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珍稀濒危植物金花茶保育生物学研究／韦霄等著．—南宁：广西科学
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１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５５１－０４６２－９

　　Ⅰ．①珍… Ⅱ．①韦… Ⅲ．①山茶科—植物保护—研究 Ⅳ．①Ｑ９４９．７５８．４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５）第２５６６５７号

珍稀濒危植物金花茶保育生物学研究　

韦　霄　柴胜丰　陈宗游　王满莲　等著

责任编辑：池庆松　　　　　　　　　　　　责任校对：袁　霞　李　琦
责任印制：陆　弟 装帧设计：韦娇林

出 版 人：韦鸿学 出版发行：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广西南宁市东葛路６６号 邮政编码：５３００２２
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ｘｋｊｓ．ｃｏｍ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路６２号 邮政编码：５３０００７
开 本：８９０ｍｍ×１２４０ｍｍ　１／１６
字 数：７３千字 印 张：１８．５　　插页：８
版 次：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第１版 印 次：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５５１－０４６２－９
定 价：１１８．００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与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０７７１－５８４２７９０



书书书

本书著作者

韦　霄　柴胜丰　陈宗游　王满莲　蒋运生
唐　辉　漆小雪　韦记青　邹　蓉　唐健民
农月香　黄兴贤　孔德鑫　史艳财　梁惠凌
胡兴华　骆文华　叶万辉　曹洪麟　杨期和
李旭群　李吉涛　黄明钗　蒋水元　熊忠臣
庄雪影　李　锋　郭　辰　文香英　吴儒华

　　　　　　　　潘子平



作者简介

韦霄　男，１９６７年生于广西天峨县。理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科院 “西部之光”计划培养人才，广西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广
西植物》常务编委、广西植物学会理事、广西标准化协会中药材标准化专业技
术委员会委员、广西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金花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桂林
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兼）。获第九届广西青年科技奖，广西 “新世纪十百
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和 “广西科学院十佳科技骨干”称号。主要从事经
济植物引种驯化和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承担２０多
个项目的研究任务，主持国家基金项目５项、省部级研究项目１２项，取得１５
项研究成果，多项成果达国内领先水平。获广西区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项，三
等奖５项。发表论文８０多篇，其中作为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在ＳＣＩ刊物发表

１１篇。著有 《黄花蒿 （青蒿）高产栽培基础理论与实践》，参与编写的著作有

３部。

柴胜丰　男，湖南益阳人，１９８０年１１月生，博士，副研究员。２００６年６
月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生态学专业，获理学硕士学位，同年到广西植物研究所
工作，主要从事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研究。其间于２０１０年９月
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在职就读于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植物学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
近年来先后主持和参加国家级、省部级项目２０余项，在ＳＣＩ刊物、中文核心
期刊等发表论文４０余篇，参与编写著作１部，获省部级、地厅级奖励８项。

陈宗游　男，出生于１９８０年９月，广西武宣人。副研究员。２００４年毕业
于广西大学园艺专业，同年７月到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
濒危植物的分子生物学和特色经济植物的引种驯化研究。近年来先后主持和参
加科研项目３３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项，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
目１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和广西科技攻关项目１８项，其他项目１１项）。获
得广西区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市厅级奖４项，获专利２项，制定地方标准１
项。在ＳＣＩ刊物发表论文４篇，在国内核心刊物发表论文４０余篇，参与编写
专著１部。

王满莲　女，出生于１９７８年７月，湖南洞口县人。理学硕士，副研究员。
自２００５年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硕士毕业后一直在广西植物研究
所工作。主要从事药用植物和珍稀濒危植物的引种栽培与生理生态学特性研
究。先后主持省市级项目多项，获广西科技进步三等奖２项，地厅级成果奖５
项。作为第一作者在ＳＣ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２０余篇。



