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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兰科植物资源现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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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桂林 541006)

摘要:广西兰科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是广西优势植物资源,同时也是植物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群体。本

文对广西兰科植物资源现状、兰科植物资源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了全面分析,阐明了

广西兰科植物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原则和保障体系,提出了实现广西兰科植物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旨在为广西兰科植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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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科(Orchidaceae)是被子植物类群中仅次于菊

科的第二大科,广泛分布于除两极和沙漠地区以外的

各种陆地生态系统中,尤其在热带地区具有极高的物

种多样性。最新研究表明,中国兰花资源十分丰富,
已知有190属1

 

600种及大量的变种、品种。主要产

于云南、广西、四川、广东、海南、台湾等地,其次是贵

州、湖南、福建、江西、浙江、湖北、安徽、江苏、河南、陕
西、甘肃[13]。广西境内兰科植物丰富而又独特,并拥

有我国唯一针对兰科植物保育研究而建立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广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4]。截至2021年9月,广西已发现野生兰科植物

129属510种,分别占中国兰科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

的67.89%和31.88%[57]。广西兰科植物资源十分

丰富,是广西优势植物资源。

  本文对广西兰科植物资源现状和可持续发展存

在的问题、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发展战略指导思

想和原则、战略措施和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分析,旨
在为广西兰科植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参

考依据。

1 广西兰科植物资源

  通过对广西兰科植物资源的调查发现,兰科植物

资源可细分为野生兰科植物物种资源、兰科植物生态

景观资源及兰科植物产业资源。

1.1 野生兰科植物资源

  广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知有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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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169种野生兰科植物[4,8,9]。保存着大面积的典型

南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大量的珍稀野生保护物种,
尤其是大面积的野生兰科植物居群,其密度之高、分
布之广、原生性之强、保存之完好,世界罕见,弥足珍

贵。2018年建成广西雅长兰科植物种质资源库,总
面积约20

 

km2,种质资源库对原生地野生兰科植物

及其栖息地生境实行了就地保护,同时收集国内外濒

危兰科种质资源开展迁地保护,用于科学研究、保护、
繁育及野外回归。通过资源库的建设,搭建起了兰科

植物保育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为兰科植物的科学保护

和科学性利用、生物学研究、种苗繁育技术研究提供

了种源保障及科普研学基地。在兰科野生植物保育

和监测工作方面,保护区始终坚持“走出去,引进来”
的科研思路,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广西壮

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北

京植物研究所等国内科研院所为技术支撑单位,在兰

科植物保育研究领域达成紧密的科研合作关系。目

前保护区建设了兰科植物繁育中心,已成功繁育兰科

植物物种50余种;因地制宜,科学选择合适生境,将
繁育驯化的兰科种苗开展野外回归种植,取得显著

成效。

  2004年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

植物研究所刘演研究团队开展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国

有雅长林场植物本底资源调查,为该区认识兰科植物

及后来广西雅长兰科植物自然保护区的成立起到关

键性的推动作用。在调查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

果:发 现 广 西 兰 科 新 纪 录 物 种 7 种,分 别 是 沼 兰

[Malaxis
 

monophyllos
 

(L.)
 

Sw.]、小羊耳蒜(Li-
paris

 

fargesii
 

Finet)、无距虾脊兰(Calanthe
 

tsoong-
iana

 

T.Tang
 

et
 

F.T.Wang)、滇南羊耳蒜(Liparis
 

siamensis
 

Rolfe
 

ex
 

Downie)、丛 生 羊 耳 蒜 [L.
cespitosa

 

(Thou.)
 

Lindl.]、大花斑叶兰[Goodyera
 

biflora
 

(Lindl.)
 

Hook.f.]、莲座叶斑叶兰(Goody-
era

 

brachystegia
 

Hand.Mazz.)。兰科植物新种4
种,分别是天贵卷瓣兰(Bulbophyllum

 

tianguii
 

K.
Y.Lang

 

&
 

D.Luo)、广西羊耳蒜(Liparis
 

guangx-
iensis

 

C.L.Feng
 

&
 

X.H.Jin)、雅长山兰(Oreorchis
 

yachangensis
 

Z.B.Zhang
 

&
 

B.G.Huang)和雅长玉

凤花(Habenaria
 

yachangensis
 

Z.B.Zhang
 

&
 

W.
Guo)[1012]。野生兰科植物由2004年综合考察后的

44属115种[4]到现在记录的63属169种[4,812],增加

了19属54种。

  张自斌等[1316]在广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进行了野生兰科植物多样性专项调查,明确

保护区内兰科植物资源组成,对该地区兰科植物资源

的特点进行分析;全面掌握区内兰科植物的分布特

点、分布状况和生境特点等;对调查中发现的兰科植

物新种,广西兰科植物新分布种进行直接阐述;对保

护区内兰科植物人为活动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和评价,
为该地区野生兰科植物资源相关保育工作提供参考,
并在该地区选择琴唇万代兰(Vanda

 

concolor
 

Bl.)
和无叶美冠兰[Eulophia

 

zollingeri
 

(Rchb.f.)
 

