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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顺县植物资源调查报告

楼炉焕 李根有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

吕正水 董直晓 徐柳杨

�泰顺县林业局�

杨才进 周洪青

�泰顺乌岩岭自然保护 区�

摘 要 通过���
，
先后��次深入 全面 的野外调 查

，
作者在泰顺县共采集植物 标 本

����余号
。
经鉴定共有维管束植物 ���科����属����种�� 亚种���变种及栽培 变种

��变型
。

其中菠类植物��科��属���种 ��变种 � 变型 � 裸子植 物 �科��属��种 �变

种及栽培 变种 � 被子植物 ���科�� �属����种��亚种���变种 及栽培 变种�� 变 型 � 引

种栽培��科���属���种��栽培 变种 �变型
。

在调查中先后 发现有��种为浙江属或种

的分布新记录或新分类群
，
约有����种�包括种下等级�具有某一方 面 或几 方 面 的

用途
。
文中对泰顺县的植物资源状况作 了分析和总结

，
提 出 了开 发利用意见

。

关键词 植物分类学 � 资源， 应用， 浙江， 泰顺

中图分类号 ����
�

�， ����
�

�

� 自然概况

�
。
� 地理位里

泰顺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
，��

�
��’
���

�
��‘

�
，
���

�
��’
����

�

��’
�

，
北靠景宁县

，
东北

临文成县和苍南县
，
南界福建省福鼎县和拓荣县

，
西接福建省福安县和寿宁县

。

全县总面积

�����时
，
共设��个镇

，
��个乡

，
���个行政村

，
�个国有林

、

茶
、

农场和 �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

总人 口��万
。

�
�

� 地形地貌

全县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
，
洞宫山脉分东

、

西两支向境内延伸
。

西支从闽北寿宁县通

过境内西北部向文成和景宁方向发展
，
称罗山支脉， 东支从闽北福安县入境

，
通过中部和东

部向苍南县延伸
，

称南雁荡山山脉
。

全县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
，
千米以上高峰���座

。

其中位

于北部的白云尖为全县最高峰
，
海拔����

�

��
。

全县最低处是飞云江上游与文成 县 交 界的

马迹溪溪面
，
海拔仅��

�

��
。

全县的溪流最主要的有自北向东南的百丈溪
，
自西北向东南的寿泰溪和自东北向西南的

仕阳溪
。

前者入飞云江后向东注入东海
，
后两者在境内龟湖乡交溪汇合后

，
入福建北部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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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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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向东南注入东海
。

�
。
� 气候

全县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
，
气候温暖

，
四季分明

，
雨量充沛

，
春夏

“
水热同步

” ，

秋冬
“
光热互补

” 。

据县城气象站�� �地面气象资料
，

年 平 均 气 温��
�

�℃ ，
�月 平 均 气 温

��
�

�℃ ，
极端最高气温��

�

�℃ ，
�月平均气温�

�

�℃ ，
极端最低气 温 一 ��

�

�℃ 。

大 于 ��
� 。℃的

年活动积温����
�

�℃ 。

无霜期��� �
。

年降水量����
�

��比�。 ，
年平均相对湿度���

。

由于地

形复杂
，
小气候差异较大

。

�
�

� 土壤

据县林业区划资料
，
全县土壤共分为 �个土类

、
�个亚类

、

��个土属和��个土种
。

主要
�

的土类有红壤
、

黄壤
、

紫色土
、

潮土和水稻土 �个大类
。

红壤主要分布于海 拔���
�

��以 下

的低山丘陵
，
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

���� 黄壤分布于海拔���
�

��以上的山地
，

占全县总

面积的��
�

���� 紫色土主要分布于河谷丘陵及较平缓山地
，
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

����水

稻土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

���
。

�
。
� 植被

全县植被主要是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分布海拔���

�

������
�

��之间
。

部分地区在海

拔���
�

��以上则有一定比例的落叶阔叶树种生长
，
形成常绿阔 叶 和 落 叶 阔 叶 混 交 林

。

����
�

��以上为落叶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
， ����

�

��以上为中亚热带暖性灌草丛
。

此外
，
马

尾松林
、

黄山松林
、

人工杉木林和毛竹林等也有一定的比例
。

� 调查方法和经过

�
�

� 调查方法

整个植物资源调查分外业和内业两部分
。

外业部分主要是全面采集蜡叶标本�包括 野 外

记录和压制�
。

考虑到不同的生境有不同的种类
，
在每条采集路线的安排上

，

均尽可能 贯 穿

各种生境
。

内业部分主要是利用有关文献资料〔 ’一 ��鉴定标本
，
然后完成植物名录

。

�
�

� 调查经过

整个调查自����年至����年历经�� � ，
组织大小调查��次

。

主要参加人员��余 人 次�其

中部分调查是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因教学或科研需要自发开展的
，
因引用了他们的标本和资

