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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本文论述了湖北省珍稀濒危植物的数量、分布 及 就 地 保 护 现 状，并 提 出 了 保 护 的 建 议 和 措 施。

经调查研究，湖北省天然分布有 "4 种珍稀濒危植物，占全国同类总数的 $>? %=@ ；鄂 西 南 和 鄂 西 北 为 珍

稀濒危植物的分布中心；全省 44 个野生植物和森 林 生 态 系 统 自 然 保 护 区（ 点）现 已 就 地 保 护 >> 种，占

总数的 &&? =@ ；在评价就地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合理调整和布局自然保护区、大力发展自然 保 护

小区、自然保护点和禁伐区以及将就地保护和其它手段相结合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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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言

有关湖北省珍稀濒危植物已有一些研究报道［$ 6 &］，这些研究多侧重于植物的种类、地理

分布及某些物种的生态学和迁地保护等方面，虽然也涉及 到 就 地 保 护 研 究 的 部 分 内 容［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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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地保护研究材料（ 指物种数量和就地保护地点）欠全，而且缺乏现状评价和可行性建议。

笔者自 !""# 年以来，为配合“ 湖北省自然保护区调查”及“ 湖北省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发展规

划（!""$ % &’!’ 年）”等工作，对全省珍稀濒危植物种类、分布及其就地保护现状等进行了考察

（ 考证）和研究，特别是对全省自然保护区（ 点）内的珍稀濒危植物进行了认真的统计和分析。

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以期为湖北省珍稀濒危植物就地保护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 (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湖北省的珍稀濒危植物

根据《 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 第一册）［"］，经过多年的野外调查和统计分析，并参

考前人的资料［! % !)］，我们研究的结果是：湖北省天然分布有珍稀濒危植物 *& 种（ 其中一级 )
种、二级 &# 种、三级 )+ 种），占全国总数 ),, 种（ 因秃杉已归并入台湾杉［!#］）的 !+- "). 。这

一数据超出已有的文献资料［! % +、$］。

（!）国家一级珍稀濒危植物 ( ) 种：水杉（!"#$%"&’()$ *+,-#(%#.(/()0"%）、台湾杉（1$)2$3)$ 4.,-5
#(6".)(0"%）和珙桐（7$8)0)$ )38(+’4.$#$）。

（&）国家二级珍稀濒危植物 9 &# 种：银杏（:)3;*( /)+(/$）!、金 钱 松（<%"’0(+$.)= $6$/)+)%）、大

果青!（<)4"$ 3"(8")#4>))）、大别山五针松（<)3’% 0$/"%>$3"3%)%）、篦子三尖杉（?"->$+(#$=’% (+)8"5
.)）、长 叶 榧 树（ 1(..",$ @$4;))）［!)］、钟 萼 木（ A."#%4>3")0".$ %)3"3%)%）、鹅 掌 楸（ B).)(0"30.(3
4>)3"3%"）、巴东木莲（!$3*+)"#)$ -$#’3*"3%)%）、峨嵋含笑（!)4>"+)$ 2)+%(3))）、小花木兰（ 天女花）

（!$*3(+)$ %)"/(+0))）、光 叶 珙 桐（ 7$8)0)$ )38(+’4.$#$ 8$.C 8)+6(.)3)$3$）、水 青 树（ 1".$4"3#.(3
%)3"3%"）、连香树（?".4)0)->,++’6 @$-(3)4’6）、香果树（D66"3(-#".,% >"3.,)）、七子花（E"-#$4(0)’6
6)4(3)()0"%）、长瓣短柱茶（?$6"++)$ *.)@%))）、伞花木（D’.,4(.,6/’% 4$8$+".)")）、小勾儿茶（A".4>"5
6)"++$ 2)+%(3))）、杜仲（D’4(66)$ ’+6()0"%）、独花兰（?>$3*3)"3)$ $6("3$）、山白树（ F)3(2)+%(3)$
>"3.,)）、秤锤树（F)3(@$4;)$ =,+(4$.-$）［$、!+］、狭叶瓶儿小草（G->)(*+(%%’6 #>".6$+"）。

