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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浙江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浙江磐安县大盘山区 ，地理坐标 ２８°５７′０５″～ ２９°０１′５８″N ，

１２０°２８′０５″～ １２０°３３′４０″E ，保护区总面积 ４５５８hm２
。大盘山山脉属浙江山脉的中支部分 ，即由江

西 、福建交界的武夷山脉向浙江省延伸为仙霞岭 ，仙霞岭继续向东北延展至大盘山 、天台山 ，会稽

山 、四明山是这一山脉的支脉 ，并在此地会集 ，故大盘山素有“群山之祖 ，诸水之源”之称 。

１９９３年 ４月大盘山县级自然保护区建立 ，１９９４年 １２月升格为市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１年 ５

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浙江大盘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２年 ７ 月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

浙江大盘山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目前唯一以野生药用生物种质资源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是传统道地中药材“浙八味”中元胡 、白术 、白芍 、玄参 、浙贝母的原产地 ，区内分

布着许多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和道地中药材种质资源 ，是我国东部药用植物野生种或近缘种

的最重要的种质资源库 ；区内生物资源具有多样性 、复杂性和一定的古老性 、原生性等特点 ，珍

稀 、濒危物种种类繁多 ；保护区地处浙江省钱塘江 、灵江 、瓯江三大水系主要支流的源头 ，是重

要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域 ；区内中心式火山喷发而形成的火山湖 、千米平板溪等火山地质遗迹 ，

在我国东南一带极为罕见 。维持 、保护和发展大盘山区的野生药用生物种质资源 ，扩大珍稀动

植物种群和恢复植被 ，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保存好完整的地质遗迹 ，对于完善我国自然

保护区建设体系 ，发展和壮大我国中医药基础事业 ，充分发挥保护区的生态服务与社会发展功

能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

自保护区成立以来 ，先后有浙江省农科院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省森林监测中

心 、浙江自然博物馆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浙江理工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 、杭

州植物园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林校等单位的专家到大盘山开展各生物门类的考察与研究 。

２００５年 ３月 ，浙江省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开展了“大盘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

基础调查与研究”项目 ，浙江自然博物馆 、杭州植物园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

浙江林校等多家单位的植物 、动物 、生态 、药用生物等方面的 ２０多位专家对大盘山自然保护区

及其周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了基础调查与研究 。 ２００９年 ，浙江省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启动了枟浙江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考察与研究枠的编著工作 ，浙江大盘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浙江自然博物馆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浙江理工

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的相关专家共同参与此书的编著工作 ，并多次到野外进行生物多样性的补

充考察 ，以充实资料 。



本书以 ２００５年“大盘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基础调查与研究”项目所取得的资料为基

础 ，结合历年来的考察资料及本项目启动以来的补充考察资料编写而成 。全书分 ９章 ３９节 ，

包括总论 、自然地理环境 、大型真菌资源 、植物资源 、药用植物多样性及其药用价值 、植被 、动物

资源 、旅游资源 、社会经济状况等内容 ，并附生物各门类的名录及相关图片 。

枟浙江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考察与研究枠的编写工作得到了浙江省环境保护

厅 、浙江省林业厅 、磐安县人民政府和省内外参与大盘山自然资源调查与研究的大专院校 、科

研机构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资助 ，本书是所有参与大盘山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调查与研

究的专家和学者以及管理人员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 ，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

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原主任委员薛驹为本书题词 ，原国家环境保

护局总工程师 、副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研究员 ，植物资源和植物化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

士孙汉董研究员 ，浙江省林业厅厅长楼国华先生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朱关田先生也先后为

本书题词 。我们还有幸请到了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厅长徐震先生和磐安县人民政府县长周剑敏

先生为本书作序 。在此 ，我们向所有支持大盘山自然保护区的发展与保护工作及本书编写的

领导 、专家 、学者和热心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 ，本书难免存在疏漏之处 ，谨请专家 、读者批评指正 。