J.J.
Smith]为研究对象,开展传粉生态学观测研究。

  广西药用植物园黄宝优等[17]开展了广西兰科药

用植物新资源的调查研究,采用野外考察、标本采集、
分类学研究与资料查阅整理相结合等方法,对《广西

药用植物名录》《广西中药资源名录》等中草药资源专

著收载的兰科药用植物种类、拉丁学名、地理分布进

行考订。调查研究整理出广西兰科药用植物新资源

36属69种,2种为误载,19种为拉丁异名,确认广西

现有兰科药用植物181种。广西兰科药用植物资源

丰富,建议深入研究其有效成分和药理活性。

1.2 兰科植物生态景观资源

  广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兰

花种群分布具有数量大、原生性强、珍稀物种多、种群

丰富度高的特点。

  2004年,一组野生带叶兜兰居群照片对外公布

后震撼了整个兰花界,聚焦了世界兰花专家的目

光[18]。经过我国兰花专家郎楷永、罗毅波实地考察

后确认,保护区内分布着目前全球已知的三大野生兰

花居群,分别是带叶兜兰[Paphiopedilum
 

hirsutis-
simum

 

(Lindl.ex
 

Hook.)
 

Stein](密集分布面积约

600
 

m2)、莎叶兰(Cymbidium
 

cyperifolium
 

Wall.ex
 

Lindl.)(密集分布面积约6
 

000
 

m2)、台湾香荚兰

(Vanilla
 

somae
 

Hayata)(密集分布面积约 9
 

000
 

m2),其分布面积之大、生长之旺盛、保存之完好,世
界罕见,弥足珍贵[4]。

  野生兰科植物存在着特别的群居关系,在喀斯特

地貌区域不同属种的野生兰科植物特别喜欢群居生

活。在保护区风岩洞同时分布着兰属(Cymbidium
 

Sw.)、兜 兰 属 (Paphiopedilum
 

Pfitzer)、毛 兰 属

(Eria
 

Lindl.)、石斛属(Dendrobium
 

Sw.)等11个属

20余种兰科植物。每年花开季节,色彩缤纷,兰香飘

远,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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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兰科植物产业资源

1.3.1 药用兰科植物资源

  (1)药用兰科植物栽培。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是

最早开展兰科植物研究和开发利用的科研单位之一。
黄宁珍科研团队开展了广西重要兰科资源植物收集

与繁育技术研究,利用植物学和植物生物技术研究方

法和手段,通过生境调查、品种收集、引种栽培及品种

比较研究,探明兰科植物的生境特征及其对无机营养

的需求规律,确定其引种栽培技术,建立种质圃,对具

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种类进行栽培、选种育种、种苗繁

育、生理调控和种质离体保存等研究,建立广西重要

兰科资源植物保护、繁育和应用研究平台。通过实验

研究,掌握了地生兰根际基质营养元素含量特征;获
得属内新的杂交物种12个;明确外源激素、光周期及

光质 调 控 春 兰 [Cymbidium
 

goeringii(Rchb.f.)
 

Rchb.F.]开花的相关原理和应用方法;掌握铁皮石

斛(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金线莲

(Anoectochilus
 

formosanus
 

Hayata)、河 南 石 斛

(Dendrobium
 

henanense
 

J.L.Lu
 

&
 

L.X.Gao)、檀香

石斛(D.anosmum
 

Lindl.)等多种兰科植物种苗快

繁、种质离体保存和栽培关键技术[1923]。这些成果为

兰科植物保护、繁育和开发利用奠定了物质和技术

基础。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卜朝阳科研团队系

统开展了兰科植物资源引种驯化栽培、拟原生境保

存、鉴定评价、种质离体保存及良种繁育等研究与应

用。收集保存野生兰科植物资源,建立了野生兰科植

物驯化栽培技术、种质资源圃和繁育基地,创立了异

地拟原生境保存模式。收集及引种野生兰科植物资

源316份,其中有132份资源信息录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农村部热作种质资源数据库,建立了900
 

