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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维管植物的比较研究和地理分布

万萍萍１ꎬ 王利松１∗ꎬ 吴少东１ꎬ 谢明华２

( １. 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ꎬ 江西 九江ꎬ ３３２９００ꎻ ２. 江西省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ꎬ 南昌 ３３００００ )

摘　 要: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掌握江西省重点保护植

物的多样性和地理分布是制定省域范围内科学保护和管理办法的关键步骤ꎮ 该文通过整合«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名录»(２０２１)中江西省分布的种类和«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２００５)ꎬ结合国家标本资源

共享平台数字化的标本分布数据ꎬ对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维管植物多样性、保护概况和地理分布特征进行

分析ꎮ 结果表明:(１)江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有 １４８ 种(包括种下类群)ꎬ分属 ４７ 科 ８９ 属ꎮ (２)整
合的江西省重点保护植物总计 ４０７ 种ꎬ分属 ８５ 科 ２０８ 属ꎮ 其中ꎬ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９ 科 １０ 属 １６ 种ꎬ裸子植

物 ６ 科 １７ 属 ２６ 种ꎬ被子植物 ７０ 科 １８１ 属 ３６５ 种ꎮ (３)在 ４０７ 种重点保护植物中ꎬ６０.９％的种类在 ３２ 个国家

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有分布ꎬ７０.５％的种类在中国 ６７ 个植物园有分布ꎮ (４)物种丰富度的观察值和估计值

表明ꎬ物种丰富度较高的区域包括北部的庐山ꎬ西部的九岭山、武功山和井冈山ꎬ南部南岭的大庾岭、九连

山ꎬ东部的武夷山及其邻近区域ꎬ估计的重点保护植物物种丰富度格局和江西省 ５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

区域有较高的一致性ꎮ 此外ꎬ该文还讨论了«江西省重点保护植物名录»(２００５)收录种类存在的问题ꎬ并提

出了未来省级保护植物名录优先物种选择的 ６Ｅ 原则和加强省级重点保护植物研究的相关建议ꎮ
关键词: 保护生物学ꎬ 分布格局ꎬ 江西省ꎬ 重点保护植物名录ꎬ 珍稀濒危植物ꎬ 物种丰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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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植物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包括粮食、
蔬菜、药材、木材、花卉、氧气等在内的物质基础ꎬ
是地 球 生 态 系 统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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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ｎａｐｐꎬ ２０１９)ꎮ 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和遗传资

源ꎬ野生植物是文化发展的物质载体ꎬ保护野生植

物资源是实现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的重要保障

(周志华和金效华ꎬ２０２１)ꎮ 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名录是相关部门实施野生植物资源保

护管理的重要科学依据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傅立国ꎬ１９９５ꎻ于永福ꎬ
１９９９)、«中国植物红皮书» (傅立国ꎬ１９９１)、«中国

物种红色名录»(汪松和解炎ꎬ２００４)等成果为我国

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奠定了重要研究基础ꎮ 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与农业农村部公告(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５
号)发布了新版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２０２１)ꎬ明确了新形势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的种类ꎬ为依法加强保护、打击乱采滥挖、提高公

众保护意识等奠定了基础(鲁兆莉等ꎬ２０２１ꎻ Ｘｕ ＆
Ｚａｎｇꎬ ２０２３ꎻ 吴欣静等ꎬ２０２３)ꎮ

江西省是较早积极响应野生植物保护行动的

省份ꎬ于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通过了«江西省野生植物资

源保护管理暂行办法»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ꎬ省林业厅

公布了共 １６３ 种的«江西省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第
一批)»(王江林ꎬ１９９４ꎻ谢国文ꎬ１９９４ꎻ中国农业全

书总编辑委员会ꎬ２００１)ꎮ 根据野生植物资源保护

和利用现状ꎬ于 ２００５ 年对省级重点保护名录进行

了调整ꎮ 调整后的名录明确将 ３ 类植物ꎬ即江西

省 有 分 布 的 兰 科 (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 杜 英 属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和紫薇属(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Ｌ.)ꎬ以及

其他 １２０ 多种ꎬ总计 ３００ 余种野生植物纳入保护

对象ꎬ并根据重要性分为 ３ 个保护等级ꎮ
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

(１９９９)和不同版本的«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ꎬ有研究者对江西省分布的重点保护植物开

展了相关研究ꎮ 例如ꎬ臧敏和毛尚俊(２００５)、臧敏

等(２００７)和王春香等(２００７)分别分析了 １０３ 种、
５３ 种、８７ 种植物的区系成分ꎻ臧敏等(２００７)、俞群

等(２０１６)和臧敏等(２０１８)分别研究了 ５３ 种、３１３
种、４２２ 种的地理分布ꎮ 这些研究工作为«江西省

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 ２０１３—２０３０
年)»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ꎮ 但是ꎬ随着江西省

植物区系新的发现ꎬ如姬红利等(２０１９)、郑圣寿等

(２０１９)、刘环等(２０２０)、刘忠成等(２０２０)、赵万义

等(２０２０)、覃俏梅等(２０２１)、廖海红等(２０２２)、徐
国良和黄曾(２０２３)ꎬ以及最近多个植物编目成果

的发布(彭焱松等ꎬ２０２１ꎻ寄玲等ꎬ２０２２ꎻ吴丁等ꎬ
２０２２)ꎬ江西省分布的珍稀濒危植物种类和相关信

息发生了较大变动ꎮ 有必要依据最新版本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２０２１)ꎬ并整合 ２００５

４３０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４ 卷



年颁布的省级保护植物名录ꎬ对江西省分布的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进行梳理和研究ꎮ 截至目前ꎬ尚
没有研究工作针对«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２００５) 和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２０２１)中江西省分布的种类开展过比较研究ꎮ 涉

及省级重点保护植物选定的一些重要问题ꎬ如国

家和省级保护的种类是否存在重叠ꎬ省级保护的

种类是否体现了受威胁种类的优先保护原则等ꎮ
厘清这些基本问题将对未来省级保护植物名录的

调整和完善ꎬ以及省区范围内统筹协调国家级和

省级保护植物的管理决策提供重要依据ꎮ 同时ꎬ
对重点保护植物地理分布的研究ꎬ可为重点保护

植物的野外调查、空间保护规划和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Ｚｈａｎｇ ＆ Ｍａꎬ ２００８ꎻ 张殷波和马克平ꎬ２００８ꎻ
苑虎等ꎬ２００９)ꎬ也是实施有效保护的基础( Ｆｌａｔｈ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ꎻ 马克平ꎬ２００１ꎻＦｅｒｒｉｅｒꎬ ２００２)ꎮ 因此ꎬ
通过整合江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

省级保护植物名录以及相关数据ꎬ掌握江西省重

点保护植物的多样性和地理分布ꎬ是制定省域范

围内科学保护和管理办法的关键步骤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江西 省 地 处 我 国 东 南 偏 中 部 ( １１３° ３５′—
１１８°２９′ Ｅ、２４°２９′—３０°０５′ Ｎ)ꎬ长江中下游南岸ꎬ面
积约 １７ 万平方公里ꎬ境内三面环山ꎬ中间丘陵起伏ꎬ
地貌南高北低ꎬ由南向北、由外向内逐渐向鄱阳湖

倾斜(图 ２:Ａ)ꎮ 年平均气温 １６.３ ~ １９.５ ℃ꎬ自南向

北略有递减ꎬ年平均降水量 １ ３５０ ~ １ ９４０ ｍｍꎬ属温

暖潮湿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ꎮ 在植物区系发展史

上ꎬ江西省处于古热带和泛北极两大植物区系交接

地带ꎮ 长期受东亚季风气候影响ꎬ水热充沛(Ｈｅ ＆
Ｗａｎｇꎬ ２０２１)ꎬ区域内未直接受第四纪大陆冰川的

显著影响ꎬ境内保存和孕育了丰富的植物多样性ꎬ
是亚热带植物区系发展历史特别悠久的地区之一

(林英ꎬ １９８３ꎻ 江 西 森 林 编 委 会ꎬ １９８６ꎻ 谢 国 文ꎬ
１９９１)ꎮ 复杂多样的山岳条件和常绿阔叶林构成的

“绿色保护伞”ꎬ保存了冰期南下的植物和间冰期北

上的植物ꎬ成为一些古蕨类、古裸子植物和原始被

子植物的“避难所”和南下北上植物理想的“侨居

地”(杨光耀ꎬ２０１８)ꎮ 境内特有植物和珍稀濒危植

物种类众多(谢国文等ꎬ１９９６ꎻ季春峰等ꎬ２０１０ꎻ臧敏

等ꎬ２０１８)ꎬ是华东地区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ꎬ
有野生维管植物 ５ ６００ 余种(彭焱松等ꎬ２０２１ꎻ徐楚

津ꎬ２０２１ꎻ寄玲等ꎬ２０２２ꎻ吴丁等ꎬ２０２２)ꎮ
１.２ 名录和分布数据

名录和分布的数据整合包括如下 ７ 个步骤:
(１)整合«江西省维管植物多样性编目» (彭焱松

等ꎬ２０２１)、«江西省野生被子植物名录» (吴丁等ꎬ
２０２２)和«江西省野生维管植物名录» ( ２０２２ 版)
(寄玲等ꎬ２０２２)ꎬ以及近年来发表的江西省维管植

物新分布记录ꎬ如姬红利等 ( ２０１９)、郑圣寿等

(２０１９)、刘环等(２０２０)、刘忠成等(２０２０)、赵万义

等(２０２０)、覃俏梅等(２０２１)、廖海红等(２０２２)、徐
国良(２０２３)等ꎬ形成相对完整的江西省野生维管

植物名录及省级和县域分布信息ꎮ (２)根据«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涉及种类以及步骤(１)中
的分布信息ꎬ从中筛选出包括 １４８ 种(包括种下类

群)ꎬ分属 ４７ 科 ８９ 属的江西省有分布的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名单ꎮ (３)依据步骤(１)的名录和分布

