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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野生兜兰属植物资源现状及保护成效分析
施金竹１ꎬ２ꎬ 陈　 慧３ꎬ 安明态１ꎬ２∗ꎬ 张　 央１ꎬ２ꎬ 叶　 超１ꎬ２ꎬ 武建勇３

( １. 贵州大学 林学院ꎬ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ꎻ ２. 贵州大学 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研究中心ꎬ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ꎻ ３.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ꎬ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

摘　 要: 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兜兰属(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植物花形奇特ꎬ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都很高ꎬ对环境要

求严格ꎬ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旗舰”类群ꎮ 为掌握贵州省野生兜兰属植物资源现状和保护成效ꎬ该研究

对野生兜兰属植物进行专项调查ꎬ对其资源量、分布格局、受威胁因素和就地保护等进行分析ꎮ 结果表明:
(１)共调查到 ８ 种兜兰属植物的 １０３ 个分布点ꎬ分布于 ２７ 个县ꎬ以南部、西南部为主要分布区ꎬ生境复杂多

样ꎬ自然分布不均衡ꎮ (２)各物种分布面积从大到小的顺序为硬叶兜兰>小叶兜兰>麻栗坡兜兰>巨瓣兜兰>
带叶兜兰>长瓣兜兰>白花兜兰>同色兜兰ꎬ资源丰富度从高到低的顺序为硬叶兜兰>小叶兜兰>带叶兜兰>
巨瓣兜兰>麻栗坡兜兰>白花兜兰>长瓣兜兰>同色兜兰ꎮ (３)该类群受干扰因素复杂ꎬ受威胁较为严重ꎬ其
中过度采挖、干旱、生境退化和破碎化是其濒危的主要原因ꎮ (４)该属“有效保护(ＥＰ)” ２ 种ꎬ“较好保护

(ＷＰ)”１ 种ꎬ“一般保护(ＧＰ)”２ 种ꎬ“较少保护(ＬＰ)”３ 种ꎬ未找到目标物种以致“保护状况不明(ＰＳＵ)”２
种ꎮ 已调查到的物种保护率达 １００％ꎬ但分布点保护率仅 ２９.１３％ꎬ各物种分布点保护率差异显著ꎻ建议相关

部门有针对性地提升全省兜兰属植物的保护强度ꎬ进一步优化保护方式和范围ꎬ确保这些珍稀濒危的植物

资源得到持续的生存发展ꎮ
关键词: 兜兰属ꎬ 野生资源ꎬ 分布格局ꎬ 干扰因素ꎬ 就地保护ꎬ 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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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兰属(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是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中较原始且极具观赏价值的濒危类群(刘仲健等ꎬ
２００９ꎻ朱亚艳等ꎬ２０１７)ꎬ具有显著的生态优势和资

源优势(甘春雁等ꎬ２０１９)ꎮ 花朵具有造型独特、色
彩绚丽、观赏花期持久等特点ꎬ兜兰属植物常作为

高档花卉被广泛栽培应用且流行于市场(曾宋君

等ꎬ２０１１)ꎮ 兜兰属植物对生境高度依赖且分布具

有个体高度聚集生长和局限生长于生态环境脆弱

的喀斯特地区的特点(罗毅波等ꎬ２００３)ꎬ极易受到

人为干扰、生境退化、自然传粉昆虫减少等因素的

影响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兰花热狂潮的兴起ꎬ
野生兜兰遭到掠夺性采挖ꎬ资源破坏严重(王代谷

等ꎬ２００９)ꎮ 近年来ꎬ野生兜兰属植物受威胁现象

仍旧存在ꎬ部分地区的兜兰属植物已经濒危、极危

甚至区域性灭绝ꎮ 兜兰属所有种均被«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附录Ⅰ收录(２０２１)ꎮ
贵州省处于我国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重要

交汇区ꎬ水热条件良好ꎬ气候类型丰富多样ꎬ地形

复杂ꎬ地势起伏ꎬ喀斯特面积占全省面积的６０.１９％
(李宗发ꎬ２０１１)ꎬ是我国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