内容简介

金花茶组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ｅｃｔ．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　Ｃｈａｎｇ）植物是唯一一组以开黄色花朵著称的山
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山茶属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植物。《珍稀濒危植物金花茶保育生物学研究》是作者近十多年来
对金花茶组植物调查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汇集了金花茶、毛瓣金花茶和东兴金花茶三种植物的地理分
布、生境特点、种群特征、生殖生态学、传粉生态学、生理生态学、遗传多样性、营养成分、繁殖技术、
引种驯化等多方面内容。本书是目前在金花茶组植物方面比较系统、完整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可供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自然保护区等相关机构人员参考使用，尤其适用于植物学、生态学、
林学和自然保护等学科，同时，对植物爱好者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的今天，保
育生物学的研究显得尤其重要。广西地处热带和亚热带，横跨东部湿润亚区域和西部半湿润亚区域，地
形、地貌复杂，滋生和蕴藏着种类众多、组成复杂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金花茶组植物是世界珍贵、稀有的
观赏植物和种质资源，因该组植物是山茶属中唯一具有开黄色花的类群，故被誉为 “茶族皇后”，引起了
国内外植物学界和园艺学界的广泛关注。金花茶被称为 “植物大熊猫”，它不仅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而且
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是广西极具开发价值的特色资源优势植物。如何保护金花茶这类稀有、珍贵种质资
源，扩大金花茶的种群规模，开展其保育生物学研究十分必要。为保护金花茶组日趋濒危的物种，广西壮
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韦霄及其科研团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珍稀濒危植
物金花茶保育生物学研究》一书是该科研团队近十多年来对金花茶组植物调查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较全
面而系统地开展金花茶、毛瓣金花茶和东兴金花茶地理分布、生境特点、种群特征、生殖生态学、传粉生
态学、生理生态学、遗传多样性、营养成分、繁殖技术和引种驯化等多方面内容研究。通过宏观和微观方
面的综合研究，阐述三种濒危植物的濒危机制，并提出了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为金花茶组植物的保
护、物种恢复和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理论依据和技术，为其他珍稀植物的保护提供思路和参考。

本人阅读了 《珍稀濒危植物金花茶保育生物学研究》书稿，很高兴看到广西对濒危植物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有一批科研人员在广西生活条件较为艰苦的山区辛勤地开展濒危植物保育生
物学的工作。该书是目前比较系统、完整的金花茶组植物方面的专著。全书结构清晰、内容翔实，在金花
茶组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研究方面都有独到见地与创新。故借本书出版之际，特向作者祝贺，祝愿本
书的出版对于我国保育生物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宜瑜

２０１５年３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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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随着人口的迅猛增长，经济活动的不断加剧，生物多样性正在急剧下降，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比较丰
富的热带、亚热带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的恶性膨胀与经济的不协调发展，生态系统更是遭到了严重破
坏，大量物种已经灭绝或处于灭绝边缘 （Ｆｒａｎｋｈａｍ，１９９５）。

据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所设物种保护监测中心估计，全球有１０％ 的植物面临灭
绝，有５万～６万种 （约占全世界植物种数的１／５）植物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 （何关福，１９９６）。物种的
灭绝不仅意味着一个物种的消失，更重要的是这些物种所携带的遗传基因也随之消失。当一个物种的个体
数量大幅度减少后，其遗传多样性也就大量丧失。消失的物种不仅会使人类失去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
食物链引起其他物种的消失，一种植物的绝灭，常常导致另外１０～３０种生物的生存危机。大量物种的灭
绝必然导致人类生存环境彻底崩溃，最终导致人类本身的灭绝。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本身
（祖元刚等，１９９９）。

