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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实地网格化调查、 标本查阅及历史资料搜集对上海濒危植物现状及保护对策进行了研究ꎬ 结果表

明: 上海共有国家重点保护和濒危野生植物 ２３ 科 ２７ 属 ２８ 种ꎬ 建议上海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有 ５４ 科 ８２ 属 １０１
种ꎮ 上海原生植物减少、 外来植物增多、 生物多样性降低等是上海一些原生植物变为濒危的主要原因ꎮ 今后应

建立上海濒危植物保护体系ꎬ 重点保护上海的植物多样性中心ꎬ 并尽快立法公布上海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ꎻ 加强植物多样性保护宣传ꎬ 保护上海的野生植物资源并防范外来植物入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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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多种生命

资源的总和ꎬ 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１]ꎬ 其中濒危植物保护是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２]ꎮ 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ＩＵＣＮ)２００９ 年更

新的«红色名录»里收录了 ４７ ６７７ 种生物物种ꎬ 其

中约 ３６ ３％的物种受到威胁[３]ꎮ 据初步统计ꎬ 中

国有 ４０００ ~ ５０００ 种植物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ꎬ
占我国植物总数的 １５％ ~ ２０％ꎬ 因此加强濒危植



物的保护刻不容缓[４]ꎮ 为了确认我国珍稀濒危植

物的种类ꎬ 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联合出版了«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 [５]ꎬ
该名录第一次对我国的珍稀濒危植物进行了确认ꎬ
并且规定了每种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级别ꎮ １９９２
年出版的«中国植物红皮书» (第 １ 册)共记载濒危

植物 １２１ 种、 稀有植物 １１０ 种、 渐危植物 １５７ 种ꎬ
其等级划分主要依据国际通用标准ꎬ 同时结合了所

记录种类的生态学、 生物学等特征[６]ꎮ １９９９ 年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 １ 批)»由国务院

正式公布ꎬ 共收录野生植物 ２４６ 种和 ８ 类ꎬ 这是

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的里程碑ꎬ 也标志着此项工作纳

入法制化轨道[７]ꎮ ２００４ 年出版的«中国物种红色

名录»采用了 ＩＵＣＮ 最新红色名录标准(２００１ꎬ ３１
版本)对中国的 ４４０９ 种植物进行了评估[８]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中国

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ꎬ 对 ３４ ４５０ 种

(含种下等级)植物进行了评估[９]ꎬ 基本覆盖了中

国本土所有的野生高等植物ꎮ
为了切实保护野生植物资源ꎬ 一些地方政府相

继出台了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ꎬ 如云南省政府颁

布了«云南省保护植物名录» [１０]ꎻ ２００８ 年北京市人

民政府批准了«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ꎻ
２０１２ 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了«浙江省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名录(第 １ 批)»ꎮ 上海是中国甚至世界城市

化进程最快的城市之一ꎬ 快速的城市化过程给环境

和区域生物多样性带来巨大变化[１１ꎬ１２]ꎬ 城市的生

态问题日益突出ꎬ 野生植物资源受到严重威胁ꎮ 目

前ꎬ 对上海植物多样性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化过程

中上海植被的空间格局、 动态响应等方面[１３ꎬ１４]ꎬ
而对上海的濒危植物现状及保护对策未见报道ꎮ 本

研究拟对上海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进行研究ꎬ 提出建

议上海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名录ꎬ 并分析其致危原

因ꎬ 阐述濒危植物的保护对策ꎬ 以期对上海植物多

样性保护、 恢复与重建提供基础资料ꎮ

１　 研究区域概况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最东部ꎬ 东临东海ꎬ 北依

长江ꎬ 南临杭州湾ꎬ 西部与浙江和江苏相接ꎮ 上海

南北(最长处)约 １２０ ｋｍꎬ 东西(最宽处)约１００ ｋｍꎬ

总面积约 ６３４０ ｋｍ２ꎬ 约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

００６％ꎮ ２０１１ 年上海常驻人口约 ２３４８ 万人(约占

全国人口总数的 １７％)ꎬ 人口密度约 ３７０３ 人 /
ｋｍ２ꎮ ２０１３ 年上海市辖有 １６ 区 １ 县[１５]ꎬ 其全境

为冲积平原(地势平坦ꎬ 河流众多)ꎬ 仅松江区有

东、 西佘山、 天马山等 １０ 余个海拔不足 １００ ｍ 的

山丘ꎻ 上海平均海拔仅 ３ ~ ５ ｍꎬ 最高海拔(杭州

湾内的大金山岛)为 １０３ ｍꎮ 上海位于北亚热带湿

润季风气候带ꎬ 四季分明ꎬ 雨热同期ꎻ 年平均气温

１５℃ ~ １６℃ꎬ １ 月份平均气温 ２℃ ~ ３ ５℃ꎬ ７ 月

份平均气温 ２７℃~２８℃ꎬ 极端最高气温为 ４０ ２℃ꎬ
极端最低气温为－１２１℃ꎬ 全年无霜期约 ２５０ ｄꎻ
年平均降水量 １１４９ ｍｍꎬ 主要集中在 ５ 月 －
９ 月[１６]ꎻ 地带性土壤为西南部零散山丘上的黄棕