信息ꎬ形成包括所有江西省有分布的兰科、杜英属

和紫薇属及其他总计 ３０５ 种的«江西省重点保护

植物名录»(２００５)ꎮ (４)将步骤(２)和步骤(３)两

个名录合并ꎬ最终形成包括 ４０７ 种野生植物(排除

了引种栽培的种类ꎬ 分属 ８５ 科 ２０８ 属)的江西省

重点保护植物名录ꎮ (５)依据 ４０７ 种植物学名直

接比 较ꎬ 从 国 家 标 本 资 源 共 享 平 台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ＮＳＩＩ)提供的江

西省有分布的 ４２７ ５６５ 份维管植物数字化标本中

筛选出与 ４０７ 种重点保护植物匹配的标本记录ꎬ
并排除江西省外分布的记录ꎮ (６)系统查阅江西

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标本馆( ＬＢＧ)、江西农

业大学林学院树木标本馆( ＪＸＡＵ)、九江森林植物

标本馆(ＪＪＦ)、南昌大学生物标本馆( ＪＸＵ)等馆藏

标本ꎬ以及相关的文献信息ꎬ核实部分种类的鉴定

和分布信息ꎮ (７)通过高德地图地理编码网络服

务 接 口 ( ｈｔｔｐｓ: / / ｌｂｓ. ａｍａｐ. ｃｏｍ / ａｐｉ /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ｇｕｉｄｅ / ａｐｉ / ｇｅｏｒｅｇｅｏ / )补充完善缺失经纬度信息的

分布记录ꎬ最终形成包括 ３６１ 种重点保护植物、１５
０６５ 份有经纬度信息的分布数据集(唯一不重复的

分布点)ꎮ 相关名录数据中种类的分类归属和名

称的使用依据«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植物卷)» (王
利松等ꎬ２０１５ꎬ２０１８ꎻ鲁兆莉等ꎬ２０２１)ꎬ尽可能保持

数据匹配的一致性ꎬ以确保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和分布信息的相对完整和准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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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自然保护区分布和植物园引种栽培记录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自然保护 区 名 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和«江西省生物多样性保

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３０ 年)»列举的江西省

自然保护地名录绘制江西省 １５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和 ３２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矢量图层ꎮ 将标本分

布点与自然保护区图层叠加ꎬ统计自然保护区有分

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数量ꎮ 根据«中国迁地

栽培植物志名录» (黄宏文ꎬ２０１４)、«中国迁地栽培

植物大全»(黄宏文ꎬ２０１７)、已出版的«中国迁地植

物志»(黄宏文ꎬ２０１４—２０２１)、«中国栽培植物名录»
(林秦文ꎬ２０１７)ꎬ确认和统计植物园引种栽培的重

点保护植物的种类和数量ꎮ
１.４ 重点保护植物物种丰富度的空间分布估计

将江西省以 １ ｋｍ × １ ｋｍ 为空间分析单元划

分为 １ ６８０ 个网格ꎮ 通过空间矢量图层和 １５ ０６５
条分布点数据(３６１ 种)叠加分析ꎬ计算每个网格

中出现的分布点数量和物种数量ꎮ 分布点数量使

用 ｌｏｇ１０对数转换并栅格化作图ꎬ表达每个网格区

域的 调 查 强 度ꎮ 以 广 泛 使 用 的 物 种 丰 富 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ꎬ ＳＲ) ( 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３ꎻ
Ｄａｖｉｅｓ ＆ Ｃａｄｏｔｔｅꎬ ２０１１)为指标ꎬ计算每个网格出

现的物种数量作为物种丰富度的观察值ꎮ 利用地

统计克里金回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ｋｒｉｇｉｎｇꎬ Ｒ－Ｋ)模型估

计每个网格的物种丰富度ꎬ作为每个网格物种丰

富度的估计值ꎮ Ｒ－Ｋ 模型的基本技术是最佳线性

无偏估计的空间版本ꎮ 它将目标变量的值作为确

定性(即空间自相关性)和随机成分的函数进行建

模 ( Ｈｅｎｇ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 Ｈｅｎｇｌꎬ ２００９ꎻ Ｃｒｅｓｓｉｅ ＆
Ｗｉｋｌｅꎬ ２０１１)ꎮ 用物种丰富度估计值减去观察值

作为网格单元调查完整性和知识空缺的评估指

标ꎬ并对相关结果进行空间作图ꎮ
由于 Ｒ－Ｋ 模型分析首先需要选择调查相对完

善的网格来计算半方差函数(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ꎬ因此

我们使用拟合的物种累积曲线来描述每个网格的

物种丰富度与调查强度间的关联关系(Ｌｏｂ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 Ａｌｖｅ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综合从这一过程中得出

的 ３ 个度量指标:(１)完整性ꎬ即通过物种累积曲线

估算出的物种丰富度百分比ꎻ(２)比率ꎬ即网格内出

现记录数与观察到的物种丰富度之间的比率ꎻ(３)
斜率ꎬ即观察到的累积物种丰富度与分布点数量之

间的斜率ꎮ 按照(Ｓｏｕｓａ￣Ｂａｅｎ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的方法ꎬ
选择完整性>８５％、比率>４、斜率<０.０２、网格记录数

量>２５０ 的网格作为样本相对较为完善的取样单元ꎮ
以上分析使用 Ｒ 软件包 ＫｎｏｗＢＲ(Ｌｏｂ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来完 成ꎮ 从 世 界 气 候 数 据 集 ２. １ 版 ( Ｆｉｃｋ ＆
Ｈｉｊｍａｎｓꎬ ２０１７)获取年平均温度、年平均降水量等

１６ 个环境变量ꎮ 通过相关分析ꎬ以皮尔逊(Ｐｅ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０.７ 为标准ꎬ最终保留年平均温度、温度

的季节性变化、最冷月的最低温、温度的年际变化

范围、年平均降水量、最干月的降水量、降水的季节

性变化、最干季降水量和海拔 ９ 个相关系数<０.７ 的

环境变量运行 Ｒ－Ｋ 模型分析ꎮ 以上分析利用 Ｒ
软件 包 ａｐｅ (Ｐａｒａｄｉ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ＭｕＭＩｎ (Ｂａｒｔｏｎꎬ
２００９)和 ｒａｓｔｅｒ(Ｈｉｊｍａｎｓ ＆ ｖａｎ Ｅｔｔｅｎꎬ ２０１４)来完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重点保护植物的多样性以及在自然保护区和

植物园的分布

整合形成的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维管植物总

计有 ４０７ 种ꎬ分属 ８５ 科 ２０８ 属ꎮ 其中ꎬ列入«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２０２１)的有 １４８ 种ꎬ列入

«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２００５)的有 ３０５
种(图 １:Ａ)ꎮ 在 ４０７ 种植物中ꎬ石松类和蕨类植

物 ９ 科 １０ 属 １６ 种ꎬ裸子植物 ６ 科 １７ 属 ２６ 种ꎬ被
子植物 ７０ 科 １８１ 属 ３６５ 种(图 １:Ｂ－Ｄꎻ附录 １)ꎮ
在 ４０７ 种植物中ꎬ６０.７％的种类(２４７ 种)在江西省

１４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２３０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５６.５％)和 １８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１３３ 种ꎬ占总种

数的 ３２.７％)都有分布ꎻ７０.５％的种类(２８７ 种)在

国内 ６７ 个植物园有迁地保护记录(图 １:Ｅ、Ｆꎻ附
录 １)ꎮ 重点保护植物在各自然保护区分布的数量

由多到少依次是庐山(１３０ 种)、井冈山(８７)、伊山

(７１)、九连山(５８)、齐云山(４６)、官山(４５)、马头

山(４５)、岩泉(３７)、五指峰(３５)、阳际峰(３３)、玉
京山( ２８)、武夷山 ( ２７)、南风面 ( ２３) 和云居山

(２０)ꎬ其他 １８ 个自然保护区分布的重点保护植物

种类数量少于 ２０ 种(附表 １)ꎮ 重点保护植物在各

植物园分布的数量由多到少依次是中国科学院武

汉植 物 园 ( ＷＢＧꎬ ２２０ 种 )、 华 南 国 家 植 物 园

(ＳＣＢＧꎬ２０５)、杭州植物园(ＨＢＧꎬ１８５)、南京中山

植物园(ＮＢＧꎬ１７４)、上海辰山植物园(ＣＢＧꎬ１６０)、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ＸＴＢＧꎬ１６０)、昆明植物园

(ＫＢＧꎬ１４２)、 桂林植物园(ＧＸＩＢꎬ１３８)、深圳仙湖植

物园( ＦＬＢＧꎬ１３５) 、东莞植物园(ＤＧＢＧꎬ１３０)、 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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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江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ＮＫＰＷＰ)和省级重点保护植物(ＫＰＷＰ)种类组成差异ꎻ Ｂ－Ｄ. 重点保护植物中石松类和蕨
类、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科属种组成和比例ꎻ Ｅ、Ｆ. 重点保护植物在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分布的种类数量和比例ꎻ Ｇ、Ｈ. ２５９
种省级重点保护植物和其中 ６８ 种中国特有种的红色名录评估等级组成ꎮ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ＮＫＰＷＰ)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ＫＰＷＰ)ꎻ Ｂ－Ｄ.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ｏｄ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ｎｓꎬ 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 Ｅꎬ Ｆ.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ꎻ Ｇꎬ Ｈ.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ＵＣＮ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ｆｏｒ ２５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ａｎｄ ６８
ｏｆ ｔｈｅｍ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图 １　 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多样性、在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分布的物种数量和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评估等级
Ｆｉｇ. １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ꎬ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ＵＣＮ ｒｅｄ ｌ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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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江西省的范围和地形ꎻ Ｂ. 江西省重点保护植物的分布点(红色点)ꎬ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绿色多边形)ꎬ 省级自然保护区
(浅绿色多边形)和 １ ｋｍ × １ ｋｍ 网格分布ꎻ Ｃ. １ ｋｍ × １ ｋｍ 网格调查记录数量分布( ｌｏｇ１０转换)ꎻ Ｄ. 物种丰富度观察值≥５０ 的网

格分布ꎻ Ｅ. 物种丰富度估计值≥５０ 的网格分布ꎻ Ｆ. １ ｋｍ × １ ｋｍ 网格调查空缺分布ꎮ
Ａ.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 Ｂ.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ｒｅｄ ｐｏｉｎｔｓ)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ｄａｒｋ￣ｇｒｅｅｎ ｐｏｌｙｇｏｎｓ)ꎬ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ｌｉｇｈｔ￣ｇｒｅｅｎ ｐｏｌｙｇｏｎｓ)ꎬ ａｎｄ １ ｋｍ × １ ｋｍ ｇｒｉｄｓꎻ 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ｉｎ １ ｋｍ × １ ｋｍ ｇｒｉｄ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ｌｏｇ１０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ꎻ 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５０)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ｉｄꎻ 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５０)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ｉｄꎻ 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ｏｒｔｆａｌｌ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ｉｄ.