保育生物学是一门年轻的综合性学科，是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目标是评估人类对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提出防止物种灭绝的具体措施，是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综合，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
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对珍稀濒危物种的研究和保护。研究热点包括小种群生存概率和物种濒危灭绝机
制、减缓现有物种的灭绝速率等。目前，物种保护特别是濒危物种保护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世界各
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物种保护的法律和法规，在濒危物种比较集中的地区和生态系统的关键地区，以及生
物多样性分布的热点地区建立了自然保护区，用来保护生物资源和赖以生存的环境。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特
别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陈灵芝，１９９４）。濒危物种是生物多
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但由于自然与人为的原因，植物种质的消失日趋严重。因此，
保护珍稀濒危植物是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开展珍稀濒危植物保育生物学的研究，对于促进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目前处于濒危和受威胁的植物种类大约有３　０００种。金花茶组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ｅｃｔ．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　Ｃｈａｎｇ）植物属山茶科山茶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张宏达，１９７９）。因其是山茶花中唯一具有
开黄色花的类群，被誉为 “茶族皇后”，引起了国内外植物学界和园艺学界的广泛关注，称金花茶为 “植
物大熊猫”。金花茶组植物是世界珍贵、稀有的观赏植物和种质资源，资源量十分有限。１９９８年山茶科山
茶亚科的 《中国植物志》出版，书中记录了分布于中国的金花茶组植物共１６种，其中金花茶系１５种 （中
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１９９８）。有５种被列为我国一级和二级保护植物。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
物的有金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ｎｉｔｉｄｉｓｓｉｍａ）１种；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的有显脉金花茶 （Ｃ．ｅｕｐｈｌｅｂｉａ）、平
果金花茶 （Ｃ．ｐｉｎｇｇｕｏｅｎｓｉｓ）、东兴金花茶 （Ｃ．ｔｕｎｇ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毛瓣金花茶 （Ｃ．ｐｕｂｉｐｅｔａｌａ）等４种
（傅立国等，１９９２）。广西是金花茶分布的中心，被誉为金花茶的故乡。金花茶组植物主要分布于广西南部
和西南部，分布区范围极为狭窄。由于金花茶自身生物学特性和受到自然、人为因素的影响，在其分布区
一般呈星散分布，单位面积个体数目少，稀有大的种群分布。由于人为的破坏，目前其分布区范围正逐渐
缩小。金花茶种质资源保护已是势在必行。因此开展金花茶保育生物学研究，是对金花茶进行科学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基础，对于金花茶的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书主要以第一作者２００３年以来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攻读博士以及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
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带领的科研团队以金花茶组植物为研究对象的工作为基础，以２０１４年前已发表有关
金花茶组植物金花茶、毛瓣金花茶和东兴金花茶保育生物学和繁殖技术数据为主要数据来源，对这三种植
物的地理分布、生境特点、种群特征、生殖生态学、传粉生态学、生理生态学、遗传多样性、营养成分、
繁殖技术、引种驯化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珍稀濒危植物金
花茶保育生物学研究”（项目批准号：３０５６００１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珍稀濒危植物金花茶与茶的繁
育系统研究”（项目批准号：３１１６０１３７）、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 “野生与迁地保护金花茶
繁育系统比较及其回归技术研究”（合同编号：ＫＳＣＸ２－ＹＷ－Ｚ－０９１３）、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ＢＧＣＩ）
项目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Ｒａｒｅ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ｎｉｔｉｄｉｓｓｉｍａ，Ｃ．ｅｕ－
ｐｈｌｅｂｉａ，Ｃ．ｔｕｎｇ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ｃｔｉｖ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Ｇｏｌｄｅｎ　Ｃａｍｅｌ－



２　　　　

ｌ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Ｇｕａｎｇｘｉ”（合同编号：Ｒ４３３１）、广西自然科学基金 “金花茶组五种濒危植物
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 （合同编号：桂科自０８３２２５）、广西自然科学基金 “广西石灰岩特有珍稀濒危植物
毛瓣金花茶的致濒因子研究”（合同编号：２０１２ＧＸＮＳＦＡＡ０５３０６７）和广西应用基础研究专项 “珍稀濒危
植物金花茶保护遗传学研究”项目 （合同编号：桂科基０５７５１１５）等项目的支持。研究工作还得到国内众
多老师和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如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葛学军研究员、王峥峰研究员，华南农业大学郝刚
研究员，广西植物研究所赵瑞峰高级工程师，他们对整个研究工作悉心指导和支持。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
园王章明博士和傅生雷研究员对论文写作做了指导和修改。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著作者集体努力的结晶，是大家十多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衷心希
望本书的出版能对我国濒危植物保育生物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推动作用。由于作者水平有限，疏漏和错
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有关专家和同行们批评指正。

韦　霄

２０１５年２月６日于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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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ｓ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ｓｈａｒｐｌｙ．Ｔｈｅ　ｕ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ｅｘ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
ｃｏｎｏｍｙ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ｎ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ｅｘｔｉｎｃｔ　ｏｒ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ｒｏｐ－
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ａｎｋｈａｍ，１９９５）．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ＵＣＮ，ａｂｏｕｔ　１０％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ｂｏｕｔ　５０　０００ｔｏ　６０　０００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ｂｏｕｔ　１／５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Ｈｅ，１９９６）．Ｔｈｅ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ｏｓ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　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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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绪　论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生物圈的结构和功能取决于生物多样性的状况。生境片段化、生
态系统遭受破坏等，以及地震、水灾、暴风雪、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物
种自身原因，等等，使生物种群数量不断减少，遗传资源迅速减少，生物种群内遗传多样性严重丧失，导
致生物对疾病、气候变化、栖息地改变、杂交等的抵抗或适应能力降低。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保护人类自身。