浙江省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 　陈远志
2011年 3月

—2—

浙江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考察与研究



序一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 ，是经济建设的基本生产要素 。建立自然保

护区是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有效措施 ，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

体 ，是建设生态文明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手段 。多年来 ，我省自然保护区从无到有 、从小

到大 ，初步形成了布局基本合理 、类型较为齐全 、功能渐趋完善的体系 ，为维护我省生态安全发

挥了积极作用 。

磐安县大盘山是我国唯一的以野生药用生物种质资源类为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是浙江省首批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物种资源丰富 ，地质地貌特殊 ，素有“天然药材宝库”之

称 。建立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维护浙江的生态环境安全 ，保护和发展大盘山的野生药

用生物种质资源 ，扩大珍稀动植物种群和恢复植被 ，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

枟浙江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考察与研究枠是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部

全面展示区内资源分布 、现状 、发展趋势并做出全面 、专业的评估和记录的科考类书籍 。内容

涉及自然地理环境 、大型真菌 、植被 、动物的各个门类以及旅游资源 、社会经济状况 、自然保护

区评价等 。该书的出版将为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长期监测和科学保护 、生

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研究 、生态与环境意识教育等方面提供翔实的基础资料 ，对探索保护区未

来发展之路 ，推动保护区可持续发展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

拥有并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取得主动 、把握先机 。大盘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要坚持保护优先 ，切实保护好我国特有的 、珍稀濒危的 、开发价值高的野生药用生物

物种 ，保护好重要生物遗传资源 ，牢固树立“保浙中一方净土 ，送下游三江清水”的生态保护理

念 ，建设大盘山美好明天 。

在此书出版之际 ，谨向为我省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厅长 　

2011年 7月



序二

浙江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浙江省磐安县的中部 ，是天台山 、括苍山 、仙霞岭 、四明

山等山脉的发脉处 ，又是浙江省境内钱塘江 、瓯江 、灵江三大水系主要支流的发源地 ，区内高峰

林立 ，嶂壁连绵 ，素有“群山之祖 ，诸水之源”之称 。保护区总面积 ４５５８公顷 ，最高海拔 １２４５

米 ，森林覆盖率达 ９２ ．９％ ，因此又有“浙中绿肺”的美誉 。

大盘山是目前国内唯一以药用生物种质资源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我

国东部药用植物野生种或近缘种的最重要种质资源库 ，有“天然药材资源宝库”的美誉 。区内

拥有药用植物 １０７４种 ，收入枟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年版）枠的有 ２４０ 种 ，枟浙江省中药炮

制规范（２００５年版）枠的有 ３２６种 。

大盘山特色景观资源丰富 ，拥有亿年火山湖和千米平板溪等独特地质奇观 。大盘山文化

底蕴深厚 ，李白 、孟浩然 、陆游诗文留传千古 。昭明太子 、孔端躬等在此避世隐居 ，婺州孔氏南

宗 ———榉溪孔氏家庙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大盘山保护区是磐安县生态县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设的展示窗口 。大

盘山保护区的建立对于维护磐安的生态环境 ，保护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发展磐安道地中药材 ，

助推磐安旅游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

枟浙江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考察与研究枠一书详细介绍了大盘山保护区的自

然地理环境 、动植物资源 、旅游资源 、社会经济状况 、自然保护区评价等内容 ，该书的出版必将

促使国内外人士更加全面地了解大盘山 、认识大盘山 ，促进大盘山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 ，为更

好地保护“浙中绿肺”做出新的贡献 ！

特作是序 。

磐安县人民政府县长 　

201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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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总 　 　论

1 ．1 　自然地理环境概况

1 ．1 ．1 　气候概况
大盘山位于浙江省中东部 ，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受东亚季风影响 ，冬夏盛行风向有显著变化 ，

降水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气候总的特点是 ：季风显著 ，四季分明 ，年气温适中 ，光照较多 ，雨量丰沛 ，空气