图 ２　 江西省重点保护植物克里金回归分析的数据和结果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ｋｒｉｇｉｎｇ (Ｒ－Ｋ)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南树木园(ＧＮＡꎬ１２９)、福州植物园(ＦＢＧꎬ１２５)、厦
门市 园 林 植 物 园 ( ＸＭＢＧꎬ １２２ )、 庐 山 植 物 园

(ＬＳＢＧꎬ１２１)、贵州省植物园(ＧＢＧꎬ１０６)、湖南省

森林植物园(ＨＮＦＢＧꎬ１０５)、浙江农林大学植物园

(ＺＡＦＵꎬ１０５)ꎬ其他植物园分布的重点保护植物种

类数量少于 １００ 种(附表 ２)ꎮ

通过比较表明ꎬ江西有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

植物和 ２００５ 版的省级保护植物有 ４６ 种存在重叠

(图 １:Ａ)ꎮ 在排除 ４６ 种重叠种类后的 ２５９ 种省

级保护植物中ꎬ仅有 １８.５％的种类是受威胁种ꎬ包
括极危(ＣＲ)７ 种、濒危(ＥＮ)１０ 种和易危(ＶＵ)３１
种ꎻ６３.７％的种类(１６５ 种)是无危( ＬＣ)ꎬ１３.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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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３５ 种)是近危(ＮＴ)ꎻ２.３％的种类(６ 种)缺

乏评估数据(图 １:Ｇ)ꎮ 在 ２５９ 种植物中ꎬ中国特

有种 ６８ 种ꎬ占比 ２６.３％ꎮ 在这 ６８ 种中国特有种类

中ꎬ６０.３％的种(４１ 种)是无危种( ＬＣ)ꎬ受威胁的

种类仅有 １４ 种ꎬ包括极危 ３ 种、濒危 １ 种和易危

１０ 种(图 １:Ｈ)ꎮ
２.２ 物种丰富度的空间分布格局

有唯一经纬度分布点数据包括的物种数量

(３６１ 种)占江西省重点保护植物总种数(４０７ 种)
的 ８８.７％ꎮ １７.２％的种(６２ 种)仅有 １ 个分布点ꎬ
１５.２％的种 ( ５５) 有 ２ ~ ５ 个分布点ꎬ１１. １％ 的种

(４０)有 ６ ~ １０ 个分布点ꎬ１９.４％的种(７０)有 １１ ~
３０ 个分布点ꎬ１１. ９％的种 ( ４３) 有 ３１ ~ ５０ 个分布

点ꎬ１３.３％的种(４８)有 ５１ ~ １００ 个分布点ꎬ１１. ９％
的种(４３)分布点超过 １００ 个ꎮ 分布点数量超过

３００ 个的种类有红花檵木 (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４１９ 个点)、赤楠 (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 ３４９ 个

点)、三尖杉(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３３２ 个点)和

铁冬青( Ｉｌｅｘ ｒｏｔｕｎｄａ) (３３１ 个点)ꎮ 调查强度较高

的网格主要分布在赣西北、赣西、赣南和赣东的山

地区域ꎬ如庐山和井冈山(图 ２:Ｃ)ꎮ 虽然不同网

格区域的调查强度存在显著差异ꎬ但整体而言ꎬ调
查地点覆盖了江西省整个地理和环境梯度空间

(图 ２:Ａ－Ｃ)ꎮ 物种丰富度观察值≥２０ 的网格主

要分布于江西省周边的山地区域ꎬ特别是北部的

庐山ꎬ西部的九岭山、武功山和井冈山ꎬ南部的大

庾岭、九连山ꎬ东部的武夷山及其邻近区域(图 ２:
Ｄ)ꎮ Ｒ－Ｋ 模型分析的物种丰富度估计值≥５０ 的

网格呈现出 ５ 个相对连片分布的区域ꎬ由北向南

依次是(１)赣东北的怀玉山和三清山及其邻近区

域ꎻ(２)鄱阳湖流域ꎬ包括庐山和鄱阳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及其邻近区域ꎻ(３)武夷山脉北段ꎬ包括

武夷山和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的邻近区

域ꎻ(４)赣西的罗霄山脉ꎬ包括九岭山、官山、武功

山和井冈山及其邻近区域ꎻ(５)赣南的南岭山地ꎬ
包括大庾岭、九连山、乱罗峰和项山甑(图 ２:Ｅ)ꎮ
物种丰富度估计值连片分布的区域也是野外调查

空缺相对更高的区域(图 ２:Ｆ)ꎮ

３　 讨论与展望

３.１ 省级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的厘定

保护名录是受保护物种的集合 (蒋志刚ꎬ

２０１９)ꎬ重点保护物种名录的筛选厘定是有效实施

野生植物保护ꎬ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

护条例»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ｇｏｖ. ｃｎ / ｍａｉｎ / ３９５０ /
２０１７０３１４ / ４５９８８１.ｈｔｍｌ)和«江西省野生植物资源

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ｇｏｖ. ｃｎ /
ａｔｔａｃｈ / ０ / ｂ７ｃ６ｅ５７１４４９ｂ４ａ２２ｂ５１３ｄ２５３ｃ７４０ｃｂａｃ.ｐｄｆ)法
律法规的基本依据ꎮ 依据保护名录和相关法规不

仅能依法打击乱采乱挖和非法交易等违法行为ꎬ
而且还为保护事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鲁兆莉等ꎬ
２０２１ꎻ吴欣静等ꎬ２０２３)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

物保护条例»明确规定:野生植物分为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ꎮ 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分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和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植物ꎮ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ꎬ由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以下简称国务院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商国

务院环境保护、建设等有关部门制定ꎬ报国务院批

准公布ꎮ 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ꎬ是指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以外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保护的

野生植物ꎮ 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ꎬ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ꎬ报国务院备

案ꎮ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２４１ 号第四次修正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发布的«江西省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管理暂

行办法»第六条明确了省级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

实行名录管理ꎮ 因此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２０２１)和«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２００５)ꎬ是目前江西省开展省域范围内珍稀濒危

植物保护最重要的科学依据ꎮ 这两份植物名录形

成了从中央到地方ꎬ分级保护和管理珍稀濒危野

生植物资源的重点清单ꎬ也是地方各级自然资源、
林政执法、海关检验等部门开展相关工作的重要

依据ꎮ
有研究表明ꎬ现行的«江西省重点保护植物名

录»(２００５)仍然需要细致地修订和完善ꎮ 例如ꎬ与
江西省动物保护名录存在相似的问题(蒋志刚ꎬ
２０１９)ꎬ即江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和省级

保护植物名录有 ４６ 种存在重叠ꎬ理应在新的省级

保护名录中予以排除ꎮ 在排除重叠种类后的 ２５９
种省重点保护植物中ꎬ高达 ７７. ２％的种类ꎬ包括

６３.７％的无危种(１６５ 种)和 １３. ５％的近危种(３５
种)ꎬ被评估为没有严重威胁ꎻ仅 １８.５％的种类(４８
种)是受威胁种ꎮ 在 ２５９ 种植物中ꎬ仅 ２６.３％的种

类(６８ 种)是中国特有种且这些特有种中大部分

９３０２１１ 期 万萍萍等: 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维管植物的比较研究和地理分布



(６０％)是无危种ꎮ 这些数字表明现行的省级重点

保护植物名录未优先考虑在江西省有分布且受威

胁的种类ꎬ如松叶蕨(Ｐｓｉｌｏｔｕｍ ｎｕｄｕｍꎬ ＶＵ)、黄山

鳞毛蕨(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ｗｈ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ꎬ ＥＮ)、福建青

冈 (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ｃｈｕｎｇｉｉꎬ ＥＮ )、 小 溪 洞 杜 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ｘｉａｏｘｉｄｏｎｇｅｎｓｅꎬ ＥＮ)和丹霞通泉草

(Ｍａｚｕｓ ｄａｎｘｉａｃｏｌａꎬ ＣＲ)等ꎮ 同时ꎬ江西省有丰富

的湿地生态系统ꎬ包括 ５８０ 多种湿地植物(何梅

等ꎬ２０１５)ꎬ而省级重点保护植物名录中没有代表

性的水生植物(有 ６ 种水生植物包括在国家保护

名单中)ꎮ 因此ꎬ对省域分布的水生植物进行系统

评估ꎬ并纳入省级重点保护对象也是未来省级重

点保护植物名录更新需要关注的问题ꎮ
此外ꎬ省级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的选定ꎬ过去主

要依靠专家群体决策ꎬ缺乏明确的原则和标准ꎬ这
势必影响保护名录的完整性和代表性ꎮ 因此ꎬ为
充分体现“保护优先原则”的科学决策过程(Ｍａｃ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 Ｂｒｏｗ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Ｃａｒｗａｒｄｉｎ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 Ｌｅ Ｂｅｒｒ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 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ꎬ我们提出了省级保护名录收录的 ６Ｅ 参考

原则:(１)濒危性(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ｍｅｎｔ)ꎬ选择最需要迁地

保护的受威胁类群ꎻ(２)特有性( ｅｎｄｅｍｉｓｍ)ꎬ选择

代表当地或区域特有的受威胁类群ꎻ( ３)经济性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ꎬ选择提供当地或区域经济或社会资源