（)）国家三级珍稀濒危植物 9 )+ 种：秦岭冷杉（H/)"% 4>"3%)"3%)%）、麦吊云杉（<)4"$ /.$4>,#,+$）、

黄杉（<%"’0(#%’*$ %)3"3%)%）、丽 江 铁 杉（ 1%’*$ I(.."%#))）、穗 花 杉（ H6"3#(#$=’% $.*(#$"3)$）、厚 朴

（!$*3(+)$ (II)4)3$+)%）、凹 叶 厚 朴（ !C (II)4)3$+)% ）、黄 山 木 兰（ !C 4,+)30.)4$）、天 目 木 兰（ !C
$6("3$）、银叶桂（?)33$6(6’3 6$).")）［$］、天竺桂（?C @$-(3)4’6）［$］、天目木姜子（ B)#%"$ $’.)45
’+$#$）、楠木（ 桢 楠）（<>("/" J>"33$3）、闽 楠（<C /(’.3")）、滇 楠（<C 3$36’）［!’］、刺 五 加（ H4$35
#>(-$3$= %"3#)4(%’%）［$］、华榛（ ?(.,+’% 4>)3"3%)%）、红 豆 树（ 鄂 西 红 豆 ）（ G.6(%)$ >(%)")）、野 大 豆

（:+,4)3" %(@$）、红椿（1((3$ 4)+)$#$）［$］、青檀（<#".(4"+#)% #$#$.)3(2))）、紫斑牡丹（<$"(3)$ %’II.’#)5
4(%$ /01- -$-$8".$4"$）［$、!’、!*］、矮 牡 丹（<C %’II.’#)%4$ /01- %-(3#$3"$）［$］、猬 实（K(+;2)#J)$ $6$/)5
+)%）、银鹊树（1$-)%4)$ %)3"3%)%）［!$］、金 钱 槭（7)-#".(3)$ %)3"3%)%）、黄 山 花 楸（ F(./’% $6$/)+)%）、领

春木（D’-#"+"$ -+")(%-".6’6）、紫茎（ F#"2$.#)$ %)3"3%)%）、白辛树（<#".(%#,.$= -%)+(->,++$）、桃儿七

（F)3(-(0(->,++’6 "6(0)）、八 角 莲（7,%(%6$ 8".%)-"++)%）、黄 连（?(-#)% 4>)3"3%)%）、天 麻（ :$%#.(0)$
"+$#$）、延龄草（1.)++)’6 #%4>(3(%;))）。

从湖北省每一行政区［!,］内珍稀濒危植物的分布状况来看，其地区性分布规律是：鄂西北

+# 种，占 ,$- ’". ；鄂西南 +! 种，占 ,&- &+. ；鄂 东 南 &* 种，占 #!- "). ；鄂 东 北 &+ 种，占 #’-

!&&第 ) 期 ( ( ( ( ( ( ( ( ( ( ( ( 葛继稳：湖北省珍稀濒危植物现状及其就地保护

! !银杏在湖北省大洪山山脉有大面积分布，且古树多，特别是随州市和安陆市是全国银杏主要产区，有的学者认为是半天然
分布。基于这一观点，作者作天然分布处理。



!"# ；鄂北和江汉平原分别只有 $ 种和 ! 种，仅占 %& $’# 和 $& (!# ；全省广布 " 种（ 银杏和野

大豆）。由此可以认为，鄂西（ 包括鄂西北、鄂西南）是湖北省珍稀濒危植物的地理分布中心，

鄂东南和鄂东北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从珍稀濒危植物在分布的地区特有种来看，鄂西北有 $ 个特有种（ 长叶榧树、天目木兰、

