ－
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ｔｕｎｇ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平 果 金 花 茶 （Ｃ．
ｐｉｎｇｇｕｏｅｎｓｉｓ）、毛瓣金花茶（Ｃ．ｐｕｂｉｐｅｔａｌａ）、伯乐树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木瓜红（Ｒｅｈｄ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三 级 保 护 的 八 角 莲（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

ｓｉｐｅｌｌｉｓ）、巴 戟 天（Ｍｏｒｉｎｄ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白 辛 树

（Ｐｔｅｒｏｓｔｙｒａｘ　ｐｓｉ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ｓ）。②１９９１年 的《第 二 批

中国稀有濒危植物名录》收录的１８种，即：龙州凤仙

花（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ｍｏｒｓｅｉ）、掌叶秋海棠（Ｂｅｇｏｎｉａ　ｈｅｍｓ－
ｌｅｙａｎａ）、防 城 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淡 黄

金花茶（Ｃ．ｆｌａｖｉｄａ）、凹脉金花茶（Ｃ．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ｅｒｖ－
ｉｓ）、金花猕猴桃（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苦丁茶（Ｉ－
ｌｅｘ　ｋｕｄｉｎｇｃｈａ）、红滩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ｈｓｉｎｉ－
ａｎｕｍ）、美 艳 杜 鹃（Ｒ．ｐｕｌｃｈｒｏｉｄｅｓ）、湘 桂 柿（Ｄｉｏ－
ｓｐｙｒｏｓ　ｘｉａｎｇｇｕｉｅｎｓｉｓ）、异 片 苣 苔 （Ａｌｌｏｓｔｉｇｍ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ｅ）、弄岗唇柱苣苔（Ｃｈｉｒｉｔａ　ｌｏｎｇｇａｎｇｅｎ－
ｓｉｓ）、药 用 唇 柱 苣 苔（Ｃ．ｍｅｄｉｃａ）、圆 唇 苣 苔（Ｇｙｒｏ－

６９４ 广　西　植　物　　　 　　　　　　　　　　　　　　３２卷



ｃｈｅｉｌｏｓ　ｃｈｏｒｉｓｅｐａｌｕｍ）、异裂苣苔（Ａｌｌｏｓｔｉｇｍａ　ｇｕａｎ－
ｇｘｉｅｎｓｅ）、广 西 裸 柱 草 （Ｇｙｍｎ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ｍ　ｋｗａｎｇ－
ｓｉｅｎｓｅ）、巨型蜘蛛抱蛋（Ａｓｐｉｄｉｓｔｒａ　ｌｏｎｇｉｌｏｂａ）、芸香

竹（Ｂｏｎｉａ　ｓａｘａｔｉｌｉｓ）。③１９９９年 国 务 院 批 准 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１批）》的２４种：一级

保护的 掌 叶 木（Ｈａｎｄｅｌ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瑶 山

苣 苔 （Ｄａｙａｏｓｈａｎｉａ　ｃｏｔｉｎｉｆｏｌｉａ）、单 座 苣 苔

（Ｍｅｔａｂｒｉｇｇｓｉａ　ｏｖａｌｉｆｏｌｉａ）以 及 苏 铁 属１１种；二 级

保护的七指蕨（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ａ）、金毛

狗脊（Ｃｉｂｏｔｉｕｍ　ｂａｒｏｍｅｔｚ）、水蕨（Ｃｅｒａ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ｔｈａｌ－
ｉｃｔｒｏｉｄｅｓ）、苏铁蕨（Ｂｒａｉｎｅ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以及桫 椤 属６

种。④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规定的

１１种：小 叶 兜 兰（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ｂａｒｂｉｇｅｒｕｍ）、巨

瓣兜兰（Ｐ．ｂｅｌｌａｔｕｌｕｍ）、同色兜 兰（Ｐ．ｃｏｎｃｏｌｏｒ）、长

瓣兜兰（Ｐ．ｄｉａｎｔｈｕｍ）、白花兜兰（Ｐ．ｅｍｅｒｓｏｎｉｉ）、亨

利兜 兰（Ｐ．ｈｅｎｒｙａｎｕｍ）、麻 栗 坡 兜 兰 （Ｐ．ｍａｌｉ－
ｐｏｅｎｓｅ）、硬 叶 兜 兰（Ｐ．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ｕｍ）、飘 带 兜 兰（Ｐ．
ｐａｒｉｓｈｉｉ）、紫 纹 兜 兰（Ｐ．ｐｕｒｐｕｒａｔｕｍ）、紫 毛 兜 兰

