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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一

部江大盘山E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浙江省中部磐安县，罩、西在 45.58 平方千米，主蜂大盘

山海拔 1245 米。自古以来，当地就一直商传着"大盘山脉连九奸、I (指杭州、苏州、湖外i 、

委卦!等)，水系通天台、他罩、结云、永票、东F日五县(市)"之说。大盘山是苦苦江省钱塘江、

图江、灵江三大水系主要支流的发摆地，是浙江中部重要的水漂温养区和生态雳嚣，素有"群

山之程"、"语水之源"之美誉。

大盘山自然保护区是以野生药用撞物、生物手中质资掠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特殊的气候和环境条件成为药用擅勃生长的理想场所，区内分布着许多珍稀谦是的药用撞

物和道地中药材种质资涯，是传统道地中药材"斯八昧"中元挠、自术、自巧、玄参、员母的

原产地，是我E东部药用撞物野生手中或近缘种最重要的神贯资涯库，高野生药用撞物 1092 种，

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10 年版浮的有 240 革中，投入《浙江省中药倡制规程( 2005 

年报 n 的有 326 神。珍稀濒危的药用檀物有石斜、大叶三七、斑叶兰、支柱寥、灵芝等，重

要野生药用檀物有元挠、自术、玉竹、太子参、玄参等。最有特色的当数野生无捷，许多擅物

学家寻遍大江南北都没奋发现，而在大盘山海拔 900 多米的自阴山坡上却高成片生长，也是

大盘山的"镇山之宝"。大盘山自然保护区及其国边地区招有丰富的人文生态、文化。其中昭

明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较为典型。在我国东南一带南极为罕觅的亿年火山i费、千米平

板长溪等火山地质遗迹。

近年来，大盘山自然保护区按照"共同维护保护区资j窟，全力打造大盘山品牌"工作，晋、路，

在全力保证资渥安全的前提下，加大科研投入，加强与大中在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充分利

用"新江省特色中药材资摞合理利用及人工繁育技术平台"如"浙江省金华市大盘山院士专家

工作站"等科研合作平台，开展了野生药用撞物多样性保护与合理利用研究等多项科研项吕，

完成了省、市多项重点科研项目，多项科研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出版了《浙江大盘出望家级

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考察与研究》和《浙江大盘山药材志》两本专著。大盘山保护区荣获"全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自然保护区委员会首散会员单位"、"浙江省生态道德、教雪基地'\"浙



江省生态环境教育示范基地"等荣誉。

为了促进大盘山保护区持续锺震发展，大盘ÙJ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大盘ÙJ志》的编

墓工作，经过全体编著人员的共同努力， <<大盘山志》即将出报Q 该志全面翔实地记录了大盘

山保护区及国边的自然环境、生态资j罩、自然保护、历史沿革、科研科晋、人文历史、hK游发震，

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数据准确，条理清晰。该书的出版，将引导更多的社会人士更深入地了

解大盘山、认识大盘山，共同参与至1保护利用大盘山的行殉中菜，使大盘山真正成为生态磐安

的金名片。同时，包也将是一本大盘山发展的历史书、科研科苦的宣教书，体验大盘山旅游的

导读书， f昌导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工具书。提嚣大盘山的明天更加美好。

国 2 学院院士)'.J.~等



序

大盘山是苦苦东坦山，是磐安的圣山，自古以来就是山111影段之地，人文苔萃之乡。在大

盘山工作这凡年，我租同事{f丁走遍了保护区的白山水水，一次又一次被大盘山的壮美而震撼，

一次又一次为大盘山的博大而赞叹。细致严谨的科学考察，层出不穷的全新发现，触动心灵

的自然敬畏，正是我引用心编篡《大盘出志》的力量之语。

大盘山的崇高令人饵止。大盘山是括苍山、{庄重龄、天台山、四明山等出踪的发脉处，

素有"群山之程"的美誉，主蜂盘山尖海拔 1245 米， 5200 多座山峰连绵不绝，融成雄、奇、险、秀、

跑、吉的优美画卷。"巍曦数万f刃，中凹似饵磐，足摄浮云上，天风六月寒"。"直上盘山最

上重，千村芳窒边有(}Xt;遥观海北千层液，始{言江南第一蜂"。这是古人对大盘出由衷的赞美。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年复一年地跋涉在大盘山中，工作无比的理辛，甚至处处充满危盐，但面

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神奇造化，每个人都发吕内心地感到昌豪，始终怀着一颗景如之心去

