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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保护生态学的观点出发2对 5#个濒危植物的地理分布C生境条件C种群数量动态C空间分布格局C种间关系C种群

的生命表C生殖力表C有性生殖C无性繁殖等种群生态学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E论述了濒危植物以光合C蒸腾C呼吸为主的

生理生态学规律8预测种群数量动态的 )3R0H3矩阵C刻画种群空间分布格局的模型C刻画种群生长和数量增长的 )/THRUHL
方程和多元回归模型所反映出的生态学特征E分析了濒危植物种群动态C发展趋势以及在内外因素作用下的生态学特征

和过程E针对濒危植物保护研究存在的问题2从生态学角度对我国未来濒危植物保护研究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建议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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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稀有濒危植物保护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 \̂世纪 ]\年代以后@我国植物学

工作者开始注重选择具有良好研究基础的濒危植物@采用多学科综合方式探索植物濒危机理和保护对策‘
例 如@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a八 五b重 大 项 目a中 国 主 要 濒 危 植 物 保 护 生 物 学 研 究b选 择 [\种 典 型 濒 危 植

物c[d@分别从种群生态学e生殖生物学和遗传多样性 7个方面探索濒危机理和保护对策‘随后@在国家自然

科 学基金a九五b重大项目a中国关键地区生物多样性保育的研究b中@又选择了 >种濒危和渐危植物进行

致危机理和存活条件的研究f‘在重大项目运行的同时@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也资助了太白红杉6ghiOM

jkOlLlNON8e独叶草6mOlnoplOhQlOqrpih8等多个稀有濒危植物的研究工作 ĉ@7d‘这些项目的运行和相关论著

的发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稀有濒危植物保护生物学的发展@而且也带动了传粉生态学e种群生态学e
生殖生物学e遗传多样性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使我国稀有濒危植物研究

跨上了新的台阶‘以植物种群生态学领域研究为例@从初期的研究濒危植物的种群空间结构e种间关联e年

龄结构等动态分析和预测@发展到深入分析系统压力和随机干扰对种群存活的影响5探讨异质种群结构和

动态 及 其 对 生 境 的 需 求5分 析 种 群 的 光 合e水 分 和 生 理e生 态 适 应 方 式 以 及 生 态 位e生 态 场 等 种 间 竞 争 特

征‘从研究濒危植物种群的开花结实等生殖特征@发展到深入研究种群传粉生态e生殖分配e种子雨e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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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幼苗更新!克隆繁殖方式等生活史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适应不同环境压力的生殖对策等等"在阐明濒

危机理和保护对策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和发现#$%&’目前"我国对稀有濒危植物研究的特色主要体现在

多学科交叉"围绕某一植物的濒危机理和保护对策进行综合分析和深入探讨"有些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

水平’但是"利用不同濒危植物研究已经取得成果和数据"进行共有性规律的归纳!总结"提出普适性保护

对策和策略研究还不多见’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从大量的偶然性现象中完全有可能得到必然性的规

律’尽管我国地理区域辽阔!生态环境复杂"稀有濒危植物种类繁多"濒危机理和濒危过程也极为复杂"但

对不同濒危植物的濒危机理和生态学过程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很多共性"这对全面制定我国稀有濒危

植物普适性的保护对策和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攀枝花苏铁()*+,-.,/01213,4/-2-5!银杉(),61,*,,78*79.1*::,5!鹅掌楸(;2729<4/<79/+12/4/-45!矮

牡 丹 (=,49/2,-3>>7362+9-?@A?BCD.9/6,/4,5!南 川 升 麻 ()2E2+2>38,/,/+13,/4/-2-5!短 柄 五 加

(F:4361479+9++3-G7,+1*.3-5!杭州石荠苎(H9-:,1,/801934/-2-5!裂叶沙参(I<4/9.197,:9G9.1::,5!长喙毛