（Ｐ．ｖｉｌｌｏｓｕｍ）。⑤２０１０年的“广西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收录的６种：竹节参（Ｐａｎａｘ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以

及５种金花茶。
上述７０种 珍 稀 保 护 植 物，加 上２００４年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中收录的受威肋种类６９种：小叶十大功劳

（Ｍａｈｏｎｉ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弄岗马兜铃（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ｌｏｎｇ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密 花 美 登 木（Ｍａｙｔｅｎｕｓ　ｃｏｎｆｅｒｔｉ－
ｆｌｏｒｕｓ）、广 西 美 登 木（Ｍａｙｔｅｎｕｓ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广

西姜 花（Ｈｅｄｙｃｈｉｕｍ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ｅ）、洞 生 蜘 蛛 抱 蛋

（Ａｓｐｉｄｉｓｔｒａ　ｃａｖｉｃｏｌａ）、杜 鹃 花 科 植 物４种、兰 科 植

物５９种；若再加上较为名贵和有待定为国家保护的

另外５６种 兰 科 植 物，则 其 珍 稀 植 物 总 数 就 达１９５
种，约占广西野生阴生观赏植物总种数的１４．９０％。
本文统计的 野 生 阴 生 观 赏 植 物 的 特 有 现 象 也 较 突

出，其中广西特有种有１３６种，占本文阴生植物总种

数的１０．４％。特有现象最突出的科属是：秋海棠属

特有种有２１种；苦苣苔科中特有种３０种；蜘蛛抱蛋

属中特有种竟然达到了３２种。

３．３对土壤基质要求的多样性

依据生长基质的不同，广西野生阴生观赏植物

大体可分为：喜钙植物、喜酸植物和钙、酸都喜受的

中间类型 植 物。喜 钙 植 物 主 要 分 布 于 石 灰 岩 基 质

上，在其它基质上没有分布或发育不良的植物，约有

１４５种（约占广西野生阴生植物总种数的１１．１％），
如：裸叶粉背 蕨（Ａｌｅｕｒｉ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ｉ）、贵 州 八

角莲（Ｄｙｓｏｓｍａ　ｍａｊｏｒｅｎｓｉｓ）、佛 甲 草（Ｓｅｄｕｍ　ｌｉｎ－
ｅａｒｅ）、绿 萼 凤 仙 花（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ｃｈｌｏｒｏｓｅｐａｌａ）、巴 马

秋海棠（Ｂｅｇｏｎｉａ　ｂａｍａｅｎｓｉｓ）、凹脉金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ｅｒｖｉｓ）、三 叶 蝶 豆（Ｃｌｉｔｏｒｉａ　ｍａｒｉａｎａ）、石

油菜 （Ｐｉｌｅａ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兜 唇 石 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ａｐｈｙｌｌｕｍ）、紫花鹤顶兰（Ｐｈａｉｕｓ　ｍｉｓｈｍｅｎｓｉｓ）、芸香

竹等。喜酸植物主要分布于花岗岩或砂岩、砂页岩

基质上，在石灰岩基质上不能生长或生长不良的种

类，约７７４种（占５９．１％），如：蛇足石杉（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镰 羽 贯 众（Ｃｙｒｔｏｍｉｕｍ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罗 汉 松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乐 昌 含 笑（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ｃｈａｐａｅｎｓｉｓ）、三 白 草（Ｓａｕｒｕｒ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华 凤 仙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金 花 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ｅｔｅ－
ｌｏｔｉｉ）、西南凤车子（Ｃｏｍｂｒｅｔｕｍ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中国绣

球（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杏 香 兔 儿 风（Ａｉｎｓｌｉａｅａ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红 紫 珠（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ｒｕｂｅｌｌａ）、斑 叶 兰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ｎｄａｌｉａｎａ）、燕 尾 山 槟 榔

（Ｐｉｎａｎｇａ　ｓｉｎｉｉ）、青 香 茅（Ｃｙｍｂｏｐｏｇｏｎ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
ｓｉｓ）以及 杜 鹃 花 科 杜 鹃 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ｐｐ．）的