紫斑牡丹、矮牡丹）；鄂西南有 $ 个 特 有 种（ 水 杉、秃 杉、银 叶 桂、滇 楠）；鄂 东 北 有 " 个 特 有 种

（ 大别山五针松、桃儿七）；而鄂东南、鄂北、江汉平原等其它地区则无特有植物分布。从区域

内分布珍稀濒危植物共同种数来分析，鄂西北—鄂西南共同种最多（$’ 种），其次是鄂西北—

鄂东南（"’ 种）、鄂西南—鄂东南（"! 种）、鄂西北—鄂东北（") 种）、鄂西南—鄂东北（)* 种）、

鄂东南—鄂东北（)’ 种），其它地区共同种均很少，以江汉平原—鄂北共同种最少，仅 " 种。共

同种的多少，可揭示出每一个地区的珍稀濒危植物的数量多少及与另一地区共同种的数量。

!" !# 珍稀濒危植物就地保护的现状

截至 )**% 年底，湖北省已建立以保护珍稀 濒 危 植 物 的 自 然 保 护 区（ 点）"" 个，总 面 积 达

"$+ $(%,-" 。这些自然保护区（ 点）现已就地保护了 ’’ 种珍稀濒危植物，占湖北省总数 %" 种

的 ((& .# ，其中一级 ! 种，二级 ") 种，三级 !) 种。（ 表 )）

表 $# 湖北省自然保护区（ 点）就地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

/0123 )4 5678 9: 8,3 ;<3=69>7，<0<3 0?@ 3?@0?A3<3@ ;20?87 !"#$!%& =9?73<B3@ 6? ?08><3 <373<B37 9: C>136 D<9B6?=3

4 4 种名 E;3=637
保护

级别

F2077

保护区（ 点）名称 G0-37 9: ?08><3 <373<B3 0?@ H 9< ?08><3 ;<983=83@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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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点

) 水杉 ’(%)$(*&+!) ,-./%+$%0+1+!2($ ) 3
" 秃杉 4)!5)"!) 60./%+7(0!+2($ ) 3
! 珙桐 8)9!2!) !"9+-&60)%) ) 3 3 3 3 3 3 3
$ 银杏 :!";,+ 1!-+1) " 3 3 3 3 3 3 3 3 3 3 3
’ 金钱松 <$(&2+-)0!= )7)1!-!$ " 3 3 3 3
% 大果青! <!6() "(+9(!%6>!! " 3 3 3
. 篦子三尖杉 ?(/>)-+%)=&$ +-!9(0! " 3 3 3 3 3
( 钟萼木 @0(%$6>"(!2(0) $!"("$!$ " 3 3 3 3 3 3 3
* 鹅掌楸 A!0!+2("20+" 6>!"("$( " 3 3 3 3 3 3 3 3 3 3
)+ 巴东木莲 ’)",-!(%!) /)%&",("$!$ " 3 3 3
)) 峨嵋含笑 ’!6>(-!) 5!-$+"!! " 3 3 3
)" 小花木兰 ’),"+-!) $!(1+-2!! " 3
)! 光叶珙桐 8)9!2!) !"9+-&60)%) " 3 3 3 3 3 3
B B B B B B0<C 9!-7+0!"!)")
)$ 水青树 4(0)6("%0+" $!"("$( " 3 3 3 3 3 3 3 3 3 3 3
)’ 连香树 ?(06!2!/>.--&7 D)/+"!6&7 " 3 3 3 3 3 3 3 3 3 3 3
)% 香果树 E77("+/%(0.$ >("0.! " 3 3 3 3 3 3 3 3 3 3 3
). 长瓣短柱茶 ?)7(--!) ,0!D!$!! " 3
)( 伞花木 E&0.6+0.71&$ 6)9)-(0!(! " 3
)* 小勾儿茶 @(06>(7!(--) 5!-$+"!! " 3
"+ 杜仲 E&6+77!) &-7+!2($ "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 独花兰 ?>)","!("!) )7+(") " 3 3
"" 山白树 F!"+5!-$+"!) >("0.! " 3 3 3

""" 生 4 物 4 多 4 样 4 性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第 % 卷



表 !（ 续）!"#$% &（ ’()*+),%-）

./ 秤锤树 !"#$%&’("& )*+$’&,-& . . . .

.0 狭叶瓶儿小草 /-0"$1+$2234 506,4&+6 . . .

.1 秦岭冷杉 78"62 ’06#2"6#2"2 / . . .

.2 麦吊云杉 9"’6& 8,&’0*5*+& / .

.3 黄杉 9263:$5231& 2"#6#2"2 / . .

.4 穗花杉 746#5$5&)32 &,1$5&6#"& / .