茛泽泻(J,/,:2-E,79-67,63E5!木根麦冬(K.129.989/L*:9771203-5曾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M八五N重大项目

的研究对象#$%’从植物种群生态学角度看"由于对上述 $O种濒危植物研究目标一致"采用方法和技术路线

也比较一致"所得的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各物种表现出的共性对未来保护对策和策略的制定就具有参考

意义’为此"本文以上述 $O个濒危种及其对照种种群生态学方面已经发表的论著为依据"对 $O个濒危种

及其对照种特性和共性的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目的是对有关物种濒危的原因!濒危过程!生态学特征等

共性的问题进行归纳!综合"使得一些仅从个别物种看不清楚的问题趋于明朗"某些已经发现的问题得到

更为深入的分析"以期获得部分濒危植物一般的生态学特征和规律"为我国稀有濒危植物保护研究和保护

对策制定提供依据’
根据已发表的论著"上述 $O种濒危植物种群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分布区域!生境特征!种间关系!

种群动态和预测模型!生理生态特征!生殖生态和保护对策等多方面问题’但是"由于濒危物种取样的困难

和特殊性"并不是每一物种都涉及到上述各个方面"因此"本文仅对一些共性的问题予以讨论和分析’

P 濒危植物的主要特征

PCP 濒危种植物的地理分布区域狭窄"一般呈岛状分布"并且在不断地收缩 根据已查清的 $O个濒危植

物种的地理分布现状及绘制的分布现状图可以看出"大多数濒危种呈狭域分布或岛状分布’例如"银杉!攀

枝花苏铁!鹅掌楸!杭州石荠苎!矮牡丹!短柄五加为岛状分布#QRS%T南川升麻!木根麦冬!长喙毛茛泽泻!裂

叶沙参为狭域分布#$OR$Q%’分析各濒危物种地理分布的历史和现状"可以发现 $O个濒危种的地理分布区均

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收缩’攀枝花苏铁在 UOV前可以找到 $W个分布地点"现仅残留 X个地点#X"$X%’裂叶沙参

UO世纪 XO年代在四川马尔康!金川!卓斯甲 W个地区有分布"现在马尔康地区已经消失#$W%’研究结果还表

明"$O个濒危种不仅分布区域狭窄"而且种群规模小’例如"长喙毛茛泽泻原在我国浙江丽水!江西东乡和

湖南茶陵 W个地区有分布"但目前只有湖南茶陵尚保留"而且个体数量很少"已找到的 $Y个分布地点"仅 $
个分布地点有 WU株个体"其余 $X个地点均不多于 $O株个体"处于绝灭的危险之中#$YR$Z%’鹅掌楸种群的地

理分布格局因被多次分割!隔离而在整体上呈现M一带五岛N的分布格局"已找到的分布地点共 ZQ处"但有

XS处个体数不多于 $O株"只有 X处含有 $OO株以上的个体"占总分布地点的 Y[#Y"$S"UO%’

PC\ 濒危植物的种群年龄结构多为衰退型"空间分布多呈聚集型 濒危植物的大多数种群年龄结构呈现

衰退趋势’如]攀枝花苏铁!银杉!鹅掌楸!矮牡丹!短柄五加!木根麦冬!南川升麻!长喙毛茛泽泻!杭州石荠

苎 等"绝 大 多 数 种 群 的 年 龄 结 构 呈 现 幼 龄 个 体 少"老 龄 个 体 多 的 特 点"种 群 扩 展 缺 乏 足 够 的 幼 龄 个

体#ZR$O"$U"$X"UORUW%’种群生命表和存活曲线表明]攀枝花苏铁!银杉和鹅掌楸等孑遗种虽然个体寿命较长"约

UYOV以上"但其繁殖能力低下T其余的灌木和多年生草本个体寿命均较短"最短的约 $URUXV#X"$SRUU%’无论

各种群的寿命长短"其存活曲线多为 _̂_‘_ab型或 _̂_‘_ac型’攀枝花苏铁!银杉!南川升麻!短柄五加和

Q$X$ 生 态 学 报 UU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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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石荠苎为 !""#"$%型&虽生活史各个阶段死亡率差别不大&但其繁殖力很低’(&)*&+)&+,&+-./鹅掌楸0矮牡