湿润 ，雨热季节变化同步 ，气候资源配制多样 ，气象灾害繁多 。大盘山年平均气温 １５ ．０ ℃ ，极端最高气温

３６ ．９ ℃ ，极端最低气温 － ９ ．５ ℃ ；年平均雨量为 １４２７ ．８mm ，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１８２７ ．６h ；大盘山年平均相对
湿度为 ７８％ ；年平均蒸发量为 １３２０ ．７mm ；年平均气压为 ９８０ ．３hPa ；无霜期 １９２ 天 ，年平均结冰日天数为

４７天 。

1 ．1 ．2 　地质基础
大盘山自然保护区位于 ２８°５７′０５″ ～ ２９°０１′５８″N ，１２０°２８′０５″ ～ １２０°３３′４０″E ，属于浙江省磐安县 。据浙江

省区域地质志 ，浙江位于东亚大陆边缘 ，是环太平洋岩浆活动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大盘山自然保护区处于

华南褶皱系（ Ⅰ级）浙东南褶皱带（ Ⅱ级）内北北东向丽水 —宁波深断裂带之中部 。中生代以前为隆起区 ，自

中生代燕山运动以来 ，发生强烈的断裂活动和岩浆活动 ，至燕山晚期 ，已基本形成现今的构造轮廓 ；尔后又

经历多次强烈活动 。由于燕山晚期火山活动强烈 ，出现大规模的岩浆喷发和侵入活动 ，从而形成区内厚度

大 、分布广的爆发相火山碎屑熔结凝灰岩 、凝灰岩 。

境内岩石主要是火成岩 ，特别是上侏罗统火山岩系最发育 ，次为白垩系陆相碎屑岩 ，再为第四系松散沉

积物 。境内岩石主要有凝灰岩 、泥岩 、砂岩 、玢岩等 。

1 ．1 ．3 　地貌特征
地貌受地质构造控制 ，形成一定的地貌骨架 。大盘山自然保护区受新华夏系构造影响 ，保护区断裂纵

横交错 ，山脉伞形展布 ，山峦重重叠叠 。其地貌属中山山地 ，以南面的大盘山为最高 ，主峰海拔 １２４５m ，其他

海拔 １０００m以上的山峰有 ８个 ，如九头石 １２２８m等 ，山区地貌特征明显 。其地貌类型可分为山地地貌 、河流

地貌 、堆积地貌 、崩塌地貌 、火山地貌等 。

1 ．1 ．3 ．1 　山地地貌
大盘山由于受华夏系 、新华夏系构造的控制 ，山脉呈北东 —南西走向 ，中生代期间 ，闽浙太平洋褶皱运

动发生 ，受燕山期岩浆活动的影响 ，构成境内带状山岭 。新生代喜马拉雅造山运动 ，产生间歇性抬升 ，在山

区形成阶梯状山地地貌 ，地形切割强烈 ，形成丘陵起伏 、山势陡峻的特点 。大盘山是由凝灰岩等火成岩组成

的 ，其形成的山地地貌 、凝灰岩陡壁以及与其伴随的瀑布 、象形石等 ，构成了以溪 、壁 、瀑 、象形石为一体的景

观区 。

1 ．1 ．3 ．2 　河流地貌
大盘山河流谷地多呈 V 或 U 形 ，纵坡大 ，谷底与谷坡间无明显界限 ，河岸与河底常有基岩出露 ，多为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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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河型 ，由上游向下游侵蚀能力减弱 ，堆积作用逐渐增强 。有侵蚀河床 、侵蚀阶地 、谷地 、谷坡 ，河流发育处