(张颖等ꎬ２０１９)ꎬ生境具有高度异质性、严酷性的

特征ꎬ为野生植物的生长繁育提供了丰富多样和

复杂特殊的环境ꎮ 兜兰属植物作为植物界的“明

星”类群深受人们关注ꎬ据资料(罗杨等ꎬ２０１５ꎻ陈
东升等ꎬ２０１９) 记载ꎬ贵州省共有兜兰属植物 １０
种ꎬ但该类群在贵州省的具体分布、数量等资源本

底不清ꎬ受威胁及保护状况不明ꎬ科学保护与合理

利用受到限制ꎮ 为此ꎬ本研究结合多年来对贵州

省兜兰属植物资料的整理以及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兜

兰属植物的专项补充调查结果ꎬ对贵州省兜兰属

植物种类、分布、干扰因素、保护现状等进行统计

分析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对策ꎬ以期为贵州省

野生兜兰属植物的科学保护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历史数据整理

查阅已有文献、科考集等资料ꎬ结合中国数字

植物标本馆(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ｖｈ.ａｃ.ｃｎ / )ꎬ重点获取并

汇总贵州省兜兰属植物历史分布数据ꎮ
１.２ 实地调查与统计方法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对全省历史分

布数据进行专项实地核查ꎮ 同时ꎬ通过访谈法、典
型生境抽样法对兜兰属植物的潜在分布区、历史

调查薄弱区和空白区进行实地补充调查ꎮ 由于兜

兰属植物的自然分布区(目标物种出现的自然居

群连续、未间断的分布区域)往往非常狭窄ꎬ调查

时ꎬ对各个分布点尽量采取“直数法”调查ꎻ难以通

过“直数法”调查的ꎬ则根据分布面积采用“样方

法”进行典型抽样调查ꎬ样方大小 ５ ｍ × ５ ｍꎬ每个

抽样调查点至少设置 ３ 个样方ꎮ 记录指标包括每

个分布点兜兰属植物物种名称、株(丛)数、经纬

度、海拔、坡位、坡向、所处的植被类型以及主要伴

生物种、受干扰方式及程度、保护措施、自然更新

状况等信息ꎮ
参考胡会强等(２０１９)对野生兰科植物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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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的方法ꎬ将贵州省野生兜兰属植物资源量划分

为高(植株数量:Ｎ>５ ０００)、中(１ ０００<Ｎ≤５ ０００)、
低(５００<Ｎ≤１ ０００)、罕见(Ｎ≤５００)４ 个等级ꎮ
１.３ 自然保护区数据获取

贵州省行政单元空间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

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ｅｂｍａｐ. ｃｎ)ꎬ
１２４ 个自然保护区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

环境 部 发 布 的 全 国 自 然 保 护 区 名 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ｅ. ｇｏｖ. ｃｎ / ｙｗｇｚ / ｚｒｓｔｂｈ / ｚｒｂｈｄｊｇ / ２０１９０５ /
Ｐ０２０１９０５１４６１６２８２９０７４６１. ｐｄｆ)ꎮ 调查中不确定

目标物种是否位于自然保护区时ꎬ则与当地相关

管理部门进一步确认核实ꎮ
１.４ 就地保护评价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我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ꎬ尤其珍稀濒危物种及其生态环