丹0裂叶沙参0木根麦冬0长喙毛茛泽泻则为 !""#"$1型&高死亡率集中在幼龄阶段&具有生殖能力的成年

个体少’2&)+&+*&+(3+4.5
濒危植物种群空间分布格局的多为聚集型5鹅掌楸0矮牡丹0毛茛泽泻0木根麦冬0南川升麻在群落中

均表现为聚集分布&说明群落内的生境异质性显著&种间竞争激烈’6&)*&)+&+2./攀枝花苏铁0刺五加在幼龄期

为 聚 集 分 布&到 成 年 期 以 后&经 种 间 竞 争0自 然 稀 疏&使 相 邻 的 个 体 死 亡&种 群 分 布 格 局 向 随 机 分 布 过

渡’(&+7&,*./裂叶沙参从幼龄到成年&由于光照0水分胁迫和外界干扰&分 布 格 局 呈 聚 集8随 机8再 聚 集 的 变 化

格局’)-&,)./银杉在银杉8亮叶水青冈林中为典型的聚集分布&而在银杉8甜槠林中因个体数量不均衡死亡而

出现向随机分布靠近的趋势’,+&,,.5濒危植物种群空间分布格局的另一个特点是出现异质种群5如南川升麻

在所处的生境出现破碎化后&由于相距较近&存在基因交流&个体迁移比较容易&形成了黑山亚种群0仙女

洞亚种群和古佛洞亚种群所组成的一个异质种群’)*.5类似的还有裂叶沙参0银杉等’),&,-&,(.5

9:; 濒危植物在生理生态学方面存在生存力0适应力较差的共性 大多数濒危植物的光合0呼吸和蒸腾

等生理代谢速率比对照种在相同条件下要低5如裂叶沙参的光合速率和水分利用效率在一天内均低于广

布近缘种泡沙参&而暗呼吸却高于泡沙参’,6&,4.5刺五加光合生理生态的研究结果表明&林下刺五加幼龄植

株虽然有较低的光补偿点&较高的量子利用效率&能有效地利用弱光&但由于林下光合有效辐射强度比林

缘和开阔地小得多&净光合速率在中午以后往往呈现出负值&这样&植物在白天所积累的光合产物较少&长

期下去&很难满足植株正常生长和发育的需要&其结果必然引起植株较早地死亡&种群生存力降低5从光合

效率角度来分析&刺五加的现实生境主要在林下&但不适宜其生长&而适宜于生长的开阔地由于人为破坏

无法成为它的现实生境&现实生境和适宜生境之间的矛盾是其濒危的一个重要原因’,23-*.5
由于濒危植物种群的分布区狭小0缺乏基因交流0及生境长期的退化&濒危植物生理生态学适应能力

已经弱化&有些濒危种出现了生理代谢与环境条件相互适应方面的分化5鹅掌楸在光生态适应性方面出现

分化并以江汉平原为界&明显分为东0西部两个亚区5在最高光合潜力方面&西部亚区各种群均高于东部亚

区的种群/光饱和点和光补偿点的分析同样表明&西部亚区的种群都具有较高的光饱和点和较低的光补偿

点&表明其光适应幅度较宽0光能利用效率较高5而东部亚区种群的较低光饱和点和较高光补偿点说明该

种群的光适应幅度偏窄5这一事实反映了鹅掌楸东西两种群已出现对光生态适应性方面的遗传分化5这与

西部种群分布区域较大&外界干扰较少&而东部地区外界干扰大&生境条件较差的现实相吻和’6&)7&+*&-)&-+.5
从 生 殖 对 策 上 看&攀 枝 花 苏 铁0银 杉0鹅 掌 楸 等 孑 遗 植 物 世 代 周 期 长&繁 殖 能 力 低&在 生 存 上 表 现 为 <对

