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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淹没区与移民安置区植物多样性

及其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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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三峡大坝的修建，三峡地区淹没区和移民安置区的植物多样性调查与保护工作相继展开。从多年考察采集到的标本

及历史资料补充确定，两区高等植物为 9"$ 科，"7! 属，9"#; 种。分别占到三峡地区高等植物科、属、种数的 #<2 #<X，"<2 5$X 和

<62 96X。其中特有植物 !" 种。而三峡地区的灌木和草丛群落基本分布在沿江两岸的低海拔地区，受水库蓄水影响较大。对

两区内 !9 个马尾松（!"#$% &’%%(#"’#’）群落物种多样性进行的 -GEBB0B8YD?B?> 指数及 RD?103 均匀度指数的测定结果表明，马尾

松群落的多样性变化总体趋势为：灌木层 Z 草本层 Z 乔木层；对该地区具有代表性的 99 种灌丛类型进行的物种多样性指数的

测定结果表明：盐肤木（)*$% +*"#,#%"%）、毛黄栌（-(."#$% +(//0/1"’ VE>2 2$3,%+,#%）、荆条（4".,5 #,/$#6(）、马桑（-(1"’1"’ %"#"+）等 ;

种群落的灌木层丰富度较高，分别为 97，!7，!$ 和 9<。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92 "69，52 ;!"，!2 6;6 和 92 "9#；对沿江分布的 6 种主要

草丛群落进行的物种多样性指数的测定结果表明：芒萁（7"+1’#(2.,1"% 6"+*(.(&’）、五节芒（8"%+’#.*$% 9:(1"6$.$%）、白茅（;&2,1’.’

+0:"#61"+’ VE>< &’=(1）、荩草（>1.*1’5(# *"%2"6$%）等 ; 种海拔分布较高的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较高，分别达到 92 76"，92 5<;，92 9;;

和 92 $9#。另外，对淹没区及移民安置区的物种调查结果显示：受淹的自然植被类型共有 !! 种。其中木本群落 ; 种，灌丛 6 种，

草丛 6 种。小鞍叶羊蹄甲（?’$*"#"’ 31’+*0+’12’ VE>< &"+1(2*0::’）、中华蚊母树（7"%.0:"$& +*"#,#%"%）、水杨梅（@,$& ’:,22"+$&）、小

叶黄杨（?$5$% %"#"+’ A’1< 2’1A"9(:"’）、铁仔（801%"#, ’91"+’#’）、疏花水柏枝（801"+’1"’ :’5"9:(1’）等灌丛被全部淹没；巫溪叶底珠

（B,+$1"#,/’ C$5",#%"%）、宜昌黄杨（?$5$% "+*’#/,#%"%）和荷叶铁线蕨（>6"’#.$& 1,#"9(1&, VE>< %"#,#%,）大部分被淹没。目前，已建立

了库区植物物种保护站及监测站，!$$ 多种植物已得到迁地保护，包括已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的 5" 种珍濒物种和 99 种三峡库

区建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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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大部分处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面积占流域总面积的 ?@&
>F，森林总面积 @& ? W =C?!9B，生物多样性高。=E 世纪末期，国内外植物学者开始对长江三峡地区的植物多

样性进行研究。BC 世纪末期，随着三峡大坝工程的提出、调查、论证和实施，引起对三峡地区生态与环境前所

未有的关注，相继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X G］。=EE@ 年出版的《三峡库区的植物与复合农业生态系统》一

书，第一次公布了较为详细的植物名录［@］。随后出版的《长江三峡库区陆生动植物生态》一书［D］，对三峡植物

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论述。

几十年来，对三峡淹没区和移民安置区植物多样性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基本查明了分布于该地区的植

被类型、物种种类以及珍稀特有植物。为进一步了解和更好地保护三峡地区的植物多样性，积累了丰富资

料［A X ==］。该文在此基础上，对分布于该区域的基本植被类型及其物种多样性进行了探讨，为保存与发展三峡

库区的植物物种资源提供了依据。特别是随着三峡库区相继蓄水到不同水位高度，也为该区域脆弱生态系统

的恢复以及三峡水库生态屏障建设提供了基础数据。

./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 ./ 研究区域自然概况

研究区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淹没区和移民安置区（图 =）。两区的海拔高度上线为海拔 ?CC 9，三