保护娃、发现魁。

大盘山的美丽如诗如l1!!J 0 "一卷i寺书入噩来，几多闲情山水间大盘山犹如一幅美丽淡

雅的中国画，奇峰、林海、清泉、出花，美景美色怎么也欣赏不够，特别吸引人前就是那变

幻多姿的水千米平板溪"和"亿年火山潮"两大地震奇观让人叹为观止。西对千米孚板溪，

北宋著名书法家、画家来苦留下了"此地风光三吴无，平石在清流世间辣"的诗句，题下了"天

下一绝"四个大字。大盘山数不清的山润、溪流、湖泊，碧水潺潺，鱼儿悠悠，给大盘LlJ注

入了生机，增添了灵气，也孕育了流遍浙江大地的四大江河。

大盘山的药材5$足珍贵。得天涯厚的自然条件使大盘LlJ成为"天然的中药材资源宝库

是我虽东部药用檀物野生种或近缘种的最重要种质资1原库，是"江南药谷"的一颗璀臻明琛c

主产于大盘山娼区的"磐王昧

曾有"药花开满若霞绪，元参吕术与自走考]，更有元吉胡月，万国皆来市"之说。如今的大盘山地区，

中药材生产己然成为最大的产业，出现了"家家户户种药材，镇镇村村闰药香"的繁荣景象。

为国护宝，为民守山，大盘山人像爱护自己的眼霸一样保护这里的一草一木，并且不断在这



个动植物王国中发现新的韧种，书写着新时代的"神农"传说。

大盘山的文化博大精深c 深山密林隐富士，异草奇花藏文章。大盘山自吉就是文人墨客的流

连之地，李白、孟浩然、陆游等历史名人都在大盘山留下足迹和诗嚣。"远寻恶溪去，不惮

恶溪恶。电哮七十滩，水石相嗤薄。"这是李白对好j翼的赞叹。"避乱到安福，与f曾相往

还。东1至分割去，黄莺正鸣tto "则是少年陆潜离别大盘山时的感叹，成了大诗人动人的

处女作。 5召明太子在大盘山结庐著《文选} ，带领山民手中药除菇，成就了干年药乡传奇c 孔

端躬捧窟棒溪南孔i阑里"传承需家文化，登上了 "~i累"黯堂。如今，从历史沧桑中一

路走来的药文化、茶文化、菇文化、儒家文化，在大盘山的护信下重放光芒，赶茶场、远大

旗、烧火、先锋等非遗珍品进入国家保护名录，走出大山，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

的无穷魅力。

斗转星移，欣逢盛世c 近年采，大盘山雷理层提出了"共同维护保护区资裙，全力打造

大盘山吕悟"的工作患路，使这片神奇的土地焕发了更强大的生机。一望无际的阔叶林芭壮

成长，数以千计的野生中药材种匮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珍贵的传统文化得到控摇整理，众多

科研项目得到奇效实施，大?比基础理吕正在稳步推进……一个保护机制健全、药得特色鲜明、

养生资1原丰富、社会发展和谐、辐射能力强大的保护区正在这里迅速嚼起c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大盘山雷理局经过信已谋划、充分语查和系统整理，为大盘山立传，

编辑出肢《大盘山志}，全菌介绍大盘山的生态资裙、养生资源、中药资源、底接资谦和人

文资暖，为人妇揭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神秘面纱。这本志书出[司世，对于增加保护区文吏

资料、促进保护区科学发震、挂动j折中江河源头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弘扬生态、文明都有表

摄的意义，还有剪子激励人们励禧医治、 1更苦创业、开芜笛新的时代精神。我相信，只要我

们以更为鉴，立足当前，噩向未来，司心i穷、力，奋发育为，大盘山的明天一定更由美好。

值此《大盘山志》正式出版之际，谨向斯有关已相支持本志编辜的领导和国志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

;二:;二LL:伊wγ
2015 年 6 月 10 B 



一凡例

一、本志以唯物史观和科学发展程为指导，实事求是记载大盘山的历史和现枝，力求突出

时代特色相专业特色。

二、记述年限，上限尽量追湖事物之发端，下黑为 2014 年年底，个到事璜延伸至《大盘山志》

出版前夕。中华民国以前(含中华民国)沿用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启用公元纪年，

公元纪时用再拉{fj数字表达，农历纪时用汉字书写。

三、以专业志为主体，串概述、大事记赂、纵录等组成，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篇中设章节，

共 6 编、 23 章、 79 节，节下设若干巨，用述、记、函、麦、录、照等形式进行表述，采用横

排纵述的方式进行表述，共 30 余万字。

四、自然环境、资摞、雪护、科研科普等方面的记述范围以浙江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这域为主体，保护区外国保护带租保护区之外涉及保护区民容从筒，大事记、历史人文、