策’(&6&,(&-,.5而一些寿命比较短命的草本&杭州石荠苎0裂叶沙参则产籽量大&在生存上表现为 =对策’)-&+,.5
大多数濒危物种与近缘种比较&均表现出较耐荫的特征&在当今植被破坏严重0环境旱化的条件下&使得濒

危植物种群很难找到适宜的生境5

9:> 濒危种在群落内种间竞争中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竞争能力较差 银杉种群在群落中由于对光的需

求&只有在林窗下&光照满足的条件下幼苗才有机会发展5当进入成年期后&在群落中处于不利的竞争中地

位&有让位于阔叶林的趋势’,,&--3-6.5长喙毛茛泽泻在迁地保护的理想状态下&种群数量以 ?@ABCDBE方式增

长/回归原产地后&当年经精心照顾&种群呈增加趋势&次年随杂草茂盛生长&长喙毛茛泽泻种群在竞争中

明显处于不利地位&种群数量迅速下降&有消失的危险’+(&-43-7.5鹅掌楸0南川升麻0杭州石荠苎0木根麦冬等

也均有类似的特点’)+&-)&(*3(,.5

9:F 在天然条件下&种子向幼苗的转化是物种濒危的关键环节 没有足够数量的幼苗&种群就难以维持5
濒危植物较普遍问题是种子产量低0品质差&种子向幼苗的转化率低&形成的幼苗数量少5银杉母株平均单

株的球果数仅为 6+个&而 每 球 果 平 均 出 种 量 仅 为 -G+64粒&无 活 力 者 却 高 达 -6G4H&林 下 种 子 萌 发 率 为

+)G*H&幼苗保存率为 (G(H&每株母树所产种子最终仅能转化为 ,G)株 )年生幼苗’,,&-(&-6.5鹅掌楸种子品

质低&饱满种子所占比例更低&种子形成幼苗概率仅为 )G6-H3,G*(H&再加上种群与生境的生存适合度

低&直接影响着种群的发展’)7&(-.5南川升麻种子休眠解除0萌发和周期性变化的气候条件的不协调&冬季缺

少必要的水分条件&种子难以完成低温后熟/春季萌芽时当地气温低于其最适度萌发的温度/种子寿命短&

()()7期 张文辉等I十种濒危植物的种群生态学特征及致危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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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储藏 条 件 也 只 能 维 持 !个 月"这 些 不 利 因 素 共 同 作 用 下"使 南 川 升 麻 天 然 条 件 下 种 子 成 苗 率 仅 为

#$#%!&’#"(()*裂叶沙参种子千粒重比对照种泡沙参低得多"尽管人工播种出苗率较高"但天然条件下成苗概

率极低"仅为 #$###+!&’,)*短柄五加-矮牡丹产种量本身就低"经历种子库筛选之后"几乎阻断了有性生殖*
矮牡丹调查的 .个样地仅发现 ’株实生苗*因此"濒危植物生殖力低下-种子库的环境筛作用等导致了大

多数濒危植物的幼苗数量少"种群缺乏后续资源&!"/"(."(0)*

1$2 濒危植物无性繁殖仅是有性生殖失败情况下的一种补充"对种群繁衍的作用有限 无性繁殖是在有

性生殖失败情况下繁衍后代的对策*矮牡丹-刺五加-裂叶沙参-长喙毛茛泽泻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无性繁殖