境保护的最主要方式ꎬ贵州省暂没有国家公园试

点ꎮ 因此ꎬ自然保护区是贵州省目前为止最主要

和最严格的就地保护方式ꎮ 根据目标物种分布点

处于自然保护区的占比情况(就地保护率)ꎬ以及

目标物种分布面积、种群数量、天然更新状况等ꎬ
结合前人(蒋明康等ꎬ２００６ꎻ金效华ꎬ２０１２ꎻ秦卫华

等ꎬ２０１２)的研究方法ꎬ将全省野生兜兰属植物就

地保护水平划分为以下 ６ 个等级ꎮ
(１)有效保护(ＥＰ):野生种群在 １０ 个及以上

自然保护区内有分布ꎬ或分布狭窄的物种ꎬ其分布

于保护区内的种群面积(或数量)在 ２ / ３ 以上ꎬ且
在保护区内生长良好ꎬ能正常繁衍ꎮ (２)较好保护

(ＷＰ):野生种群在 ７ ~ ９ 个自然保护区内有分布

或 １ / ２ ~ ２ / ３ 的种群面积(或数量)分布于保护区

内ꎬ且在保护区内能正常更新ꎮ ( ３) 一般保护

(ＧＰ):野生种群分布于 ４ ~ ６ 个自然保护区ꎬ或
１ / ３ ~ １ / ２ 种群面积 (或数量) 分布于保护区内ꎮ
(４)较少保护( ＬＰ):野生种群分布的自然保护区

数量仅 １ ~ ３ 个或分布于保护区内的种群面积(或
数量)小于 １ / ３ꎬ在保护区内繁衍更新不良ꎮ (５)
未受保护(ＵＰ):全省目前尚无野生种群分布于自

然保护区内ꎮ (６)保护状况不明(ＵＰＳ):已有资料

尚不能证明其是否在保护区内有分布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种类组成及资源丰富度

资料整理和调查结果(表 １)表明ꎬ贵州省有记

载的 １０ 种野生兜兰属植物ꎬ本次调查共找到 ８ 种ꎬ
即硬叶兜兰(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ｕｍ)、小叶兜兰

(Ｐ. ｂａｒｂｉｇｅｒｕｍ)、巨瓣兜兰(Ｐ. ｂｅｌｌａｔｕｌｕｍ)、带叶兜

兰(Ｐ. ｈｉｒｓｕｔｉｓｓｉｍｕｍ)、长瓣兜兰(Ｐ. ｄｉａｎｔｈｕｍ)、白花

兜兰(Ｐ. ｅｍｅｒｓｏｎｉｉ)、麻栗坡兜兰(Ｐ. ｍａｌｉｐｏｅｎｓｅ)和

同色兜兰(Ｐ.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ꎮ 其中ꎬ盘州记载的杏黄兜

兰 ( Ｐ.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ｕｍ)、 兴义记载的文山兜兰 ( Ｐ.
ｗ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ｅ)在本次实地调查中皆未发现ꎮ