料故也统计在内�
。

范围遍及全县��个乡镇
，
调查总面积约��� �耐

，
占全 县总面积的 ��

�

���

�见附图�
。

对一些 植 物 资 源特别丰富的地区
，
如乌岩岭自然保护区

、

洋溪林场和龟湖乡交

溪等
，
反复作了调查

。

在调查时间上
，

尽可能根据植物生长的物候期
，
把各次采集安排在不

同的季节进行
。

各次调查的时间
、

地点
、

调查内容和主要参加人员参见表 �
。

� 调查结果

共采集蜡叶标本��。 。余号
，
经鉴定共有维管束植物���科����属����种��亚 种���变种

及栽培变种和��变型
。

其中引种栽培��科���属 ��� 种��栽培变种和 �变型�参见《泰顺县维管

束植物名录 》�。

这些种类在各大类群中的分布参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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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
，
先后发现新分类群浙江雪胆��

�����奋� 动�
�����

������
、

���，� 忿�������” ����和泰 顺杜鹃��无����
������ ����������‘ ��利

‘ ，
泰顺凤仙 花 ��二��

�

新变种无腺野海 棠 ������’ �

�二。翻� ���
。 。川��内�����

，
浙江分布新记录属 �个

，
中国或浙江分布新记录种 �� 个 �包括种

下分类等级
，

参见《泰顺县维管束植物区系特点》一文�
。

它们隶属于��科
。

核对新 近 出 版 的

《浙江植物志》 〔 ’�， 发现我们名录中记载的种类比《浙江植物志》中记载的泰顺有分布的种类多

���种 �亚种��变种和��变型
。

它们隶属于���科和���属
。

其中旅类植物���种和 �变种
，
种子

植牧���种 �亚种��变种和��变型
。

根据张若蕙主编的《浙江珍稀濒危植物����〕一书
，
泰顺县有

珍稀濒危植物��种
，
占全省珍稀濒危植物总种数���种的��

�

���
，
其中国家二级珍稀濒危植

物 �种
，
三级珍稀濒危植物��种

。

�

才入

写
调查范围或路线

� 南

呼
‘

� ，� 、

彝
二

竺一

县

� ，、 、 �

月彻�
七 �

尸产、
�

产

二

附 图 泰顺县植物资源调 查范围示意图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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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泰顺县植物资源调查统计

��� ���������� �� ������ ������� ��������� �� �������

次别 调查范围或路线 调查 内容 主 要 参 加 者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种子植物