壤ꎮ 典型地带性植被是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ꎬ 其

中常 绿 树 种 有 苦 槠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 Ｌｉｎｄｌ.) Ｓｃｈｏｔｔ.)、 红 楠 (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Ｔｈｕｎｂ.) Ｏｅｒｓｔ.)等ꎬ 落叶树种主要有麻栎(Ｑｕｅｒ￣

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Ｃａｒｒｕｔｈ.)、 白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ｆａｂｒｉ

Ｈａｎｃｅ)、 榆树(Ｕｌｍ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Ｌ.) 和朴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ｅｒｓ.) 等[１６]ꎬ 沿海滩涂上有互花米草

(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Ｌｏｉｓ.)等外来植物以及以芦

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Ｃａｖ.) Ｔｒｉｎ. ｅｘ Ｓｔｅｕｄ.)
为主的水生植物ꎮ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野外植物调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科学院上

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植物分类学课题组联合华

东师范大学ꎬ 将上海市行政区范围内的 １７ 个区县

划分为约 ３２０ 个 ５ ｋｍ × ５ ｋｍ 的样方网格ꎬ 详细调

查每个网格中的植物种类ꎬ 并对重点区域进行多次

调查ꎻ 拍摄、 采集(共计 １３００ 余人次)调查区域内

的全部植物ꎬ 并制作成标本(共 ２８ ０００ 余号ꎬ 存于

上海辰山植物标本馆)ꎻ 记录植物生境、 群落特

征、 ＧＰＳ 等基本数据ꎮ
２ ２　 历史标本查阅

本研究共搜集了历史标本信息 １８ ０００ 余条ꎬ
其中获取复旦大学植物标本馆 ( ＦＵＳ) 标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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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００ 余条、 上海科技馆植物标本馆(ＳＨＭ)标本信

息 ６１００ 余条、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植物标本馆

(ＨＳＮＵ)标本信息 ２４００ 余条、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ＮＡＳ)标本信息 ４０００ 余条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上海国家重点保护和濒危野生植物

根据 １９８７ 年«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
１９９２ 年«中国植物红皮书»(第 １ 册)、 １９９９ 年«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 １ 批)»、 ２００４ 年«中
国物种红色名录»、 ２０１３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

名录—高等植物卷»ꎬ 结合 « 上海维管植物名

录» [１７]ꎬ 去除重复种类后统计出上海市共有国家重

点保护和濒危野生植物 ２３ 科 ２７ 属 ２８ 种(表 １)ꎬ

包含草本植物 １９ 种(占 ６７ ９％)ꎮ 上海国家重点保

护和濒危野生植物名录(表 １)中ꎬ 仅 ２ 种植物在上

海多见ꎬ 分别是野大豆、 细果野菱ꎻ ６ 种少见ꎬ １５
种极少见ꎬ ５ 种近年来未采集到标本ꎮ 天竺桂、 迎

春樱桃、 樟等 ５ 种植物在上海栽培较多ꎮ 野鸦椿、
舟山新木姜子、 全缘冬青等 ６ 种植物在上海偶见栽

培ꎻ 水蕨、 龙舌草、 小舌唇兰等 １２ 种植物在上海

只有野生个体ꎬ 未见栽培个体ꎮ
根据 １９９９ 年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第 １ 批)»规定ꎬ 上海共有二级保护植物(Ⅱ)
９ 种ꎬ 无一级保护植物种类ꎻ 此外ꎬ 蛇足石杉、 明

党参、 小舌唇兰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第 ２ 批)»建议保护的野生植物ꎬ 保护级别是二

级[１８]ꎬ 该名录有望近期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公布ꎮ 天

表 １　 上海国家重点保护和濒危野生植物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ｓ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 现状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蛇足石杉 石松科 ＥＮ 近年未采到标本

Ｉｓｏｅｔｅ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华水韭 水韭科 Ⅲ ＥＮ ＥＮ 近年未采到标本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ｐｕｌｖｉｎａｔａ 垫状卷柏 卷柏科 ＮＴ 近年未采到标本ꎻ 未见栽培

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ｔｈｅｒｍａｌ 狭叶瓶尔小草 瓶尔小草科 Ⅱ ＶＵ ＮＴ 极少见ꎻ 未见栽培

Ｃｅｒａ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ｏｉｄｅｓ 水蕨 凤尾蕨科 ＶＵ 极少见ꎻ 未见栽培