.5 厚朴 ;&1#$+"& $<<"’"#&+"2 / . . . . . . . . . . . .
/6 凹叶厚朴 ;= $<<"’"#&+"2 7789 8"+$8& / . . .
/& 黄山木兰 ;= ’*+"#:,"’& / . . .
/. 天目木兰 ;= &4$6#& / . .
// 银叶桂 >"##&4$43# 4&",6" / .
/0 天竺桂 >= %&-$#"’34 / . .
/1 天目木姜子 ?"526& &3,"’3+&5& / . . .
/2 楠木 90$686 @06##&# / . . . . . . . .
/3 闽楠 9= 8$3,#6" / .
/4 刺五加 7’&#50$-&#&) 26#5"’$232 / . .
/5 华榛 >$,*+32 ’0"#6#2"2 / . . . . . . . . . .
06 红豆树 /,4$2"& 0$2"6" / . . .
0& 野大豆 A+*’"#6 2$%& / . . . . . . .
0. 红椿 B$$#& ’"+"&5& / . .
0/ 青檀 956,$’6+5"2 5&5&,"#$C"" / . . . . . . . . . .
00 紫瓣牡丹 9&6$#"& 23<<,35"’$2& / .
D D D D D :";9 -&-&E6,&’6&
01 猬实 F$+(C"5@"& &4&8"+"2 / . . . .
02 银鹊树 B&-"2’"& 2"#6#2"2 / . . . . . . . . .
03 金钱槭 G"-56,$#"& 2"#6#2"2 / . . . . . . . .
04 黄山花楸 !$,832 &4&8"+"2 / .
05 领春木 H3-56+6& -+6"$2-6,434 / . . . . . . . . . .
16 紫茎 !56C&,5"& 2"#6#2"2 / . . . . . . . . . . . .
1& 白辛树 956,$25*,&) -2"+$-0*++2 / . . . . . . . . .
1. 八角莲 G*2$24& E6,2"-6++"2 / . . . .
1/ 黄连 >$-5"2 ’0"#6#2"2 / . . . . . . . .
10 天麻 A&25,$:"& 6+&5& / . . . . . . . . . . .
11 延龄草 B,"++"34 52’0$#$2("" / . . . . . .

种数合计 !(*"$ ),<#%; (= 78%’+%7 /0 .. .0 .2 .& &1 .6 .& .1 .0 .6 .2
注：&9 神农架林区自然保护点总面积 3&// ><. ，包括刘享寨、燕子垭、将军寨、杉树坪、摩天岭、红坪画廊、红岩岭、海拔 .166

< 以上地带等 4 个。

.9 鹫峰自然保护区面积 &166 ><. ，主要保护对象为天然古老马尾松群落，其它植物资源不清；

/9 崩尖子自然保护区面积 .&1 ><. ，主要保护对象为珙桐、林麝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其它植物资源不清；

09 大堰自然保护区面积 10 ><. ，主要保护对象为天然马尾松母树林（ 红薄皮优良类型），其它植物资源不清。

?(*%：&9 !>% ";%" (= @>%))()AB+" C(;%7* D+7*;+’* )"*,;% 8;(*%’*%- 78(*7 +7 3&// ><. ，E>+’> +)’$,-%7 F+,G+")AH>"+，I")H+J"，

K+")AB,)H>"+，@>"7>,8+)A，L,(*+")$+)A，M()A8+)A>,"$")A，M()AJ")$+)A ")- *>% ;%A+()7 (= "#(:% .166 <9
.9 !>% ";%" (= K+,=%)A ?"*,;% N%7%;:% +7 &166 ><. ，+* <"+)$J 8;(*%’* )"*,;"$ ’(<<,)+*J (= 9"#32 4&22$"#&9 O)(*>%; 8$")*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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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珍稀濒危植物的数量比较来看，神农架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就

地保护的种数最多，达 !" 种（ 其中一级 # 种）［#$］，占全省保护物种总数 %& 种的 ’"( )!* ，占就

地保护珍稀濒危植物总数 ’’ 种的 %#( )#* ，其余各保护区（ 点）就地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的种