峡水库及其两侧丘陵、低山所组成的地理单元。淹没区指的是海拔 =>D 9 以下的谷地，移民区在三峡工程中

没有绝对的界线，但一般均在海拔 ?CC 9 以下。地理位置约为 =CAYDAR X ==?Y?RZ，BEYG=R X G=Y@CR[。包括 =E
个县市，面积达 D& GB W =C@ U9。地貌类型由川东平行岭谷、川东盆周山地和鄂西山地组成，其中的丘陵和山地

===G\ ? 期 \ \ \ 田自强\ 等：长江三峡淹没区与移民安置区植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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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到 /01 以上。出露地层以石灰岩、紫色砂页岩为主，其中石灰岩面积占到 231 以上［45］。地带性土壤以红

壤、黄壤和山地黄壤为主，具有过渡性、复杂性和垂直分布的特点。受地形影响，库区气候复杂多变，年均温

42 6 4/ 7，年降水量 4333 6 4533 88。本区地带性植被是以栲（!"#$"%&’#(#）、楠（)*&+,+）、栎（-.+/0.#）为主的

常绿阔叶林。长期的垦殖已使库区地带性植被几乎荡然无存，广泛分布的是人工疏林、灌丛、草丛、农业植被

和农田［49］。

马尾松林是三峡库区分布面积最大的次生森林植被类型，在海拔 433 6 4233 8 的山地广泛分布，集中分

布于 4533 8 以下山坡的中、下部或沿江的丘陵低山的上部。该地区马尾松林多为疏林，群落层次单一，郁闭

度 : 3& 2。在亚热带地区，灌丛是植被演替中难以逾越的阶段。特别是在石灰岩地区，许多顶级植物群落的建

群种，难以直接在石灰岩的石隙中生长形成森林群落。因此，长江三峡石灰岩地区的灌丛是分布面积最广的

植被类型，主要分布于 433 6 233 8 的低海拔地区。该地区灌丛具有极强的次生性，除中华蚊母树灌丛、黄杨

和疏花水柏枝灌丛为原生性植被外，其它灌丛多为森林植被破坏后，环境条件恶化，乔木树种难以生存而由多

种阳生性灌木组成。因此，处在植被演替速度较慢的初级阶段。其中以落叶阔叶成分为主，常绿阔叶灌丛具

有独特的地位，在三峡长江边洪水线以上有规律的呈带状分布。对沿岸的水土保持及景观美化具有独特价

值。三峡淹没区和移民区的草丛是以中生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要建群种的群落，其中散生少量灌木。基本是

由森林和灌丛被反复砍伐、火烧后，导致水土流失，土壤日益瘠薄，生境恶化所形成的次生植被类型。主要集

中分布于海拔 433 6 0338 的江滩和沿江的低山及丘陵地区。

图 4; 野外调查区域

<,+& 4; =!’ >,’*? %)@A @’+,).

!& "# 研究方法

!& "& !# 野外调查

样地的设置采用典型取样法，在秭归、巫山、泄滩、茅坪、奉节、万县、丰都、涪陵、重庆市的巴南区和大渡口

区 43 个典型地段的长江两岸淹没区和移民安置区共设置了 53 条样带，45// 个样方，其中马尾松群落 54 个，

总面积达 5B，423 85。对区域内的植物物种种类、数量和生长状况等进行了样方调查。取样面积为：乔木样

方 53 8 C53 8，灌木和草丛样方均为 43 8 C43 8。另外，林地样方内设置 D 个 43 8 C43 8 小样方，D 个 43 8
C43 8 灌木样方，D 个 43 8 C43 8 草本样方。记录项目主要包括：!乔木的高度、枝下高、胸径、冠幅；"灌木

和草本的高度、盖度、株数；#生境因子如海拔、坡向、坡度、坡位、土壤类型等。

!& "& "# 室内工作

对各样方内的植物物种及历史资料进行了广泛收集和标本的鉴定，建立了三峡库区植物物种名录和国家

保护植物名录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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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植物多样性测度方法