一些种类、百合科百合属（Ｌｉｌｉｕｍｓｐｐ．）的一些种类

等。在以上两种基质上均能正常生长的中间类型植

物有３９０种（占２９．８％）。本 文 统 计 的 约６０％的 蕨

类植物及香港鹰爪花（Ａｒｔａｂｏｔｒｙｓ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小 叶 十 大 功 劳 （Ｍａｈｏｎｉ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大 血 藤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　ｃｕｎｅａｔａ）、朱 砂 莲（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ｔｕ－
ｂｅｒｏｓａ）、光 叶 海 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ｇｌａｂｒａｔｕｍ）、食 用

秋海棠（Ｂｅｇｏｎｉａ　ｅｄｕｌｉｓ）、走马胎（Ａｒｄｉｓｉａ　ｇｉｇａｎｔｉ－
ｆｏｌｉａ）、广 西 报 春（Ｐｒｉｍｕｌａ　ａｐｉｃｉｃａｌｌｏｓａ）、蚂 蟥 七

（Ｃｈｉｒｉｔａ　ｆｉｍｂｒｉｓｅｐａｌａ）、圆 瓣 姜 花 （Ｈｅｄｙｃｈｉｕｍ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十 字 蜘 蛛 抱 蛋 （Ａｓｐｉｄｉｓｔｒａ　ｃｒｕｃｉｆｏｒ－
ｍｉｓ）、美花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ｌｏｄｄｉｇｅｓｉｉ）、大叶仙茅

（Ｃｕｒｃｕｌｉｇｏ　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ｔａ）、箬 叶 竹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ｌｏｎｇｉａｕｒｉｔｕｓ）以及虾脊兰属（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ｓｐｐ．）的多种

等，均属于这一类型（大瑶山自然资源综合考察队，

１９８８，广西花坪林区综合考察队，１９８６）。

３．４草本种类显著性

从初步统计的数字看出，在广西野生阴生观赏

植物中，属于乔木、灌木、藤本和草本的种类分别为

８６种、１７６种、１８２种 和８６５种，依 次 约 占 广 西 野 生

阴生 观 赏 植 物 总 种 数 的６．６％、１３．４％、１３．９％和

６６．１％（表２）。其 中 的８６５种 草 本 隶 属 于３０６属，
约占 广 西 野 生 阴 生 观 赏 植 物 总 属 数（４８５属）的

６３．１％。根据它们观赏价值和实用性质划 分，属 于

７９４４期　　　　　　　　　　　蒋能等：广西野生阴生观赏植物资源及其特点



观叶植物的有５８９种，观花兼观叶植物的有４７１种，
以观果为主兼观叶的有１４９种，观株型的有１００种，
它们分别约占广西野生阴生观赏植物总种数的比例

分别为４５．０％、３６．０％、１１．４％、７．６％（表２）。可见

广西境内的野生阴生观赏植物是以草本性状和观叶

为主的。其中观叶植物较多的类群有：蕨类植物、天
南星科、姜科、蜘蛛抱蛋属、忍冬科；观花兼观叶较多

的类群有：兰科、苦苣苔科、秋海棠科、杜鹃花科；观

果兼观叶较 多 的 类 群 有 葫 芦 科、西 番 莲 科、紫 金 牛

科、五味子科、冬青科、马兜铃科。

表２　广西野生阴生观赏植物性状及观赏部位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ｗｉｌｄ　ｓｈａｄｅ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ｃｈ　ｐａｒｔｓ

性状Ｓｈａｐｅ

属Ｇｅｎｅｒａ 种Ｓｐｅｃｉｅｓ 观赏部位 Ｗａｔｃｈ　ｐａｒｔｓ

属数
Ｎｏ．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
种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叶
Ｌｅａｖｅｓ

花，叶
Ｌｅａｖｅｓ，ｆｌｏｗｅｒｓ

花，果
Ｆｌｏｗｅｒｓ，ｆｒｕｉｔｓ

株型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

种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种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种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种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乔木Ａｒｂｏｒ　 ４２　 ８．７　 ８６　 ６．６　 ５８９　 ４５．０　 ４７１　 ３６．０　 １４９　 １１．４　 １００　 ７．６
灌木Ｂｕｓｈ　 ６４　 １３．２　 １７６　 １３．４ － － － － － － － －
藤本Ｆｕｊｉｍｏｔｏ　 ７３　 １５．０　 １８２　 １３．９ － － － － － － － －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３０６　 ６３．１　 ８６５　 ６６．１ － － － － － － － －