于少年阶段 ，以垂直侵蚀为主 。

1 ．1 ．3 ．3 　堆积地貌
堆积地貌主要是流水搬运形成的 ，有冲积地貌（冲积扇）和洪积地貌（洪积扇） ，目前是大盘山农民种植

的主要地带 。此外大盘山还有重力作用形成的堆积地貌（如倒石堆） 。

1 ．1 ．3 ．4 　崩塌地貌
崩塌是一种常见的地质现象 ，在暴雨季节常有发生 ，大盘山保护区崩塌多发生在坡度大于 ６０° ～ ７０°的斜

坡上 ，崩塌体主要为岩质 ，土质者较少 。

1 ．1 ．3 ．5 　火山地貌
发生在中生代的燕山运动 ，给大盘山境内带来剧烈的火山喷发活动 ，后经长期外力作用 ，火山多已荡然

无存 ，仅残留下来死火山地貌 ———火山活动形成的各种火山和熔岩堆积地貌等 。大盘山顶火山湖是由中心

式火山喷发而形成的火口湖 ，这在我国东南一带极为罕见 ，有很高的科普价值 。大概形成于距今 １ ．４ 亿 ～

１ ．５亿年前 。

1 ．1 ．4 　水文特征

1 ．1 ．4 ．1 　放射状水系
大盘山保护区是钱塘江 、瓯江 、灵江三大水系发源地之一 。保护区内河流水系发育比较健全 ，长年流水

的河道有花溪 、始丰溪等 ６条主要溪流 ，由山区中部呈放射状扩展分布 。其中西北部的花溪 、花街溪等属钱

塘江水系 ；发育于大盘山南麓的始丰溪属灵江水系 ；保护区西南部的大岗尖是瓯江支流好溪的发源地 ，属瓯

江水系 。

1 ．1 ．4 ．2 　 V或 U形河谷
区内河流流经地势高峻 、地形复杂的山地 。河流以侵蚀下切作用为主 ，下切力强 ，其地貌主要是水流侵

蚀与河谷岩石相互作用的结果 ；河谷呈 V 或 U 形 ，纵坡降较大 ，其两岸谷坡陡峻 ，河岸与河底常有基岩出露 。

河流发育处于少年阶段 ，以垂直侵蚀为主 。

1 ．1 ．4 ．3 　河流比降大
受地形的影响 ，大盘山地区气温变化较大 ，容易发生局部暴雨 。这些特点决定着境内河流比降大 ，径流

系数大 ，汇流时间短 ，洪峰来得快 、猛 ，有时降雨后几小时就可能产生洪峰 ，而且退水较快 。这种猛涨猛落的

洪水 ，容易形成灾害 。

1 ．1 ．4 ．4 　水资源相对丰富 、水能蕴藏量相对较大

大盘山自然保护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降雨受季风控制 。据测算 ，年平均降雨量约 １４２７ ．８mm ，年

平均蒸发量 １３２０ ．７mm 。多年平均径流深约 １０００mm ，水资源丰富 。保护区内河流小 ，切割深 ，落差大 ，水量

丰富 ，水能蕴藏量较大 。

1 ．1 ．4 ．5 　径流年际变化大
水量时间变化大 ，本区由于雨季较集中 ，径流年内季节分配不均 。各河流域面积不大 ，雨期相同 ，所以

洪水往往同时汇入干流 ，形成明显的汛期 ；干季则形成枯水季节 。其水资源的主要补给是大气降水 ，其时空

分布与降雨时空分布基本一致 ，即年际变化大 ，最大径流量与最小径流量之比为 ３ ．９７ 。根据资料 ，花溪径流

量最大 ，正常径流量 ０ ．２３m３
／s ，年径流量 ７１５ ．５ × １０

４m３
，流域主流长度约 ６ ．０km 。

1 ．1 ．4 ．6 　河水含沙量极小 ，水质优良

本区森林面积大 ，郁闭度高 ，覆盖率大 。植被的林冠和枯枝落叶层能使地表土壤不易被雨水冲刷 ，枯枝

落叶层和植被的根系能使土壤不易被地表水和地下水流侵蚀冲刷 ，能有效防止 、减少崩塌 、滑坡 、泥石流等

的发生 。大盘山保护区地表水总体水质较好 ，水质清澈 ，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Ⅰ类水源标准 ，整个