m2

的种质资源圃,创立了异地拟原生境保存模式。筛选

出野 生 铁 皮 石 斛、豆 瓣 兰 (Cymbidium
 

serratum
 

Schlechter)等商品化品种15个,建立繁育基地10亩

(1亩≈666.7
 

m2),种植野生兰科植物1.2×106 株,
地生兰、附生兰种植成活率分别为96%和92%。研

究出兰属、兜兰属等引种栽培技术规程。在乐业县建

立原地野生兰花种质保护圃100亩。利用植物学性

状、品质性状和分子生物学特征相结合的鉴定评价方

法,建立了一套野生兰科植物种质资源鉴定评价技

术。围绕野生兰科植物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市场上

资源鱼龙混杂的现象,建立了植物学性状、品质性状

和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鉴定评价技术;建立了40份

种质植物学性状鉴定评价档案,对8份铁皮石斛种质

进行品质鉴定;建立了兰科植物ISSRPCR的优化体

系,对44份种质进行了分子鉴定及遗传多样性分析;
建立了野生兰科植物离体保存及良种繁育技术,解决

了繁殖难、系数低、良种少、周期长的问题,实现了规

模化生产,成果应用效益显著。鉴于野生兰科植物繁

殖难、系数低、周期长的现状,项目研发出豆瓣兰离体

培养技术,建立了包括兰属、开唇兰属(Anoectochilus
 

Blume)、石斛属、兜兰属在内的15个品种的组培快

繁技术体系;繁育国兰、铁皮石斛、金线莲等组培苗约

2.5×106 株,移栽成活率达到90%以上。研制出野

生兰科植物引种驯化栽培技术、拟原生境保存技术、
鉴定评价(植物学鉴定、品质鉴定和分子鉴定)技术、
种质资源离体保存及良种繁育技术,填补和完善了兰

科植物资源研究[2428],有效保护了珍稀濒危兰科资

源,使兰科植物的鉴定评价有据可依,解决了兰科植

物繁殖难、品种混乱、良种缺乏的产业瓶颈,极大地减

少了野生兰科资源的消耗,提高了产品质量及市场竞

争力,促进了广西花卉及道地药材种植产业的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是区内较早开

展石斛属植物研究的科研单位,在石斛种质资源收集

保存、新品种选育、组培快繁以及高效栽培技术研究

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工作基础[2934],具有“广西壮族自

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国家石斛属种质资源库”研发平

台。主要开展石斛属植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保存、
鉴定保护以及相关质量分级研究,规范石斛属植物种

质资源数据标准和质量分级标准,构建种质资源数据

信息库和资源共享交流网络平台,为我国濒危石斛属

植物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以及新品种培育提供科学

依据和咨询服务。

  (2)药用兰科植物药食研究。

  据记载,兰花全草均可入药。其性平,味辛、甘、
无毒,有养阴润肺、利水渗湿、清热解毒等功效。研究

表明兰科植物具有抗炎抗菌、抗高血脂及抗氧化活性

的作用[35],可应用于临床、妇科诸症。根可治肺结

核、肺脓肿及扭伤,也可接骨;兰花花梗可治恶癣。

  兰花植物石斛(Dendrobium
 

nobile
 

Lindl.)具
有较好的医疗价值,其所含石斛碱具有一定的镇痛解

热作用。石斛煎汁能促进胃液分泌而助消化,使胃肠

道蠕动亢进而通便。它既能清热,又能滋阴生津,故
为热病伤津或胃阴不足之常用药。《本草纲目》中曾

记载用石斛全草治疗胃虚肺热。将鲜石斛与花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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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佐餐喝汤,则治疗咳嗽[36]。

  建兰,又称“素心兰”,具理气、宽中、明目的功效,
治久咳、胸闷、腹泻、青盲内障等疾病。据《纲目拾遗》
记载:“素心建兰花除宿气,解郁。蜜渍青兰花点茶

饮,调和气血,宽中醒酒。黄花者名蜜兰,可以止泻。
色墨者,名墨兰,治青盲最效。而红花者名红兰,气浊

不入药。”[37]