数分别是：神农架林区自然保护点（ 县级）&% 种（ 其中一级 # 种），星斗山自然保护区（ 省级）&%
种（ 其中一级 & 种）、武当山自然保护区（ 县级）&’ 种、后河自然保护区（ 省级）&" 种（ 其中一级

# 种）、十八里长峡自然保护区（ 县级）&" 种、九宫山自然保护区（ 省级）&& 种、木林子自然保护

区（ 省级）&# 种（ 其中一级 # 种）、赛武当自然保护区（ 地市级）&# 种、七姊妹山自然保护区（ 县

级）&+ 种（ 其中一级 # 种）、五道峡自然保护区（ 县级）&+ 种、小河自然保护区（ 县级）#$ 种（ 其

中一级 # 种）。

从各行政区域就地保护珍稀濒危植物的数量看，鄂西北 ", 种、鄂 西 南 !, 种、鄂 东 南 &&
种，分别占就地保 护 总 种 数 ’’ 种 的 )’( "’* 、%,( &,* 、"+* ；占 其 各 自 天 然 分 布 种 数 的 ),(
+!* 、,&( ’"* 、)"( %#* 。鄂东北、鄂北和江汉平原没有（ 表 &）。

由此可见，鄂西北珍稀濒危植物分布种数最多，就地保护现状也最好；鄂西南分布种数第

二，就地保护现状居第三；鄂东南分布种数第三，就地保护现状居第二；鄂东北分布种数第四，

尚未就地保护；鄂北和江汉平原分布种数不多，也未就地保护。

表 !" 湖北省珍稀濒危植物的分布及其就地保护现状

-./01 &2 345674/8649: .:; <7151:6 56.61 9= !"#$!%& >9:517?.649: 9= 6@1 <71>4985，7.71 .:; 1:;.:A171; <0.:65 4: B8/14
C79?4:>1

鄂西北

（DE）

鄂西南

（FE）

鄂东南

（FG）

鄂东北

（DG）

鄂北

（D）

江汉平原

（ HC）

湖北省

（B8/14）

天然分布种数

D8I/17 9= :.687.0 ;45674/8649: 5<1J
>415

’" ’# &% &’ " ! %&

天然分布种数占全省总种数（* ）

<17>1:6.A1 9= :.687.0 ;45674/868649: 4:
B8/14K5 %& 5<1>415（* ）

),( +$ )&( &’ "#( $! "+( !& %( "’ "( )! #++

就地保护种数

D8I/17 9= !"#$!%& >9:517?.649: 5<1J
>415

", !, && + + + ’’