水域受人为污染程度低 。地下水只需消毒处理 ，地表水经简易净化处理（如过滤） 、消毒后即可供生活饮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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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土壤特征
土壤是生物 、气候 、母质 、地形和时间等多种成土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是经生物累积 、脱硅富铝化 、黏

化及人为活动等过程而形成的 。

1 ．1 ．5 ．1 　土壤类型
大盘山自然保护区的土壤主要有红壤 、黄壤 、水稻土 ３ 个土类 ；黄红壤 、黄壤 、浸蚀型黄壤 、渗育型水稻

土 、潴育型水稻土 ５个亚类 。据资料测算 ，保护区土壤总面积为 ４４７９hm２
，其中黄红壤亚类面积 ２４５９hm２

，占

土壤总面积 ５４ ．９％ ；黄壤亚类面积 １８１０hm２
，占土壤总面积 ４０ ．４％ ；浸蚀型黄壤亚类面积 １５２hm２

，占土壤总

面积 ３ ．４％ ；渗育型水稻土面积 ３６hm２
，占土壤总面积的 ０ ．８％ ；潴育型水稻土面积 ２２hm２

，占土壤总面积的

０ ．５％ 。

1 ．1 ．5 ．2 　土壤分布
山地海拔 ６００m以下 ，一般以黄红壤亚类的黄泥土为主 ；６００ ～ ９００m 以黄壤亚类的山地黄泥土为主 ；

９００m以上以黄壤亚类的山地香灰土 、浸蚀型黄壤亚类的山地石砂土为主 。旱地主要为黄红壤亚类的熟化

黄泥土 、熟化山地黄泥土 、熟化粉红泥土等 。水田主要有潴育型水稻土亚类的黄泥沙田 、山地黄泥田 、狭谷

泥砂田及渗育型水稻土亚类的黄泥田等 。

1 ．1 ．5 ．3 　土壤特征
据调查 ，保护区内的土壤土层深厚 ，A ＋ B层深 ６７ ± ２０cm ，质地以重壤土和中壤土为主 。土层厚度一般

在 ６０cm左右 ，有枯枝落叶层 １ ～ ２cm ，有表土层 １０ ～ ２０cm 。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中等偏上 ，磷素 、钾素一

般或尚缺 ，土壤代换量中偏上 ，均呈弱酸性反应 ，pH 值 ４ ．５ ～ ５ ．５ ，有机质含量 ６％ ，全磷含量０ ．０２５％ ，全氮

含量 ０ ．２２％ 。由于保护区自然植被保存比较好 ，有机质积累较多 ，土层厚 ，林地生产力较高 。

1 ．2 　自然资源概况

1 ．2 ．1 　森林资源
２００８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显示 ，保护区土地总面积 ４５５８hm２

。其中林业用地 ４３９４ ．１hm２
，非林业用地

１６３ ．９hm２
，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 ９６ ．４％ 和 ３ ．６％ 。整个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达 ８９ ．３３％ ，林木绿化率９４ ．７５％ 。

保护区乔木树种活立木总蓄积量为 １７ ．４５ × １０
４m３

，毛竹株数 １０３ ．６１ × １０
４ 支 。

大盘山自然保护区森林资源状况详见表 １ １ 、表 １ ２ 。

表 1 1 　大盘山自然保护区各类土地面积统计（单位 ：hm2
）

Tab ．1 1 　 Statistics of the area of different land type in Dapanshan Natural Reserve （Unit ：hm2
）

统计
单位

土地
总面
积

林 　 　业 　 　用 　 　地 非林地

合计

有 　林 　地

小计

乔木林地

小计 纯林 混交林
竹林

灌木
林地

未
成
林
造
林
地

无
立
木
林
地

宜
林
地

合计

森
林
覆
盖
率

林
木
绿
化
率

合计 ４５５８ 灋４３９４ ＃．１ ４０３６  ．５ ３５５２ `．２ ３２７８ 揪．９ ２７３  ．３ ４８４ e．３ ２８２ 妹．５ １３  ．７ ５１ 棗１０ 热．３ １６３ =．９ ８９ B．３３ ９４ I．７５