维管束植物

种子植物

种子植物

郑朝宗
，
楼炉焕

，
蔡延挤

，
陈启嫦

张朝芳
，
丁炳扬

，
洪利兴

，
叶亦聪

陈启嫦
，
周 今华

，
沈炳辉

，
洪林

郑朝宗
，
郭晓勉

，
沈朝东

����年 �一 �月

乌岩岭白然保护区

乌岩岭白然保护区

洋溪林场

乌岩岭自然保护区
，
洋溪

林场

乌岩岭自然保护区
，
马子

坑
，
里光乡

乌岩岭 自然保护 区
，
马子

坑
，
里光乡

洋溪
，
百丈

，
司前

，
黄桥

洋溪林场
，
百丈沿溪至司

前
，
乌岩岭自然保护区

维管束植物

����年��月

����年 �月

����年��月

����年 �一 �月

维管束植物

杜鹃花科

维管束植物

维管束植物

����年��月

����年��一��月

罗阳
，
司前附近

秀涧沿溪至彭溪
，
龟湖至

交溪
，
寿泰溪流域

，
乌岩

岭自然保护区

寿泰溪
，
仕阳溪流域

仕阳溪
，
火 甲溪流域 同前

沿溪至黄桥
，
乌岩岭自

然保护区

乌岩岭 自然保护区
，
里光

，

龟湖至交澳

水生维管束植物

维管束植物珍稀
濒危植物

楼炉焕
，
丁陈森

，
吕正水

，
周洪青

，
徐柳杨

，

盛毓兴等

陈根蓉
，
吕正水

，
周洪青等

丁炳扬

楼炉焕
，
李根有

，
吕正水

楼炉焕
，
李根有

，
吕正水

，
杨才进

，

沈士华
，
张道苟

，
李冬芳

，
吴丽君

，

周小芹
，
周洪青

，
刘宗行等

丁炳扬等

吕正水
，
楼炉焕

，
金水虎

，
杨才进等

����

����年 �� �月

����年 �月

维管束植物

维管束植物

李根有
，
徐粗良

，
陆锦星

，
顾振强

吕正水
，
楼炉焕

，
李根有

，
徐林娟

，

黄守捌等

����

�� ����年��月 珍稀濒危植物
，

吕正水
，
楼炉焕

，
鲍淳松

野生观赏植物

表 � 泰顺县维管束植物在各大类群中分布统计

����� � ��� ���������� �������������� �� ��� ������ ��� �������� ������ �� ������ �

科 数 属 数 种 数 亚种数 变种数 变型数

合栽 计培野生合计栽培野生合计栽培野生栽培 合计野生合计培栽野生合计栽培野生
类 群

，���︺�目

六‘�

几���场月任

目��目�二

联类植物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总 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发利用意见

�
�

� 丰富的植物资源是无价之宝

调查结果表明
，
泰顺县植物资源是相当丰富的

，

其种类分别占浙江全省维管束植物科的

总数���科的��
�

���
、

属的总数����属的��
�

���和总的总数����种�包括种下分类等级
，
下

同�的��
�

�。�
。

从我们掌握的资料看
，
浙江省其他县没有一个有如此丰富的植物资源

。

泰顺

县不愧为是浙江植物种质资源的基因库
。

根据吴征槛������资源植物分类系统
，

参考有关文献资料〔吕一 �‘�，在全县����种植物中有

����余种具有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用途
。

其中食用植物资源���种
，
药用植物资源����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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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原料用植物资源���种
，
保护和改造环境用植物资源���种

，
植物种质资源��种��种植物

常有多种用途
，
不能简单地累加计算�

。

应该说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
，
如果能合理地开发

利用它们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
对改变泰顺县贫穷落后的面貌

，

将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
�

� 如何看待植物资源的综合效益

山区文化落后
，
教育不发达

，
因而人的思想观念陈旧

，
严重制约了山区资源的合理开发

利用
。

资源的优势并没有带来经济优势
，
资源的丰富与人民的贫困形成强烈的反差

。

人们一

般只注重植物资源转化为商品后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
，
往往忽视植物资源所发挥的生态效益