  天麻的干燥块茎为名贵中药,在历代本草中列为

上品,有平肝息火、祛风定惊的功效,用于治疗头晕目

眩、四肢麻木、小儿惊风、癫痫、高血压、耳源性眩晕

等症。

  硬 叶 兜 兰 (Paphiopedilum
 

micranthum
 

T.
Tang

 

et
 

F.T.Wang)是我国特有种,20世纪80年代

曾多次荣获国际兰花博览会大奖,具有极高的观赏价

值和药用价值,全草均可入药,有清热解毒、补脑安神

的功效。同色兜兰[P.concolor
 

(Bateman)
 

Pfitz.]
是兜兰属中花茎极短的种类,是极好的药材,全草均

可入药,有清热散瘀、消肿解毒的功效。花瓣带形、扭
曲,下垂长达10

 

cm 以上的长瓣兜兰(P.dianthum
 

T.Tang
 

et
 

F.T.Wang),全草入药,可治肝脾肿大。
花形奇特、花大色艳的波瓣兜兰则能治风湿关节炎、
跌打损伤等症[38]。

1.3.2 观赏兰科植物资源

  观赏兰科植物可分为国兰和洋兰。国兰是指在

我国至少有上千年的栽培历史,兰属中小花型的地生

兰植物,包括墨兰[Cymbidium
 

sinense(Jackson
 

ex
 

Andr.)
 

Willd.]、建兰[C.ensifolium(L.)
 

Sw.]、春
兰、蕙兰(C.faberi

 

Rolfe)、寒兰(C.kanran
 

Maki-
no)、莲瓣兰(C.tortisepalum

 

Fukuyama)、春剑[C.
tortisepalum

 

var.longibracteatum
 

(Y.S.Wu
 

&
 

S.
C.Chen)

 

S.C.Chen
 

&
 

Z.J.Liu]、豆瓣兰及送春[C.
cyperifolium

 

var.szechuanicum
 

(Y.S.Wu
 

&
 

S.C.
Chen)

 

S.C.Chen
 

&
 

Z.J.Liu]
 

9大种。洋兰又称“热
带兰”,通常指生于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兰花种类,多
为附生兰科植物,主要有蝴蝶兰属(Phalaenopsis

 

Blume)、石斛属、卡特兰属(Cattleya
 

Lindl.)、兜兰

属、文心兰属(Oncidium
 

Sw.)、万 代 兰 属(Vanda
 

Jones
 

ex
 

R.Br.)等,主要观赏其艳丽花色或者奇特

花形。

  国兰主要着重花型、叶形和株型的观赏,花色以

淡雅为主。国人观赏与培植兰花,比西方栽培和把玩

洋兰更早。20世纪30年代唐进和汪发赞写的《东亚

兰科植物之研究二》[39],比较系统地整理了包括兰属

在内的东亚兰科植物,为我国应用西方科技开展兰花

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我国各地科研机构、
园林管理机构根据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表述体系,结
合我国各地传统的栽兰编写了大量的兰花科技书籍

和专著,如姚毓缪等的《兰花》、严楚江的《厦门兰谱》
和《四川的兰蕙》、邓承康的《养兰》等[40]。20世纪80
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对外交流的日益广泛,国外的花

卉生产对我国传统的兰花栽培影响很大。1988年中

国兰花协会创立,兰花产业迅速发展,国内涌现出许

多国兰爱好者和生产者。国内选育出超过2
 

000个

国兰品种,在资源、组培快繁技术、遗传学、栽培技术

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随着全球

兰花市场的繁荣及出口贸易的发展,国内出现了一批

兰花种植基地,每年生产兰花1×108 株以上。主要

出口的国兰品种有春兰、墨兰、建兰、寒兰等,主要销

往韩国和日本[41]。

2 广西兰科植物资源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

问题

2.1 生境破坏

  近十余年,由于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以及农村产

业结构的调整,许多野生兰科植物分布区已被开拓为

建设用地或大面积垦荒,使其栖息地生态环境受到严

重破坏,导致兰科植物野生资源逐年锐减,种群数量

越来越少,进而走向灭亡。广西兰科植物多样性热点

多分布于喀斯特地貌区域,为了生存和经济发展,基
本的种植和基础工程的建设(如高速公路、高铁建设、
大型水利工程等)对喀斯特地貌的破坏,严重影响了

兰科植物的生存环境。兰科植物生境的破坏和丧失

以及生境破碎化,给兰科植物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

2.2 资源破坏严重,管理体制有待完善

  由于兰科植物有较好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一
些村民和兰花爱好者上山乱采滥挖野生兰科植物的