的类群ꎬ如药用植物ꎻ(４)生态性(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ꎬ选择

在维持生态过程或支持生境恢复方面发挥作用的

类群ꎻ(５)标志性(ｅｍｂｌｅｍａｔｉｃ)ꎬ选择可用作促进景

观和生境保护旗舰的受威胁类群ꎻ(６)演化独特性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ꎬ代表演化上显著而独特的单元ꎮ
前 ５ 个 Ｅ 原则源自 Ｍａｕｎｄｅｒ 等人早期针对珍稀濒

危植物迁地保护提出的优先保护对象选择的 ５Ｅ
标准(Ｍａｕｎｄ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ꎮ 第 ６ 个 Ｅ 原则来自

系统发生多样性(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Ｄ)在生

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对象选择上的重要作用(Ｆａｉｔｈꎬ
１９９２ꎻ Ｓａｒｋａ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ꎻ Ｉｓａａｃ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
Ｆａｉｔｈꎬ ２００８)ꎮ 依据这些原则或标准有助于我们

在未来省级重点保护名录中厘清国家和地方保护

名录间的关系ꎬ形成从国家到省级明确的保护系

列ꎬ从而有利于实施保护ꎬ便于管理和识别保护对

象和保护执法ꎮ 这里提出的 ６Ｅ 参考原则和«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收录的 ５ 项基本原则(鲁
兆莉等ꎬ２０２１)基本一致ꎬ同样适用于省级保护对

象的筛选和确定ꎮ

３.２ 重点保护植物的丰富度空间分布

本研究中ꎬＲ－Ｋ 模型分析结果和部分经验性

观察存在较高的一致性ꎮ 例如ꎬ区系调查研究发

现ꎬ马头山有珍稀濒危种类 １９６ 种(包括国家级保

护的 ２５ 种) (鲍志贵等ꎬ２０１６)ꎬ武功山有 ５７ 种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周德中等ꎬ２０２３)ꎬ分宜县有

１８２ 种珍稀濒危植物(包括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
(钟卫 红 等ꎬ ２０１９ )ꎬ 宜 春 市 有 ６３ 种 ( 王 帆 等ꎬ
２０２３)和庐山有 ５８ 种珍稀濒危植物(万加武等ꎬ
２０１９)等ꎮ 这些区域在 Ｒ－Ｋ 模型估计结果中都是

重点保护植物丰富度的高值区域ꎮ 同时ꎬＲ－Ｋ 模

型估计的南岭九连山、武夷山脉的马头山和阳际

峰及其邻近区域等高值区域也是江西省自然保护

区发展规划重点关注的区域(黄志强等ꎬ２０１４)ꎮ
从总体来看ꎬＲ－Ｋ 模型估计的丰富度高值连续分

布区域和江西省 ５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ꎬ即
(１)赣东武夷山脉－怀玉山脉亚热带高山阔叶林与

针阔混交林生物多样性关键区ꎻ(２)赣南南岭－九
连山脉中－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物多样性关键

区ꎻ(３)赣西罗霄山脉亚热带高山常绿阔叶林和针

阔混交林生物多样性关键区ꎻ(４)赣西北幕阜山－
九岭山中－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关键区ꎻ
(５)鄱阳湖湿地与区间河流生物多样性关键区ꎬ具
有较高的一致性ꎮ Ｒ－Ｋ 模型分析结果也为野外补

点调查提供了参考ꎬ如调查强度高或低的区域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调查空缺ꎬ表明这些区域是未来

野外调查需要着重关注的区域ꎮ 当然ꎬＲ－Ｋ 模型

分析也受调查数据固有偏差的影响ꎬ如庐山、九岭

山、武功山和井冈山及其邻近区域的调查强度要

显著高于其他地区ꎬ物种丰富度的观察值和估计

值也都相对较高ꎮ 物种详尽的地理分布知识经常

是不完善的且存在偏差( Ｌｏｍｏｌｉｎｏꎬ ２００４ꎻ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 Ｈｏｒｔａ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这导致不少多样

性的空间分布制图更像是调查数据的分布图而不

是真正意 义 上 的 多 样 性 分 布 图 ( Ｈｏｒｔａ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ꎮ 而掌握详尽的物种分布依赖野外调查工

作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投入强度ꎬ以及相关的社会

经济因素(Ｈｏｒｔａ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Ｂｏａｋｅ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ꎻ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因此ꎬ重点保护植物野外分布

调查仍然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开展的研究工作ꎮ
总体而言ꎬ本研究 Ｒ－Ｋ 模型分析使用的分布点数

据覆盖了江西省整个地理和环境空间梯度ꎬ能够

有效估计重点保护植物的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ꎬ

０４０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４ 卷



相关的结果能为重点保护植物的空间保护规划提

供积极的指导意义ꎮ
相较于利用物种分布范围而言ꎬ如出现范围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ＥＯＯ) 和占有面积 ( ａｒｅａ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ＡＯＯ) (Ｇａｓｔｏｎ ＆ Ｆｕｌｌｅｒꎬ ２００９ꎻ ＩＵＣＮꎬ
２０２０ )ꎬ 以 及 生 态 位 模 型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ｉｃｈｅ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ＳＤＭ ) (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 Ｍｉｌｌｅｒꎬ ２０１０ꎻ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的分析方法ꎬＲ－Ｋ 模型方法

的优点是充分利用了物种丰富度和环境变量的双

重空间自相关关系ꎬ可以根据相对较少的调查样

本(注意:样本需要在研究区域内的地理和环境梯

度上有较好的代表性)构建覆盖研究区域内连续

的物种丰富度梯度分布格局(Ａｌｖｅ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对于大多数分布范围都非常狭窄的珍稀濒危植物

而言ꎬ地理和环境空间上的样本偏差问题更为严

重(Ｇａｓｔｏｎ ＆ Ｋｕｎｉｎꎬ １９９７ꎻ Ｇａｓｔｏｎꎬ ２００３)ꎮ 因此ꎬ
基于物种分布范围和 ＳＤＭ 分析经常会扭曲物种丰

富度空间分布的真实模式(Ｇａｓｔｏｎ ＆ Ｆｕｌｌｅｒꎬ ２００９ꎻ
Ｐｉｎｅｄａ ＆ Ｌｏｂｏꎬ ２０１２)ꎮ Ｒ－Ｋ 模型方法可以提供

物种丰富度地理梯度的统计估算ꎬ用于帮助我们

指导未来的物种调查、保护决策以及推断环境变

化的影响(Ａｌｖｅ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３.３ 重点保护植物的未来研究和保护对策

«昆明 － 蒙 特 利 尔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框 架»
“３０３０”等高新目标的提出ꎬ体现了全球扭转生物

多样性丧失趋势的迫切愿望和宏伟目标(马克平ꎬ
２０２３ꎻ徐靖和王金洲ꎬ２０２３ꎻ平晓鸽等ꎬ２０２３)ꎬ也对

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珍稀濒

危植物的有效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ꎬ需
要充分了解保护对象的生物学特征、地理分布、气
候变化条件的响应和适应、群体的遗传多样性、种
群所面临的威胁因素等情况ꎬ更有效地指导保育

恢复回归方面的实践工作(Ｈｅｙｗｏｏｄꎬ ２０１７)ꎮ 在

保护管理和决策实践中ꎬ我们经常面临“信息不充

分”甚至是“信息缺失” 的尴尬局面 ( Ｈｅｙｗｏｏｄ ＆
Ｉｒｉｏｎｄｏꎬ ２００３)ꎬ而大量信息可能散落在各类研究

文献ꎬ甚至是新闻报道中ꎮ 因此ꎬ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ꎬ构建覆盖保护对象地理分布、种群动态、遗传

多样性等的数据库和分析决策平台ꎬ将为珍稀濒

危植物保护的“一种一策”策略(黄宏文和廖景平ꎬ
２０２２)提供数据和信息保障ꎮ 例如ꎬ通过分子生物

学技术ꎬ构建濒危物种的 ＤＮＡ 条形码和基因组

库ꎬ保存其完整的遗传信息ꎬ可为物种保护提供最

后的保障(郁文彬等ꎬ２０１３ꎻＷｅ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ꎮ 同

时ꎬ综合运用保护生物学的多种工具ꎬ对珍稀濒危

植物开展包括迁地保护、就地保护、回归和种群恢

复等的多项保护措施ꎬ以确保保护工作取得成效ꎬ
这已成为保护生物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共识( Ｆａｌｋꎬ
１９９０ꎻ Ｎｅｗｔｏｎ ＆ Ｏｌｄｆｉｅｌｄꎬ ２０１２ꎻ Ｆｉš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ꎻ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ꎻ Ｂｏｒｚéｅ ＆ Ｂｕｔｔｏｎꎬ ２０２３)ꎮ

在江西省 ４０７ 种重点保护植物中ꎬ６０.９％的种

类(２４８ 种)在 ３２ 个自然保护区有分布记录ꎬ主要

集中在北部的庐山ꎬ西部的井冈山、伊山、九连山

等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内ꎻ７０.５％的种类(２８７
种)在国内 ６７ 个植物园有引种栽培记录ꎮ 尽管这

些统计数字无法准确衡量重点保护植物实际的就

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情况ꎬ但能为未来自然保护区

和植 物 园 在 省 重 点 保 护 植 物 的 整 合 保 护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方面提供重要参考ꎮ 虽然

依托保护地的就地保护仍然是珍稀濒危植物最直

接有效的保护方式(蒋亚芳等ꎬ２０２３)ꎬ但植物园在

迁地保护和整合保护上的优势和作用也不容忽视

( Ｈｅｙｗｏｏｄꎬ ２０１５ )ꎮ 例 如ꎬ 寒 兰 (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ｋａｎｒａｎ)广泛分布于江西省的山地环境ꎬ由于滥采

乱挖、生境破碎或丧失ꎬ因此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

急剧减少(杨静秋ꎬ２０１７)ꎮ 要实现全域范围的就

地保护并不现实ꎬ而迁地保护(如引种栽培和扩繁

培育)可能是最直接有效的保护方法ꎮ
目前ꎬ江西省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地 １９０ 多

