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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花茶(Camellia nitidis sima Chi)濒危的内因主要是由于其进化潜能低及对光强适应范围窄,使得种

群扩散难、结实率下降和自然条件下种子转化为幼苗的效率降低;外因主要是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

掠夺式开发利用。本文系统总结金花茶濒危现状及原因,并提出保育对策:保护金花茶生存的生态系统,加强

现有保护区的管理和建立新的保护区;积极开展迁地保护、回归引种和应用人工栽培技术扩大其种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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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rnal endangered reason ofCamellia nitidis sima Chi is the reduction of evo-
lutionary potential and adaptation of narrow range of light intensity,which directly result in
population diffusion,low seed setting rate and low conversion rate for seed growing to seed-
lings under natural environment.The external factor of C.nitidis sima i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nd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We systematically summa-
rized endangered status and reasons,and stated the protection strategy including ecosystem
protection,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erve,establishment of new natural re-
serve,ex-situ conservation,regression introduction,expanding population through artificial
cultivation,a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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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金花茶(Camellia nitidis sima Chi)是世界珍

稀观赏植物和种质资源,被誉为“茶族皇后”,是培育

黄色系山茶新品种的珍贵材料[1-2]。金花茶植物中

含有黄酮类、茶多酚、茶多糖等多种生理活性成分,
且含有丰富的天然有机锗、硒和锌等对人体健康有

益的微量元素,适宜制茶[3-4],已制成的产品有金花

茶花朵茶、金花茶砖茶、金花茶极品茶、金花茶袋泡

茶等。本文对金花茶的濒危现状和原因作了系统总



结,同时提出金花茶的保育对策,为金花茶的进一步

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金花茶的濒危及保护现状

1.1 濒危现状

  金花茶已列入中国第一本红皮书,为一级保护

物种[5],其野生资源破坏比较严重。2003-2014 年

对金花茶原产地的调查显示,由于人类经济活动频

繁,原始植被已遭受严重破坏,大部分产地被砍伐后

退居于阴沟湿谷两旁残存的次生季雨林;目前,除防

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少数村边风

水林的金花茶种群保护区比较完好,其它种群破坏

严重:灰唐山、那山仔和东兴市江平镇郊东村村边风

水林的金花茶种群保护较好;而保护区外围的防城

区防城镇大王江村、防城大录百里教、东兴马路冲

口、防城那梭炮台村、南宁市西乡塘区坛洛镇、富庶

村等地的金花茶种群破坏严重。

  对金花茶种质资源的破坏主要有土地开发利用

和人为盗挖、摘叶和剪枝等。多年来,金花茶滥挖乱

采现象严重,加之自身生殖机制的限制和阴暗潮湿

的森林生境遭到人类破坏,栖息地面积逐渐缩小,造
成金花茶分布片段化,野外分布地区和数量锐减,资
源濒于灭绝,亟待保护。

  金花茶濒危,表现出的特征有地理分布区狭窄、
种群幼苗个体数少、光强适应范围较窄、遗传多样性

偏低和结实率低等。

1.2 保护现状

  为保护金花茶及其生态环境,1986 年广西区人

民政府在防城港市防城区那梭、华石、大录和那勤等

4 个乡镇建立了自治区(省)级自然保护区,1994 年

经国务院批准该保护区已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该保护区跨那梭、华石、大录和那勤 4 个乡镇,13 个