采用物种数、相对盖度作为多样性指数的测度指标，对马尾松疏林、// 种灌丛和 0 种草丛群落分别进行

了物种丰富度、1!-..).23,’.’4 指数和 5,’*)6 均匀度指数的测定［/7］。

!物种丰富度指数：! 8 出现在样方内的物种数；"1!-..).23,’.’4 物种多样性指数："# $ %"
&

’ $ /
（(’ *.(’）

；#5,’*)6 均匀度指数：) $ （%"
&

’ $ /
(’ *.(’）* *.& ；式中，(,为 +, $ ,；+,为第 ’ 种生物的个体数；- 为总个体数。

#$ 结果与分析

#& !$ 马尾松群落物种多样性

调查结果表明，马尾松林内的植物种类共有 /09 种。其中乔木 /: 种，灌木 ;: 种，草本 0: 种，藤本植物 <
种，幼树 => 种（其中 /? 种为与乔木层共有种）。这种现象既反映了马尾松林不同演替阶段群落组成的复杂

性，也反映了其环境巨大的包容性。

在乔木层中，经常混生有短柄抱栎（./012/& 345+6/4’7015 @-48 910:’;0<’=45<5）、栓皮栎（.8 :51’59’4’&）、槲栎（.8
54’0+5）、山合欢（>49’?’5 @54@=15）、化香（(45<A251A5 &<1=9’45205）、茅栗（B5&<5+05 &0C/’+’’）、猴樟（B’++5D=D/D
9=6’+’01’）、柏木（B/;10&&/& 7/+091’&）、铁坚油杉（E0<04001’5 65:’6’5+5）等落叶和常绿树种。

灌木层盖度 7?A B >?A ，主要种类有柃木 （F/1A5 C##& ）、山茶 （B5D044’5 &G0+&’+0+&’&）、山胡椒 （H’+615

D 图=D 三峡谷地=/ 个马尾松样方 1!-..).23,’.’4 物种多样性指数

特征

E,+& =D F!’ (!-4-("’4,C",( )G 1!-..).23,’.’4 ,.H,(’C )G "!’ =/(’+/&

D5&&=+’5+5 #*)"C ,. "!’ F!4’’2I)4+’C J-**’K

D 图 ;D 三峡谷地 =/ 个马尾松群落 5,’*)6 物种均匀度指数特征

E,+& ; D F!’ (!-4-("’4,C",( )G 5,’*)6 ’@’..’CC ,.H,(’C )G "!’ =/(’+/&

D5&&=+’5+5 #*)"C ,. "!’ F!4’’2I)4+’C J-**’K

F2L’：乔木层 1!-..).23,’.’4 多样性指数 1!-..).23,’.’4 ,.H,(’C

)G "4’’ *-K’4；12L’：灌木层 1!-..).23,’.’4 多样性指数 1!-..).2

3,’.’4 ,.H,(’C )G C!46M *-K’4；L2L’：草本层；1!-..).23,’.’4 多样

性指数 1!-..).23,’.’4 ,.H,(’C )G !’4M *-K’4；下同 "!’ C-N’ M’*)%

345/25）、针齿冬青 （I40J 20+<1=2G’+0+&’&）、马桑、映山红

（!G=6=60+61=+ &’D&’’）、继木（H=1=;0<54/D 2G’+0+&’&）、毛

黄栌、铁 仔、火 棘 （(A15+<G/& 7=1</+05+5）、湖 北 算 盘 子

（K4=2G’6’=+ L’4&=+’’）、毛 桐 （M544=</& 95195</&）、盐 肤

木等。

草本层盖度 /?A B;?A，有些地段达 <?A ，主要种

类有菅草（NG0D065 3’35+<05 @-4& :’44=&5）、白茅、荩草、细

柄黍（(5+’2/D ;&’4=;=6’/D）、芒草（M’&25+<G/& &’+0+&’&）、

扭黄茅（"0<01=;3=+ 2=+<=1</&）、芒箕、狗脊（O==6L516’5
P5;=+’25）、紫箕（Q&D/+65 P5;=+’25）、苔草（B010J C##& ）、

酢浆草（QJ54’& 2=1+’2/45<5）等。

马尾松群落的多样性总趋势为：灌木层 O 草本层 O
乔木层。这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表现出的乔木层 O 灌

木层 O 草本层的格局不同。三峡地区人口密度大，对自

然资源的长期开发，使得天然林破坏殆尽。现有的马尾

松林均为次生林。乔木层盖度低，林下的灌木和草本物

种得以较好的生长，物种多样性均较高。在样方中，灌

木物种数基本在 /? B =9 之间。物种多样性指数在 / B
; 之间，均匀度指数在 ?& 9 B / 之间波动。草本层物种

多样性随灌木层物种数及盖度的变化波动较大，在灌木

物种数及盖度大的群落中，草本层物种多样性相对较

低，物种多样性指数在 ?& 9 上下波动；在灌木物种数及

盖度小的群落中，则相对较高，一般在 /& ? B /& 9 之间波

动；个别样方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可达 =& >?>。（图 =，图

;）。

;//;D < 期 D D D 田自强D 等：长江三峡淹没区与移民安置区植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策略 D



!""#：$ $ %%%& ’()*)+,(-& (.