中蕴含的经济效益
。

这是一种间接经济效益
，
即阻止其生态灾难所减少的经济损失

。

往往生态

效益的经济意义都只从反面去认识
�

森林破坏后
，
首先是林业生产下降

，
林副产品资源减少

，

更为严重的是水土流失
，
洪灾

，
旱灾

，
水库水利设施受损

，
土壤肥力下降

，

生态系统内的食

物链断裂
，
病虫害增多

，
用于抗拒这些灾害的投资是巨大的

。

人们忽视生态效益所包含的经

济效益的另一个原因
，
是人们往往把人类对植物资源破坏所带来的生态灾难当作自然灾害

，

认为是无法预测和不可抗拒的
。

这种错误的认识是非常有害的
。

应当使广大群众
，
特别是领

导干部充分认识植物资源在减轻或消除自然灾害中所起的作用
，
才能使植物资源的保护获得

全社会的重视和积极支持
。

�
�

� 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

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既矛盾又统一
，
是相辅相成的

。

开发利用会使植 物 资 源 减

少
，
提倡保护必然限制向植物资源索取

。

这是矛盾的
，
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

。

从根本上说
，

它们是统一的
。

首先
，
合理的开发利用不会破坏植物资源

。

生态学的理论告诉我们
，
生态系

统的平衡是动态平衡
，
任何生态系统都有一定弹性

。

人类对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要在其弹

性范围之内
，
就不会对植物资源起破坏作用

。

其次
，
开发利用和保护是相互促进的

。

保护好

植物资源
，
有利于更好开发利用

，
开发利用植物资源后获得经济效益可为保护提供物质条件

。

所以只谈保护
，
禁止开发利用

，
采取绝对自然保护主义

，
把一草一木都当作绝对保护对象

，

让其自生自灭
，
一则是浪费

，
二则失去保护的意义

，
植物资源保护就成了无源之水

，
保护工

作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
。

相反
，
不考虑保护

，
不考虑生态系统本身的弹性范围

，
一味强调开

发利用
，
势必造成掠夺性开发

，
使植物资源遭到破坏

，
直到丧失殆尽

，
也就谈不上开发利用

。

在开发利用和保护两者中
，
开发利用是目的

。

人类认识植物资源
，
掌握自然资源的特性

，

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它
，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利用它

，
用它来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服务
。

保护只是为了更好地
、

更多地
、

更长期地开发利用植物资源的一种手段
，
两者的

主次不可颠倒
。

我们说泰顺县植物资源丰富
，
这只能说是相对的暂时的现象

。

事实上
，
近年来无计划

、

不合理的砍伐已使森林遭受比较严重的破坏
，
某些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复存在

，
这些植物

就难以再在这里保存下来
。

笔者看到该县洋溪乡某一山沟是福建莲座威在泰顺的唯一分布点
，

由于整条山沟的大树已全部砍光
，
必须依赖林下阴湿环境生存的福建莲座蔽的生存就有问题

了
。

笔者去年又去该山沟自上至下搜寻了一遍
，
结果一无所获

，
可能它真的不存在了

。

�
�

� 开发利用愈见

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
贵在

“
合理

”
二字

，
要使开发利用达到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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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和谐的统一
，
我们认为在开发利用中必须注意以下几条