村委会,65 个村屯以及 1 个国营林场和 1 个国营农

场,面积达 9 1 5 6.1 hm 2。

  目前,南宁市金花茶公园、广西植物研究所和广

西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金花茶基因

库,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还建立了金花茶组织培养

基因库。除南宁、桂林、合浦等地建有大规模的金花

茶种植园外,国内已有 1 0 个省区引种和栽培金花

茶。南宁良凤江树木园和南宁市金花茶公园各有金

花茶组植物约 1 5 种,10000 株,桂林植物园有金花

茶组植物约 1 5 种,4000 株,广西合浦私人金花茶苗

圃有金花茶 1 0000 多株,全国各地栽植金花茶苗木

已达 1 0 余万株[6]。

2 金花茶濒危机制

  保护濒危物种必须了解其濒危过程,弄清物种

生存所需要的条件,才可能对症下药,采取有效措

施[7]。弄清植物的濒危机制,是对其实行有效保护

和合理利用的基础。金花茶分布范围狭窄,种群日

趋缩小,濒危程度日益严重。从生态习性调查、生物

学特性观察、生理生态研究、保育遗传学研究及迁地

保护研究等保育生物学研究过程看,金花茶的濒危

原因,一是外因,即人类活动的干扰破坏;二是内因,
即固有的生态生物学遗传特性。其中,人类对环境

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利用是造成金花茶濒

危的最主要和直接的原因,而金花茶的生态生物学

特性阻止其种群的扩散和更新是金花茶分布狭窄的

主要原因。

2.1 外因

2.1.1 生长环境的破坏

  金花茶长期在高温、高湿、低海拔的北热带赤红

壤季雨林的森林环境生态系统中生存、分化和发展,
形成了喜暖热、好阴湿、忌强光直射的遗传特性。而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各种毁林开荒、滥砍乱伐等人

类生产活动使得金花茶的生境遭受破坏,其天然更

新能力随着植被与荫蔽度的急剧变化而变化。生态

环境的改变,破坏了金花茶与其生境协调关系,并已

超出了金花茶对其生态环境改变的忍耐能力,威胁

其生存繁衍。例如,由火烧迹地演变的次生植被类

型,很少有金花茶分布;当金花茶分布地的中、上层

林都被砍伐,金花茶直接暴晒于阳光下,其叶色会变

黄,枝叶逐渐枯萎,开花结果数量减少;开垦地中,金
花茶生长状况极差,不能开花结实。

2.1.2 非法采挖野生金花茶资源

  物种的过度利用一般是因其具备较高的经济价

值。在利益的趋动下,野生金花茶被无节制的采挖,
已陷入灭绝的境地。一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
着“金花茶热”的到来,部分人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

效益,非法窜入金花茶产区盗挖野生苗木。另一方

面,在金花茶栽培基地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一些厂家

为了生产金花茶袋泡茶、口服液等系列产品,到金花

茶原产地甚至金花茶自然保护区采挖资源,特别是

金花茶保护区外的植物种群受到的人为破坏更为严

重。例如,位于广西南宁的坛洛镇、富蔗镇,扶绥的

中东凤凰山林场,隆安的古潭镇等周围区域的金花

茶种群破坏严重。如今这些区域已很少有开花结果

的金花茶植株。无节制的掠夺采挖使金花茶的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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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及生境受到严重的破坏,资源量和分布区域呈

