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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物种多样性较为丰富的滇西北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和古城区为研究区! 以区域内中国特有种子植物

为对象! 对区域内特有种子植物物种组成% 特有性及濒危状况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

!

研究区中国特有种子植物

资源数量较多! 中国特有种
#5'

科
&%&

属
# 6*$

种! 占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种数的
#!0$&7

! 特有现象明显'

"

特有

种子植物的优势科% 属明显! 研究区内种数＞&$

种的科共
##

个! 所含种数占比
*!0$%7

! 种数＞#5

种的属共
!$

属! 所含种数占比
%)0!!7

! 这些科和属是研究区特有植物科属的主要组成成分'

"

种子植物特有性突出! 地方特

有种众多! 共有云南特有种
%**

种!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和古城区特有种子植物
&)

种'

#

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受威胁

等级植物共
##6

种! 其中极危等级物种
$

种! 濒危等级物种
!)

种! 易危等级物种
'$

种! 占研究区所有中国特有种

子植物的
60$$7

'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和古城区
&)

种特有种子植物中易危等级物种
&

种! 近危等级物种
6

种' 研究

区内的受威胁物种以及研究区特有物种中的受威胁物种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表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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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现象#

(07(,+2,

$是指某一生物类群单元%如种& 属或科'局限分布于某一地理区域内的现象!

<

"

(

研究植物特有现象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植物区系的起源& 种系分化和演化进程!

!HI

"

) 特有植物是指其

自然分布的地理区域狭窄或异常狭窄的植物种类* 多数特有植物为珍稀濒危植物* 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研

究的重点对象!

JKL

"

) 云南省是中国野生生物种类和生态系统最丰富的地区* 保留有许多地方特有种+ 珍

稀濒危物种和具有较高药用价值的动植物类群* 是国际上陆地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

=

"

) 云南省特有种

子植物分布中心包括滇西北横断山区和滇东南地区!

;K$

"

) 本研究选取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滇西北丽江市玉

龙纳西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玉龙县$和古城区为研究区* 通过对区域内特有种子植物物种组成进行研究*

识别研究区内特有种子植物的主要科属结构* 并分析研究区内特有种子植物的经济用途和珍稀濒危状

况* 为开展特有植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支持)

<

材料与方法

*+*

研究区概况

玉龙县及古城区隶属于丽江市*

!L"MI#N!="IL$@

*

$$%!M$N#%%"M!$O

) 玉龙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

横断山地向云贵高原过渡的衔接地段* 县境兼具横断山峡谷和滇西高原两单元的地貌特征* 有山地& 岔

地%坝子$& 河谷等
M

类地貌) 玉龙县面积
L M$!9L P,

!

* 其中山区和半山区占
$JQ

* 气候属低纬度高原

南亚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9L &

* 年平均降水量为
;%<9% ,,

) 古城区南与大理州鹤庆县相连* 西北

与玉龙县相接* 东邻永胜县和宁蒗彝族自治县* 海拔在
< <!$9%N! =%%9% ,

* 面积为
< !JJ9I P,

!

* 有山

地和坝区%山间盆地$等
!

类地貌* 其中山区占总面积的
==Q

* 气候属低纬高原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为

<!9L &

* 年均降水量为
$J%9% ,,

)

*+,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取自 ,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的多样性及其地理分布数据库-%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提供'*

数据库资料来源于.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和其他地方性植物志书和考察报告等* 经济用途参照.中

国植物志/* 保护等级参照.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0 高等植物卷/%

!%<M

') 科的分布区根据吴征镒

等!

=

"有关中国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的界定* 属的分布区根据吴征镒!

<%

"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的研究进

行界定)

*+-

研究方法

利用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的 ,多样性及其地理分布的数据库- 提取分布地位于玉龙县和古城区的每个

植物物种的分类地位和科+ 属+ 种的拉丁名+ 中文名及其生活型等基本信息) 对照.中国植物志/中经济

用途植物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0 高等植物卷/%

!%<M

'进一步提取和筛选* 并对玉龙县和古城区特

有种的科+ 属的分布区进行统计)

!