!& "# 灌丛群落多样性特征

灌丛群落的植物种类近 /0 种。其中灌木 10 2 13
种，草本 13 2 4/ 种；灌丛中藤本和有刺植物特别发达，在调查样方中达 3 2 10 种，有的类型高达 40 种，占群落

种群数量 405 以上。

物种多样性指数的测定结果表明，盐肤木灌丛，毛黄栌灌丛，黄荆灌丛和马桑灌丛的灌木层丰富度较高，

分别为 16，46，40 和 13。多样性指数值较高，分别为 17 891，:& /48，4& 9/9 和 1& 81;。草本层物种丰富度相对

较低，分别为 ;，9，8 和 3；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0& 648，1& 1::，0& 948 和 0& ;08；在灌木层物种数较少的群落中，草

本层物种丰富度及多样性较高，如白背叶灌丛荚!灌丛和继木灌丛的群落中，草本层丰富度分别为 4/，4: 和

4:，物种多样性指数分别达到 3& 69:，4& 8;9 和 4& 86。毛黄栌灌丛，黄荆灌丛和铁仔灌丛的灌木层及草本层物

种分布较均匀，没有明显的偶见种和特异种。另外，白背叶灌丛中的草本层物种数达到 4/ 种，且各物种分布

均匀，物种多样性指数均高于其他样方的草本层物种；小果蔷薇灌丛，白背叶灌丛，& 荚!灌丛和巫溪叶底珠灌

丛中的灌木层物种较为单一，分布集中，均匀度指数 < 较低（图 /，图 3）。

= 图 / = 淹没区和移民安置区 11 种主要灌木群落 >!-..).?@’,.’A

,.B,(’C 物种多样性指数特征

D,+ /= E!’ (!-A-("’A,C",( )F >!-..).?@,’.’A ,.B,(’C )F "!’ 11 G-,.

C!AHI ()GGH.,",’C ,. "!’ CHIG’AC,). B,C"A,(" -.B "!’ ,GG,+A-",).

B,C"A,(" )F "!’ E!A’’?J)A+’C K-**’L

!& !# 草本群落多样性特征

物种多样性测定表明，铁芒萁，五节芒，白茅和荩草

等四种海拔分布较高的草丛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较

高，分别达到 1& 698，1& :3/，1& 1// 和 1& 01;；分布于江滩

和低海拔丘陵地区的狗牙根，斑茅和金发草等 : 种草丛

群落物种较少，物种多样性指数基本在 0& 3 以下；物种

分布较均匀，一般在 0& : 2 0& 3 之间波动（表 1）。

!& $# 淹没区与移民安置区珍稀特有植物及分布

中国是植物物种丰富的国家，特有现象也较［13］。

中国特有属在三峡的淹没区和移民安置区分布也较为

普遍。除明显被引种进入的外，特有种类达到 4/ 种（图

6）。其中，北碚槭、缙云槭、缙云瑞香、缙云冬青、凹脉

= 图 3= 淹没区和移民安置区 11 种主要灌木群落 M,’*)H ’N’..’CC C

物种均匀度指数特征

D,+& 3= E!’ (!-A-("’A,C",( )F M,’*)H ’N’..’CC ,.B,(’C )F "!’ 11 G-,.

C!AHI #*)"C ,. "!’ CHIG’AC,). B,C"A,(" -.B "!’ ,GG,+A-",). B,C"A,(" )F "!’