１　保育生物学的产生和发展

目前有关生物多样性保育的概念，只有一个词，就是 “保护”。这跟研究及实践的需要与发展不相适
应 （张新时，１９９５）。在１９９４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所编的 《环境与发展简报———生物多样性
专辑》（‘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ｒｉｅｆｓ－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中，明确地区分了 “保存”“保护”与 “保
育”的概念。

保存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为了提供维持生物个体或其组合 （但不是为了其进化的变化）而制定的政策或
方案 （如动物园与植物园等）。

保护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在自然区域中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而对人类活动的控制或限制 （如保护区）。
保育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对生物资源持续发展的各种管理行为，因此不仅可以从这一代中获取最大的利

益，同时维持其潜力以满足未来世代的需要 （如种质库）。
保育不同于保存和保护之处，在于它可提供给自然群落在一定条件下长期的保持，从而提供继续进化

的潜势 （李忠超等，２００５）。

保育生物学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是研究生物多样性保育的科学 （胡志昂，１９９７；黄宏文等，

２０１２），国内多译为 “保护生物学”。在概念上，保育生物学不仅强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而且更注重生物
多样性的维持、发展和可持续利用。濒危植物保育生物学针对濒危植物特点，应用植物学及其分支学科原
理方法，阐明植物濒危的内在机理与外在因素，提出解除濒危的策略与对策，应用社会科学及其相关分支
学科及社会经济条件提出具体的解除濒危的措施 （祖元刚等，１９９９）。

保育生物学是一门年轻的综合性学科，目标是评估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提出防止物种灭绝的具
体措施 （Ｓｏｕｌé，１９８６；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９２），是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综合，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
（祖元刚等，１９９９；曹丽敏等，２００１）。著名保育生物学家Ｓｏｕｌé（１９８５）指出：“保育生物学是应用科学来
解决由于人类干扰或其他因素引起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问题的近年发展，其目的是提供生物多样性保
护原理和工具……与肿瘤生物学一样，是一门综合科学，并非纯生物学，是生物科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应
用。”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动物、植
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蒋志刚等，１９９７）。生物
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开发与日俱增，伴随着的
是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锐减。这种变化越来越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
下，人们迫切需要一种理论和方法来指导人类对生物资源的保护，以便能持续地生存下去，由此保育生物
学应运而生 （蒋志刚等，１９９７）。

１９７８年，第一届国际保育生物学大会在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召开，生物多样性危机已受到普遍关注，
保育生物学作为一门新兴科学迅速发展起来。１９８５年美国保育生物学协会创立和１９８７年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杂志的创刊标志着该门学科的成熟 （Ｓｉｍｂｅｒｌｏｆｆ，１９８８；李义明，１９９５）。自１９７３年 《濒危动植
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签订以来，国际上已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１９９２年６月在巴西里约热
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里
约宣言》（Ｔｈｅ　Ｒｉｏ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和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这些公约的签
订，表明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全球性的任务，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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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育生物学研究起步较晚，力量薄弱，但发展较快。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我国政府、各级部门和
科研机构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主要工作包括：①成立保护机构、颁布保护法规；②加入国际组织、签订
国际保护公约；③发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和出版中国濒危动物和濒危植物红皮书；④建立 “中
国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 （ＣＢＩＳ）；⑤就地保护———成立自然保护区；⑥迁地保护；⑦离体保护等 （杨兆
芬，２００３）。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开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１９９０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生物多样
性工作组，１９９２年３月改称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统一协调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研究工作。