养生旅游和重要事件的记述范围菌盖整个大盘山区域。

五、计量单位一般沿用国家通用名称，长度用崖米、米、千米，重量用克、千克、吨，面

积理亩、公读、平万千米，中华民国以前〈含中华民国)没用票单位。

六、专业术语、名称以行业内适用、规范为准，动檀韧名称除名录如注拉丁文学名外，文

中一般不标注。图片说明力求简洁，非{~稿者所摄照片另行注明拮摄或提供者。

七、有关大盘山书写名称:未建保护这前称大盘山，建立各级保护区后，简称大盘山保

护区，浙江省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这管理局简称大盘山雷理局。

八、本志史料主要亲自各级档案馆、医书馆、县志、专著、史辑、各部门文件、谓查成

果报告、报于日，人文部分少量为当事人口述，入志资料多经印证，力求真实可靠，除引文需

要外一般不标院出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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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一一一

大盘山位于革开江省中部磐安县境内，嚣浙江ÚlJþi<的中支部分，即由江西、福建交界的武夷

出主立自浙江省延伸为伯霞岭，他霞龄继建向东北廷展至大盘由、天台山，会槽山、四日耳山别是

这一出朦的支牒，并在此地会集。据考证，大盘úl为保罗纪时期火山睽发所形或的凝灰岩山体，

在新构造运动中被强烈抬升，呈西南一东北走向，似"黯京j重脊"耸立云民D 大盘山主峰 1245 米，

素盲"群úl之捏"、"清水之渥"的美誉。

大盘山区地吏吉者，孕育于中生代保罗纪，距今约有 2 亿年历史。地层主要是上保罗统西

úl头组、下自圭统馆头组、下自主统朝J 11组租一定的侵入岩。保护区断裂纵横交错，山JlïJ<呈伞

形展布，山地地貌特征明显。土壤主要有红事、黄壤、水酒土 3 个土类;黄红壤、黄壤、漫蚀

型黄壤、渗育型水稻土、摇育型水福土 5 个亚类。大盘山地这为浙江省钱塘江、灵江、图江三

大水系主要支流的发源地之一，?!<体民量优良，未受污染。气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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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忌的特点是:季

风显著，四季分明，年气温适中，光照较多，爵量丰沛，空气湿润，雨热季节变化同步，气

候资源自己制多样，气象灾害繁多。

大盘山自然保护这是撞吻南北交汇之处，复杂的地形环境、丰富的檀被类型、温暖j显润的

气{!吴条件，造就丰富多影的生境，使其生物多样'在突出，生韧资涯极其丰富。植韧区系是热带、

东亚、北温带成分的交汇处，从而也构成了大盘山许多珍稀濒危撞勃的多样、复杂的特点。这

内分布较多的古老露种及子遗植物，现保存吾国家 I 级重点保护撞物 2 神， 11 级重点保护植物

12 神，更育像七子花、华]要杜草草等保存完好、较大摆模，为国内极其罕见的群落。优良的生

态环境，丰富多彩的植被类型也为野生动物的梧息、繁衍提供了良好条件，保护区现有国家 I



级重点保护动吻4 革中， n级重点保护动物 36 秤，浙江省重点保护动物 35 静。自于受人类长期

活动的影睡，原生性撞被己遭受彻底的被坏， 8前梅成大盘山植被的主要类型以人工栓杉林、

节林那年轻的常绿i遣叶幼林为主，另有针阔叶j昆交林、 j蔷丛及草丛等植被类型。

大盘山自然保护区是金华市唯一的E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以亚热带季风气候森林生态系

统、珍稀激危野生动植物、野生药黑撞物种居资源及其生境为主要保护对象的野生动植韧资源

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东部药用植物野生种或近绿粹的种质资摞j宰。区内拥哥大量望家保护的

野生药材程名贵药用檀切，丰富的药用撞物资j票是保护区的最大亮点。大盘山据有药用撞物

1092 种，占全省药用撞韧的 61.05%，分居 202 科 643 属;其中藻菌地衣类檀物 34 神，分属

22 科 29 属:药用苔薛檀物 28 秤，分属 16 科 23 嚣;药用藏类撞物 59 种，分居 29 科 42 居;

药用裸子撞物 15 手中，分窟 6 科 12 属;药用摄子撞物 956 种，分属 129 科 537 羁;载入《中华

人罢共相国药舆( 2010 年版浮的有 240 种，收入《浙江省中药炮制娓范( 2005 年版玲的有

326 神。

大盘山区域交通便利，人员活动频繁，原生性植被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曾遭受较

为严重的破坏，橱木、柴草被砍，无限制撞开皇，境内大量野生中药材被撞。为了切实保护大

盘山的自然资j嚣，梅建生态、屏障， 1993 年 4 月 20 日，磐安丢人民政府公布大盘山地区为县级

自然保护区， 1994 年 12 月 28 日，金华市人民政府将大盘山升格为市级自然保护区， 2001 年

5 自 23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大盘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2002 年 7 月 2800务院办公厅公