从全省各兜兰属植物的资源丰富度来看ꎬ硬
叶兜兰为最高ꎬ共计 ４３ 个分布点ꎬ各居群从北到

南零散分布于江口、湄潭、惠水、紫云、望谟、荔波

等 １８ 个县级行政单元ꎻ其次为小叶兜兰ꎬ共 １７ 个

分布点ꎬ各居群从中部到南部零散分布于开阳、乌
当、福泉等 １０ 个县级行政单元ꎻ带叶兜兰、巨瓣兜

兰资源丰富度居中ꎬ分布点分别有 １３ 个和 ９ 个ꎻ
长瓣兜兰、麻栗坡兜兰、白花兜兰资源丰富度偏

低ꎬ其分布点分别为 ８、８、４ 个ꎻ同色兜兰资源丰富

度最低ꎬ目前仅发现 １ 个分布点ꎮ
２.２ 水平分布与生境特征

从自然地理区统计结果来看ꎬ贵州省兜兰属

植物主要分布于南盘江至北盘江流域以及黔南喀

斯特山地ꎬ据统计ꎬ该地区分布着贵州省有记载的

１０ 种野生兜兰属植物ꎬ本次调查共有 ８９ 个野生兜

兰属植物分布点位于该地区ꎬ占全省总分布点

(１０３ 个ꎬ下同)的 ８６.４１％ꎮ 南盘江至北盘江地区

有记载野生兜兰属植物 ９ 种ꎬ本次调查共有 ４９ 个

分布点位于该地区ꎬ占 ４７.５７％ꎮ 从野生兜兰属植

物是否处于喀斯特环境统计来看ꎬ全省喀斯特环

境有分布点 ８７ 个ꎬ占全省总分布点的 ８４.４７％ꎮ 从

所处植被类型统计来看ꎬ针叶林分布点 ３ 个ꎬ占
２.９１％ꎻ阔叶林分布点 ９９ 个ꎬ占 ９６.１２％ꎻ灌木林分

布点 １ 个ꎬ占 ０.９７％ꎻ林外灌草坡、草坡、裸地等全

光照环境未发现兜兰属植物ꎮ 从所处坡向统计来

看ꎬ阳坡分布点 ６６ 个ꎬ占 ６４.０８％ꎻ阴坡分布点 ３７
个ꎬ占 ３５.９２％ꎮ 从分布坡位统计来看ꎬ山坡上部

的分布点 ４６ 个ꎬ占 ４４.６６％ꎻ中部分布点 ４２ 个ꎬ占
４０.７８％ꎻ中部和上部合计分布点 ８８ 个ꎬ占 ８５.４４％ꎻ
下部分布点 １５ 个ꎬ占 １４.５６％ꎮ

从市州级行政辖区统计结果来看ꎬ贵州省兜

兰属植物主要分布于除毕节市(贵州西北部)以外

的其余 ８ 个市州共 ２７ 个县ꎬ以黔西南州、黔南州

为主要分布区(图 １)ꎮ 其中ꎬ黔西南州物种丰富

度最高ꎬ 达 ８ 种ꎬ占全省有记载兜兰属植物总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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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贵州省野生兜兰属植物种类、分布及资源丰富度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物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分布市、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分布县级
行政单元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ｕｎｉｔｓ

分布点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

喀斯特地区
分布点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ａｒｅａ

资源丰富度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硬叶兜兰 Ｐ.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ｕｍ ６ １８ ４３ ３７ 高 Ｈｉｇｈ

小叶兜兰 Ｐ. ｂａｒｂｉｇｅｒｕｍ ４ １０ １７ １５ 高 Ｈｉｇｈ

带叶兜兰 Ｐ. ｈｉｒｓｕ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２ ５ １３ １１ 中 Ｍｅｄｉｕｍ

巨瓣兜兰 Ｐ. ｂｅｌｌａｔｕｌｕｍ ３ ５ ９ ８ 中 Ｍｅｄｉｕｍ

麻栗坡兜兰 Ｐ. ｍａｌｉｐｏｅｎｓｅ ３ ６ ８ ６ 低 Ｌｏｗ

长瓣兜兰 Ｐ. ｄｉａｎｔｈｕｍ ３ ４ ８ ６ 低 Ｌｏｗ

白花兜兰 Ｐ. ｅｍｅｒｓｏｎｉｉ １ １ ４ ３ 低 Ｌｏｗ

同色兜兰 Ｐ.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１ １ １ １ 罕见 Ｒａｒｅ

杏黄兜兰 Ｐ.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ｕｍ １ 未见 Ｎｏｔ ｆｏｕｎｄ 不详 Ｕｎｋｎｏｗｎ 不详 Ｕｎｋｎｏｗｎ 不详 Ｕｎｋｎｏｗｎ

文山兜兰 Ｐ. ｗ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ｅ １ 未见 Ｎｏｔ ｆｏｕｎｄ 不详 Ｕｎｋｎｏｗｎ 不详 Ｕｎｋｎｏｗｎ 不详 Ｕｎｋｎｏｗｎ