。

�
�

�
�

� 综合利用 传统的单一生产经营方式会产生大量
“
余料

” ，
不仅造成资源浪费

，
而且清

理
“
余料

”
常成为负担

，
造成环境污染

。

如果把
“
余料

”
再加工成其池产品

，
既解决了

“
余料

”
的

污染问题
，
又提高了经济效益

。

例如木头砍伐后
，
树叶可作饲州

，

树皮可制作肥料
，
枝梢和

树根粉碎后可培育食用菌或加工人造板
，
收入可增加 。 �

���
�

�倍
。

�
�

�
�

� 深加工 贫困山区提供给市场的产品常是原材料或初级产品
，
价格低

，

资源消耗大
，

运输成本高
，
经济效益差

。

这是贫困山区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关键所在
。

在植物

资源开发利用中
，
应努力把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变为精加工产品投放市场

。

只有这样
，
植物资

源的消耗才会大幅度下降
，

经济效益才会大幅度提高
，
剩余劳动力也可找到出路

。

例如乌岩

岭自然保护区用松木生产木制玩具
，

其经济收入比向市场直接出口木材要高数倍至数十倍
。

当然
，
要达到深加工

，
必须有较多的资金投入和较高的技术投资

。

解决这一困难可与经济技

术发达的地区搞联合开发
，
借助他们的经济优势和科技优势

，
双方互惠互利

。

政府部门在政

策上应有所倾斜
，
鼓励和支持深加工工业

，
限制直接出口原材料和粗加工产品

。

�
�

�
�

� 永续利用 植物资源重要特点之一是再生性
，
只要根据其贮量和生长量大小有计划地

开发利用
，
植物资源就会变成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财富源泉

。

现在的情况常常是
，
市场销

路好
，
经济效益高的产品

，
就你抢我夺

，
不顾一切地过度开发

，
导致资源迅速枯竭� 销路不

畅
，
价格回落就无人 问津

，

甚至毁掉资源
。

所以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时
，
一定要确保采集量

不大于资源再生量
，
要轮采轮挖

，
给植物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

要挖大留小
，
维持一定的种群

大小
，
要尽量避免采挖根部

。

对取皮利用的杜仲和厚朴等
，

要在不同部位取皮
，
减少种群数

量的萎缩
。

����� 以 传统产品 为突破 口 ，
打开市场 泰顺地处偏僻山区

，
交通不便

，
物资信息交流相对

较差
，
许多很好的产品不为消费者知晓

。

为打开市场
，
必须以 已有一定影响的传统产品为突

破口
，
以知名带动不知名

，
以畅销带动滞销

，
使外部市场了解泰顺

，
了解泰顺的产品

，
达到

全面打开市场的目的
。

例如泰顺的名茶和玩具在国内外市场已有一定声誉
，
可以它们为拳头

产品打开市场
。

在开发传统产品时
，
有两条必须注意

�

其一是要保证产品的正宗和传统特色
，

切不可以次充好
，
冒名顶替

，
自己砸自己的牌子

。

其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
，
产品也应不断求新

，
提高档次

，
同时生产高

、

中
、

低档系列产品
，
以适应不同层次消

费者的需求
。

�
�

�
�

� 发挥野生植物优势
，
发展绿 色食品 工业的污染

，
化肥和农药的广泛使用

，

使农产品

含有不少污染物
。

人们常对一 日三餐感到忧虑
。

近�� � 来
，
整个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掀起绿

色浪潮
，
追求纯天然的保健食品和饮料

。 “
纯天然的一定可靠

”
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

野

生植物不施化肥和农药
，
因来自边远山区

，
工业污染对其几乎没有影响

，
所以其食品对人类

健康是安全无害的
。

在泰顺野生植物资源中可作为食品开发的种类可达���余种
。

例如可作野

生水果直接食用或略经加工后食用的就有���余种
。

这些野生水果风味独特
，
含有许多普通栽

培水果所没有的营养成分
，
不仅可满足人们对新奇 口味的要求

，
而且可起防病治病

、

益寿延

年的效果
。

如果能看准几种进行深度开发
，
投资不需太大

，

但见效很快
，
效益一定十分可观

。

�
�

�
�

� 变野生 为家种
，
建立商品墓地 野生植物往往分布零星

，
产量低

，

有的种类天然贮量

本来就少
，
一旦开发就有资源枯竭的危险

。

因此宜将其就地种植
，
实行集约化生产

。

植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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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易于成活
，
又能较好地保持原有的成分和特性

，
投资少

，
见效快

，
同时还能有效地保护野

生资源
。

对一些不如人意的特征和性状可通过杂交育种等措施进行改良
。

在一些人 口相对稀

少的山区可大力发展木本药材或果药两用树种
，
投资投工相对较少

，
适于各种坡度种植

，
有

利于保持水土和为鸟兽提供栖息之地
，
既有直接经济效益

，
又使环境得到改善

。

�
�

�
�

� 不断发掘新的资源植物种类和原有种类的新用途 产品更新换代快是当今市场激烈

竞争的特点之一
。

在开发新产品的角逐中
，
谁能率先推出新产品

，
谁就能迅速占领市场

。

人无

我有
，
人有我转

，

是植物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一条成功经验
。

资源植物具有可变性和多用性
，

在泰顺 已知的����种维管束植物中
，
已知有����多种具有一种或多种用途

，
另外的���多种

也会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科技人员的研究不断发现其用途
，
就是已知用途的种类也会不断发现

新用途
。

例如某种植物今天只知它可作观赏植物栽培
，
明天可能发现它的某种药用功效

，
后

天又可能发现它可作保健食品开发
。

因此不断发掘新的资源植物及原有植物的新用途不仅是

必要的
，
也是可能的

。

�
�

�
�

� 研完市场 畅通的产销渠道是搞活植物资源开发的关键
。

只有资源与市场紧密结合
，

资源优势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
。

因此对国内外市场的动态研究和发展趋势预测是植物资源开

发利用的第一步
。

只有看准市场
，
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
才能取得经济效益

。

相反
，

只看市场表面
，
跟着价格走

，
跟着别人走

，

常常会失败
。

有关部门应经常进行植物资源产品

市场的调查和建立预测数据库
，
对市场的需求进行科学预测

，
指导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

鸣谢 承蒙浙江 自然博物馆 韦直研究员和杭州 大学方云亿教授的热情指导
。

杭州 大学生物 系

丁炳扬先生提供 了部分宝贵资料
。

在调查过程中
，
得到 了调查范围内各 乡镇人氏政府和林管

员的鼎力帮助
。

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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