３．５资源贮积量的悬殊性

广 西 野 生 阴 生 观 赏 植 物 的 贮 藏 量 很 难 精 确 估

算，但就目前 情 况 看，其 中 有 一 个 特 点 是 可 以 肯 定

的，就是各类群的贮藏量和分布很不平衡。例如：金
花茶最初在防城发现，当时数量无人调查，后来发现

这种植物数 量 达３万 多 株。兰 科 植 物 中 的 石 斛 属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和中国兰属（Ｃｙｂｉｄｉｕｍ）植物，由于长

期作为药材和名贵花卉收购，导致其种源被严重破

坏，有的甚至连采集标本也很困难，但近年在雅长林

区发现兰科植物就达４４属１３０种。其中有的分布

面积较大，如：莎叶兰（Ｃ．ｃｙｐ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种群分布面

积有６　０００ｍ２，种群数量 约１２　０００株；越 南 香 荚 兰

（Ｖａｎｉｌｌａ　ａｎｎａｍｉｃａ）种群 占 有 面 积５００ｍ２，种 群 数

量也达２　０００余 株；消 失 了８０多 年 的 贵 州 地 宝 兰

（Ｇｅｏｄｏｒｕｍ　ｅｕｌｏｐｈｉｏｉｄｅｓ）在 该 林 区 也 被 重 新 发 现

（罗毅波等，２０１０）。苦苣苔科、秋海棠科、百合科作

为阴生植物的主要组成成份，它们虽然都是呈零星

或小块状分布，但在广西各地山区均可看到，据此可

以推测它们的野生资源尚有较多。其它一些阴生植

物如天南星科、菊科、五加科、蝶形花科等的野生资

源也颇为丰富。中草药植物的走马胎、八角莲、七叶

一支花（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等，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前广西各地 山 区 常 可 以 遇 到，迄 今 却 成 了 罕 见 种。

过去较广 泛 分 布 的 十 大 功 劳 属（Ｍａｈｏｎｉａ）、马 兜 铃

科、胡椒科、远志科、山茶科、紫金牛科、忍冬科、桔梗

科、苦苣苔科、姜科、百合科中的不少种类，它们的野

生资源现今也变得十分稀少。

４　野生阴生观赏植物主要类群

４．１野生观赏蕨类

我国约有蕨类植物２　５３９种，广西已 知 的 蕨 类

植物有８６１种，其中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种类约有

２４０种，分别隶属于４３科（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０）。在这些观

赏种类中，有５０多种的观赏价值更高，如：薄叶卷柏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ｄｅｌｉｃａｔｕｌａ）、翠 云 草（Ｓ．ｕｎｃｉｎａｔａ）；福

建观音座莲（Ａｎｇ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ｆｏｋｉｅｎｓｉｓ）、云南观音座莲

（Ａ．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华 南 紫 萁（Ｏｓｍｕｎｄａ　ｖａｃｈｅｌｌｉｉ）；
龙骨马尾杉（Ｐｈｌｅｇｍａｒｉｕｒｕｓ　ｃａｒｉｎａｔｕ）；海南海金沙

（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ｃｉｒｃｉｎｎａｔｕｍ）；桫 椤；鳞 始 蕨（Ｌｉｎｄｓａｅ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竹叶 蕨（Ｔａｅｎｉｔｉｓ　ｂｌｅｃｈｎｏｉｄｅｓ）；西 南 凤 尾

蕨（Ｐ．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两 广 凤 尾 蕨（Ｐ．ｍａｃｌｕｒｅｉ）；银

粉 背 蕨 （Ａｌｅｕｒｉ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美 叶 车 前 蕨

（Ａｎｔｒｏｐｈｙｕｍ　ｃａｌｌｉｆｏｌｉｕｍ）；光 脚 短 肠 蕨（Ａｌｌａｎｔｏ－
ｄｉａ　ｄｏｅｄｅｒｌｅｉｎｉｉ）；日 本 蹄 盖 蕨（Ａｔｈｙｒｉｕｍ　ｎｉｐｏｎｉ－
ｃｕｍ）；越 金 星 蕨（Ｐａｒａ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镰片假毛蕨（Ｐｓｅｕｄｏ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ｆａｌｃｉｌｏｂｕｓ）；延 羽 卵