现象较多,部分农贸市场、景区周边时常有兰花兜售。
此外,兰科石斛属、白及属(Bletilla.Rchb.f.)、石豆

兰属(Bulbophyllum
 

Thouars)等属于珍贵药材,由
于当地中药材收购点长期收购,导致功效比效好的种

类采挖极为严重,野生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种群数量

急剧减少。其中,铁皮石斛和广东石豆兰(Bulbo-
phyllum

 

kwangtungense
 

Schltr.),尽管原资源量较

大,但由于长期滥采滥挖,野生资源已经很难找到。
此外,广西目前已经建立了78个自然保护区,其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23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4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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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自然保护区3个、县级自然保护区6个[42]。这

些保护区的建立对兰科植物进行了有效保护,但许多

保护区内原住居民尚未迁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

活动都在保护区内进行,少数人为了眼前利益仍在非

法采集兰花,使得保护区的管理和监督存在一定

难度。

2.3 科学研究滞后

  广西是我国兰科植物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

之一,同时也是兰科植物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

省份之一。由于种种原因,兰科植物生物多样性领域

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基础也相对薄弱。目前,对兰科

植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类学、传粉生物学、种苗繁

育及菌根真菌多样性等方面,同时有少数植物新纪

录、生殖隔离和保护遗传学研究等方面的文献。广西

兰科植物的文献很多都是省外的科研工作者研究发

表的,广西的科研人员发表兰科植物的论文相对较

少。广西兰科植物资源本底调查及评价、兰科植物生

物多样性监测、兰科植物保育技术和规范化种植技术

研究等仍有待加强。广西虽然建立了很多自然保护

区,但科研人员缺乏,科研设备严重不足,科研手段落

后,严重制约了兰科植物科研工作的开展。

2.4 科研与生产脱节,产业化应用种类和良种非

常少

  兰花作为高价商品,既有其自身的因素,亦是社

会发展的需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购兰、送
兰、赏兰的人越来越多,兰花作为一种产业已初露头

角,潜力巨大,市场广阔。部分科研机构已然对一些

观赏价值高的兰科植物开展引种驯化和繁殖栽培等

试验,但除了药用植物铁皮石斛、金线莲等少量种类

已产业化开发以外,其他种类的引种驯化、繁育增殖

技术尚未能满足产业化生产需求,没有转化为规模化

生产。

2.5 兰科植物保护宣传力度不够

  兰科植物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类群之

一,但由于兰科植物保护宣传力度不够,群众对兰科

植物保护政策、法律法规不了解,在经济利益的驱动

下,仍大肆采挖兰科植物,造成兰科植物野生资源破

坏严重。因此,应通过编写科普手册、专家讲座、宣传

短片和媒体宣传等方式大力宣传兰科植物保护的重

要意义、法律法规等,提高公众对兰科植物资源的保

护意识。

3 广西兰科植物资源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

3.1 发展机遇

3.1.1 兰科植物的保护及其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兰科植物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类群之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商业炒作和媒体的推

波助澜,山区农民常常涌入林区、自然保护区中乱采

滥挖,造成兰花植物资源急剧减少;现代各种经济活

动频繁,使得其适生环境丧失及破碎化十分严重,从
而又加速了兰花植物种群走向濒危境地,甚至有的种

类已濒临绝灭,或已出现了野外绝灭。这一问题已引

起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拯救这一类群的物

种,1993年,全球所有兰科植物物种都被列入《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名单予以保护

和限制贸易,兰花种类占该公约保护植物种类的

90%以上[1]。我国非常重视兰科植物的保育工作,把
所有野生兰科植物纳入了《中国物种红色名录》[43]。
广西则把境内分布的所有兰科植物列入《广西壮族自

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44]。其中,贵
州地宝兰(Geodorum

 

eulophioides
 

Schltr.)、白花兜

兰(Paphiopedilum
 

emersonii
 

Koopowitz
 

&
 

P.J.
Cribb)、海 伦 兜 兰(P.helenae

 

Aver.)、梳 唇 石 斛

(Dendrobium
 

strongylanthum
 

Rchb.f.)和大黄花虾

脊兰(Calanthe
 

sieboldii
 

Decne.)被列入国家极小种

群保护物种名录[4549]。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共同颁布了《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二批)》[50],将兰科兜兰属、石斛

属、金线兰属、兰属、独蒜兰属等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名录,其中兜兰属除带叶兜兰和硬叶兜兰外均