E!A’’?J)A+’C K-**’L

1& 盐肤木灌丛 D)AG& !"#$ %"&’(’$&$；4& 毛黄栌灌丛 D)AG& %)**+*,&-

N-A. /#0($%(’$；:& 中华蚊母树灌丛 D)AG& 1&$2+3&#4 %"&’(’$&$；/& 黄荆

灌丛 D)AG& 5&2(6 ’(*#’7) N-A& %-’’-0&8)3&-；3& 小果蔷薇灌丛 D)AG&

!)$- %+4)$-；6& 白 背 叶 灌 丛 D)AG& 9-33)2#$ -/(32-；8& 马 桑 灌 丛

D)AG& :),&-,&- $&’&%-；;& 荚!灌丛 D)AG& 5&0#,’#4 7&3-2-2#4；9& 巫溪

叶底珠灌丛 D)AG& ;(%#,&’(*- <#6&(’$&$；10& 铁仔灌丛 D)AG& 9+,$&’(

-8,&%-’-；11& 继木灌丛 D)AG& =),)/(2-3#4 %"&’(’$&$

新木姜子、缙云瘤足蕨分布于重庆缙云山等海拔 600 G
以上的阔叶林中，北碚紫金牛、缙云紫金牛、窝竹则分布

于海拔 :00 2 /00 G 的山间林下或竹林下；荷叶铁钱蕨

作为群落伴生种，主要集中分布于万县、石柱海拔 ;0 2
600 G 的河谷陡岸两侧的灌丛或草丛中；高山杜鹃则仅

在石柱县海拔 :00 2 /00 G 的疏林中有一定分布；武隆

细辛、小飞龙掌血分布于武隆镇海拔 :00 2 300 G 和

800 G 左右的林下溪旁阴湿处或山坡灌丛中；中华蚊母

树主要分布于奉节、巴东、巫山、巫溪、涪陵海拔 130 2
300 G 的山谷、河边；疏花水柏枝在巴东、巫山以及奉节

至重庆的江滩呈小片状分布，群落结构单一；粉叶新木

姜子主要集中分布于奉节海拔 ;00 G 的山坡阔叶林中；

巫山类芦、巫溪叶底珠、纤毛淫羊藿和长芒耳蕨主要分

布于巫山和巫溪 60 2 ;00 G 的山坡河边草丛或阴湿岩

缝中；宜昌黄杨、楔叶南蛇藤、三出花白蜡树和毛叶雀儿

舌头分布于宜昌海拔 :0 2 800 G 的江河岸边或山坡灌

木林中，其中毛叶雀儿舌头在兴山县也有一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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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淹没区和移民安置区 # 种主要草本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分析

$%&’( !" )*%’+,-, ./ &-.0-1(2,-3+ -*0-4(, ./ 35( # 6%-* ,527& 4.667*-3-(, -* 35( ,7&6(2,-.* 0-,32-43 %*0 35( -66-82%3-.* 0-,32-43 ./ 35( $52((9

:.28(, ;%’’(+

群落类型 /)001.,"2 "2#’3 分布海拔 4*","15’（0） ! "# $

扭黄茅草丛 6)70& "%&%’()(*(+ ,(+&(’&-. 899 : 8999 89 9& ;<= 9& >?

白茅草丛 6)70& /0)%’1&1 ,234+5’4,1 @-7& 016(’ A99 : 8B99 8> 8& 8?? 9& ??;

野古草草丛 6)70& 7’-+54+%331 84’&1 899 89 9& <9> 9& >?C

荩草草丛 6)70& 7’&8’19(+ 84.)45-. 899 : A99 =B 8& 98< 9& >8A

铁芒萁草丛 6)70& :4,’1+()&%’4. 54,8(&(01 8999 8? 8& AC; 9& B>;

五节芒草丛 6)70& ;4.,1+&8-. <3(’45-3-. 8;9 88 8& >B? 9& BA?

狗牙根草丛 6)70& =2+(5(+ 51,&23(+ 899 8 9& 9?C 9

斑茅草丛 6)70& >1,,81’-0 1’-+54+1,%-0 8=9 > 9& ?;C 9& ?>B

金发草草丛 6)70& ?(*(+1&8%’-0 )1+4,%-0 8B9 > 9& BA; 9& B8B

图 AD 淹没区和移民安置区珍稀特有植物地理分布

6,+& AD E!’ +’)+7-#!,(-* 5,3"7,F1",). )G "!’ ’.5-.+’7’5 -.5 ’.5’0,( 3#’(,’3 ,. "!’ 31F0’73,). 5,3"7,(" -.5 "!’ ,00,+7-",). 5,3"7,(" )G "!’ E!7’’HI)7+’3