合　 计 Ｔｏｔａｌ ８ ２７ １０３ ８７ —

　 注: 表中目的物种分布市、州数和县级行政单元数合计项为非重复统计ꎮ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ｅｍｓ ｏｆ ｃｉｔｙꎬ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 ｎｏｎ￣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数字 １~ ６ 表示兜兰属植物物种数ꎮ
Ｆｉｇｕｒｅｓ １－６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图 １　 贵州省野生兜兰属植物物种县域分布丰富度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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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硬叶兜兰ꎻ ２. 小叶兜兰ꎻ ３. 白花兜兰ꎻ ４. 同色兜兰ꎻ
５. 麻栗坡兜兰ꎻ ６. 长瓣兜兰ꎻ ７. 带叶兜兰ꎻ ８. 巨瓣兜兰ꎮ
１.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ｕｍꎻ ２. Ｐ. ｂａｒｂｉｇｅｒｕｍꎻ ３. Ｐ. ｅｍｅｒｓｏｎｉｉꎻ
４. Ｐ.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ꎻ ５. Ｐ. ｍａｌｉｐｏｅｎｓｅꎻ ６. Ｐ. ｄｉａｎｔｈｕｍꎻ ７. Ｐ.
ｈｉｒｓｕｔｉｓｓｉｍｕｍꎻ ８. Ｐ. ｂｅｌｌａｔｕｌｕｍ.

图 ２　 贵州省野生兜兰属植物物种丰富度垂直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的 ８０％ꎬ分布点 ３０ 个ꎬ占全省总分布点的２９.１３％ꎻ
其次为黔南州ꎬ共分布 ６ 种ꎬ占全省有记载兜兰属

植物总种数的 ６０％ꎬ分布点 ４０ 个ꎬ占全省总分布

点的 ３８.８３％ꎻ黔东南州和贵阳市最少ꎬ皆仅分布 １
种ꎬ各占全省有记载兜兰属植物总种数的 １０％ꎬ分
布点分别为 １ 个和 ２ 个ꎬ分别占全省总分布点的

０.９７％、１.９４％ꎮ 从县域分布来看ꎬ位于贵州西南

部的兴义市物种丰富度最高ꎬ为 ６ 种ꎬ其次为荔波

县和望谟县ꎬ各占 ５ 种ꎬ最少的为道真、镇宁等 １７
个县ꎬ皆仅分布 １ 种ꎮ

本研究表明ꎬ野生兜兰属植物在贵州省的自

然分布区主要为水热条件好、无霜期最长的区域ꎬ
同时也是喀斯特地貌最典型发育、地形切割明显、
小生境最复杂的区域ꎮ 该植物类群在贵州省西南

部至南部地区的物种丰富度及其种群密集程度皆

明显高于西部、北部至东部地区ꎬ通常分布在通风

透气和水热条件较好的山脊、陡崖等喀斯特环境ꎮ
在喀斯特发育明显但海拔较高、水热条件较差的

黔西北地区ꎬ以及水热条件较好但以非喀斯特地

貌为主的黔东南低山丘陵地区ꎬ基本上没有发现

野生兜兰属植物分布ꎮ 贵州省兜兰属植物的这种

自然地理分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类群喜

湿热、偏荫但要求排水、透气良好的以喀斯特环境

为主的总体特征ꎮ

２.３ 垂直分布特点

贵州省野生兜兰属植物主要分布于海拔

２００ ~ １ ６００ ｍ 范围ꎬ各物种垂直分布差异较大ꎬ物
种丰富度总体上表现出随海拔先升高后降低的趋

势(图 ２)ꎮ 海拔 ４００ ~ １ ２００ ｍ 是该属植物在贵州

省主要集中分布的垂直段ꎬ当海拔在 ６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时ꎬ物种丰富度最高ꎬ为 ７ 种ꎬ且种群数量和密度