个ꎬ以及庐山植物园和赣南树木园等多个迁地保

护机构和设施ꎬ为珍稀濒危植物的综合保护提供

了重要支撑平台ꎮ 但是ꎬ大部分国家级和省级自

然保护区呈现出围绕山脉岛屿化集中分布ꎬ面积

相对较小ꎬ并且受行政区划等多因素限制ꎬ各自然

保护区缺乏有效的联通性(刘信中ꎬ１９９４ꎻ黄志强

等ꎬ２０１４)ꎬ就地保护网络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碎片

化”且自然保护区和植物园间的联动协调缺乏系

统性部署ꎮ 适逢我国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两大

保护体系建设时期 (欧阳志云等ꎬ ２０２１ꎻ杨锐ꎬ
２０２１ꎻ黄宏文和廖景平ꎬ２０２２ꎻ文世峰等ꎬ２０２３)ꎬ江
西省丰富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对于省区范围内的

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而言既是机遇也面临挑战ꎮ
为加强省域范围内珍稀濒危植物综合保护的各项

工作ꎬ我们提出如下 ３ 个方面的建议:(１)继续加

强资源调查、红色名录评估、遗传多样性等方面的

基础研究工作ꎻ(２)尽快建立省域珍稀濒危植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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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平台ꎬ有效促进数据和信息整合ꎬ改善保护管

理的科学决策能力ꎻ(３)在综合保护框架下ꎬ加强

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机构间的联动协调ꎬ提升珍

稀濒危植物的综合保护能力ꎬ实现保护协同增效ꎮ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马克平研

究员对该项研究工作的支持ꎬ国家标本资源共享

平台(ＮＳＩＩ)提供江西省维管植物分布数据ꎬ江西

省、中 国 科 学 院 庐 山 植 物 园 科 技 基 础 专 项

(２０２１ＺＷＺＸ０６ꎬ２０２３ＺＷＺＸ０１) 提供经费支持ꎬ以

及审稿专家对论文科学性和可读性的各项建设性

意见ꎮ

参考文献:

ＡＬＶＥＳ ＤＭＣＣꎬ ＥＤＵＡＲＤＯ ＡＡꎬ ＤＡ ＳＩＬＶＡ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ＥＶ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Ｕｎｖｅｉｌｉｎｇ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ａｎ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 Ｊ ]. Ｇｌｏｂ Ｅｃｏｌ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ꎬ ２９(４): ７４８－７５９.

ＢＡＲＴＯＮ Ｋꎬ ２００９. ＭｕＭＩｎ: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０.０. [Ｍ /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ｒ－ｆｏｒｇｅ.ｒ－ｐｒｏｊｅ ｃｔ.ｏｒｇ / ｐｒｏｊｅ
ｃｔｓ / ｍｕｍｉｎ / .

ＢＡＯ ＺＧꎬ ＬＩ ＪＸꎬ ＧＥ Ｇ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Ｍａｔｏｕ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Ｊ]. Ｊ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 (Ｎａｔ Ｓｃｉ)ꎬ ４０(５): ４９７－５０５. [鲍志贵ꎬ 李
健星ꎬ 葛刚ꎬ 等ꎬ ２０１６. 江西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珍
稀濒危植物及其保护 [ Ｊ]. 南昌大学学报(理科版)ꎬ
４０(５): ４９７－５０５.]

ＢＯＡＫＥＳ ＥＨꎬ ＭＣＧＯＷＡＮ ＰＪＫꎬ ＦＵＬＬＥＲ ＲＡ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ｂｉａｓ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Ｊ]. ＰＬｏＳ Ｂｉｏｌꎬ ８(６): ｅ１０００３８５.

ＢＯＲＺÉＥ Ａꎬ ＢＵＴＴＯＮ Ｓꎬ ２０２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Ｊ].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ꎬ ２(２): ６９－７２.

ＢＲＯＷＮ ＣＪꎬ ＢＯＤＥ Ｍꎬ ＶＥＮＴＥＲ Ｏ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ｃｌｅａ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ｉｎｇ
ａｃｔｉｏｎｓꎬ ｎｏｔ ｐｌａｃｅｓ 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Ｊ].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ꎬ
１１２(３２): Ｅ４３４２.

ＣＡＲＷＡＲＤＩＮＥ Ｊꎬ ＭＡＲＴＩＮ ＴＧꎬ ＦＩＲＮ 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Ｊ]. Ｊ Ａｐｐｌ Ｅｃｏｌꎬ ５６(２): ４８１－４９０.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２００１.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Ｖｏｌｕｍｅ)ꎻ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中国农
业全书总编辑委员会ꎬ ２００１. 中国农业全书(江西卷)
[Ｍ].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ＣＲＥＳＳＩＥ Ｎꎬ ＷＩＫＬＥ ＣＫꎬ ２０１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Ｍ]. Ｈｏｂｏｋｅｎꎬ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Ｗｉｌｅｙ: １－６２４.

ＤＡＶＩＥＳ ＴＪꎬ ＣＡＤＯＴＴＥ ＭＷꎬ ２０１１.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ｄｏｅｓ ｉ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ｈａｔ ｗ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 Ｍ] / / ＺＡＣＨＯＳ ＦＥꎬ

ＨＡＢＥＬ ＪＣ.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４３－６０.

ＦＡＩＴＨ ＤＰꎬ １９９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 Ｂｉｏ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ꎬ ６１(１): １－１０.

ＦＡＩＴＨ ＤＰꎬ ２００８.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ｌｏｓｓ ｏｆ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Ｃｏｎｓｅｒｖ Ｂｉｏｌꎬ ２２(６): １４６１－１４７０.

ＦＡＬＫ ＤＡꎬ １９９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 Ａｎｎ Ｍｏ Ｂｏｔ Ｇａｒｄꎬ ７７(１): ３８－４７.

ＦＥＲＲＩＥＲ Ｓꎬ ２００２.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Ｗｈｅｒｅ ｔｏ ｆｒｏｍ ｈｅｒｅ?
[Ｊ]. Ｓｙｓｔ Ｂｉｏｌꎬ ５１(２): ３３１－３６３.

ＦＩＣＫ ＳＥꎬ ＨＩＪＭＡＮＳ ＲＪꎬ ２０１７.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 ２: ｎｅｗ １￣ｋｍ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ｓ [ Ｊ]. Ｉｎｔ Ｊ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ꎬ ３７(１２): ４３０２－４３１５.

ＦＩŠＥＲ Žꎬ ＡＲＯＮＮＥ Ｇꎬ ＡＡＶＩＫ Ｔ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Ｊ ]. Ｒｅｓ Ｉｄｅａ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ꎬ
７: ｅ６２８１０.

ＦＬＡＴＨＥＲ Ｃꎬ ＫＮＯＷＬＥＳ Ｍꎬ ＫＥＮＤＡＬＬ Ｉꎬ １９９８.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４８(５):
３６５－３７６.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Ｊꎬ ＭＩＬＬＥＲ ＪＡꎬ ２０１０.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 Ｍ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３２０.

ＦＵ ＬＧꎬ １９９１.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ｂｏｏｋ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７３６. [傅立国ꎬ １９９１. 中国植物红皮书 [Ｍ]. 北
京: 科学出版社: １－７３６.]

ＦＵ ＬＧꎬ 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ｇｏｓｐｅ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ｏ ｂ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ｓｏｏｎ [ Ｊ]. Ｌｉｆｅ Ｗｏｒｌｄ ( ３): ２ － ３. [傅立国ꎬ
１９９５. 中国珍稀濒危植物的福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公布在即 [Ｊ]. 植物杂志 (３): ２－３.]

ＧＡＳＴＯＮ ＫＪꎬ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ａｎｇｅｓ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２８０.

ＧＡＳＴＯＮ ＫＪꎬ ＫＵＮＩＮ ＷＥꎬ １９９７. Ｒａｒｅ￣ｃｏｍｍ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Ｍ] / / ＫＵＮＩＮ ＷＥꎬ ＧＡＳＴＯＮ ＫＪ.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ａｒｉｔｙ: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ａｒｅ￣ｃｏｍｍ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ｈａｐｍａｎ ＆ Ｈａｌｌ: １２－２９.

ＧＡＳＴＯＮ ＫＪꎬ ＦＵＬＬＥＲ ＲＡꎬ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ａｎｇｅｓ [Ｊ]. Ｊ Ａｐｐｌ Ｅｃｏｌꎬ ４６(１): １－９.

ＨＥ Ｍꎬ ＺＨＥＮＧ ＹＴꎬ ＹＡＮ Ｙ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ꎬ ４３ ( ９): ４１２ －
４１７. [何梅ꎬ 郑育桃ꎬ 严员英ꎬ 等ꎬ ２０１５. 江西省湿地植物
资源现状及保护利用 [ Ｊ]. 江苏农业科学ꎬ ４３(９):
４１２－４１７.

ＨＥＮＧＬ Ｔꎬ ２００９.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Ｍ]. ＢＰ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ＨＥＮＧＬ Ｔꎬ ＨＥＵＶＥＬＩＮＫ ＧＢＭꎬ ＲＯＳＳＩＴＥＲ ＤＧꎬ ２００７.Ａｂｏｕ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ｋｒｉ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Ｊ ].

２４０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４ 卷



Ｃｏｍｐｕｔ Ｇｅｏｓｃｉꎬ ３３(１０): １３０１－１３１５.
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ＪＯꎬ ＢＵＯＴ ＩＥꎬ ＰＡＲＫ ＢＢꎬ ２０２２.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ｉｎｇｃｈｏ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ｒａ ａｎｄ ｆａｕｎａ
[Ｊ]. Ｒｅｓ Ｔｒｅ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ｐｐꎬ １１(１０): １６４５.

ＨＥ ＷＬꎬ ＷＡＮＧ ＸＪꎬ ２０２１. Ａ ｍｉｏｃｅｎｅ ｆｌｏｒ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ｏｕｐ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Ｐａｌａｅｏｗｏｒｌｄꎬ ３０(４): ７５７－７６９.