结果与分析

,+*

玉龙县和古城区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的组成和生活型分析

由表
<

可见0 研究区内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共
<%=

科
IMI

属
< LJ$

种* 其中裸子植物较少* 共
<=

种*

分属松科
R+0&1(&(

* 柏科
:4-'(22&1(&(

* 红豆杉科
S&D&1(&(

和麻黄科
O-)(7'&1(&(

) 被子植物数量较多*

且其中双子叶植物占有数量优势* 占比
;;9%LQ

) 研究区植物的生活型主要为乔木+ 灌木+ 草本和藤本

四大类* 其中草本植物种数最多* 占比
L!9J<Q

* 其次为灌木* 乔木和藤本植物较少)

,+,

玉龙县和古城区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科的数量结构分析

对各科所含有种数进行统计分析* 将研究区内中国特有种子植物按照科中所含有的种数划分为含
<

种的科+ 含
!N$

种的科+ 含
<%N<$

种的科+ 含
!%N!$

种的科+ 含
M%NM$

种的科+ 含
I%NI$

种的科+ ＞

I$

种的科等
=

类%表
!

') 其中含
I$

种以上的科共
<<

个* 占总科数的
<%9!;Q

*

<<

科共包含特有种子植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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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玉龙县与古城区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各属统计!＞"#

种"

#$%&' ( )*+'*,-. /0 .'-12 /0 2''+ 3&$-42

!＞56 23'7,'2

"

'-+'8,7 4/ 9:,-$ ,- ;1&/-. 9/1-4< $-+ =17:'-. >,24*,74

编号 属名 种数 编号 属名 种数 编号 属名 种数

5

马先蒿属
!"#$%&'()$* ?@ 55

紫堇属
+,)-.('$* 5@ A5

铁线莲属
+'"/(0$* 5(

A

杜鹃属
12,#,#"3#),3 (B 5A

翠雀属
4"'52$3$&/ 5@ AA

鼠尾草属
6('7$( 5(

C

柳属
6('$8 ?A 5C

薹草属
9()"8 5@ AC

樱属
+")(*&* 5C

?

风毛菊属
6(&**&)"( C" 5?

子属
+,0,3"(*0") 5B A?

木蓝属
:3.$;,<")( 5C

D

报春花属
=)$/&'> CD 5D

蝇子草属
6$'"3" 5B AD

獐牙菜属
6?")0$( 5C

"

虎耳草属
6(8$<)(;( C? 5"

藁本属
@$;&*0$A&/ 5B A"

香茶菜属
:*,.,3 5C

B

龙胆属
B"30$>3> CA 5B

绣线菊属
65$)>"> 5" AB

花楸属
6,)C&* 5A

@

小檗属
D")C")$* AE 5@

蔷薇属
E,*> 5" A@

景天属
F".&/ 55

E

橐吾属
@$;&'>)$> AE 5E

乌头属
GA,3$0&/ 5D AE

凤仙花属
:/5>0$"3* 55

56

无心菜属
G)"3>)$> AA A6

紫菀属
G*0") 5D

表
"

玉龙县与古城区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物种组成和生活型统计

#$%&' 5 9/83/2,4,/- $-+ 24$4,24,72 /0 &,0' 0/*8 /0 2''+ 3&$-42 '-+'8,7 4/ 9:,-$ ,- ;1&/-. 9/1-4< $-+ =17:'-. >,24*,74

植物类型
物种组成 生活型

F

种

科数 属数 种数 乔木 灌木 草本 藤本

裸子植物
? 56 5B 5D A 6 6

被子植物
56C ?A? 5 "?A 56@ ?D6 5 6CB ?B

合计
56B ?C? 5 "DE 5AC ?DA 5 6CB ?B

物
@B@

种# 占总种数的
DAGECH

# 其中# 菊科
I24'*$7'$'

和蔷薇科
J/2$7'$'

所含物种数量较多# 分别含

5BC

种和
5AC

种# 伞形科
I3,$7'$'

# 毛茛科
J$-1-71&$7'$'

# 唇形科
K$8,$7'$'

和玄参科
L7*/3:1&$*,$7'$'