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表1)。

3.1.2 国家、广西对花卉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视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

保护与利用的意见》(国办发〔2019〕56号)指出:“力
争到2035年,建成系统完整、科学高效的农业种质资

源保护与利用体系,资源保存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珍
稀、濒危、特有资源得到有效收集和保护,资源深度鉴

定评价和综合开发利用水平显著提升,资源创新利用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开展种质资源表型与基因型精

准鉴定评价,深度发掘优异种质、优异基因,构建分子

指纹图谱库,强化育种创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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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兰科植物的国家保护等级

Table
 

1 National
 

protection
 

level
 

of
 

orchids

属名
Genus

 

name

国家保护等级
National

 

protection
 

level

一级
Level

 

Ⅰ
二级

Level
 

Ⅱ

Anoectochilus 5

Bletilla 1

Changnienia
 

1

Cremastra
 

1

Cymbidium
 

1 18

Cypripedium
 

1 1

Dendrobium
 

32

Gastrodia
 

1

Ludisia
 

1

Paphiopedilum
 

11 2

Phalaenopsis
 

3

Pleione
 

5

Renanthera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指出:“提升发展茶

叶、核桃、食用菌、中药材、烟草、花卉等特色种植业。”
“加强森林资源管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切实保护珍

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古树名木及自然生境”。

  自治区党委、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兰花产业的发

展,并将其作为八大重点培育的特色花卉之一,列入

《广西花卉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成为建设“桂西

特色名优花卉产业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特

色花卉盆景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强调在前期发展

基础上,重点培育兰花、金花茶等特色花卉精品,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把我区建设成为南方花卉强区。

3.1.3 兰科植物经济价值高,潜力巨大,市场广阔

  兰花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历史悠久,钟情者众,
具有浓厚的文化艺术价值。兰花在我国栽培历史悠

久,种类众多。从古代开始就有众多关于兰花培植的

专著,对今天的兰花研究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不仅

其独特的形态、艳丽的色彩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而
且还有药食两用的功效。因此,应加强兰科植物的研

究力度,扩大兰科植物种植面积,推行兰科植物大棚

种植、林下种植模式,大力开发兰科植物产品以及示

范生态旅游,开拓兰科植物广阔的市场前景。

3.1.4 广西兰科植物产业具有资源优势

  广西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地形

地貌复杂,喀斯特发育典型,加上热量资源丰富,生境

异质化程度高,蕴藏着丰富的兰科植物资源。广西分

布有中国特有种66种,隶属于43属,分别占本区兰

科植物总种数和总属数的12.94%和33.33%。从生

活类型来看,以地生兰为主,有33种(占广西兰科中

国特有种的50.769%);附生兰为辅,有26种;腐生

兰3种;半附生兰4种[1,4,812]。广西兰科植物的丰富

程度远远高于贵州、湖北、山西、福建、浙江等地,仅次

于云南。以上数据表明,广西兰科植物是重要的功能

性种质资源。广西境内兰科植物丰富而又独特,并拥

有我国唯一专门针对兰科植物保育研究而建立的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野生兰科植物具有物种组

成多样、生态类型丰富、空间分布密集和种群规模巨

大等特点,特有种数量多,被誉为“中国的兰谷”和“全
球兰科植物热点”。广西是发展兰科产业的重要特色

区域。

3.2 面临的挑战

3.2.1 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虽然兰科植物生境多样,但有些兰科植物生态域

狭小,对生境依赖性高,加强生境保护是兰科植物保

护的关键。绝大多数兰科植物都属于阴生植物,森林

植被的破坏会导致兰科植物迅速消失。因此,在兰科

植物重点分布区域应严禁森林采伐和实施人工造林,
以保护兰科植物的生长环境。

3.2.2 资源流失与保护任务艰巨

  广西兰科植物资源流失与保护问题一直是兰科

植物产业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兰科植物经济

效益日渐显现,兰科植物产业在给企业和政府创收的

同时,也带来了资源保护这一重大问题。资源大量流

失,特别是广西特色兰科植物资源的流失,使区内外

竞争对手有了培育兰花新品种的机会,继而加剧了行

业的竞争性。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销售的

便利,广西兰科植物资源流失加快。

3.2.3 产业无序发展带来的风险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兰科植物产业发展迅

速,效益可观,但由于缺乏统一管理和长远规划,产业

无序发展,从而导致兰科植物野外资源面临威胁。兰

科植物市场混乱,种植与加工无行业标准和技术指标

可依,从而带来了广西兰科植物特色资源不够凸显等

问题,制约了兰科植物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例如广

西的特有兰科极小种群植物海伦兜兰已流失到区外

并育成了杂交种,产品价格非常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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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广西兰科植物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