达到最高ꎮ 海拔低于 ２００ ｍ 时未发现目标物种分

布ꎻ海拔高于 １ ０００ ｍ 时ꎬ带叶兜兰、麻栗坡兜兰和

白花兜兰 ３ 种无分布ꎻ海拔高于 １ ４００ ｍ 时ꎬ仅硬

叶兜兰 １ 种有分布ꎮ 从各目标物种的海拔分布范

围来看ꎬ硬叶兜兰分布幅度最大ꎬ２００ ~ １ ６００ ｍ 均

有分布ꎬ海拔高差达 １ ４００ ｍꎻ其次是巨瓣兜兰和

小叶兜兰ꎬ分布范围为 ４００ ~ １ ４００ ｍꎬ海拔高差

１ ０００ ｍꎻ带叶兜兰、长瓣兜兰、麻栗坡兜兰和白花

兜兰分布海拔范围主要集中在 ４００ ~ １ ２００ ｍ 之

间ꎬ海拔高差为 ６００ ~ ８００ ｍꎻ同色兜兰垂直分布范

围较为狭窄ꎬ仅在海拔 １ ０００ ~ １ ２００ ｍ 有发现ꎮ
２.４ 威胁因素分析

兜兰属植物对生存环境要求非常严格ꎮ 贵州

省野生兜兰属植物分布环境除需要充足的水热条

件和适宜的荫蔽环境外ꎬ往往土体疏松ꎬ土层浅

薄ꎬ有一定的腐殖质且较为干净ꎬ排水透气性好ꎮ
因此ꎬ该类群实际分布范围极其狭窄ꎬ各分布点常

局限于几十至几百平方米不等的狭小空间ꎬ除带

叶兜兰外ꎬ基本上没有发现自然分布面积超过

１ ０００ ｍ２的分布点ꎬ部分分布点面积不到 １０ ｍ２甚

至更小ꎬ例如罗甸、荔波、江口等县的部分硬叶兜

兰分布点ꎻ荔波等县的部分麻栗坡兜兰、白花兜兰

分布点ꎻ乌当区的小叶兜兰分布点等ꎮ 可见ꎬ兜兰

属植物是对生态环境高度敏感的类群ꎬ极易因外

界干扰导致的生境退化而威胁其生存ꎮ 同时ꎬ因
兜兰属植物花形奇特ꎬ艳丽多姿ꎬ是野生观赏植物

中的“明星”类群ꎬ极易引起人们关注并招致掠夺

性、毁灭性采挖ꎮ
图 ３ 统计结果表明ꎬ过度采挖、森林砍伐、过

度放牧、工程建设等人为因素以及干旱、冰雹、凝
冻、病虫害、滑坡等自然灾害都会对兜兰属植物造

成影响ꎮ 全省各地的野生兜兰属植物除少数位于

保护级别较高的自然保护区的分布点受到严格保

护外ꎬ大多数分布点受威胁状况仍较为严重ꎮ 其

中ꎬ硬叶兜兰受干扰因素最多ꎬ包括生境退化、干
旱、病虫害、过度放牧、工程建设、森林退化和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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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度采集等至少 ７ 类ꎮ 近年来ꎬ随着宣传和保

护管理力度加大ꎬ包括野生兜兰属植物在内的各

类兰花、珍稀濒危植物等乱采滥挖的现象得到一

定程度的控制ꎬ但这类现象仍普遍存在ꎮ 加之兜

兰属植物多分布于喀斯特山地ꎬ森林生态系统退

化和破碎化后导致生境退化、临时性干旱频繁甚

至环境改变ꎬ影响其野生种群正常繁衍ꎬ这是导致

贵州省野生兜兰属植物受威胁严重甚至濒危和极

危的重要原因ꎮ

１. 硬叶兜兰ꎻ ２. 长瓣兜兰ꎻ ３. 带叶兜兰ꎻ ４. 巨瓣兜兰ꎻ
５. 麻栗坡兜兰ꎻ ６. 小叶兜兰ꎻ７. 白花兜兰ꎻ ８. 同色兜兰ꎮ
下同ꎮ
１.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ｕｍꎻ ２. Ｐ. ｄｉａｎｔｈｕｍꎻ ３. Ｐ. ｈｉｒｓｕｔｉｓｓｉｍｕｍꎻ
４. Ｐ. ｂｅｌｌａｔｕｌｕｍꎻ ５. Ｐ. ｍａｌｉｐｏｅｎｓｅꎻ ６. Ｐ. ｂａｒｂｉｇｅｒｕｍꎻ ７. Ｐ.
ｅｍｅｒｓｏｎｉｉꎻ ８. Ｐ.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３　 贵州省野生兜兰属植物威胁因素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２.５ 就地保护状况分析