就 地 保 护 种 数 占 全 省 就 地 保 护 总

种数（* ）

<17>1:6.A1 9= !"#$!%& >9:517?.649: 4:
B8/14K5 ’’ 5<1>415（* ）

)’( "’ %,( &, "+ + + + #++

就 地 保 护 种 数 占 天 然 分 布 种 数

（* ）

<17>1:6.A1 9= !"#$!%& >9:517?.649: 4:
:.6871 ;45674/868649: 5<1>415（* ）

),( +! ,&( ’" )"( %# + + + ))( ,+

!2 2 评价与建议

#$ %" 珍稀濒危植物就地保护的评价

#$ %$ %" 多数珍稀濒危植物物种就地保护较全面

从就地保护植物物种的数量及比率看，湖北省已就地保护的 ’’ 种珍稀濒危植物占湖北省

总数 %& 种的 ))( ,+* ；从每种就地保护地点数量看，有 #+ 处以上就地保护地点的是：杜仲、厚

"&& 生 2 物 2 多 2 样 2 性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第 % 卷



朴、水青树、连香树、香果树、鹅掌楸、银杏、华榛、青檀、领春木、紫茎、天麻等 !" 种，有 # $ % 处

就地保护地点的是：珙桐、篦子三尖杉、钟萼木、光叶珙桐、楠木、野大豆、银鹊树、金钱槭、白辛

树、黄连、延龄草等 !! 种，有 " $ & 处就地保护地点的是：金钱松、大果青!、巴东木莲、峨嵋含

笑、独花兰、山白树、秤锤树、狭叶瓶儿小草、秦岭冷杉、凹叶厚朴、黄山木兰、天目木兰、天竺桂、

天目木姜子、刺五加、红豆树、红椿、猬实、八角莲等 !% 种，仅有 ! 处就地保护地点的是：水杉、

台湾杉、小花木兰、长瓣短柱茶、伞花木、小勾儿茶、麦吊云杉、黄杉、穗花杉、银叶桂、闽楠、紫斑

牡丹、黄山花楸等 !’ 种。

!" #" $% 珍稀濒危植物的主要种群得到了集中保护（ 见表 ’）

表 !% 湖北省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的主要种群

()*+, ’- (., /)01 2324+)50316 37 5., 28,90346，8)8, )1: ,1:)1;,8,: 2+)156 !"#$!%& 9316,8<,: 01 5., 1)548, 8,6,8<,6 37
=4*,0 >83<019,

- - - - 植物名称

- - - - ?2,90,6
- - - - 主要种群的分布状况

- - @06580*45031 37 5., /)01 2324+)50316

水杉 ’(%)$(*&+!) ,-./%+$%0+1+!2($ 小河自然保护区：全 国 最 早 发 现 自 然 分 布 的 水 杉 分 布 区，

在其它地区有零星分布。

台湾杉 3)!4)"!) 50./%+6(0!+2($ 星斗山自然保护区：湖北省唯一分布区。

珙桐 7)8!2!) !"8+-&50)%)
七姊妹山自然保护区：分布面积为 ’AA ./" ，优势种群所占

面积为 !#A ./" ，纯林 BA ./" ；后河自然保护区：分布面积

为 ’AA ./" ；崩尖子自然保护区：分布面积为 "AA ./" ；木

林子自然保护区：分布面积为 "A ./" ；星斗山自然保护区：

分布面积为 !A ./" 。

钟萼木 90(%$5:"(!2(0) $!"("$!$ 木林子自然保护区：纯林 AC " ./" 。

鹅掌楸 ;!0!+2("20+" 5:!"("$( 九宫山自然保护区：优势种群所占面积为 " ./" 。

光叶珙桐 7)8!2!) !"8+-&50)%) 与珙桐类似。

- - - - <)8C 8!-6+0!"!)")
山白树 <!"+4!-$+"!) :("0.! 武当山自然保护区：优势种群所占面积为 ! ./" 。

秦岭冷杉 =1!($ 5:("$!("$!$
神农架杉树坪及刘享寨自然保护点：古老优势种群（ 纯林）

所占面积为 !A ./" ，为全省主要分布区。

黄杉 >$(&2+%$&,) $!"("$!$ 星斗山自然保护区：古老优势种群所占面积为 D ./" 。

领春木 ?&/%(-() /-(!+$/(06) 木林子自然保护区：优势种群所占面积为 AC B ./" ，在其它

地区有零星分布，但种群不大。

紫茎 <%(4)0%!) $!"("$!$
神农架、九宫山等 自 然 保 护 区 均 有 小 块 优 势 种 群，分 布 面

积较大，其中九宫山有 AC & ./" 纯林。

!" #" !% 一些就地保护地点分布不够合理，导致少量珍稀濒危植物物种尚未就地保护

这有两种情况：一是目前就地保护地点集中在鄂西南、鄂西北和鄂东南，而鄂东北和鄂北

没有就地保护地点，导致这两个地区的少量特有分布种尚未就地保护，如大别山五针松、桃儿

七；二是少数物种由于分布区狭窄、数量极少或零星分布，未进行就地保护，如长叶榧树、七子

花、滇楠、矮牡丹、丽江铁杉等。这两种情况共导致以上 B 种物种尚未就地保护。

!" #" &% 部分植物物种就地保护不够

部分物种虽在野外资源不多，但尚能生存和繁衍。目前，其就地保护地点少或保护地点内

个体数量少，其野外种群受到严重威胁。如穗花杉、巴东木莲、闽楠、红豆树、金钱槭、白辛树、

银鹊树、华榛、青檀、香果树等。

!" #" ’% 一些濒危物种的保护必须依靠异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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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人为因素和自身繁殖能力的影响（ 即历史、人为和自身原因），有部