ＨＥＹＷＯＯＤ ＶＨꎬ ＩＲＩＯＮＤＯ ＪＭꎬ ２００３.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ｌ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Ｊ]. Ｂｉｏ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ꎬ １１３(３):
３２１－３３５.

ＨＥＹＷＯＯＤ ＶＨꎬ ２０１５. Ｉｎ ｓｉｔ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ａｎ ｕｎａｔ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ｇｏａｌ? [ Ｊ]. Ｉｓｒａｅｌ Ｊ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ꎬ ６３(４):
２１１－２３１.

ＨＥＹＷＯＯＤ ＶＨꎬ ２０１７.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 Ｊ].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ꎬ ３９(６):
３１４－３３０.

ＨＩＪＭＡＮＳ ＲＪꎬ ＶＡＮ ＥＴＴＥＮ Ｊꎬ ２０１４. ｒａｓｔｅ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ＣＰ]. Ｒｐａｃｋａｇ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８.

ＨＩＳＣＯＣＫ ＳＪꎬ ＷＩＬＫＩＮ Ｐꎬ ＬＥＮＮＯＮ 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Ｐｌａｎｔ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Ｐｌａｎｅｔ [ Ｊ].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Ｐｌａｎｅｔꎬ １(１): ２－４.

ＨＯＲＴＡＬ Ｊꎬ ＤＥ ＢＥＬＬＯ Ｆꎬ ＤＩＮＩＺ￣ＦＩＬＨＯ ＪＡ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Ｓｅｖｅｎ ｓｈｏｒｔｆａｌｌｓ ｔｈａｔ ｂｅｓｅｔ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Ｊ ]. Ａｎｎ Ｒｅｖ Ｅｃｏｌ Ｅｖｏｌ Ｓｙｓｔꎬ ４６(１):
５２３－５４９.

ＨＯＲＴＡＬ Ｊꎬ ＪＩＭÉＮＥＺ－ＶＡＬＶＥＲＤＥ Ａꎬ ＧÓＭＥＺ Ｊ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ｉａｓ ｉ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ｎｉｃｈ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Ｊ]. Ｏｉｋｏｓꎬ
１１７(６): ８４７－８５８.

ＨＯＲＴＡＬ ＪＮꎬ ＬＯＢＯ ＪＭꎬ ＪＩＭÉＮＥＺ￣ＶＡＬＶＥＲＤＥ Ａꎬ ２００７.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ｅｎｅｒｉｆｅꎬ ｃａｎａｒｙ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Ｊ]. Ｃｏｎｓｅｒｖ Ｂｉｏｌꎬ
２１(３): ８５３－８６３.

ＨＵＡＮＧ ＨＷꎬ ２０１４. Ａ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ｆ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黄宏文ꎬ ２０１４. 中国
迁地栽培植物志名录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ＨＵＡＮＧ ＨＷꎬ ２０１４—２０２１. Ｅｘ ｓｉｔｕ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１－２２)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黄宏文ꎬ ２０１４—２０２１. 中国
迁地植物志(１－２２ 卷)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ＨＵＡＮＧ ＨＷꎬ ２０１７.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ｆｌｏｒａ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黄宏文ꎬ ２０１７. 中国迁地栽
培植物大全(１－１２ 卷)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ＨＵＡＮＧ ＨＷꎬ ＬＩＡＯ ＪＰꎬ ２０２２.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ａｓｋ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３０(６): ２２２２０. [黄宏文ꎬ 廖
景平ꎬ ２０２２. 论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以任务带学科
构建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综合体系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３０(６): ２２２２０.]

ＨＵＡＮＧ ＺＱꎬ ＬＵ Ｌꎬ ＤＡＩ Ｎ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Ｖａｃａ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 Ｓｉｎꎬ ３４(１１): ３０９９－３１０６. [黄志强ꎬ 陆林ꎬ

戴年华ꎬ 等ꎬ ２０１４. 江西省自然保护区发展布局空缺分析
[Ｊ]. 生态学报ꎬ ３４(１１): ３０９９－３１０６.]

ＩＳＡＡＣ ＮＪＢꎬ ＴＵＲＶＥＹ ＳＴꎬ ＣＯＬＬＥＮ Ｂ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３): ｅ２９６.

ＩＵＣＮꎬ ２０２０.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ＵＣＮ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５. １ [ ＥＢ / ＯＬ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ｕｃｎｒｅｄｌｉｓｔ.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ｒｅｄｌｉｓ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ＪＩ ＨＬꎬ ＺＨＡＮ Ｘ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ｎｓ ｉｎ
Ｍｕｆ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７(１１): １２５１－
１２５９. [姬红利ꎬ 詹选怀ꎬ 张丽ꎬ 等ꎬ ２０１９. 幕阜山脉石松
类和蕨类植物多样性及生物地理学特征 [Ｊ]. 生物多样
性ꎬ ２７(１１): １２５１－１２５９.]

ＪＩ ＣＦꎬ ＱＩＡＮ Ｐꎬ ＹＡＮＧ ＱＰ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Ｊ Ｗｕｈａｎ
Ｂｏｔ Ｒｅｓꎬ ２８(２): １５３－１６０. [季春峰ꎬ 钱萍ꎬ 杨清培ꎬ 等ꎬ
２０１０. 江西特有植物区系、地理分布及生活型研究 [Ｊ]. 武
汉植物学研究ꎬ ２８(２): １５３－１６０.]

ＪＩ Ｌꎬ ＸＩＥ ＹＦꎬ ＬＩ Ｚ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 Ａ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ｆ ｗｉｌ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３０
(６): ２２０５７. [寄玲ꎬ 谢宜飞ꎬ 李中阳ꎬ 等ꎬ ２０２２. 江西省
野生维管植物名录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３０(６): ２２０５７.]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１９８６.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Ｍ].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江
西森林编委会ꎬ １９８６. 江西森林 [Ｍ]. 南昌: 江西科技出
版社.]

ＪＩＡＮＧ ＹＦꎬ ＴＩＡＮ Ｊꎬ ＬＩＵ Ｚ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Ｆｏｒ Ｒｅｓｏｕｒ Ｍａｎａｇｅ (４): １－１０. [蒋亚
芳ꎬ 田静ꎬ 刘增力ꎬ 等ꎬ ２０２３. 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
源现状及保护策略 [Ｊ]. 林业资源管理 (４): １－１０.]

ＪＩＡＮＧ ＺＧꎬ ２０１９. Ｃｈｉｎａ’ ｓ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ｉｓｔｓꎬ ｔｈｅｉｒ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７(６): ６９８－
７０３. [蒋志刚ꎬ ２０１９. 中国重点保护物种名录、标准与管理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２７(６): ６９８－７０３.]

ＫＮＡＰＰ Ｓꎬ ２０１９.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ｕｎｂｒｅａｋａｂｌｅ ｂｏｎｄ
[Ｊ].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Ｐｌａｎｅｔꎬ １(１): ２０－２６.

ＬＥ ＢＥＲＲＥ Ｍꎬ ＮＯＢＬＥ Ｖꎬ ＰＩＲＥＳ 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Ｈｏｗ ｔｏ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ｓ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ꎬ ２８(１２):
３０５１－３０７１.

ＬＩＡＯ ＨＨꎬ ＪＩＮ ＪＹꎬ ＸＩＥ Ｙ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Ｓ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Ｓｃｉꎬ ５０(３): ５２－ ５３. [廖海红ꎬ 金佳怡ꎬ 谢宜飞ꎬ 等ꎬ
２０２２. 江西省种子植物新记录 [ Ｊ]. 南方林业科学ꎬ
５０(３): ５２－５３.]

ＬＩＮ ＱＷꎬ ２０１７.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林秦文ꎬ ２０１７. 中国栽培植
物名录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ＬＩＮ Ｙꎬ １９８３.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３４０２１１ 期 万萍萍等: 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维管植物的比较研究和地理分布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Ｊ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 (Ｎａｔ Ｓｃｉ) (４): １－１８. [林
英ꎬ １９８３. 江西森林的地理分布 [Ｊ]. 南昌大学学报(理科
版) (４): １－１８.]

ＬＩＵ Ｈꎬ ＷＡＮＧ ＣＷꎬ ＸＩＡＯ ＨＷ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Ｊ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 (Ｎａｔ Ｓｃｉ)ꎬ ４４(２): １６７－１７１. [刘环ꎬ 王程旺ꎬ 肖汉
文ꎬ 等ꎬ ２０２０. 江西兰科植物新资料 [Ｊ]. 南昌大学学报
(理科版)ꎬ ４４(２): １６７－１７１.]

ＬＩＵ ＸＺꎬ １９９４.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 Ｊ].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ꎬ １２ ( ４): ２４８ －
２５４. [刘信中ꎬ １９９４. 论江西省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
[Ｊ]. 江西科学ꎬ １２(４): ２４８－２５４.]

ＬＩＵ ＺＣꎬ ＺＨＡＮＧ Ｚꎬ ＬＡＮ 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ｕｏｘｉａ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８
(７): ８６７－８７５. [刘忠成ꎬ 张忠ꎬ 兰勇ꎬ 等ꎬ ２０２０. 罗霄山
脉珍稀濒危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生存状况及保护策略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２８(７): ８６７－８７５.]

ＬＯＢＯ ＪＭꎬ ＨＯＲＴＡＬ Ｊꎬ ＹＥＬＡ Ｊ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ＫｎｏｗＢＲ: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ｐ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ｆｆｏｒｔ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ｗｅｌｌ￣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ｆｒｏｍ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Ｊ]. Ｅｃｏｌ Ｉｎｄｉｃꎬ ９１: ２４１－２４８.

ＬＯＭＯＬＩＮＯ ＭＶꎬ ２００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Ｍ] / /
ＬＯＭＯＬＩＮＯ ＭＶꎬ ＨＥＡＮＥＹ Ｌ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ｄꎬ ＭＡ:
Ｓｉｎａｕｅｒ: ２９３－２９６.