果蕨（Ｐｈｅｇｏｐｔｅｒｉｓ　ｄｅｃｕｒｓｉｖｅｐｉｎｎａｔａ）；长 生 铁 角 蕨

（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ｐｒｏｌｏｎｇａｔｕｍ）、狭 翅 铁 角 蕨 （Ａ．
ｗｒｉｇｈｔｉｉ）；东 方 荚 果 蕨（Ｐｅｎｔａｒｈｉｚｉｄｉｕ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ｉｓ）；苏铁 蕨；鱼 鳞 蕨（Ａｃｒｏｐｈｏｒｕｓ　ｐａｌｅｏｌａｔｕｓ）；多 羽

复叶 耳 蕨（Ａｒａｃｈｎｉｏｄｅｓ　ａｍｏｅｎａ）、西 南 复 叶 耳 蕨

（Ａ．ａｓｓａｍｉｃａ）；迷 人 鳞 毛 蕨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ｄｅｃｉｐｉ－
ｅｎｓ）、桫椤鳞毛蕨（Ｄ．ｃｙｃａｄｉｎａ）；条裂叉蕨（Ｔ．ｐｈａ－

８９４ 广　西　植　物　　　 　　　　　　　　　　　　　　３２卷



ｅｏｃａｕｌｉｓ）；沙 皮 蕨（Ｈｅｍｉｇｒａｍｍａ　ｄｅｃｕｒｒｅｎｓ）；肾 蕨

（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ｓ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中 华 双 扇 蕨（Ｄｉｐｔｅｒ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全 缘 燕 尾 蕨（Ｃｈｅｉｒｏｐｌｅｕｒｉａ　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
ｌｉａ）；绿 叶 线 蕨（Ｃｏｌｙｓｉｓ　ｌｅｖｅｉｌｌｅｉ）；伏 石 蕨（Ｌｅｍ－
ｍ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骨 牌 蕨（Ｌｅｐｉｄｏｇｒａｍ－
ｍｉｔｉｓ　ｒｏｓｔｒａｔａ）；羽裂星蕨（Ｍｉｃｒｏｓｏｒｕｍ　ｉｎｓｉｇｎｅ）、广

叶星蕨（Ｍ．ｓｔｅｅｒｅｉ）；石蕨（Ｐｙｒｒｏｓｉ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ａ）；
庐山 石 韦（Ｐ．ｓｈｅａｒｅｒｉ）；团 叶 槲 蕨（Ｄｒｙｎａｒｉａ　ｂｏｎ－
ｉｉ）；崖姜蕨（Ｐｓｅｕｄｏｄｒｙｎａｒｉａ　ｃｏｒｏｎａｎｓ）等。

４．２兰科野生观赏类群

兰科植物是世界著名的观赏花卉。由于它花形

奇特、色彩艳丽、叶形优美、花期较长，具有很好的观

赏性，如：兰 属（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独 蒜 兰 属（Ｐｌｅｉｏｎｅ）、
兜兰属（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万 代 兰 属（Ｖａｎｄａ）和 石

斛属（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等 都 是 世 界 花 卉 名 品。全 球 兰

科植物约有７２５属２５　０００种（张玉武 等，２００９），我

国的 兰 科 植 物 约 有１７１属１　２４７种（宋 军 阳 等，

２００９），广西有１０８属３８８种。据不 完 全 统 计，其 中

具较高观赏价值的有３７属１２６种，这些属种的植物

不仅花大色艳，花期较长，而且多具浓郁香气，不少

种类早为民间所广泛栽培，如产于桂西南石山的兜

兰属１２种、兰属１８种、石 斛 属１８种、虾 脊 兰 属１４
种、石仙桃属（Ｐｈｏｌｉｄｏｔａ）６种、万代兰属４种、鹤顶

兰属（Ｐｈａｉｕｓ）４种、玉 凤 花 属（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３种、独

蒜兰属３种、斑 叶 兰 属（Ｇｏｏｄｙｅｒａ）３种、钗 子 股 属

（Ｌｕｉｓｉａ），２种、美 冠 兰 属（Ｅｕｌｏｐｈｉａ）２种、白 芨 属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２种、火 烧 兰（Ｅｐｉｐａｃｔｉｓ　ｈｅｌｌｅｂｏｒｉｎｅ）、华