分野生保护植物的数量很少，处于濒危状态，甚至接近灭绝的边缘。对这些濒危物种除积极进

行就地保护外，还必须依靠其它手段进行异地保护。这些濒危植物中有的是天然分布区十分

狭窄，每一分布区内个体数量又少，遗传多样性十分匮乏。如台湾杉，在本省仅见于利川毛坝、

沙溪等狭窄区域，仅 !" 多株，多为大树，它和毛竹（!"#$$%&’()"#& *+,-&&-,&）、丝栗栲（.(&’(/%*&0&
1(23-&00）、小枝青冈（.#)$%"($(/%*&0& )0$0(20&）等组成的针阔混交林，有自然演替为基带植被———

常绿阔叶林的危险［#"、#$］；大别山五针松仅英山桃花冲林场有 # 株大树；小花木兰（ 天女花）仅

大别山天堂寨（ 英山吴家山林场）海拔 $%"" & 处有两小片共 $% 株；长瓣短柱茶曾见于宣恩、

利川、鹤峰、咸丰、恩施、来凤、宜昌、五峰、竹山等地，现极少发现；紫斑牡丹和矮牡丹仅见于神

农架和保康局部地区；长叶榧树仅分布保康狭窄区域；丽江铁杉仅见于巴东小神农架、兴山、长

阳、房县等地；峨嵋含笑仅见于利川、咸丰、鹤峰、竹溪、保康等地；天目木兰仅见于十堰赛武当

自然保护区；大果青!仅分布于神农架、巴东、兴山、保康等地；黄山花楸仅见于利川、罗田、英

山等地；银叶桂和天竹桂分别仅见于利川、咸丰、来凤和通山、竹山、竹溪等地。有的分布区虽

不狭窄，但分布地点相互隔离，每个分布点上的个体数量十分少，严重影响基因交流。如秤锤

树虽广水等 % 县（ 含县级市、区，以下简称县）有分布，但都未超过 $" 株，有的仅见 $ 株（ 通山

山界）；伞花木虽神农架等 ’ 县有分布，但数量少，且少有大乔木；麦吊云杉虽神农架等 % 县有

分布，但均为零星分布；天目 木 姜 子、篦 子 三 尖 杉、红 椿、凹 叶 厚 朴 等 都 是 如 此。另 外，小 勾 儿

茶、七子花在湖北可能已绝灭［#、’］。

!" #$ 珍稀濒危植物就地保护的建议

!" #" %$ 重新调整现有的自然保护区

将现有的利川星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和利川小河水杉自然保护区连成一片，将台湾杉纳

入保护重点，进行就地保护和繁殖研究，调整后重新建立“ 湖北利川省级自然保护区”，并力争

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将保康县的现有五道狭、鹫峰等自然保护区合并，并增加刺滩沟腊梅和官九、寺坪矮牡丹

自然保护点，调整后重新建立“ 湖北保康自然保护区”，并建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将长阳县崩尖子自然保护区面积扩大到 #""" (&# 以上，并将乐园纳入保护区域，以利于

珙桐等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

!" #" #$ 新建自然保护区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评价，从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的全面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及自然保护行政

管理的可能性来看，全省需新建以下自然保护区：

大别山天堂寨自然保护区（ 鄂东北）：位于大别山主峰天堂寨南坡的罗田、英山两县交界

处，是湖北省大别山南坡目前幸存的唯一一块较为完整的华东植物区系代表地，是联接华东、

华北和华中植物区系的纽带，也是本省植被区划中鄂东北低山丘陵青冈栎、落叶栎类、马尾松

林区［$!］的典型代表，为 鄂 东 珍 稀 濒 危 植 物 的 集 中 分 布 地。具 有 大 别 山 五 针 松、光 柱 铁 线 莲

（.$-4(’0& $%/30&’#$(）、安徽小檗（5-2"-20& (/"6-0-/&0&）、白马鼠尾草（ 7($80( "(04(-/&0&）、都枝杜

鹃（9"%:%:-/:2%/ &"(/00）等大别山特有种［##］和大别山五针松、天女花、香果树、青檀、金钱槭、

秤锤树、杜仲、紫茎、厚朴、凹叶厚朴、山白树、黄山花楸等 $" 多种珍稀濒危植物。此区是大别

山五针松、桃儿七、黄山花楸和天女花在湖北省唯一的或主要分布区，并分布有小块香果树、领

春木群落。目前本省在鄂东北尚未建立自然保护区，所以新建这一自然保护区十分必要和迫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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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水大贵寺自然保护区（ 鄂北）：位于广水市大贵寺林场内，是桐柏山系在湖北境内唯一