含有的特有种子植物数量也较多$ 研究区含特有种子植物
56

种以下的科有
BA

个# 占总科数的
"BGAEH

#

其中只含有
5

种特有种子植物的科
AA

个$ 这些科所含物种数虽然占比较小# 但却丰富了研究区的物种

多样性# 表明区域特有种子植物科的分化程度较高$

表
$

玉龙县与古城区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科的数量结构分析

#$%&' A L4$4,24,72 /0 0$8,&,'2 $-+ 23'7,'2 -18%'* /0 2''+ 3&$-42 '-+'8,7 4/ 9:,-$ ,- ;1&/-. 9/1-4< $-+ =17:'-. >,24*,74

科类型
F

种
科 种

科类型
F

种
科 种

科属 比例
FH

种数 比例
FH

科属 比例
FH

种数 比例
FH

5 AA A6GD" AA 5GCC C6MCE A 5G@B "@ (G56

AME D6 ("GBC A6@ 5AGDC (6M(E ( CGB( 5B@ 56GBC

56M5E 5C 5AG5D 5@( 55G6E ＞(E 55 56GA@ @B@ DAGEC

A6MAE D (G"B 5A5 BGAE

总计
56B 566G66 5 "DE 566G66

$%&

玉龙县和古城区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属的数量结构分析

对各属所含有种数进行统计分析# 将研究区内中国

特有种子植物按照属中所含有的种数划分为含
5

种的

属% 含
AMD

种的属% 含
"M56

种的属% ＞56

种的属等
(

类!表
C

"$ 其中# ＞56

种的属中含有物种数最多# 种数

占总种数的
C@GAAH

# 这些属是研究区特有种子植物构成

的主要部分!表
(

"$ 其中# 马先蒿属
=".$A&'>)$*

是玄参

科
L7*/3:1&$*,$7'$'

植物的一个属# 共含有
(@

种植物#

是特有种子植物所有属中含有物种数量最多的属# 杜鹃

属
E2,.,."3.),3

# 柳属
F>'$8

及风毛菊属
F>&**&)">

等含

有特有种子植物数量也较多$

$%!

玉龙县和古城区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种特有性分析

参照李锡文 &

55

'的方案# 研究区内的中国特有种可进

表
&

玉龙县与古城区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属

的数量结构分布

#$%&' C L4$4,24,72 /0 .'-12 $-+ 23'7,'2 -18%'* /0 '-+'8,7

2''+ 3&$-42 '-+'8,7 4/ 9:,-$ ,- ;1&/-. 9/1-4<

$-+ =17:'-. >,24*,74

属类型
F

种

属 种

属数 比例
FH

种数 比例
FH

5 5@B (CG6E 5@B 55GAB

AMD 5"E C@GE( (@( AEG5B

"M56 (E 55GAE CD( A5GC(

＞56 AE "G"@ "C( C@GAA

总计
(C( 566G66 5 "DE 566G66

朱 青等( 滇西北丽江市中国种子植物特有种组成分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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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划分为
&

个分布亚型! 分别为研究区特有" 研究区

与云南其他区域共有" 研究区与中国其他地区共有#表

'

$% 研究结果表明& 在研究区内
# ('$

种中国特有种子

植物中! 研究区特有种及研究区与云南其他区域共有种

共
&''

种 ! 占研究区内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种数的

!#)*%+

! 其中! 分布范围更为狭窄的玉龙县和古城区

特有种
*,

种! 占研究区内云南特有种数的
-&)'!+

% 这

*,

种研究区特有种分别属于
!,

科
&.

属! 其中包括
#

个中国特有科 '

.

(和
#

个中国特有属 '

#%

(

! 分别为杜仲科

/01233451656

和半脊荠属
!"#$%&'($)

%

!"#

玉龙县和古城区中国特有种子植物所归科和属的区系分布类型分析

!)')-

科的区系分布类型分析 科的地理分布反映了相对久远的地质历史上该地区植物地理分布格局'

-!

(

%

根据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划分方法'

.

(

! 玉龙县和古城区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的
-%.