4.1 发展战略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4.1.1 指导思想

  以保护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为前提、开发利用为目

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协调发展。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规

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按照产业化要

求,做强做大广西兰科植物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推动广西兰科植物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4.1.2 主要原则

  (1)坚持资源保护第一的原则。

  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需加

快广西兰科植物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回归引种科研

工作,加大自然保护区兰科植物的管理工作,加强非

保护区兰科植物的保护力度。

  (2)坚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的原则。

  在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上,要求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实行保护性开发

和合理利用兰科植物资源,把保护管理与开发利用相

结合,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结合。在

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在可持续利用中实现兰

科植物资源的有效保护。

  (3)坚持科技创新驱动、联动发展的原则。

  以科技为先导,加强兰科植物产业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提高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协同创新能力,
突出应用技术研究,强化高新技术和现代化手段在兰

科植物开发中的运用,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4.2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

4.2.1 政府重视,切实加强资源保护力度

  兰科所有物种均被列为广西区级重点保护植物。
兰科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涉及林业、农业、园
林、环保等多个政府部门,以及市场经营者、消费者等

利益相关者。政府应高度重视兰科植物的保护与合

理开发利用,正确引导相应部门在开展具体工作的同

时,还需统筹规划,处理和解决好兰科植物生境及资

源被破坏的问题,完善管理体制;处理好科学研究滞

后、生产脱节、产业化应用种类和优良品种缺少、兰科

植物保护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加大保护区和科学研

究方面的资金、人员、设备等投入,加强人才培养等。

4.2.2 开展广西兰科植物专项调查和广西兰科植物

数据库信息系统的构建、保育技术研究与应用

  任何珍稀濒危植物保育项目的实施都必须建立

在清楚了解本地区珍稀濒危植物家底的基础上。目

前,广西兰科植物的家底并不清楚,种类的分布、生境

状况、种群状况、致濒的主要原因等都有待查明。只

有摸清了广西兰科植物的家底,掌握了兰科植物的生

物多样性,才能为其保育工作的实施奠定坚实的研究

基础。

  在对广西兰科种质资源进行摸底调查的基础上,
应加强对国家重点兰科植物种质资源深入调查;对广

西兰科植物资源进行广泛收集,构建广西兰科植物种

质资源库;通过整理各物种的分布、资源状况、生态特

性、综合利用价值和图像资料等信息数据,构建其种

质资源数据库;开展重要种类保育技术与应用示范,
创建广西兰科植物种质资源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支撑

体系,推动广西兰科植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

4.2.3 建立健全法制体系,加强监督和宣传

  兰科植物均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和 《濒 危 野 生 动 植 物 种 国 际 贸 易 公 约》
(CITES)[1]。广泛开展植物多样性保护教育,严禁破

坏天然森林植被,严禁采挖野生兰科植物,协调好保

护与利用的关系。加大兰科野外植物资源法律法规

宣传教育力度,有效提升群众对兰科植物的保护意

识,使群众主动参与到生态保护当中来。加强对花木

市场的监管,特别是对收购林副产品的摊点进行重点

监控,对商贩进行宣传教育,使其认识到收购兰科植

物是违法行为。相关部门应配套制定相应法律法规,
加大宣传执法力度,强化执法查处,打教结合,严厉查

处乱采乱挖、收购野生兰科植物的非法兰贩和药贩,
规范兰花市场买卖经营,建立监督机制,并履行监督

义务。

4.2.4 加强科研投入和力度,促进兰科植物资源产

业化

  在广西兰科种质资源全面调查的过程中,重点对

国家重点兰科植物种质资源进行深入调查,通过整理

各物种的分布、资源状况、生态特性、综合利用价值和

图像资料等信息数据,构建其种质资源数据库;开展

重要种类保育技术、规范化种植技术研究与应用示

范,创建广西兰科植物种质资源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支

撑体系,加大科研成果转化,特别是具有较高观赏价

值、特殊药用价值的兰科植物。人工栽培技术方面取

得的成果,既可满足社会对兰科植物的需求,又可缓

解其对野生资源的压力,对推动广西兰科植物种质资

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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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分区建立广西兰科植物保育研究基地