核心区 １１９６ 灋１１７２ ＃．１ １１１０  ．２ ９８７ I．６ ９４３ Ё．６ ４４  １２２ e．６ ４６ �．８ １５ 棗０ 北．１ ２３ &．９ ９２ B．８３ ９６ I．７４

缓冲区 １１１４ 灋１０７１ ＃．７ ９５５ 觋．５ ７８１ I．４ ６９８ Ё．８ ８２ 镲．６ １７４ e．１ ７２ �．１ １３  ．２ ２３ 棗７ 北．８ ４２ &．３ ８５ B．８３ ９２ I．２５

实验区 ２２４８ 灋２１５０ ＃．３ １９７０  ．８ １７８３ `．２ １６３６ 揪．５ １４６  ．７ １８７ e．６ １６３ 妹．６ ０ 趑．５ １３ 棗２ 北．４ ９７ &．７ ８９ Y．２ ９４ I．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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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大盘山自然保护区各类森林 、林木面积蓄积统计

Tab ．1 2 　 Statistics of the wood area store of different forest type in Dapanshan Natural Reserve

统计
单位

活立木
总蓄
积量
／m３  

有 　 　 　 　林 　 　 　 　地

面积
合计
／hm２ 垐

乔 　木 　林 　地

小 　计 纯 　林 混交林

面积
／hm２ 珑

蓄积
／m３ -

面积
／hm２ い

蓄积
／m３ 觋

面积
／hm２ a

蓄积
／m３ Ё

竹 　 　林

面积
／hm２  株数

四旁树 散生木

株数
蓄积
／m３ 灋株数

蓄积
／m３ �

合计 １７４５０９ A４０３６ R．５ ３５５２ 北．２ １７３９３６ k３２７８ n．９ １６５２８６ (２７３  ．３ ８６５０ 贩４８４ 蜒．３ １０３６１ 媼２ b１１６ 棗７ p４５７ ゥ
核心区 ５２０８３ *１１１０ R．２ ９８７ 殮．６ ５１９９８ T９４３ W．６ ５００９１  ４４ +１９０７ 贩１２２ 蜒．６ ２７７０ t８５ 帋
缓冲区 ３５０３７ *９５５ ;．５ ７８１ 殮．４ ３４８２１ T６９８ W．８ ３２８１６  ８２ �．６ ２００５ 贩１７４ 蜒．１ ３９９９ t１ b１７ �４ p１９９ ゥ
实验区 ８７３８９ *１９７０ R．８ １７８３ 北．２ ８７１１７ T１６３６ n．５ ８０３４６  １４６  ．７ ６７７１ 贩１８７ 蜒．６ ３５９２ t１ b９９ �３ p１７３ ゥ

1 ．2 ．2 　植物资源
大盘山自然保护区是植物南北交汇之处 ，地形复杂 ，气候优越 ，植物种类丰富 ，区系成分复杂 ，具有亚热

带与暖温带成分相互渗透的特点 。据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 年保护区科考调查 ，大盘山自然保护区分布有大型真菌

３３科 ６２属 １０９种 ；苔藓植物 ５２科 １２１属 ２８０种 ，其中苔类 ２３科 ３２属 ７８种 ，藓类 ２９科 ８９属 ２０２种 ；野生

及常见栽培维管束植物 １６６科 ６５０属 １２４９种（包括种以下分类单位 ，下同） ，其中 ：蕨类植物 ２９科 ４５属 ６７

种 ，裸子植物 ６科 １６属 ２５种 ，被子植物原始花被亚纲 ８０科 ２９１属 ６２２种 ，被子植物后生花被亚纲 ３２科 １８５

属 ３３７种 ，被子植物单子叶植物纲 １９科 １１３属 １９８种 。

保护区内分布有大量的珍稀 、濒危植物 ，其中尤以拥有大量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和道地中药材种质资