科可分为
-%

个分布区类型
$

个变型#表
(

$% 研究区含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物种数最多的
-$

个科中
.&)(,+

的科分布区

类型均为世界广布% 从表
(

看出! 除了世界分布类型外! 该研究区热带成分和温带成分比例相近! 分别

为
'()-(+

和
*&),*+

% 其中! 泛热带分布及其变型所占比例最高! 达
*-)-%+

! 如荨麻科
7894151656

! 檀

香科
:5;95<51656

! 马兜铃科
=84>92<21?451656

! 防己科
@6;4>A68351656

和大戟科
/0A?28B451656

等! 表明

该区种子植物区系的起源与全球大部分热带地区联系密切% 其次为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比例为
&#)'%+

!

主要以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为主! 为
#()*&+

! 如柏科
C0A86>>51656

! 红豆杉科
D5E51656

! 杨柳科

:5<4151656

和黄杨科
F0E51656

! 表明该研究区区系的温带成分来源较为简单! 可能与玉龙县位于青藏高

原东南边横断山地向云贵高原过渡的衔接地带! 玉龙雪山阻碍了中亚) 西亚) 旧世界温带以及温带) 亚

洲等温带成分的渗入有关%

表
$

玉龙县与古城区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D5B<6 ( G4>984B0942; 9HA6> 2I I534<46> 2I >66J A<5;9> 6;J6341 92 C?4;5 4; K0<2;L C20;9H 5;J M01?6;L G4>98419

分布区类型 科数
比例

N

+

分布区类型 科数
比例

N

+

-

世界广布
&* ,

北温带分布
. $)'$

!

泛热带分布
!. &()$$ ,"!

北极*高山分布
- -)&.

!"-

热带亚洲*大洋洲和热带美洲#南美洲) 墨西哥$分布
- -)&. ,"*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 -()*&

!"!

热带亚洲*热带非洲*热带美洲#南美洲$分布
! !).* ,"'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
& *)--

&

东亚#热带) 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
' (),' $

东亚及北美间断分布
! !).*

*

旧世界热带分布
- -)&. -"

旧世界温带分布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 *)-- -""&

欧亚和南非#有时也在澳大利亚$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

东亚分布
! !).*

(J

南非#主要是好望角$分布
- -)&. -*:O

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 -)&.

.J

全分布区东达新几内亚! 新几内亚特有种#

.J

$

- -)&. -'

中国特有分布
- -)&.

总计
-". -"")""

说明& 计算分布区类型比例时不计算世界广布

!)')!

属的区系分布类型分析 由表
.

可见& 其中热带亚热带成分的属共
--$

属! 占非世界分布属总数

的
!$)(,+

! 温带成分的属共
!'!

属! 占非世界广布属总数的
(!),*+

! 温带成分占绝对优势! 其中以北

温带分布及其变形最多! 共有
-!!

属! 占非世界广布属总数的
&")*!+

! 如百合属
*$%$+#

! 报春花属

,-$#+%.

! 翠雀属
/"%'($0$+#

表明了研究区与北温带植物区系间的密切联系%

!"$

玉龙县和古城区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种的濒危状况分析

将研究区内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参照+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高等植物卷,-

!"-&

$进行濒危状况的

统计分析! 得到区域内植物受威胁等级情况-表
,

$! 区域内受威胁等级物种共
--(

种! 占研究区所有中

国特有种子植物的
()$$+

% 其中裸子植物
&

种! 分别为秦岭冷杉
12$"3 4("03$"03$3

! 澜沧黄杉
,3"+5&63+7.

表
#

玉龙县与古城区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的分

布区亚型

D5B<6 ' =865<">0B9HA6> 2I >66J A<5;9> 6;J6341 92 C?4;5 4;

K0<2;L C20;9H 5;J M01?6;L G4>98419

分布亚型 种数
占本区中国特

有种的比例
N+

-'

-

-

$研究区特有
*, !),$

-'

-

!

$研究区与云南其他区域共有
&". -,)'-

-'

-

&

$研究区与中国其他地区共有
- &"* .,)("

总计
- ('$ -"")""

*,!



第
!"

卷第
!

期

!"##$%&''

! 巴山榧树
("##$)* !*#+$%''

" 被子植物受威胁等级
##!