布浙江大盘山为医家级自然保护区。 2003 年 5 月 238 ，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雪理局正式

挂牌，开始规恶化管理。

大盘山自然保护区位于磐安县中部，地理坐标介于北纬 280 57' 的"~29001f 绍"东经

120028' 05" ~ 120033' 40" 之间，面积 4558 公眩，其中核心区 1196 公顷，占保护区总面京的

26.2%，缓冲这 1114公顷，占保护区总E积的 24.5%，实验区 2248 公顷，占保护区层面寂的

49.3%，外国保护带 844 公霞。

四

大盘山自然保护区雪理机构设立后，积极探索有大盘ÚJ特色的营护机制，以"丰富保护

区内涵，提升大盘出品位，努力打造全国言批生态示范区内核"为己佳，牢固橱立"保i括中

一方净土，送下游三江清水"的生态保护理念，狠1m资1原管理，构建管护体系，开展资

摞蓝t!l!tl ，挂进基黯设施建设，雷护能力有了假大提高。

资j原雷f户艇程高序，三级保护罚络体系日臻完善。从大盘山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严

防火、禁滥伐、阻开墨、止采挖、摇撞撞、防病虫"的资渥保护工作总要求，逐步建立完善

了一系列筐理制度和措施，逐年充实管理人员，保护区规范化筐理得到了育放推进。组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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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林地政策处理，开展集体林租赁工作，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倡导"资j原共营、利

益共事"生态、保护理念，社区共雷意识明显增强。

加强保护站点配套设施、巡护路网等管护基石由设搞建设，是加强大盘山区域生物多挣在保

护的客商要求，也是建立高质量自然保护区和f走进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震的必然趋势。建区以

来，大盘山雷理局稳步搓进基石主设施建设，保护区，白、体规划追过匿家批准，建设了石上、牛路

溪保护站.西岭坑、龙皇坑口、九头石唱卡及大盘山尖黯望自昌等管理国房;保护区边界设立界

桩 111 子，建立了巡护监控系统、生物防火线及lWj雷苦;完成了大盘山药吊擅勒匮一黯工程建

设，段集种撞药用担韧 820 多种，集中药、文化、地质为一体的大盘山博韧馆正在建设当中。

五

开展科研工作是提升保护区内涵和层次的重要措施，大盘山区域分布着许多医家级、省级

重点保护的珍稀野生动植防黯秤，是科学考察和研究的天然资语库，是科学普及和生态教育的

理想基地c 丰富的动手亘慰资裙、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组特的药用菌物种贵资提及真空境，极

具保护价值和研究价僵。和ffl药用撞物天然宝库，加强种质资i原军II{毛试种，开展应用性研究，

推进社区中药材产业发展，是保护区的努力方向和应尽之击。

通过实施生物多样性综合保护科研项吕，加强野生药用撞防种质资源基E库的研究，拯救

珍稀颜危野生药南植物神贵资擂，开展野生药用檀韧资源的引种驯化、人工扩繁，对于我国中

医药事业的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以及满足中医药研究的需要和人们对自韧药的需求，具有摄为

重要的战略意义。建立保护区以来，大盘山自然保护区科研成效畴显，组织开展了多项野生药

用撞物多梓性保护与合理和用研究科研项旦，承担或参与了多项科技攻关项目;发现了大盘山

莘莘、磐安樱等 2 个撞物新种，大盘山蔷薇 1 个檀物变神，发现天台鹅耳据、华顶杜鹊等国;文

薪分布撞物类群 2 个，浙江省新记录檀物露 2/卜、种 67 今;在国内持公开发表科研论文 30

余嚣，出版了《珩江大盘山药材志》和《浙江大盘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摄考寨与研究》

2 部专著。{保呆;护户区与浙江省仁中ÞS医呈药研究院耳联关合组建了"浙江省省ι特色中药材资;嚣层合理利用及人工

繁畜技术平台

黑擅物料技研究开发中G

山院士专家工f作乍站"飞O 浙江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果;护户区现为"浙江省生2圣笠道撞教育基士埠岂旷"、"革开江

省生态环境教育示范墓地"、"珩江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和吉拉"中国森林氧吧"。

一呈A

/、

大盘山人文历史悠久，大盘山孕育了磐安文化。连弟的大山中散落着许多古老的自然村

落，民风淳朴，民俗古老而奇特合大盘山自吉为名山，有辉埠灿烂的人文史迹，安文镇、深

泽乡等地均为新石器晓期直至西国中黑人类活动研遗:历史名人李白、孟浩然、陆i草等都在大

盘山区域留下诗篇。历史上有许多文人墨客E大盘山作为读书学习、信身养性的理想场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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