西蝴蝶兰（Ｐｈａｌａｅｎｏｐｓｉ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等，早就是深受人

们欢迎的佼佼者。然而由于人为过度的活动，加上

兰花种子发育不全，自我繁殖能力差等因素，使其野

生种群难以恢复，日趋衰竭，不少种类的资源已被严

重破坏。兜兰属、石斛属及中国兰属中的一些高档

类群，目前已处于高度濒危状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

的高度关注。

４．３百合科野生观赏类群

百合科的多数种类为多年生常绿草本，由于株

型优美，叶片奇特，花朵鲜艳，花色丰富，被视为庭园

观赏和绿化的珍品。它在中国有５４属３３０余种，分
布于全国各 省（区）（李 秀 娟 等，２００８），广 西 就 有２９
属约１６６种，遍布全区各地。虽然该科有些种已得

到了应用，但 广 西 的 绝 大 多 数 种 仍 处 于 野 生 状 态。
本文 统 计 了 其 中 观 赏 价 值 较 高 的 物 种 共２１属８２
种。这８２种主 要 包 括 了：天 冬 属（Ａｓｐａｒｇｕｓ）１种、

蜘蛛抱蛋属（Ａｓｐｉｄｉｓｔｒａ）４１种、开口剑属（Ｃａｍｐｙ－
ｌａｎｄｒａ）３种、大 百 合 属（Ｃａｒｄｉｏｃｒｉｕｍ）３种、吊 兰 属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ｔｕｍ）１种；山 菅 属（Ｄｉａｎｅｌｌａ）１种；竹 根

七属（Ｄｉ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２种；万寿竹属（Ｄｉｓｐｏｒｕｍ）２种；
萱草属（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１种、玉簪属（Ｈｏｓｔａ）２种，百

合属（Ｌｉｌｉｕｍ）５种；山麦冬属（Ｌｉｒｉｏｐｅ）２种、沿阶草

属（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４种；球 子 草 属（Ｐｅｌｉｏｓａｎｔｈｅｓ）１
种；黄精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４种；吉祥草属（Ｒｅｉｎｅｃｋ－
ｅａ）１种；万年青属（Ｒｏｈｄｅａ）１种；油点草属（Ｔｕｐｉｓｔ－
ｒａ）２种；长柱开口箭属（Ｔｕｐｉｓｔｒａ）３种；藜芦属（Ｖｅ－
ｒａｔｒｕｍ）１种；丫 蕊 花 属（Ｙｐｓｉｌａｎｄｒａ）１种。其 中 以

大百合属、百合属、萱草属、玉簪属的一些种类更为

闻名。由于广西石灰岩岩溶地质地貌的独特性，近

年来经调查发现，广西的蜘蛛抱蛋属植物特别丰富。
现知该 属 共 有９３种，我 国 有６０种，其 中 广 西 就 达

４５种，分 别 约 占 全 属 的４８．４％和 我 国 的７５．０％。
该属植物以观叶为主，植株叶形挺拔整齐，叶色浓绿

光亮，姿态优美、淡雅而有风度，适宜于林下、花坛、
花盆栽培和室内观赏，且具有多年生、长势强健，适

应性强，极耐阴和花色丰富等特点，这不能不说是广

西野生阴生观赏植物的又一特色。

４．４苦苣苔科野生观赏类群

苦苣苔科植物是广西阴生观赏植物的一个特色

类群，我国 现 知 有５９属４６０种 以 上，广 西 有４１属

２０８种，是该科植物的起源和分布中心之一（韦毅刚

等，２０１０）。据不完全统计，较有观赏价值和开发前

景的有１７属６３种，其中观赏价值更高的种类约３０
种，如：（１）观 花 赏 叶 皆 宜 的 种 类：盾 叶 粗 筒 苣 苔

（Ｂｒｉｇｇｓｉ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朱 红 苣 苔（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ｂｏｅａ　ｃｏｃ－
ｃｉｎｅａ）；桂 林 唇 柱 苣 苔（Ｃｈｉｒｉｔａ　ｇｕｅｉｌｉｎｅｎｓｉｓ）、永 福