种! 被子植物中受威胁程度最高的科为兰科
$%&'()*&+*+

! 共

含有
#!

种受威胁物种! 毛茛科
,*-.-&./*&+*+

含有
0

种受威

胁等级物种! 蔷薇科
,12*&+*+

含有
3

种受威胁等级物种# 在

##"

种受威胁特有种子植物中! 处于极危等级的物种有
0

种!

分别为丽江蔷薇
,"%- .'/0'-1+$1%'%

! 鞘柄翠雀花
2$.30'1'45

/".$"3"645

! 合果景天
7$645 /"1/-#345

! 禄劝景天
7$645

.4/04-1'/45

! 假枝冬青
8.$9 :-1+'-1-

! 光亮薯蓣
2'"%/"#$-

1'&$1%

! 异叶薯蓣
2'"%/"#$- ;'!"#5'!".'-

! 近掌麦鼠尾草
7-.<'-

%4;3-.5-&'1$#<'%

和丽江杓兰
=)3#'3$6'45 .'/0'-1+$1%$

#

地方特有植物自然地理分布区系较为狭窄! 一旦区域生态系统受到干扰就可能灭绝! 是应着重保护

的物种# 对
43

种玉龙县与古城区特有种濒危状况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其中红色名录中共收录
!0

种

植物! 占比
3#5678

# 研究区内易危等级物种共
4

种! 分别为丽江绣线菊
73'#-$- .'/0'-1+$1%'%

! 扬子黄耆

>%&#-+-.4% )-1+&?$-14%

! 半脊荠
@$5'."30'* 34./0$..*

! 丽江百合
A'.'45 .'B'*1+$1%$

# 近危等级物种共
"

种!

分别为玉龙山谷精草
C#'"/-4."1 #"/D'-145

! 异药龙胆
E$1&'*1* *1'%"%&$5"1

! 玉龙薹草
=*#$9 )4.41+%0*!

1$1%'%

! 似矮薹草
=*#$9 3%$46"045'.'%

! 茧衣香青
>1*30*.'% /0.*5)6"30)..*

和丽江野丁香
A$3&"6$#5'%

6'$.%'*1*

# 这些物种特有性明显! 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同时有些植物还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如异药

龙胆可入药! 丽江绣线菊可用于园林造景#

!

讨论与结论

研究区总面积为
9 "43 :;

6

! 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
<5<38

! 而区域内特有植物
#<9

科
4!4

属
# "70

种! 其含有的中国特有种子物种数与云南省其他地区如高黎贡山北段$

# 6!6

种%

&

#!

'

( 高黎贡山南段

表
!

玉龙县与古城区中国特有种子植

物受威胁等级统计

=*>/+ 3 ?@*@(2@(&2 1A @'%+*@+- 2@*@.2 1A +-)+;(&

2++) B/*-@2 +-)+;(& @1 C'(-* (- D./1-E

C1.-@F *-) G.&'+-E H(2@%(&@

红色名录等级 中国特有种
I

种

极危$

C,

%

0

濒危$

JK

%

63

易危$

LM

%

90

总计
##"

表
"

玉龙县与古城区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 9 H(2@%(>.@(1- @FB+2 1A E+-.2 1A 2++) B/*-@2 +-)+;(& @1 C'(-* (- D./1-E C1.-@F *-) G.&'+-E H(2@%(&@

分布区类型 属数 比例
I8

#

世界广布
!!

6

泛热带分布
7! #!566

6"#

热带亚洲)大洋洲和热带美洲$南美洲(

墨西哥%分布
# <567

!

东亚$热带( 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
9 #594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6 6500

4"#

热带亚洲( 非洲$或东非( 马达加斯加%

和大洋洲间断分布
6 <57<

7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6 6500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 6540

""#

华南( 西南到印度和热带非洲间断分布
# <567

""6

热带亚洲和东非或马达加斯加间断分布
# <567

9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7 !594

9"#

爪哇$或苏门达腊%+ 喜马拉雅间断或星

散分布到华南( 西南分布
# <567

9"6

热带印度至华南,尤其云南南部%分布
# <567

9"!