  建立广西兰科植物保育研究中心,为国内外兰科

植物研究人员搭建科研平台。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林

业局牵头成立广西兰科植物保育专家委员会,开展广

西兰科植物资源调查、致濒机理、解濒措施、物种扩

繁、种群复壮、引种回归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目前,已
在广西乐业县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以兰科植物命名并

以其为重点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国野

生兰科植物的重要分布区及基因库。另外,可增加桂

东北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两个保育基地,以便开展物种的就地保护、迁
地保育、回归引种、科普宣教等工作。

4.3 持续发展的保障体系

4.3.1 组织协同保障

  成立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主要领导担任组

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广西壮族自治区科

学技术厅、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等相关职能部

门领导为成员的“广西兰科植物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
负责兰科植物产业发展的宏观指导、组织协调、检查

监督、政策制定等工作,统一组织和协调广西兰科植

物产业的发展。同时,设立广西兰科植物发展专家咨

询委员会,聘请区内外种植、加工等领域的专家为咨

询委员会成员,建立定期咨询议事制度,对兰科植物

产业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并提供信

息、技术、管理及政策等咨询,扎实推进广西兰科植物

产业发展。

4.3.2 政策法规保障

  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利用

民族区域自治权力和国家西部开发的相关政策,制定

出台广西兰科植物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优惠政策及一

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加大对兰科植物规

范化种植、加工、产业化科技创新的投入,加快推进兰

科植物科技成果和专利的申请及转化,吸引区外、国
外投资商来桂投资兰科植物产业。

4.3.3 人才和技术保障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结合兰科植物产业发展需

要,制定出符合广西实际的人才发展规划,科学地制

定引进、培养计划,确定培养的方向和目标。建立和

完善人才引进、培养和储备机制。兰科植物资源研究

和可持续利用离不开专业技术人员,应推进协作联

动,在科学研究、自然教育、产业开发等领域,依托科

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建立一批人才教育培训基地并培

养技术人才。

4.3.4 资金保障

  充分发挥广西兰科植物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

室的协调作用,建立政府专项资金引导、企业投入、金
融机构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外资积极介入的多元化

筹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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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eodorum
 

G.Jacks.
 

is
 

an
 

orchid
 

genus
 

belonging
 

to
 

Cymbidieae
 

of
 

Orchidaceae,with
 

about
 

10
 

spe-
cies

 

in
 

the
 

world,which
 

distributes
 

in
 

tropical
 

Asia,Australia
 

and
 

Pacific
 

islands.
 

In
 

China,there
 

are
 

5
 

spe-
cies,which

 

are
 

recorded
 

in
 

Guangdong,Hainan,Guangxi,Guizhou,Taiwan,Sichuan
 

and
 

Yunnan.
 

In
 

this
 

pa-
per,the

 

research
 

trends
 

of
 

Geodorum
 

G.Jacks.
 

plants
 

in
 

recent
 

decades
 

were
 

reviewed,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resources,endangered
 

reasons,protection
 

status,cytology,reproductive
 

technology,mycorrhizal
 

fungi,

pollination
 

biology
 

and
 

genetic
 

diversity
 

of
 

the
 

genus
 

Geodorum
 

G.Jacks.were
 

described,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we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protection
 

strategies
 

and
 

imple-
mentation

 

of
 

related
 

research
 

work
 

of
 

Geodorum
 

G.Jacks..
Key

 

words:Geodorum
 

G.Jack.;endangered
 

plants;habitat
 

characteristics;reproduction
 

technology;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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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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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Botany,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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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Guilin,Guangxi,541006,

China)

Abstract:Guangxi
 

is
 

rich
 

in
 

Orchidaceas
 

resources,which
 

is
 

the
 

dominant
 

plant
 

resource
 

in
 

Guangxi,and
 

is
 

al-
so

 

the
 

most
 

threatened
 

group
 

of
 

plant
 

biodiversity.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re-
search

 

status,existing
 

problems,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Orchidaceas
 

resources
 

conservation
 

in
 

Guan-
gxi.

 

The
 

guiding
 

ideology,principles
 

and
 

guarantee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Orchida-
ceas

 

resources
 

in
 

Guangxi
 

are
 

expounded.The
 

countermeasure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r-
chidaceas

 

resources
 

in
 

Guangxi
 

are
 

put
 

forward.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Orchidaceas
 

in
 

Guangxi.
Key

 

words:Guangxi;Orchidaceas;resources;sustainable
 

development;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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