贵州省有记载的 １０ 种兜兰属植物ꎬ有 ８ 种分

布于各级自然保护区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ꎬ另 ２
种因未找到ꎬ情况不明ꎮ 在全省已知的 １０３ 个自

然分布点中ꎬ有 ３０ 个分布点位于自然保护区内ꎬ
就地保护率为 ２９.１３％ꎮ 各目标物种的就地保护

成效和就地保护率亦有所不同(图 ４)ꎮ 其中ꎬ白
花兜兰和同色兜兰为“有效保护(ＥＰ)”ꎬ这 ２ 个种

各自然分布点的实际分布面积极其狭窄ꎬ有 ２ / ３
以上种群分布于自然保护区内ꎬ且种群自然繁殖

更新良好ꎬ其中白花兜兰分布于贵州茂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ꎬ同色兜兰分布于贵州兴义坡岗喀斯

特森林州级自然保护区ꎮ 硬叶兜兰为“较好保护

(ＷＰ)”ꎬ其自然分布点在 ８ 个自然保护区内有分

布ꎬ１ / ２ 以上种群受到保护ꎮ 麻栗坡兜兰和带叶兜

兰为“一般保护(ＧＰ)”ꎬ其中ꎬ麻栗坡兜兰在 ５ 个

自然保护区内有分布ꎬ带叶兜兰在 ４ 个自然保护

区内有分布ꎮ “较少保护(ＬＰ)”有小叶兜兰、巨瓣

兜兰和长瓣兜兰 ３ 种ꎬ均在 ２ 个自然保护区内有分

布ꎬ其中ꎬ巨瓣兜兰和长瓣兜兰所在保护区级别都

较低ꎬ保护力度较弱ꎮ 杏黄兜兰和文山兜兰此次

调查未发现ꎬ保护状况不明ꎮ

图 ４　 贵州省野生兜兰属植物分布点保护率
Ｆｉｇ. 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ｗｉｌｄ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３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中ꎬ兜兰属植物在贵州省由南到北皆

有分布ꎬ总体上呈“西南部、南部较丰富ꎬ中部、东
北部丰富度较低、西北部和东南部缺乏”的空间分

布特征ꎬ其分布较为零散ꎬ各市、州之间物种丰富

度差异明显ꎬ小生境尺度分布狭窄ꎬ局限于特殊生

境中ꎮ 在自然地理上ꎬ以水热条件较好、喀斯特地

貌高度发育的南盘江至北盘江流域以及黔南喀斯

特山地为主要分布区ꎮ 这些区域生境特殊ꎬ异质

化程度较高ꎬ植被原生性保存较完好ꎬ被王瑞等

(２０１４)划分为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ꎬ是贵

州省兰科植物尤其兜兰属植物热点地区ꎮ 本研究

中ꎬ贵州省兜兰属植物垂直分布于海拔范围 ２００ ~
１ ６００ ｍ 以内ꎬ中海拔地区物种丰富度最高ꎮ 其

中ꎬ小叶兜兰和带叶兜兰主要生长在河谷两旁的

悬崖陡壁上ꎬ其余种主要分布于排水透气、透光性

好的特殊狭窄生境中ꎮ 除长瓣兜兰外ꎬ其余各物

种在其适宜生长的环境中均以几十甚至上百株的

数量集群分布ꎬ这可能是长瓣兜兰植株个体较大ꎬ

４６０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开花时花葶较高ꎬ主要集中能量以发育成熟进行

开花繁殖ꎬ侧芽萌发产生新植株的能力较其余种

弱所导致ꎮ 硬叶兜兰在全省分布范围最广ꎬ资源

量最丰富ꎬ可见贵州省分布的野生兜兰属植物中ꎬ
该种的生态适应性较其他种强ꎬ至于各物种的适

应性与自然地理环境间的关系ꎬ有待进一步探索ꎮ
据资料记载ꎬ杏黄兜兰分布于盘州市(陈东升等ꎬ
２０１９)ꎬ文山兜兰分布于兴义市(邓朝义等ꎬ２０１３)ꎬ
调查组多次调查寻找未见ꎬ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ꎮ