缅甸( 泰国至华西南分布
# <567

9"4

越南,或中南半岛%至华南,或西南%分布
6 <57<

3

北温带分布
0" 6!504

3"6

北极*高山分布
4 #5<<

3"4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6# 7564

说明- 计算分布区类型比例时不计算世界广布

分布区类型 属数 比例
I8

3"7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
# <567

0

东亚及北美间断分布
60 956!

0"#

东亚和墨西哥间断分布
# <567

#<

旧世界温带分布
6! 7594

#<"#

地中海区( 西亚,或中亚%和东亚间断

分布
9 #594

#<"6

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
6 <57<

#<"!

欧亚和南非,有时也在澳大利亚%分布
# <567

##

温带亚洲分布
9 #594

#6

地中海区( 西亚至中亚分布
6 <57<

#6"!

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 大洋洲

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 <567

#6"4

地中海区至热带非洲和喜马拉雅间断

分布
6 <57<

#!"6

中亚至喜马拉雅和我国西南分布
4 #5<<

#4

东亚分布
#0 4594

#4

,

?N

%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63 "503

#4

,

?O

%中国*日本分布
4 #5<<

#7

中国特有分布
!< 9543

总计
4!4 #<<5<<

朱 青等- 滇西北丽江市中国种子植物特有种组成分析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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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种"

#

#)

$

% 怒江河谷!

*&+

种"

#

&(

$等相比& 特有种子植物种类丰富& 数量较多& 特有种子植物的优势

科% 属明显' 研究区内种数＞)$

种的科共
&&

个& 所含种数占比
(!,$*-

( 种数＞&%

种的属共
!$

属& 所

含种数占比
*',!!-

) 这些科和属是研究区特有植物科属的主要组成成分)

研究区特有植物以草本为主& 灌木次之& 乔木和藤本较少) 草本数量占有绝对优势) 这与当地地形

地貌有关& 研究区以高山和斜谷为主& 珠芽支柱蓼
!"#$%"&'( )'**'#+",-.)

和丽江蓼
/"0$%"&'( 0,1234&!

%.&).

等草本植物多生于海拔约
* (%% .

的山坡草地& 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菊科% 伞形科% 玄参科中的

草本植物大量存在)

研究区分布着云南特有种
*((

种& 其中& 分布范围更为狭窄的玉龙县和古城区特有种
)'

种& 占研

究区内云南特有种数的
#*,(!-

& 并包含
#

个中国特有科和
#

个中国特有属& 说明研究区位于滇西北地

区特有种子植物分布中心& 种子植物特有性突出& 地方特有种众多& 具有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

研究区内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受威胁等级物种共
##+

种& 其中极危等级物种
$

种% 濒危等级物种
!'

种% 易危等级物种
/$

种& 占研究区所有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的
+,$$-

& 其中& 兰科
01234562767

& 毛茛科

869:92:;62767

& 蔷薇科
8<=62767

等是被子植物中受威胁程度较高的科) 玉龙县和古城区特有种子植物

中易危等级物种
)

种& 近危等级物种
+

种& 是应着重保护的物种)

人类活动的干扰造成生境的丧失和片段化% 对具有经济价值物种的过度利用等行为& 是造成研究区

特有种子植物濒危的主要原因) 例如丽江蔷薇
5")6 037236&89&)3)

分布于海拔
& +%%>! (%% .

& 土壤为红

壤和红黄壤的常绿阔叶林和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地区& 该区域气候温和湿润
?

自然植被受人类活动影响较

大& 随着农田开垦% 旅游景点的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植物资源受到严重破坏& 数量急剧缩减#

&+

$

( 蔷

薇属植物是世界著名的观赏植物& 花% 果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根% 叶可作为药用及制栲胶#

&/

$

( 鞘柄翠雀

花% 丽江杓兰% 丽江绣线菊可用于园林造景( 异叶薯蓣% 异药龙胆可入药) 这些物种生长依赖于特殊的

气候类型& 分布区较为狭窄& 过度采挖和利用& 加剧了物种受威胁的程度) 对于研究区特有性较强且濒

危的物种& 应降低人为干扰% 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合理开发& 保护好重点科属植物% 药用草本植物和地方

特有物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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