J-**’2

!北碚槭 7,%’ )%8)%4%+.%；"缙云槭 7@ A1+*,844；#荷叶铁钱蕨 7541+&-0 ’%+4<(’0% @-7& .4+%+.%；$北碚紫金牛 7’54.41 B%4)%4%+.4.；%缙云紫金牛

7@ 64+*-+%+.4.；&武隆细辛 7.1’-0 A-3(+*%+.%；’宜昌黄杨 C-9-. 4,81+*%+.4.；(楔叶南蛇藤 /’*-3"713 )7F,(1*-"13 @-7& (1.’-"13；)缙云瑞香

:1)8+% 63+2-+%+.；*中华蚊母树 :4.&234-0 ,84+%+.4.；+,-窝竹 D1’*%.41 B’%E4..401；+,.三出花白蜡树 D’194+-. <3(’4B-+51 @-7& &%’+1&1；+,/缙云冬青

/3%9 64+2-+%+.4.；+,0毛叶雀儿舌头 F%)&()-. ,84+%+.4. @-7& )-B%.,%+.；+,1疏花水柏枝 ;2’4,1’41 3194<3(’1；+,2粉叶新木姜子 G%(34&.%1@ 1-’1&1 @-7 &

*31-,1；+,3凹脉新木姜子 G @ 40)’%..1；+,4巫山类芦 G%2’1-541 A-.81+4,1；+,5缙云瘤足蕨 ?3123(*2’41 ,1-54<(341；+67长芒耳蕨 ?(32.&4,8-0

3(+*41’4.&1&-0；+6-高山杜鹃 !8(5(5%+5’(+ ,84%+41+-0；+6.巫溪叶底珠 >%,-’4+%*1 A-94%+.4.；+6/纤毛淫羊藿 H)40%54-0 *31+5-3(.()43(.-0；+60小飞

龙掌血 I(551341@ 1.41&4,1 @-7& )1’E1

<& =" 三峡工程对库区植被的影响

三峡水库蓄水使长江三峡地段海拔 8;B 0 以下的植物几乎全部被淹没。根据野外调查，海拔 =99 0 以下

分布的高等植物约 BB9 余种，其中有 > 种三峡特有植物受影响较大。全部淹没的植物是仅分布于长江奉节至

秭归县段，在沙泥质江边滩地生长的疏花水柏枝。巫溪叶底珠、荷叶铁线蕨和宜昌黄杨集中分布在海拔 >9 :
>99 0 的狭窄区域，部分或大部分被淹没。川明参因产于大坝下的莲沱，自然分布较广，且早已作为药材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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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因此影响不大；裸芸香因发现有更大的种群分布在淹没线以上，而未被列入抢救对象。通过对淹没区

/0 条样带的调查，受淹的自然植被类型共有 11 种，其中木本群落 2 种，灌丛 3 种，草丛 3 种（表 1）。此外，常

见的在淹没线以下的还有小鞍叶羊蹄甲和水杨梅等灌丛。特别是分布于沿江消落线以上 /4 5 16 7 的中华蚊

母树、小叶黄杨和铁仔等常绿灌丛被全部淹没。

表 !" 三峡谷地受淹植物群落类型

#$%&’ !" #(’ $))’*+’, -’.’+$+/01 +23’4 +($+ 5’6’ 47%8’6.’, %2 +(’ 4&7/*’ /1 +(’ #(6’’9:06.’4 ;$&&’2

植被类型

8’+’"-",). "9#’:
受淹植物群落

;<=7’>+’? ()77<.,",’:

林地 @)>’:"
马尾松林 @)>7& !"#$% &’%%(#"’#’；柏木林 @)>7& )$*+,%%$% -$#,.+"%；刺槐林 @)>7& /(."#"’ *%,$0(’1’1"’；慈竹

林 @)>7& 2"#(1’3’&$% ’--"#"%

灌丛 ;!><=

小果蔷薇灌丛 @)>7& /(%’ 14&(%’；@)>7& 荆条A黄栌灌丛 5"6,7 #,8$#0(9)(6"#$% 1(8848+"’；黄栌灌丛 @)>7&
)(6"#$% 1(8848+"’；中华蚊母树A 宜昌黄杨灌丛 @)>7& :"%643"$& 1;"#,#%"%9<$7$% "1;’#8,#%"%；华中木兰灌丛