１９９３年，《生物多样性》杂志创刊发行。１９９４年，我国政府颁布了 《中国２１世纪议程》和 《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以履行相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公约，这些均表明我国加快了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
护的步伐。１９９４年８月，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林业部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保护司和中国植物学
会青年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以后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
到２０１５年已举行了１１届。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的组织和推动下，先后出版了 《生物多样
性研究的原理与方法》（１９９４）、《保护生物学》（１９９７）、《濒危植物裂叶沙参保护生物学》（１９９９）、《保护
生物学基础》（２０００）和 《物种濒危机制和保育原理》（２００５）等专著，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保育生物学工作
与研究的发展。目前，保育生物学研究的热点已从学科及其方法的介绍转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区域可持
续发展的研究上。

２　保育生物学研究内容和热点问题

作为一门新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保育生物学的研究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但生物多样性保护始终是保
育生物学的核心。保育生物学作为研究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科学 （Ｓｏｕｌé，１９８５；Ｒｏｈｌｆ，１９９１），它自然
以生物多样性为研究对象，研究直接或间接受人类活动或其他因子干扰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等
（Ｓｏｕｌé，１９８５）。保育生物学是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其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就是加强对珍稀濒危物
种的研究和保护 （蒋志刚等，１９９９）。

保育生物学有两个目标：一是了解人类活动对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的影响；二是发展实用的方法来
阻止物种绝灭，并力图恢复濒危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正常功能 （Ｐｒｉｍａ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保育生物学的基
本过程：拯救生物多样性 （ｓａｖ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研究生物多样性和持续、合理利用生物多样性 （季维智，

１９９５）。
保育生物学较活跃的研究领域有下列几个方面：①生物多样性起源、维持和变化，尤其是小种群生存

概率方面；②确定保护生物多样性热点的地区及其生物多样性编目；③物种濒危灭绝机制；④生境破碎问
题；⑤自然保护区理论；⑥立法与公众教育等。（蒋志刚等，１９９７；祖元刚等，１９９９；曹丽敏等，２００１）

３　保育生物学的发展趋势

当前，保育生物学表现出三大主要发展趋势：①特殊物种的个体生态学和种群生存力分析，尤其物种
濒危原因分析是研究重点；②整体群落、生态系统、景观和区域是监测和保护关心的焦点；③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相结合是各国解决保护与发展问题的有效手段。（李义明，１９９５）

４　濒危植物保育生物学研究

植物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保障人类社会的基本资源。除了供给我们基本食物
和纤维的农作物外，还有成千上万的野生植物，它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性和潜力巨大，为世界各地
众多的人口提供了食物、医药、能源、衣物和居所。例如，仅仅中药就有超过５　０００种植物。印度的传统
药物使用了７　０００种不同的植物。植物在维持生态系统基本功能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是世界上动物生
存的基础。但是，尽管我们的生活依赖于植物，而其生存却面临危机。尽管要恰当评价全球植物的现状还
有大量工作要做，但世界上有５万～６万种植物的生存受到威胁，这是毋庸置疑的。

濒危物种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珍稀濒危植物是研究植物起源、系统进化的有力证据，是植
物遗传育种的珍稀材料，是植物生殖生态研究的可靠借鉴。因此，珍稀濒危植物具有科研价值。此外，许
多珍稀濒危植物还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开展珍稀濒危保育生物学的研究，对于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
有重要意义。

濒危植物保育生物学基本原理与保育生物学一致，是一门综合性学科，针对濒危植物特点，应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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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及其分支学科原理方法，阐明植物濒危的内在机理与外在因素，提出解除濒危的策略与对策，应用社会
科学及其相关分支学科及相关社会经济条件提出具体的解除濒危的措施 （祖元刚等，１９９９）。由于植物稀
有和濒危的原因和机制十分复杂，要探讨和阐明植物濒危的机制，进而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植物的濒危状
况，就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合理的研究思路和方案、有效的研究手段。要对物种的濒危机制进行研
究，就要对物种的起源、进化历史、生物学特性、群体结构和动态进行深入探讨，不仅要考虑地理空间尺
度，还要考虑时间尺度，因为稀有或濒危既是空间现象，也是时间现象 （Ｆｉｅｄ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目前，濒
危植物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已日益成熟。洪德元 （１９９５）和祖元刚 （１９９９）分别阐述了植物濒危机制研究
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濒危植物保育的研究思路是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以种群为单位，以群落和生态系统
为背景，把近缘广布种和濒危种对比研究，抓住濒危的主要环节和进行多学科的参与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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