一块较完整的植被代表。该地区是本省植被区划中鄂北岗地青冈栎、落叶栎类、马尾松、园柏

林、栽培植被区［!"］的典型代表，目 前 本 省 在 鄂 北 尚 未 建 立 自 然 保 护 区。据 初 步 统 计，有 树 种

#$% 种，占孝感市木本植物种数的 &’( #)［’］。有闽楠、桢楠、秤锤树、香果树、黄山木兰、天目木

姜子、青檀、山白树、华榛、天目木兰、凹叶厚朴、独花兰等 !# 种珍稀濒危植物。特别是分布有

青檀群落 $ *+# ，香果树群落 ,( & *+# 及闽楠小片群落。

宜昌大老岭自然保护区及兴山龙门河自然保护区（ 三峡库区）：前者位于宜昌市大老岭林

场内，是鄂西山地的东缘部分，集中分布有珙桐、光叶珙桐、水青树、白辛树、紫茎、银鹊树、连香

树、杜仲、鹅掌楸、领春木、金钱槭等 !, 多种珍稀濒危植物，其中银鹊树群落 ! *+# ，白辛树小片

群落；后者位于兴山县龙门河林场内，有珙桐、连香树、紫茎等多种珍稀濒危植物，其中珙桐成

小片群落分布。这两个保护区均为三峡湖北库区 $ 县（ 宜昌、兴山、秭归、巴东）珍稀濒危植物

的集中分布地区，是三峡库区珍稀濒危植物的主要原产地。

!" #" !$ 大力发展自然保护小区、自然保护点和禁伐区

对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分布较集中、种类较多，可在面积较小的地方建立自然保护小区，它

不受林权等管理体制及专职管理机构的限制，灵活多样。如在神农架林区太阳坪（ 原始森林

及多种珍稀植物）、咸丰白家河（ 巴东木莲、银叶桂等）及龙活坪（ 楠木等）、英山桃花冲（ 香果

树群落 -& *+# ）、兴山万朝山（ 珙桐、领春木等）等地均可建立自然保护小区。对单一的珍稀濒

危保护植物分布地点，可建立自然保护点。如来凤胡家坪（ 巴东木莲群落 ,( ! *+# ）、巴东大花

乡的小神农架（ 金钱槭优势群落）、罗田林香沟（ 香果树群落 !, *+# ）、大悟姚畈（ 青檀古树群

落 ,( # *+# ）、丹江口白阳坪林场（ 青檀群落 !& *+# ）、宜昌樟树坪林场（ 华榛纯林 #, *+# ）、竹

山三台乡梯子村（ 红豆树群落 #’ *+# ）、秭归杨林镇新华村（ 红豆树群落 ,( ’ *+# ）、兴山高岚乡

杉树坪（ 穗花杉群落 ! *+# ）等自然保护点。对珍稀濒危保护树 种 的 集 中 分 布 区 可 建 立 禁 伐

区，既可在一定时期内进行静态保护，又可根据植物群落的演替规律对林木资源进行永续利

用。如全省可建立紫茎、秦岭冷杉、楠木、闽楠、华榛、红椿、白辛树等多处禁伐区。

!" #" %$ 就地保护和其它保护手段相结合

在可采取的保护和恢 复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和 生 物 种 质 资 源 的 一 切 措 施 中，建 立 自 然 保 护 区

（ 点）进行就地保护无疑是一个切实有效，且是不可替代的方法［##］。但对第三节所述的少数濒

危物种必须进行异地保护。可采取的方法有：一是建立植物园和树木园，集中进行引种驯化，

保存活的植物；二是在不同生境条件下营造基因保存林，并人工模拟天然群落，进行生物多样

性重组；三是离体保存，利用超低温或低温来长期保存植物的种子、芽条、花粉，在需要的时候

再让它复苏，进行发芽、扦插形成新的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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