现象"其中矮牡丹-刺五加的无性繁殖是其种群赖以繁衍的基础"他们的根状茎呈游击式向各个适生方向

扩展"产生无性系小株"无性系小株自身进一步产生横走茎"形成3独木成林4现象"但濒危植物的无性繁殖

在传播距离-产生后代-适应进化方面不及有性生殖有效*长喙毛茛泽泻在人工栽培条件下生长良好"营养

繁殖和有性生殖正常"特别是以假匍匐茎方式进行的营养繁殖发达"每一基株在一个生长季内可产生几十

个无性系小株5但是"在自然群落中"由于伴生植物的快速生长-繁殖"对长喙毛茛泽泻造成郁蔽"使其植株

死亡5同时"处于开阔生境中的植株生长也不好"植株矮小"营养繁殖不发达"一年内仅产生 +6,个无性系

小株"而且无性系小株根系很难扎入土壤中"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以无性繁殖的为主的濒危植物即就是

存在有性生殖"往往由于自交-基因纯合使开花结实等有性生殖能力进一步下降&/"’’"’."’0"%!"+#",#",."(/)*

1$7 在群落中"其他生物对濒危植物的有利的影响已经弱化"而不利的影响加强 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环

境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原有的群落中生物间的互惠互利的稳定关系已经破坏"对植物产生有利影响的

昆虫-鸟类和其他动物-微生物数量减少"而对濒危植物产生不利影响的动物和微生物活动增强*短柄五加

和 刺 五 加 种 子 传 播 依 赖 于 鸟 类"由 于 鸟 类 数 量 少"种 子 传 播 困 难&+/",#"(0)*裂 叶 沙 参 由 于 鼠 兔 啃 食"使 其

%$(8个体地上部死亡"失去有性生殖的能力&’()*银杉球果产量本来就少"成熟后被昆虫-鸟类-哺乳类动物

取食达到 ’(8"落到地表的种子几乎全被鸟类和鼠类取食"只有埋于土壤较深层9+:;以下<的种子才得以

保留"存活种子数量极小"成为银杉林更新的主要障碍&+(",(",0)*在攀枝花苏铁分布区调查出的 ,个鼠洞中"

0/$08种子被食用"!$,8种子腐烂5萌芽种子仅为 ’+8&("’()*其他濒危种也同样遭到来自其他动物和微生

物的危害*

1$= 种群动态的预测模型表明大多数濒危植物种群数量正在缓慢减少或在衰退当中 在自然条件下"在

以年 龄 结 构 和 结 籽 量 为 基 础 编 制 的 攀 枝 花 苏 铁-银 杉-刺 五 加-裂 叶 沙 参-南 川 升 麻 等 生 命 表 或 生 殖 力 表

中"群动态参数表明"除攀枝花苏铁为缓慢增长型外9内禀增长率 >?@#$###,+<"其余种群均为缓慢衰退型

9内 禀 增 长 率 为 负 值<*银 杉 种 群 年 龄 结 构 差 异 较 大"大 部 分 种 群 缺 乏 幼 龄 个 体"有 些 种 群 严 重 衰

退&’,"’("%!"+()*对攀枝花苏铁-刺五加-裂叶沙参-南川升麻种群应用 ABCDEB矩阵对种群数量进行分析预测"
结果显示"裂叶沙参 ,个种群"有 +个种群数量以平均 #$.8速度减少"一个种群以 #$08的速度增长5短柄

五加种群数量平均以 %$08 左右的速度减少5南川升麻的 %个种群"一个以 #$(8减少"一个以 +$#8的速

度 增 加5在 木 根 麦 冬 现 存 +个 较 大 种 群 中"%个 种 群 在 未 来 ’##F内 将 消 失"一 个 种 群 缓 慢 增

长&("’%"’("%,"%."%!"+#)*应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裂叶沙参和近缘广布种种泡沙参种群的年龄结构在同一尺度