唇柱苣苔（Ｃ．ｙｕｎｇｆｕｅｎｓｉｓ）、线 叶 唇 柱 苣 苔（Ｃ．ｌｉｎ－
ｅａｒｉｆｏｌｉａ）、牛耳朵、黄 花 牛 耳 朵（Ｃ．ｌｕｔｅａ）、寿 城 唇

柱苣苔（Ｃ．ｓｈｏｕ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龙 氏 唇 柱 苣 苔（Ｃ．ｌｏｎ－
ｇｉｉ）、蚂 蟥 七；吊 石 苣 苔（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ｓ）；
紫花马铃苣苔（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ａｒｇｙｒｅｉａ）；异裂苣苔、粉

绿异裂苣苔（Ｐ．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ｇｌａｕｃａ）；翅茎半

蒴苣苔（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ｓｕｂｃａｐｉｔａｔａ　ｖａｒ．ｐｔｅｒｏｃａｕｌｉｓ）、贵
州半蒴苣苔（Ｈ．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疏脉半蒴苣苔（Ｈ．ｃａｖ－
ａｌｅｒｉｅｉ　ｖａｒ．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等。（２）以 观 叶 为 主 的 种

类：微斑 唇 柱 苣 苔（Ｃｈｉｒｉｔａ　ｍｉｎｕｔｉｍａｃｕｌａｔａ）、尖 萼

唇柱苣 苔（Ｃ．ｐｕｎｇｅｎｔｉｓｅｐａｌａ）、荔 波 唇 柱 苣 苔（Ｃ．
ｌｉｂｏｅｎｓｉｓ）、硬叶唇柱苣苔（Ｃ．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三苞唇

柱 苣 苔 （Ｃ．ｔｒ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桂 海 唇 柱 苣 苔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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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ｉｈａｉｅｎｓｉｓ）、菱叶唇柱苣苔（Ｃ．ｓｕｂｒｈｏｍｂｏｉｄｅａ）、舌

柱唇柱苣苔（Ｃ．ｌｉｇ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假烟叶唇柱苣苔（Ｃ．
ｐｓｅｕｄｏ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ｉｃｈａ）、心 叶 唇 柱 苣 苔（Ｃ．ｃｏｒｄｉｆｏ－
ｌｉａ）、肥 牛 草（Ｃ．ｈｅｄｙｏｔｉｄｅａ）；广 西 芒 毛 苣 苔（Ａｅ－
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ａｕｓｔｒｏ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等。这些植物有的花多、花大、色泽鲜艳、株型美丽，
有的叶型奇 特、植 株 端 装 丰 满，很 适 于 作 盆 景 或 花

坛、花境、室内的阴生观赏花卉。

４．５秋海棠科野生观赏类群

秋海棠属植物全球约有２　０００种（含变种）秋海

棠属植物，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日本ベゴニア

协 会，２００３）。中 国 现 知 有１７３种，其 中 特 有 种 为

１４１种。广西已知有８０种，其中特有种４２种，种数

和特有种种数仅次于云南，居全国第二。广西秋海

棠属中有许多种类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可直接开

发为庭园观赏植物，特别是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新种，
更受人们的青睐。如本文统计的１属４３种，其中的

２１种 观 赏 价 值 更 高：丽 叶 秋 海 棠（Ｂｅｇｏｎｉａ　ｎｉｎｇ－
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ｂｅｌｌａ）、橙花侧脉秋海棠（Ｂ．ａｕｒａｎｔｉ－
ｆｌｏｒａ）、罗城秋海棠（Ｂ．ｌｕｏ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灯果秋海棠

（Ｂ．ｌａｎｔｅｒｎａｒｉａ）、星 果 草 叶 秋 海 棠（Ｂ．ａｓｔｅｒｏｐｙｒｉ－
ｆｏｌｉａ）、伞叶 秋 海 棠（Ｂ．ｕｍｂｒａｃｕｌｉｆｏｌｉａ）、裂 叶 秋 海