缩小的趋势。

2.2 内因

2.2.1 进化潜能影响繁殖和遗传

  物种灭绝使其种群丧失进化潜能。进化潜能低

的直接表现是繁殖能力与繁殖效率低,不足以使受

损种群恢复和扩展;间接表现是遗传多样性水平低,
不能产生足够的遗传变异,对变化的生境条件适应

性差。据 统 计,金 花 茶 成 龄 树 花 芽 期 败 育 率 为

1 6·33%,花期败育率为 6 3.05%,果期败育率为

44·09%,其败育率在不同径级个体和个体不同冠层

之间有一定差异;败育率高,结实率低,种子产量少,
是金花茶濒危的一个主要原因[8]。金花茶结实少的

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受到荫蔽环境的影响,使其生存

竞争力降低而导致濒危。另一方面,据保护遗传学

研究的结果,与其同属的植物相比,金花茶呈现出总

的遗传多样性偏低而种群之间却有较高的遗传分化

的特点[9]。说明小种群的隔离,有效地限制了种群

间基因流,增加了遗传漂变和近交的可能性,导致其

遗传多样性低。种群之间遗传分化高,种群的面积

和个体数小,基因流受阻,造成遗传漂变和种内近

交,使其适应力近一步下降。遗传多样性水平偏低

可能是金花茶濒危的结果,进一步又会降低种群的

进化潜力,使其后代的适合度降低,从而加剧其濒危

的程度。

2.2.2 种子传播方式影响种群扩散

  金花茶果实为扁圆形或三角状扁圆形蒴果,纵
径 3.5~4.5 cm,横径 4.5~6.5 cm。每果有种子

3~9 粒,千粒重 2300~3500 g。果实种子均较大,
无法以风力和鸟兽传播,只能靠重力传播,且传播距

离小,故金花茶的分布范围受到一定的制约。另一

方面,由于种子大,很难被土壤自然覆盖,缺乏发芽

条件,使得种子发芽成苗率偏低。

2.2.3 气候条件影响野外金花茶发芽率和成苗率

  金花茶种子寿命长短取决其贮藏过程中种子含

水量及气体交换的控制,如果种子含水量控制在

20%左右,且保留微弱的气体交换,其种子寿命可延

长 8~9 个月或更长时间,否则寿命缩短。金花茶种

子完全成熟后,其萌芽需要有效积温,即在 1 0℃以

上的气温和保持一定水湿条件下种子才萌芽出土。

  金花茶具有喜暖热、好荫湿、忌强光直射的遗传

特性,尤其对水湿条件要求高。如在十万大山,它普

遍分布于多雨的东南面防城境内,而在干旱少雨的

北部和西北部(上思和宁明县境)均未见分布。原产

地金花茶果于每年 1 0~12 月成熟,种子落地后正处

于冬季干旱季节(11 月至次年 1 月),此时间段降水

量仅为年降雨量的 5.2%~9.3%,相对湿度小。在

此自然状态下,种子因遇干旱容易造成失水而降低

甚至失去生活力,同时因种子与气体交换多,种子中

的游离脂肪酸与空气中的氧气作用,生成氧化脂肪

酸(酸败),从而使种子生活力降低以至丧失,导致自

然条件下种子转化为幼苗的效率低。

2.2.4 动物取食损坏金花茶果实

  金花茶种子富含脂肪,为鼠类等小动物的喜好

食 物。原 产 地 金 花 茶 果 实 易 被 油 茶 象 鼻 虫

(Curculio chin en sis Chevrolat.)危害,严重时危害

率为 30%左右[10]。该成虫和幼虫都蛀食金花茶果

实,造成籽实空仁,落果量大。

2.2.5 光强适应范围影响金花茶种群扩散

  植物光合作用潜力与其本身的遗传特性、生存

资源环境以及光合羧化酶的羧化活性有关[1 1]。金

花茶喜湿耐阴,忌强光直射,在没有遮荫的地方生长

不良或死亡。野生金花茶和栽培金花茶都表现出较

低的净光合速率和光饱和点,这与它们生活所经历

的低光环境有关。由于长期适应弱光环境,金花茶

对强光的适应能力较弱,适应的光强范围较窄,直接

影响其种群的扩散。

3 金花茶保育对策

3.1 保护金花茶生存的生态系统,加强现有保护区

的管理和建立新的保护区

  物种的保护最直接和有效的措施是就地保护。
在保护珍稀濒危植物过程中,植物生境保护是最重

要的。由于金花茶种群数量少,生长区域狭窄,遗传

多样性水平相对较低,抗干扰能力弱,因此,对金花

茶的保护也应以就地保护为主。保护金花茶的生存

环境,防止生态系统的破坏和退化,是保护金花茶种

质资源最有效的途径。

  设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设

施中最重要和最有效的一种形式,建立自然保护区

可以针对不同的物种采取相应的有效保护措施,特
别是对立地条件要求严格或垂直分布严格的,更应

进行有效的就地保护措施。由于金花茶种群间分化

较大,任何一个种群的丧失都将导致遗传变异的流

失。虽然已经建立了广西防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可以保护金花茶大部分种群,但还有许多自然种群

未得到很好保护。金花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广西西

南部的两个间断地区:一是在南宁富庶乡、隆安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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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绥县三地的交界地区;二是十万大山东南面的防