下进行了预测"发现裂叶沙参种群数量在未来 (F增长率比泡沙参种群低 +倍*应用分形理论对裂叶沙参

和泡沙参种群分布格局分析表明"裂叶沙参种群从低海拔到高海拔的各种生境中"其生态占据维均比泡沙

参小"说明裂叶沙参占居生态空间的能力均小于泡沙参&’,"+’)*

G 导致植物濒危的内在和外在因素分析

濒危植物生殖力-存活力-适应力低下等内在因素是其走向濒危的根本原因*同样的外界生境条件"普

通的植物9如广布种<尚能正常生长繁育"而濒危植物则不能"关键是其内在属性所致*从 ’#种濒危植物的

生态学特征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内在因素导致种群濒危的可以有几种形式HI 生活史中具有脆弱环节或

者多处脆弱环节累加型"例如"多数濒危植物种群在由种子向幼苗方向转化阶段会出现死亡率高"种子不

能萌芽成苗"成为种群衰退的关键阶段*其他年龄阶段也有高死亡率的现象"如木根麦冬种群胚胎发育过

程中子房壁破裂"败育率高达 ,+85杭州石荠苎在苗期和开花期出现两次死亡高峰5南川升麻苗期死亡率

0’(’ 生 态 学 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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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 喙 毛 莨 泽 泻 种 子 和 幼 苗 存 活 率 低!银 杉 在 "##年 生 时 出 现 高 死 亡 率$个 体 数 量 骤 减$等

等%&#$&"$"’$"($)($(($(*+,此外$濒危植物种群生活史多个脆弱环节综合作用或叠加作用$也可导致植物个体生长

发育不良-早衰-短命$种群数量减少$经多世代重复可导致物种的生存能力不断降低$种群濒于灭绝的危

险之中,例如$裂叶沙参种群与广布种泡沙参比较$种子向幼苗的转化率低 &#倍!其光合速率低-暗呼吸速

率高!耐旱性差等多方面适应能力弱化%&’+,. 古老残遗型$地史变迁使一些植物成为孑遗种$它们世代周

期长$繁殖能力低$生境的破碎化把它们隔离成小种群$导致自交和遗传漂变$种间竞争力下降$使种群走

向衰退,例如银杉-鹅掌楸-攀枝花苏铁等,/ 环境依赖型$这些濒危植物大多属耐荫性植物$在赖依生存

的森林等庇护条件破坏后$就很难生存,例如$木根麦冬是热带阴生植物$怕光-不耐寒$在依赖的植被破坏

后$生境条件变化剧烈$低于 (0的极端低温频率增加$种群很难生存%&"+,1 生境敏感植物$这类植物一般

生于某一特定的动态生境之中$其濒危原因主要与特定生境条件的极端化有关,例如$长喙毛莨泽泻生存

于水陆交替的动态生境中$这种生境极不稳定$一旦旱化或者被水淹没$小种群必然消失%&2+,
在自然条件下$外界干扰等致危因素一般是植物走向濒危的推动力$如果外界干扰过分强烈$就可能

成为植物濒危的致命因素,首先$人为过度采挖是植物濒危的直接因素,攀枝花苏铁$矮牡丹$裂叶沙参等

濒危种群的个体数量因采挖而大幅度减少,矮牡丹在 "#世纪 (#32#年代就因大量采挖丹皮$每年毁坏矮

牡 丹约 (###株$使矮牡丹的个体数量大幅下降!刺五加在$*45&*673&**&8内共采 挖 &*22#9$平 均 年 消 耗

"&6’:’9相当于毁掉 *7:*2;<"天然林中的全部蕴藏个体%’#+!攀枝花苏铁在 "#4内由于采挖$原有的 &)个

种群$到目前只幸存 (个种群$分布面积由原来的 )#7##;<"缩小到 66##;<"$成年个体减少 )#=%&(+,其次$
人为干扰导致生境条件的退化$对物种走向濒危生态学过程起到了推动作用,森林过度砍伐-草原过度放