@)>7& =’8#(3"’ ."(#0""；马桑灌丛 @)>7& )(+"’+"’ %"#"1’；荆条灌丛 @)>7& 5"6,7 #,8$#0(；铺地榕灌丛 @)>7& >"1$%
6"?($’；槲栎灌丛 @)>7& @$,+1$% ’3",#’

草丛 B’>=

香附子草丛 @)>7& )4*,+$% +(6$#0$%；拟金茅草丛 @)>7& A$3’3"(*%"% ."#’6’；白茅草丛 @)>7& B&*,+’6’ 143"#0+"1’3
C->& &’C(+；野古草草丛 @)>7& D+$#0"#,33’ ;"+6’；芒草草丛 @)>7& ="%1’#6;$% %"#,#%"%；斑茅草丛 @)>7& 2’11;’+$&
’+$#0"#’1,$&；荻草 丛 @)>7& ="%1’#6;$% %’11;’+"-3(+$%；芦 草 草 丛 @)>7& D+$#0( 0(#’7；荩 草 草 丛 @)>7&
D+6;+’7(# ;"%*"0$%

<& =" 植物多样性的保护

随着三峡库区相继蓄水到不同水位高度，三峡工程对淹没区和移民安置区植物物种和珍稀特有种类赖以

生存的环境乃至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均产生了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地是，淹没将毁灭部分物种的原产地，导

致物种在原产地的消失。而移民开发、工地建设和农田的开垦，又将进一步破坏本已脆弱的生态系统。

通过就地（或迁地）保护，建立物种引种保存基地，将一些有价值的、特别是将生存受到威胁的物种引到

基地保存，以确保三峡库区植物物种资源得到保存与发展。如已在库区组建的有关农业、水域和陆生植物的

生态系统观察站［/D］。

其次，鉴于三峡地区特殊的地质地貌条件，以及灌丛在长江沿岸分布和演替上的特殊意义，可建立以石灰

岩灌丛为主的若干处封山区，确保北部大巴山一神农架山系A金佛山A七曜山A星斗山A川鄂边境山地的残存原

始植被及其演替阶段。

第三，建立自然保护区。不仅起到保护自然历史遗产的作用，而且在保护区内对物种进行的各类实验，可

为库区的生态环境治理，经济发展提供依据。如荷叶铁线蕨的孢子繁殖实验，以及人工播种试验［/E］。

另外，在不破坏现有植被和注重水土保持的基础上，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经济效益高，社会效益好的人工

经济植物群落，发展库区的综合农业，维持较好的库区生态环境［/0］。

>" 结论

共统计到淹没区和移民安置区的高等植物 /E6 科，ED1 属，/E02 种。分别占到三峡地区高等植物科、属、

种数的 04& 04F ，E4& G6F 和 43& /3F 。地带性常绿阔叶林类型 0 种，由于数千年的耕作历史，仅在局部地区残

存有极少面积的，且受人为活动干扰的地带性植物群落片段。一般是以人工马尾松疏林分布面积最大，群落

层次单一。

灌丛在长江三峡石灰岩地区分布面积最广，占到库区总面积的 /G& 2GF 。主要有 // 种类型，它们是森林

破坏后的次生类型，是该地段维持生态环境现状的主要支柱。// 种灌丛类型中，盐肤木灌丛，毛黄栌灌丛，黄

荆灌丛和马桑灌丛的灌木层丰富度较高，多样性指数 EF较高，分别为 /& E3/，G& 21E，1& 323 和 /& E/0。

与灌丛生境相似，三峡地区的草丛主要分布在长江两侧的低海拔区域，多为退化的生态系统，主要有 3 种

植被类型。其中分布于较高海拔的草丛物种丰富度和物种多样性指数较高，如铁芒萁草丛，五节芒草丛，白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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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丛和荩草草丛；而分布于江滩和低海拔的丘陵地区的群落物种较少，物种多样性指数基本在 /& 0 以下；库区

内草丛物种分布较均匀。

三峡大坝蓄水后，有 1 种木本群落，2 种灌丛和 2 种草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灌木和草丛群落基本分

布在沿江两岸的低海拔地区，受水库蓄水影响较大。在植物物种多样性保护方面，建立了陆生植物物种保护

基地，已对库区 3// 余种植物进行了迁地保护，其中 45 种为珍濒物种，66 种为当地建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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