源而最具特点 。据科考调查 ，大盘山保护区共有药用植物 １０７４种 ，隶属于 ２０１科 ６３４属 ，分别占保护区科 、

属 、种总数的 ７８ ．８２％ ，７５ ．２１％ ，６５ ．３３％ 。其中藻菌地衣类 ２２科 ２８属 ３３种 ；苔藓类 １６科 ２３属 ２８种 ；蕨类

２９科 ４２属 ５９种 ；裸子植物 ６科 １２属 １５种 ；被子植物 １２８科 ５２９属 ９３９种 。大盘山保护区药用植物总数占

浙江省药用植物总数的 ６０ ．１７％ ，全国药用植物总数的 ９ ．６４％ 。收入枟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年版）枠的

有 ２４０种 ，隶属于 １０３科 １９４属 ，其中藻菌地衣类植物 ４科 ４属 ４种 ；蕨类植物 ７科 ７属 ９种 ，裸子植物 ４科

５属 ６种 ；被子植物 ８８科 １７８属 ２２１种 。种数占大盘山自然保护区药用植物总种数的 ２３ ．９１％ 。收入枟浙江

省中药炮制规范（２００５年版）枠的有 ３２６种 ，隶属于 １１０科 ２５４属 ，其中藻菌地衣类植物 ５科 ５属 ５种 ；蕨类植

物 １２科 １５属 １６种 ；裸子植物 ４科 ５属 ６种 ；被子植物 ８９科 ２２９属 ２９９种 。种数占大盘山自然保护区药用

植物总种数的 ３０ ．７８％ 。

区内还有众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用植物及珍稀药用植物 。据调查 ，大盘山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药

用植物共 ５３种 ，隶属于 ２１科 ３７属 。其中列入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药材（第一批）枠的有 ２种 ；列入枟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枠（第一批）的有 ８种 ，列入枟中国植物红皮书枠的有 ７种 ；列入枟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枠的

有 ４２种 ，列入枟浙江省珍稀濒危植物枠的有 １２种 。

区内还保存着大量的古树名木 ，如栗树坞有阔叶树古树群 ，树种有细叶青冈 、青冈 、枫香 、黄檀等 ，树高

达 １２ ～ １７m ，胸径为 ０ ．５ ～ １ ．２m ；栗树坞千年紫藤王 ；大盘岭头古柳杉 ，树龄达 ７００ 多年 ，树高 ２４m ，胸径

２ ．２２m ，冠幅为 １３m × １５m ；龙潭口古枫香 ，树龄达 ８００多年 ，树高 ２０m ，胸径 １ ．３８m ，冠幅为 １５m × １８m ；王庄

村南方红豆杉古树 ，高 １９m ，胸径 ０ ．７m ，冠幅 ６m × ７m 。

1 ．2 ．3 　动物资源
据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年保护区科考调查 ，区内已知有昆虫 ２２目 １７９科（总科）８８９种 ；鱼类 ４目 ７科 １６属 ２０

种 ；陆生脊椎动物 ２６目 ７２科 ２８１种 ，其中两栖类 ２ 目 ７科 ２２ 种 ，爬行类 ３ 目 ９ 科 ４６ 种 ，鸟类 １３目 ３６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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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种 ，兽类 ８目 ２０科 ６７种 。

保护区珍稀动物种类中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４种 ，包括白颈长尾雉 、豹 、云豹和黑麂 ；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动物 ３６种 ，包括两栖类 １种 ，鸟类 ２４种 ，兽类 １１种 ；浙江省重点保护动物 ３５种 ，包括两栖类 １种 ，爬行