ＬＵ ＺＬꎬ ＱＩＮ ＨＮꎬ ＪＩＮ Ｘ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ꎬ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９(１２): １５７７－
１５８２. [鲁兆莉ꎬ 覃海宁ꎬ 金效华ꎬ 等ꎬ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名录»调整的必要性、原则和程序 [Ｊ]. 生物
多样性ꎬ ２９(１２): １５７７－１５８２.]

ＭＡＣＥ ＧＭꎬ ＰＯＳＳＩＮＧＨＡＭ ＨＰꎬ ＬＥＡＤ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Ｎꎬ
２００７.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ｉｎｇ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Ｍ ] / /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Ｄꎬ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Ｋ. Ｋｅｙ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７－３４.

ＭＡ ＫＰꎬ ２００１.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Ｊ]. Ｃｈｉｎ Ｊ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ꎬ ２５(１): １２５. [马克平ꎬ ２００１. 中国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Ｈｏｔｓｐｏｔ)评估与优先保护重点的确
定应该重视 [Ｊ]. 植物生态学报ꎬ ２５(１): １２５.]

ＭＡ ＫＰꎬ ２０２３. Ｋｕｎｍｉｎｇ￣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３１(４): ２３１３３. [马克平ꎬ
２０２３.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是重要的全
球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议 程 [ Ｊ ]. 生 物 多 样 性ꎬ
３１(４): ２３１３３.]

ＭＡＵＮＤＥＲ Ｍꎬ ＧＵＥＲＲＡＮＴ Ｅꎬ ＨＡＶＥＮＳ Ｋ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ｅｘ ｓｉｔｕ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 / / ＧＵＥＲＲＡＮＴ ＥＯꎬ ＨＡＶＥＮＳ Ｋꎬ
ＭＡＵＮＤＥＲ Ｍ. Ｅｘ ｓｉｔｕ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ｌ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 ＤＣ ):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３８９－４１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１９９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ｎ ｅ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Ｍ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 ＤＣ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１５３.

ＮＥＷＴＯＮ Ａꎬ ＯＬＤＦＩＥＬＤ Ｓꎬ ２０１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ｙ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ｎｕａｌ
[ Ｍ ]. Ｒｉｃｈｍｏｎｄꎬ ＵＫ: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５４.

ＯＵＹＡＮＧ ＺＹꎬ ＸＵ ＷＨꎬ ＺＡＮＧ ＺＨꎬ ２０２１.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９(３): ２７２－２７４. [欧阳志云ꎬ 徐卫华ꎬ 臧
振华ꎬ ２０２１. 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建议 [Ｊ]. 生物多
样性ꎬ ２９(３): ２７２－２７４.]

ＰＡＲＡＤＩＳ Ｅꎬ ＣＬＡＵＤＥ Ｊꎬ ＳＴＲＩＭＭＥＲ Ｋꎬ ２００４. Ａ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Ｊ].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ꎬ ２０(２): ２８９－２９０.

ＰＥＮＧ ＹＳꎬ ＴＡＮＧ ＺＢꎬ ＸＩＥ ＹＦꎬ ２０２１.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４３２. [彭焱松ꎬ 唐忠炳ꎬ 谢宜
飞ꎬ ２０２１. 江西省维管植物多样性编目 [Ｍ]. 北京: 中国
林业出版社: １－４３２.]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ＡＴꎬ ＳＯＢＥＲÓＮ Ｊꎬ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ＲＧ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ｉ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Ｍ].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ꎬ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３２８.

ＰＩＮＥＤＡ Ｅꎬ ＬＯＢＯ ＪＭꎬ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ａｎｇｅ ｍａｐ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Ｊ].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ｌ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ꎬ ２１(９): ９３５－９４４.

ＰＩＮＧ ＸＧꎬ ＺＨＵ Ｊꎬ ＷＥＩ ＦＷꎬ ２０２３. Ｆｒｏｍ Ｅｇｙｐｔ ｔｏ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２０２０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Ｊ]. Ａｃｔａ Ｔｈｅｒｉｏｌ Ｓｉｎꎬ ４３(４): ３５７－３６３. [平晓
鸽ꎬ 朱江ꎬ 魏辅文ꎬ ２０２３. 从埃及到昆明－蒙特利尔———
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转变 [Ｊ]. 兽类学报ꎬ
４３(４): ３５７－３６３.]

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 ＪＲꎬ ＷＯＯＤ ＳＮꎬ ＬＡＷＴＯＮ Ｊ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ｅｆｆｏｒｔ ｉ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Ｌｅｔｔꎬ １(２): ３９－５３.

ＱＩＮ ＱＭꎬ ＷＵ ＬＦꎬ ＹＥ ＨＧ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Ｊｉｕｌ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ꎬ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４１(３): ４７０－４８１. [覃
俏梅ꎬ 吴林芳ꎬ 叶华谷ꎬ 等ꎬ ２０２１. 江西九岭山脉种子植
物区系研究 [Ｊ]. 广西植物ꎬ ４１(３): ４７０－４８１.]

ＳＡＲＫＡＲ Ｓꎬ ＰＲＥＳＳＥＹ ＲＬꎬ ＦＡＩＴＨ ＤＰ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Ｊ]. Ａｎｎ Ｒｅｖ Ｅｎｖ Ｒｅｓｏｕｒꎬ ３１(１):
１２３－１５９.

ＳＯＵＳＡ￣ＢＡＥＮＡ ＭＳꎬ ＧＡＲＣＩＡ ＬＣꎬ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ＡＴꎬ ２０１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 Ｊ]. Ｄｉｖｅｒ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ꎬ ２０(４): ３６９－３８１.

ＷＡＮ ＪＷꎬ ＸＩＡ ＨＬꎬ ＺＨＯＵ Ｓ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４４０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４ 卷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Ｌｕ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ꎬ Ｊｉａｎｇｘｉ [ Ｊ]. Ｊ Ｔｒｏｐ
Ｓｕｂｔｒｏｐ Ｂｏｔꎬ ２７(２): １７１－１８０. [万加武ꎬ 夏海林ꎬ 周赛
霞ꎬ 等ꎬ ２０１９. 江西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植物
优先保护定量研究 [Ｊ].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ꎬ ２７(２):
１７１－１８０.]

ＷＡＮＧ Ｓꎬ ＸＩＥ Ｙꎬ ２００４. Ｃｈｉｎ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Ｖｏｌ. １ (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汪松ꎬ 解炎ꎬ ２００４. 中
国物种红色名录: 第一卷 (红色名录) [Ｍ]. 北京: 高等
教育出版社.]

ＷＡＮＧ ＣＸꎬ ＸＩＡＯ ＹＡꎬ ＬＩ 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Ｊ ＳＷ Ｕｎｉｖ (Ｎａｔ Ｓｃｉ Ｅｄ)ꎬ ２９(１０): ９２ －
９６. [王春香ꎬ 肖宜安ꎬ 李蕴ꎬ 等ꎬ ２００７. 江西省珍稀濒危
植物区系特征研究 [Ｊ].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 ２９
(１０): ９２－９６.]

ＷＡＮＧ Ｆꎬ ＨＵＡＮＧ Ｐꎬ ＨＯＵ Ｄ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Ｙｉｃｈｕｎ Ｃｉｔｙ [Ｊ]. Ｓ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Ｓｃｉꎬ ５１(４): ４１－
４６. [王帆ꎬ 黄平ꎬ 侯董亮ꎬ 等ꎬ ２０２３. 宜春市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现状及保护对策 [ Ｊ]. 南方林业科学ꎬ ５１(４):
４１－４６.]

ＷＡＮＧ ＪＬꎬ １９９４.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Ｌｉｆｅ Ｗｏｒｌｄ (４):
１６. [王江林ꎬ １９９４. 江西的珍稀濒危植物和自然保护区概
述 [Ｊ]. 植物杂志 (４): １６.]

ＷＡＮＧ ＬＳꎬ ＪＩＡ 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ＸＣ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３(２):
２１７－２２４. [王利松ꎬ 贾渝ꎬ 张宪春ꎬ 等ꎬ ２０１５. 中国高等植
物多样性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２３(２): ２１７－２２４.]

ＷＡＮＧ ＬＳꎬ ＪＩＡ 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ＸＣ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ｐｌａｎｔｓ ａ ｓｙｎｏｐｔｉｃ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王利松ꎬ 贾渝ꎬ 张宪春ꎬ
等ꎬ ２０１８.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第一卷 (植物总名录)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ＷＥＩ ＦＷꎬ ＨＵＡＮＧ ＧＰꎬ ＧＵＡＮ Ｄ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ａｈ’ ｓ Ａｒｋ: ｌａｓｔ ｃｈ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Ｊ]. Ｓｃｉ Ｃｈｉｎａ－Ｌｉｆｅ Ｓｃｉꎬ ６５(１１): ２３２５－２３２７.

ＷＥＮ ＳＦꎬ ＺＨＯＵ ＺＨꎬ ＨＥ Ｔ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ａｙｏｕｔ Ｐｌａ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ꎬ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ꎬ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３１(９): ２３１９３. [文世峰ꎬ 周志华ꎬ 何
拓ꎬ 等ꎬ ２０２３. «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编制背景、程
序、思路和重点考虑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３１(９): ２３１９３.]

ＷＵ Ｄꎬ ＬＩ Ｂꎬ ＹＡＮＧ Ｂꎬ ２０２２. Ｌｉｓｔ ｏｆ ｗｉｌｄ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吴丁ꎬ 李波ꎬ 杨波ꎬ ２０２２. 江西省野生被子植物名
录 [Ｍ].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ＷＵ ＸＪꎬ ＣＨＥＮ ＪＦꎬ ＣＵＩ ＧＦꎬ ２０２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ｆｏｒ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ｉｓｔｓ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３１
(７): ２２６２２. [吴欣静ꎬ 陈金锋ꎬ 崔国发ꎬ ２０２３. «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更新建议———基于对现有保护名录
的分析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３１(７): ２２６２２.]