牧-过度开荒等致使植被破坏$生态系统向逆行演替方向发展$原有的生境片段化或岛屿化$濒危植物种群

随之被分割$出现异质种群$进而发生遗传漂变$种群的生存力降低$种群规模收缩$最终导致植物种由原

生种向受危种-易危种-濒危种方向发展,如>矮牡丹$刺五加$裂叶沙参$南川升麻$长喙毛茛泽泻$木根麦

冬的生境受到严重的人为干扰破坏$很难发现其原生群落,陕西和山西不同地区 &#个矮牡丹群落研究证

明$生境条件受外界干扰越大$矮牡丹在群落中优势程度越低$群落的逆向演替可能是矮牡丹种群濒危的

原因之一%&&$&#$&"$"6$’#$’7+,大多数濒危植物所处的生境的承载能力下降$环境配置由原生生境向次生生境-脆

弱生境-严酷生境方向发展$多数濒危种现实的分布区并非是其最适生境$而是一种?致危生境@$这种生境

增加了种群自交-遗传多样性下降和遗传漂变的机会,例如$人为采挖使矮牡丹个体数量急剧减少$再加上

该种以无性繁殖为主$留下少数个体可能属同一基因型$因此$矮牡丹的所谓传粉$实际上是无性小株间传

粉$而矮牡丹是自交不亲和可造成不结籽或种子无活力%(7+,一般来说$人类直接采挖等直接破坏$或者物种

所依赖的生境退化加速了濒危植物濒危过程$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等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物种濒危,

A 讨论

ABC 存在问题 国内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在对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中$将种群生态学-生理生态

学和生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保护生态学领域$丰富和发展了保护生物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促

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为我国濒危植物保护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但是$我国植物种资源丰富$濒

危植物约占 &(=$濒危植物保护工作任重道远,就目前研究状况看$我国从生态学角度已经查清濒危过程

的物种很少$要从理论上提出一种普适性的对策和方法的素材还显不足!其次$从已发表材料看$对濒危植

物研究大多是以单个物种为研究对象$对各濒危物种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归纳-分析$并应用于生产

实践的研究不多!第三$对上述 &#个濒危植物物种研究中$有些物种由于没有对照种$使得濒危植物的濒

危状态-濒危机理等表现不够充分,这些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应给予关注,

A:D 建议 加强对濒危植物保护生物学的研究$从理论上-技术上寻求濒危植物复壮技术和方法$并将其

应用于实践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对濒危植物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励多学科交

叉-联 合 攻 关$破 解 一 大 批 典 型 濒 危 植 物 的 濒 危 机 理!同 时 注 意 总 结-归 纳 不 同 濒 危 植 物 所 取 得 的 研 究 成

果$分析其濒危的生态学过程和共有特征$提高研究水平$使我国在本领域的研究在尽快与国际水平接轨,
从以上 &#个濒危植物种受危状况看$就地保护是濒危植物解危的主要措施,但是$应区别对待,对由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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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接采挖和砍伐所导致种群大幅减少的物种!如矮牡丹"刺五加"短柄五加"苏铁等应通过行政干预"立

法等措施立即停止人为破坏!使其种群逐渐恢复生机#对由于生境丧失或破坏!使物种处于濒危状态的濒

危种木根麦冬"南川升麻等!应对其生存的环境进行保护!如停止森林破坏"垦荒"过度放牧!这是解脱濒危

的根本措施#就地保护在必要时需建立保护区!使濒危植物拥有一个修养生息的生存空间#但是!对于某些

濒危植物由于本身内在的抗逆性"适应力等方面缺陷!仅保护环境不足以使其复壮的!必须通过生物技术

使其复壮#
迁地保护是在栖息地生境破碎成斑块状!或者原有生境不复存在的条件下!或者当物种数目下降到极

低水平时所采取的措施#迁地保护目的是当种群数量达到一定数量时放归自然!建立自然状态下可生存种

群#因此!在未明确濒危机理条件下!不应鼓励将野生种群或个体无目的地进行人工栽培#无论是迁地保护

还是就地保护一般应采取先保护后解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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