类 ６种 ，鸟类 ２０种 ，兽类 ８种 。

另外 ，保护区拥有十分丰富的药用昆虫资源 。散风解表及安神镇静 ，如蝉蜕 ；润下 ，如蜂蜜 ；利尿渗湿 ，

如蟋蟀 ；祛风湿 ，如蜂毒 ；理气 ，如九香虫 。还有很多可资药用的昆虫 ，如螳螂（桑螵蛸） 、斑衣蜡蝉 、红娘子 、

蛴螬 、蜣螂 、茴香虫 、芫菁（又名斑蝥） 、蜂房等 ，在大盘山都有分布并拥有相当的种群数量 。

1 ．2 ．4 　旅游资源
大盘山自古为名山 ，素有“群山之祖 、诸水之源”之美称 ，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 、深厚的人文底蕴 ，历来是

登高览胜 、宗教朝圣的胜地 。大盘山自然保护区特色景观资源丰富 ，悠久的昭明文化 、罕见的火山遗迹 、奇

特的山峰和象形岩石 、雄壮的瀑布 、秀丽的碧潭 、茂盛的森林古树等山水风光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 。

大盘山有千年大柳杉 、古树群 、七子花分布中心 、杉林沐曦 、翠竹摇风等独特的生物景观 ；还有一亿年前

中生代火山喷发口演变成的火山湖及近于水平的似层状流纹岩形成的长 ３０００m 、宽 １０ ～ １５m的平板溪等南
方极难得一见的地质遗迹 ；更有竹笋石 、结义峰 、双棺石 、卧佛峰 、白龙马 、盘龟望天 、溪蛙望月 、石屋洞天 、盘

山湖 、鸳鸯湖 、金龙潭 、洗肠坑 、双龙泻玉 、梅雨瀑 、百丈瀑等一系列地物景观及盘山万象 、龙潭霁雾等天象气

候景观 。

大盘山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 ，如昭明院 、济阳桥 、罗隐桥 、腾云阁遗址 、大盘岭古道及明陈侃斋的

枟上大盘山枠 、清孔椿的枟盘山积雪枠 、陈文山的枟盘山枠 、明陈修蟾的枟大盘山谒昭明太子祠枠 、清俞允撰的枟盘山

洞枠 、陈修儒的枟盘山昭明太子庙（并序）枠等文学艺术作品 ，更有叠罗汉 、走车马 、迎台阁 、走高跷 、莲花乐 、打

花鼓 、迎大旗 、迎大纸马 、演戏 、祀神 、炼火等民间宗教与民俗文化 。

大盘山地区还盛产食用菌 、中药材 、茶叶 、干鲜果品 、高山蔬菜 、特色酒类 、山野货物等地方特色物产及

竹编 、根雕 、宫灯等工艺品 。

1 ．3 　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区划

1 ．3 ．1 　保护区范围
大盘山自然保护区位于磐安县县城安文镇东南 １０km处 ，是天台山 、会稽山 、仙霞岭和括苍山的承接处 ，

包括大盘山主峰及周边地区 ，范围集中连片 ，东至西坑口 、牛郎岗 ，南至金竹头 、大田背林场 ，西至仰曹尖 、长

坞尖 ，北至樟成山 、双岗尖 ，地理位置介于 ２８°５７′０５″ ～ ２９°０１′５８″N ，１２０°２８′０５″ ～ １２０°３３′４０″E 。保护区总面
积 ４５５８hm２

。

1 ．3 ．2 　功能区划
依照物种的有效保护 、生态完整性 、地域连续性 、方便管理 、多功能性等区划原则及依据枟中华人民共

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枠 、枟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枠 、枟自然保护区工程总体设计标准枠等

区划标准 ，结合主要保护对象的时间 、空间分布格局以及保护区发展需求 、社区居民点及其生产生活需

求 、资源合理利用等实际情况 ，综合划定核心区 、缓冲区和实验区 ，并在保护区外围的局部地域 ，设置外围

保护带 。

1 ．3 ．2 ．1 　核心区
将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特别是名贵珍稀药用植物 、重要道地大宗药材野生种质资源 、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药材物种的集中分布地 、珍稀濒危动植物及其重要栖息地 、珍稀植物群落集中分布的地域划为核

心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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