ＸＩＥ ＧＷꎬ １９９１.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ｙ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Ｊ]. Ｂｕｌｌ Ｂｏｔ Ｒｅｓꎬ １１(１): ９１－９９. [谢
国文ꎬ １９９１. 江西木本植物区系成分及其特征的研究
[Ｊ]. 植物研究ꎬ １１(１): ９１－９９.]

ＸＩＥ ＧＷꎬ １９９４.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Ｒｅｓｏｕｒ
Ｄｅｖ Ｍａｒｋꎬ １０(１): １７－１９. [谢国文ꎬ １９９４. 江西珍稀濒危
植物资源与保护 [Ｊ]. 资源开发与市场ꎬ １０(１): １７－１９.]

ＸＩＥ ＧＷꎬ ＺＨＯＵ ＺＤꎬ ＮＯＮＧ ＺＬꎬ １９９６.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Ｊ Ｗｕｈａｎ Ｂｏｔ Ｒｅｓꎬ １４(４):
２９４－３００. [谢国文ꎬ 周芝德ꎬ 农植林ꎬ １９９６. 江西种子植
物特有属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Ｊ]. 武汉植物学研究ꎬ
１４(４): ２９４－３００.]

ＸＵ ＣＪꎬ ２０２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徐楚津ꎬ
２０２１. 江西省被子植物区系分析 [Ｄ]. 南昌: 江西农业
大学.]

ＸＵ ＧＬꎬ ＨＵＡＮＧ Ｚꎬ ２０２３. Ｎｅｗ ｄａｔａ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Ｊ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Ｆｏｒ Ｕｎｉｖ (Ｎａｔ Ｓｃｉ Ｅｄ)ꎬ ４７
(３): ９７－１０２. [徐国良ꎬ 黄曾ꎬ ２０２３. 江西省维管植物区
系新资料 [ Ｊ].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ꎬ
４７(３): ９７－１０２.]

ＸＵ Ｊꎬ ＷＡＮＧ ＪＺꎬ ２０２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ｕｎｍｉｎｇ￣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３１(４): ２３０２０. [徐靖ꎬ 王金
洲ꎬ ２０２３.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主要内
容及其影响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３１(４): ２３０２０.]

ＸＵ Ｙꎬ ＺＡＮＧ ＲＧꎬ ２０２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ｉ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６(２): １０６００８.

ＹＡＮＧ ＧＹꎬ ２０１８.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Ｊ].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ꎬ ３４１(１１): １６－１７. [杨光耀ꎬ ２０１８. 江
西的常绿阔叶林 [Ｊ]. 森林与人类ꎬ ３４１(１１): １６－１７.]

ＹＡＮＧ ＪＱꎬ ２０１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ｋａｎｓａｎ Ｍａｋｉｎｏ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Ｓ Ｃｈｉｎ
Ａｇｒｉｃꎬ １１(２７): ４０－４１. [杨静秋ꎬ ２０１７. 江西省野生寒兰
分布和保护现状 [Ｊ]. 南方农业ꎬ １１(２７): ４０－４１.]

ＹＡＮＧ Ｊꎬ ＴＡＯ ＬＤꎬ ＹＡＮＧ ＪＲ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ｅｒ ｙａｎｇｂｉｅｎｓ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Ｐｌａｎｅｔꎬ ５(４): ５７４－５８０.

ＹＡＮＧ Ｒꎬ ２０２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９
(３): ２６９－２７１. [杨锐ꎬ ２０２１. 中国国家公园治理体系: 原
则、目标与路径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２９(３): ２６９－２７１.]

ＹＡＮＧ ＷＪꎬ ＭＡ ＫＰꎬ ＨＯＬＧＥＲ Ｋꎬ ２０１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ｂｉａｓ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 Ｊ ]. Ｊ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ꎬ
４０(８): １４１５－１４２６.

ＹＡＮＧ ＷＪꎬ ＭＡ ＫＰꎬ ＫＲＥＦＴ Ｈꎬ ２０１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５４０２１１ 期 万萍萍等: 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维管植物的比较研究和地理分布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ｌ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ꎬ ２３(１１):
１２８４－１２９２.

ＹＵ Ｑꎬ ＷＡＮＧ ＳＱꎬ ＪＩＥ ＺＰ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ｋｅ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Ｓ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Ｓｃｉꎬ ４４(４): １－４. [俞群ꎬ 王思琦ꎬ 揭正
平ꎬ 等ꎬ ２０１６. 江西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格局和热点地
区评价 [Ｊ]. 南方林业科学ꎬ ４４(４): １－４.]

ＹＵ ＷＢꎬ ＷＡＮＧ ＹＨꎬ ＷＡＮＧ Ｈꎬ ２０１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ｉ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ｒａｐｉ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Ｊ].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 Ｒｅｓｏｕｒꎬ
３５(６): ７０６＋８１０. [郁文彬ꎬ 王雨华ꎬ 王红ꎬ ２０１３. ｉＦｌｏｒａ 系
列进展之一: 基于 ＤＮＡ 条形码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鉴定信息平台”建设完成 [Ｊ]. 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ꎬ
３５(６): ７０６＋８１０.]

ＹＵ ＹＦꎬ １９９９. Ａ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Ｊ]. Ｌｉｆｅ Ｗｏｒｌｄꎬ (５): ３. [于永福ꎬ １９９９. 中国野生
植物保护工作的里程碑———«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第一批)»出台 [Ｊ]. 植物杂志ꎬ (５): ３.]

ＹＵＡＮ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ＹＢꎬ ＱＩＮ ＨＮ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ｉｎ ｓｉｔ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１７(３): ２８０－
２８７. [苑虎ꎬ 张殷波ꎬ 覃海宁ꎬ 等ꎬ ２００９. 中国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的就地保护现状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１７(３):
２８０－２８７.]

ＺＡＮＧ Ｍꎬ ＺＥＮＧ Ｈꎬ ＹＵ Ｃ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Ｊ Ｆｕｊｉａｎ Ｆｏｒ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４５(３): ５－
１２. [臧敏ꎬ 曾欢ꎬ 于彩云ꎬ 等ꎬ ２０１８. 江西珍稀濒危植物
的地理分布差异 [Ｊ]. 福建林业科技ꎬ ４５(３): ５－１２.]

ＺＡＮＧ Ｍꎬ ＨＵＡＮＧ ＬＦꎬ ＬＩ Ｄ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２７(１): ７７－８３. [臧敏ꎬ 黄立发ꎬ 李
典友ꎬ 等ꎬ ２００７. 江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时空分析
[Ｊ]. 广西植物ꎬ ２７(１): ７７－８３.]

ＺＡＮＧ Ｍꎬ ＭＡＯ ＳＪꎬ ２００５. 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Ｊ Ｓｈａｎｇｒａｏ Ｎｏｒｍ
Ｕｎｉｖｅｒꎬ ２５(６): ９０－９７. [臧敏ꎬ 毛尚俊ꎬ ２００５. 江西国家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分析 [Ｊ].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ꎬ ２５(６):

９０－９７.]
ＺＨＡＮＧ ＹＢꎬ ＭＡ ＫＰꎬ ２００８.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Ｃｈｉｎ Ｊ Ａｐｐｌ Ｅｃｏｌꎬ １９(８): １６７０－１６７５. [张殷
波ꎬ 马克平ꎬ ２００８. 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地理分
布特征 [Ｊ]. 应用生态学报ꎬ １９(８): １６７０－１６７５.]

ＺＨＡＮＧ ＹＢꎬ ＭＡ ＫＰꎬ ２００８.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ꎬ １７(７): １７８３－１７９８.

ＺＨＡＯ ＷＹꎬ ＬＩＵ ＺＣꎬ ＹＥ ＨＧ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ｕｏｘｉａ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８(７): ８４２－
８５３. [赵万义ꎬ 刘忠成ꎬ 叶华谷ꎬ 等ꎬ ２０２０. 罗霄山脉种子
植物区系及其南北分化特征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２８(７):
８４２－８５３.]

ＺＨＥＮＧ ＳＳꎬ ＷＡＮＧ ＣＸꎬ ＣＨＥＮ ＢＰ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ｐｅｔｅｌｏｔｉｉ Ｍｅｒｒｉｌｌ (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ꎬ ａ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Ｊ].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ꎬ ３７(６): ８６０－８６１. [郑圣寿ꎬ
王垂祥ꎬ 陈宝平ꎬ 等ꎬ ２０１９. 江西珍报春花科一新纪
录———阔叶假排草 [Ｊ]. 江西科学ꎬ ３７(６): ８６０－８６１.]

ＺＨＯＮＧ ＷＨꎬ ＣＡＯ Ｌꎬ ＤＵ Ｘ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Ｆｅｎｙ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Ｊ]. Ｊ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 Ｃｈｉｎ Ｍｅｄꎬ ３１(１): １０－１５. [钟
卫红ꎬ 曹岚ꎬ 杜小浪ꎬ 等ꎬ ２０１９. 江西省分宜县珍稀濒危
保护药用植物资源分析及保护策略研究 [Ｊ]. 江西中医
药大学学报ꎬ ３１(１): １０－１５.]

ＺＨＯＵ ＤＺꎬ ＱＩＵ ＸＤꎬ ＷＡＮＧ Ｓ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Ｗｕ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Ｊ]. Ｓ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Ｓｃｉꎬ ５１(３): ５１－５５. [周德中ꎬ
邱相东ꎬ 王绍剑ꎬ 等ꎬ ２０２３. 武功山重点保护植物区系特
征分析 [Ｊ]. 南方林业科学ꎬ ５１(３): ５１－５５.]

ＺＨＯＵ ＺＨꎬ ＪＩＮ ＸＨꎬ ２０２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９ ( １２): １５８３ －
１５９０. [周志华ꎬ 金效华ꎬ ２０２１.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管理的
政策、法律制度分析和建议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２９(１２):
１５８３－１５９０.]

(责任编辑　 蒋巧媛　 王登惠)

附录和附表请到本刊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ｉｈａ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ｍ / ｇｘｚｗ / ｃｈ / ｒｅａｄｅｒ /
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 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２４１１０９＆ｆｌａｇ＝１)下载ꎮ

６４０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４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