城和东兴。金花茶总体的遗传多样性偏低,有较高

的遗传分化。要有效保护金花茶遗传资源,需要保

护尽可能多的种群。因此,建议在南宁富庶乡、隆安

县和扶绥县三地的交界地区建立新的金花茶保

护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以及国

家、省自治区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有关政策

法律法规,加强保护区的管理,加大金花茶保护的宣

传力度,提高农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制止和打击乱

采、乱砍、乱挖、乱摘金花茶的犯罪活动;对保护区管

理人员和看护员进行培训,强化保护意识,增强保护

责任心,制定岗位目标责任制和相关保护条约,使之

有章可循;建立健全严格的奖惩制度,赏罚分明。强

化上述措施确保金花茶免受人为因素影响,使其正

常繁衍生长,保护好其生境,扩大原生地金花茶种群

数量。

3.2 积极开展金花茶迁地保护

  迁地保护作为挽救植物物种的重要举措,已被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用。它是就地保护的一种

补充。开展金花茶的保护工作必须走就地保护与异

地保护相结合的办法。建立金花茶迁地保存中心。
鉴于金花茶种群间的遗传变异较大,且种群中的个

体数较少,在取样方面应对尽可能多的种群进行采

样。进一步开展引种栽培、种子繁殖、无性繁殖和植

物组织培养技术研究,推广金花茶的育苗繁殖技术

和引种驯化技术,建立苗圃基地。其苗木可以提供

给科研单位、植物园、公园等场所引种栽培,这样就

使金花茶就地保护和异地保护有机结合。

3.3 建立人工金花茶栽培基地

  金花茶是我国植物瑰宝,与银杉、桫椤、珙桐等

并列为国家 8 种一级保护植物,而如何保护这些国

家珍稀植物一直都是国家重点研究课题。人工栽培

已成为保护、利用金花茶资源的必然之路。可以通

过产业化发展来保护金花茶。金花茶产业开发潜力

大,市场前景广阔:一是作为花卉欣赏;二是开发其

药用价值。研究发现,金花茶含有天然有机锗、锌、
硒、矾等多种对人体有用的微量元素,还含有茶多酚

和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等,在降低血糖、血
脂,防癌、抗癌方面有特殊功效。金花茶特殊的商业

价值也给管理部门带来了保护新思路:采用“公司+
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在加强物种保护的基础上

进行合理的金花茶项目开发,科学培育金花茶种苗,
带动山区农民进行金花茶人工种植。杜绝“掠夺式

利用”的现状。在可持续利用中实现金花茶资源的

有效保护。金花茶相关项目的建设既可以有效地保

护这一珍惜物种,又可以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

也有利于加快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3.4 积极开展回归引种,扩大金花茶种群

  稀有、濒危植物的回归是把经过迁地保护的人

工繁殖体重新放回到自然和半自然的生态系统或适

合它们生存的野外环境中去。这种方法是连接稀有

濒危植物迁地保护与就地保护的重要桥梁,也是迁

地保护的稀有、濒危植物的最终归宿,近年来国际上

已有不少的研究机构从事该领域的研究[12-14]。可以

在现有野生种群遗传评价的基础上,遴选出影响野

生种群现状分布的主导因子;比较原生地和重建地

生境因子的差异性,并通过适当的生境优化措施,选
择适宜的个体数量、种群比例和种群结构;根据同质

园实验结果,开展人工回归引种重建种群实验。总

结出有效的金花茶回归技术并将其应用,最终达到

扩大金花茶种群,保护和恢复金花茶物种的目的。

3.5 开展金花茶育种和生态适应性等方面的科学

研究

  要对金花茶实施有效保护以实现可持续利用的

目标,科学研究必不可少。一切的保育工作和开发

利用都离不开科学的指导。例如,在杂交育种方面,
应加强金花茶黄色基因遗传特性、F1 的回交等研

究。在加强传统育种的基础上,可利用分子遗传标

记技术等进行辅助育种,育出商品价值高的黄色山

茶品种。在金花茶保护遗传学研究方面,可采用不

同的分子标记技术,对金花茶同时进行核酸 DNA
和叶绿体 DNA 检测,更多反映该物种的遗传多

样性。

  综上所述,金花茶是我国特有的一级珍稀植物,
具很高的观赏价值、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目前金

花茶的天然生境已遭到人为严重破坏,种群数量急

剧下降,已经面临灭绝的边缘,必须采取就地保护、
迁地保护和应用人工栽培扩大金花茶种群等措施,
有效保护其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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