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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峨眉山珍稀濒危植物

珍稀濒危植物的拯救保护

下一步工作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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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1996年被列入
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名录，2007年被
批准为全家5A级风景名胜区。

位于中国四川省峨眉山市，距乐山大佛
30公里，距省会成都160公里，有高铁、
汽车、火车到达。

主峰为金顶，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 099m，
相对高差近2600米。景区总面积154平方
公里。

峨
眉
山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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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区系
成分多样

垂直气候
带明显

地理位置
特殊

地处中国四川省西南边缘向
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川西
盆周山地著名的“华西雨屏
带”的腹地，邛崃山脉南端。

植物区系在组成上既有中
国—日本植物区系成分，又
有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
成分。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从山麓
到山顶，随着海拔的升高、
气候的垂直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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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变化莫测的气候环境

丰富多样的植物区系成分
汇聚了各类高等植物3700多种

孢子植物
832种

种子植物
2871种

物种丰富多样

         峨眉山如此狭窄的区域范围内的高等植物
物种的数量竟达到了3703种，包括了106种特
有植物，569种引为模式的植物，以及158种濒
危植物，这些数字足以说明，峨眉山确实是植
物区系方面的一座奇山、宝山，在世界的名山
大川中也属罕见。（王文采，2007）



峨眉山生物站

峨眉山植物园物种保育数据（2016）
植物种类2658种(含蕨类植物433种），
其中：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78种（一级18种，二级60种）。 
(CITES)附录二中濒危种 147种。
特有植物123种（四川特有43种，中国特有80种）。
模式标本采自峨眉山的有9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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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峨眉山珍稀濒危植物

受立法保
护濒危植
物158种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第一批）39种

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
公约（CITES）120种

特有植物106种

 21科77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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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级保护1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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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级保护2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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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
约（CITES）中的濒危植物

12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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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有
植
物

43
科
79
属

106

孢子植物6科，10属，13种

种子植物37科，69属，93种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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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丽秋海棠
Begonia pulchrifolia D.K.Tian & C.H.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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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拟单性
木兰

峨眉槽舌兰
峨眉含笑

梓 叶 槭

四川苏铁

极小种
群物种

喜        树

发现

研究

繁育

回归

科普

三、珍稀濒危植物拯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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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已经在原
产地绝灭了

1940年，郑万钧先生在峨

眉山首次采到的雄花标本

(郑万钧10525)

发
现

1951年，胡先骕先生和郑万钧先生发表了
“拟克抹丽木 (Parakmeria Hu et Cheng)”,

一个我国华南~西南分布的中国特有属

1984年，刘玉壶先生将
拟克抹丽木属的中文名改称为

拟单性木兰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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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1987年邬家林、吴光弟、庄平等再

次发现并采到的两性花和果实标本。

（合O4，两性株，198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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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
危
等
级

1987年，峨眉拟单性木兰
被写进了中国珍稀植物

保护名录.

1991年正式作为濒危物种和国家
3级保护物种列入《中国珍稀植

物红皮书（第一册）》.

1999年该种又进一步作为中国Ⅰ级野生
重点保护植物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列入
《中国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名录》。

2007年IUCN红色名录将其列为
极度濒危（CR ) 物种

 2011年被列入《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
工程规划》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名录中。

2013年《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列为CR

BGCI 《the Red List of Magnoliaceae》2016列为CR

Ø 野外调查仅发现两个居群

，共74个个体

Ø 在野外雌少，雄多，比例

失调，导致结实率低

Ø 雄株与雌株花期不同步，

导致传粉困难

Ø 野外生存环境的恶劣和低

的结实率使该物种天然更

新非常困难

濒
 

危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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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研
究

野外调查
  寻找物种
    收集资源
     繁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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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与种子

花 与 果

雄花，无雌蕊构造

雄（杂）性花，有败育雌蕊构造

雌（两）性花，有败育雄蕊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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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您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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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生理研究

花粉形态、花粉生活力
以及柱头可授性检测。

雄花与两性花的雄蕊比较

花粉形态与活力检测

结论 ：
两性花中的雄蕊花药不开裂，花

粉极少，无活力。
雄花花药饱满，花粉活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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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休眠和萌发的研究
在人工气候室中进行种子发芽试验。
不同温度、赤霉素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种
胚
在
不
同
时
期
的
发
育
情
况

种子萌
发试验

试验结论：
赤霉素不能打破休眠
25度有利于种子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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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首次在子一代实生苗中
发现开两性花的植株。

繁

育

从1989年开始，每年野外采种
进行播种繁殖，到12年成功获
得子一代实生苗60余株，并陆
续有植株开花。

人
工
授
粉
果
实

自
然
授
粉
果
实

繁殖技术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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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种                  

c

繁殖材料采自野外和植
物园，繁殖方式主要还

是播种和嫁接。

成功繁殖苗木1400余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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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资
助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BGCI）

四川省科技厅

昆明植物园孙卫邦研究员、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研究员、BGCI中方
项目办公室文香英主任、三峡大学陈发菊教授、华南农业大学邓小
梅教授等。

专家
指导

基金会主任Jean-Christophe
BGCI区域项目主管Joachim Gratzfeld



峨眉山植物园

回

归

从16年开始，在峨眉山1300-1600米海拔段选了两个点，回归苗
木500株。野外有4个居群：2个原居群，2个回归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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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相关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和当地
村民参加了培训与回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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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回归苗的准备

 配 土  上 盆  管 理

包  

装

待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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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监测

标记100株，每年监测三次。

竹竿支撑树苗，防止冰雪压弯树干。

覆盖黑薄膜，阻止杂草生长。

存活率90%以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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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植物园迁地保育50株

在华西亚高山植物园迁地保育30株

在昆明植物园迁地保育50株

82%

75%

80%

迁
地
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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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普
与
交
流

2015年开始，连续举办利益相关者研讨会、植物繁殖技术培训、回归
技术培训、在当地中小学举办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科普讲座同时发放宣
传材料、培训材料，并结合珍稀植物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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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 讲座



峨眉山植物园

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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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对峨眉山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和研究

四、下一步工作与计划

3、对峨眉山植物园收集的众多珍稀濒危植物就地保护和数量繁殖

4、培训更多的当地居民参与到珍稀濒危植物的就地保护和掌握繁殖技术

1、继续开展峨眉拟单性木兰的繁育、回归和迁地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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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四川省科技厅
        （BGCI）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BGCI）中方执行主任文香英女士
          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研究员
          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研究员
          三峡大学陈发菊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邓小梅教授
          项目主持人余道平副研究员
          当地政府和村民
          单位领导和科研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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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敬请各位专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