兜兰属植物缺少多数兰科植物所具有的假鳞

茎(可以储藏养分和水分)ꎬ对极端气候环境的适

应能力较弱(何荆洲等ꎬ２０１３)ꎬ该类群在贵州省集

中分布于水热条件良好的喀斯特地区ꎬ对生境要

求高且对适生环境具有高度的依赖性ꎮ 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ꎬ人类活动频繁和各类基础建设不断增

加ꎬ自然气候条件恶化ꎬ野外生境质量急剧下降甚

至退化丧失ꎬ加之兜兰属植物为兰科中的观赏“旗
舰类群”ꎬ深受各方“爱兰人士”的青睐ꎬ在小区域

范围内集群生长的兜兰属植物一旦遭到采挖ꎬ对
种群产生的毁灭性影响几乎不可逆转ꎮ 因此ꎬ干
旱、生境破碎化及人为过度采挖等因素已成为贵

州省兜兰属植物野外生存的主要威胁ꎮ
本研究中ꎬ贵州省野生兜兰属植物物种保护

率较高ꎬ但分布点保护率仅为 ２９.１３％ꎬ可见自然

保护区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力度尚存在很大优化空

间ꎮ 此外ꎬ野外调查过程中发现ꎬ即使分布于保护

区内的兜兰属植物ꎬ也受人为采挖和生境丧失等

因素的干扰较轻ꎬ但病虫害现象仍较为严重ꎬ全省

除少部分分布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种群得到较

好保护外ꎬ市州级、县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级别较

低ꎬ保护强度较薄弱ꎬ保护成效相对较弱ꎮ 兜兰属

植物本身对生境要求严格ꎬ实际分布非常狭窄ꎬ即
使是分布范围相对较广泛的硬叶兜兰也往往局限

于不足 １０ ｈｍ２甚至更小的区域生长ꎬ管理难度加

大ꎮ 尽管相关部门已经高度重视此类珍稀濒危植

物的保护工作ꎬ并尽可能将其纳入保护范围ꎬ但是

此类植物生长环境特殊复杂ꎬ常受到多种威胁因

素交叉干扰ꎬ具体保护措施的实施存在较多阻碍ꎮ
因此ꎬ兜兰属植物的保护工作仍需进一步完善和

细化ꎬ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关保护措施ꎬ种群发展将

受到威胁ꎬ甚至在贵州省内一些自然分布区将濒

临灭绝ꎮ 综合以上来看ꎬ野生兜兰属植物的保护ꎬ
建议优先考虑就地结合近地的保护手段ꎬ必要时

可采取迁地保护措施ꎮ
目前ꎬ虽然兰科植物的保护级别和受关注度

普遍较高ꎬ但在有效保护层面上没有直接法律依

据ꎬ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兰科植物的科学保护与合

理利用ꎮ 作为兰科植物中极具观赏价值的类群ꎬ
兜兰属植物花形奇特、生境要求特殊ꎬ具有很高的

科研价值和经济价值ꎮ 贵州省地形地貌、土壤及

气候条件特殊ꎬ兜兰属植物资源丰富ꎬ局部生态环

境良好ꎬ为开展兜兰属植物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了

先天条件ꎮ 总体而言ꎬ野外本底资源的掌握是开

展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ꎬ野生兜兰属植物自然资

源的保护是关键ꎮ 今后ꎬ希望能在进一步优化保

护范围、改善保护方式等的基础上ꎬ不断完善法律

依据ꎬ加强宣传工作ꎬ提高公众对此类珍稀植物的

保护意识ꎬ让更多需要保护的植物得到更加切实

有效的保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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