棠（Ｂ．ｐａｌｍａｔａ）、掌裂秋棠（Ｂ．ｐｅｄａｔｉｆｉｄａ）、弯果秋

海棠（Ｂ．ｃｕｒｖｉｃａｒｐａ）、方氏秋海棠（Ｂ．ｆａｎｇｉｉ）、大王

秋海棠（Ｂ．ｒｅｘ）；以 观 叶 为 主 的 种 类：巴 马 秋 海 棠、
铁甲秋海棠（Ｂｅｇｏｎｉａ　ｍａｓｏｎｉａｎａ）、突脉秋海棠（Ｂ．
ｒｅｔｉｎｅｒｖｉａ）、花叶 秋 海 棠（Ｂ．ｃａｔｈａｙａｎａ）、一 口 血 秋

海棠（Ｂ．ｐｉｃｔｕｒａｔａ）、靖 西 秋 海 棠（Ｂ．ｊｉ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刘演秋海棠（Ｂ．ｌｉｕｙａｎｉｉ）、柱果秋海棠（Ｂ．ｃｙｌｉｎｄｒｉ－
ｃａ）、食用秋 海 棠（Ｂ．ｅｄｕｌｉｓ）、宁 明 秋 海 棠（Ｂ．ｎｉｎｇ－
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等。

４．６天南星科野生观赏类群

天南星科植物是目前我国最常用、种类或品种

最多的观叶植物之一，多被用于室内盆栽。该科植

物约有１１５属，２　０００多种，多产于热带地区；我国有

３５属，２００多 种（黄 玉 源 等，２００２）；广 西 已 知 有２１
属，７２种，其中观 赏 价 值 较 高 的 有１２属３０种，如：
石菖蒲（Ａｃｏｒｕ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海 芋（Ａｌｏｃａｓｉａ　ｏｄｏ－
ｒａ）；磨芋（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　ｋｏｎｊａｃ）；灯 台 莲（Ａｒｉ－
ｓａｅｍａ　ｂｏｃｋｉｉ）、天 南 星（Ａ．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雪 里 见

（Ａ．ｒｈｉｚｏｍａｔｕｍ）；麒 麟 尾 （Ｅｐｉｐｒｅｍｎｕｍ　ｐｉｎ－
ｎａｔｕｍ）；千 年 健 （Ｈｏｍａｌｏｍｅｎａ　ｏｃｃｕｌｔａ）；滴 水 珠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半 夏（Ｐ．ｔｅｒｎａｔａ）；粗 茎 崖 角 藤

（Ｒｈａｐｈｉｄｏｐｈｏｒａ　ｃｒａｓｓｉｃａｕｌｉｓ）；独 角 莲（Ｔｙｐｈｏｎｉ－
ｕｍ　ｇｉｇａｎｔｅｕ）等。

除上述类 群 外，本文统计的杜鹃花科植物３属

２８种，姜科植物７属２６种，茜草科植物１０属２２种，
山茶科植物３属２２种，蝶形花科植物８属１９种，棕
榈科植物７属１６种，苏铁科植物１属１１种，唇形科

植物８属１６种，忍冬科植物３属１６种，菊科植物１０
属１５，五加科植物９属１４种，紫金牛科植物４属１４
种，荨麻科植物５属１４种，葫芦科植物５属１３种，马
兜铃科植物２属１２种，凤仙花科植物１属１２种等，
也是广西野生阴生观赏植物的重要类群。

５　开发与保护的建议

（１）开展引种驯化工作，建立广西野生阴生观赏

植物资源种质圃，尽量收栽广西野生阴生观赏植物

的种质资源。（２）建立规范的良种繁育基地或阴生

植物专类园，培育出一批阴生观赏和庭院绿化的优

良苗木，以满足市场需求。（３）认真搞好育种工作，
通过现代生物学、细胞学和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等手

段，有计划、有目的地选育出一批株型好、抗性强、有
市场竞争力的特色园艺新品种。（４）加强对现有野

生资源的保护工作，对于一些广西特有珍稀和观赏

价值很高的野生种类，应特别加以保护。一方面可

以通过区内现有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另一方面也

应适当进行迁地保护，同时还应特别加强对其中一

些频危种类的种质资源进行深入调研。（５）根据市

场需求大力发展广西特有的阴生观赏植物，形成自

己的拳头产品，如：兰科、苦苣苔科、秋海棠科、百合

科的一些特有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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