Ｃｙｒｔｏｍｉｕｍ ｆａｌｃａｔｕｍ 全缘贯众 鳞毛蕨科 ＶＵ 极少见ꎻ 偶有栽培

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ａｎａ 大叶榉树 榆科 Ⅱ ＮＴ 少见ꎻ 普遍栽培

Ａｓａｒｕｍ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汉城细辛 马兜铃科 ＶＵ 极少见ꎻ 未见栽培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 金荞 蓼科 Ⅱ 少见ꎻ 偶有栽培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天竺桂 樟科 Ⅲ ＥＮ Ⅱ ＥＮ ＶＵ 极少见ꎻ 多有栽培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ｓｅｒｉｃｅａ 舟山新木姜子 樟科 Ⅱ ＲＡ Ⅱ ＥＮ ＥＮ 极少见ꎻ 偶有栽培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樟 樟科 Ⅱ 极少见ꎻ 普遍栽培

Ｏｒｙｃ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ｕｓ 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ａｎｕｓ 心叶诸葛菜 十字花科 ＮＴ 极少见ꎻ 未见栽培

Ｃｅｒａｓｕｓ ｄｉｓｃｏｉｄｅａ 迎春樱桃 蔷薇科 ＮＴ 极少见ꎻ 普遍栽培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ｓｏｊａ 野大豆 豆科 Ⅲ ＶＵ Ⅱ 多见ꎻ 未见栽培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ｕｐｅａｎａ 黄檀 豆科 ＮＴ 少见ꎻ 多有栽培

Ｉｌｅｘ ｉｎｔｅｇｒａ 全缘冬青 冬青科 ＥＮ 极少见ꎻ 偶有栽培

Ｅｕｓｃａｐｈ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野鸦椿 省沽油科 ＶＵ 少见ꎻ 偶有栽培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ｏｖａｔａ 卵叶胡颓子 胡颓子科 ＥＮ 近年未采到标本

Ｔｒａｐａ ｉｎｃｉｓａ 细果野菱 菱科 Ⅱ 多见ꎻ 未见栽培

Ｇｌｅｈｎｉ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珊瑚菜 伞形科 Ⅲ ＶＵ Ⅱ ＶＵ ＣＲ 极少见ꎻ 未见栽培

Ｃｎｉ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滨蛇床 伞形科 ＮＴ 极少见ꎻ 未见栽培

Ｃｈａｎｇｉｕｍ ｓｍｙｒｎｉｏｉｄｅｓ 明党参 伞形科 Ⅲ ＲＡ ＶＵ ＶＵ 少见ꎻ 未见栽培

Ｔｒｉ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ｄｉｓｃｏｉｄｅｕｍ 湖北双蝴蝶 龙胆科 ＮＴ 近年未采到标本

Ｍｏｓｌａ ｈａｎｇ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杭州石荠苎 唇形科 ＮＴ 极少见ꎻ 未见栽培

Ｚｏｙｓ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中华结缕草 禾本科 Ⅱ 少见ꎻ 偶有栽培

Ｏｔｔｅｌｉａ ａｌｉｓｍｏｉｄｅｓ 龙舌草 水鳖科 ＶＵ 极少见ꎻ 未见栽培

Ｐｌａｔａｎｔｈｅｒａ ｍｉｎｏｒ 小舌唇兰 兰科 ＶＵ 极少见ꎻ 未见栽培

　 　 注: Ⅱꎬ ２ 级保护ꎻ Ⅲꎬ ３ 级保护ꎻ ＣＲꎬ 极危ꎻ ＥＮꎬ 濒危ꎻ ＶＵꎬ 渐危、 易危ꎻ ＮＴꎬ 近危ꎻ ＲＡꎬ 稀有ꎮ
Ｎｏｔｅｓ: Ⅱ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ｃｕ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Ⅲꎬ Ｔｈｉｒｄ ｆｏｃｕ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ꎻ ＣＲꎬ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ꎻ

ＥＮꎬ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ꎻ ＶＵꎬ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ꎻ ＮＴꎬ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ꎻ ＲＡꎬ Ｒ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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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桂、 舟山新木姜子及珊瑚菜是 ５ 个名录及红皮书

里均涉及的保护植物(表 １)ꎬ 其中天竺桂仅分布在

上海的大金山岛、 浙江的普陀山及台湾岛ꎻ 舟山新

木姜子在上海的种群数量很少ꎬ 仅分布在包括大金

山岛在内的东部沿海较狭窄的地区ꎮ 卵叶胡颓子、
垫状卷柏、 湖北双蝴蝶、 蛇足石杉、 中华水韭近年

来在上海未采集到标本ꎬ 故在上海的具体分布区不

详ꎮ 据«江苏植物志»和«上海植物志»记载ꎬ 湖北

双蝴蝶在上海可能有分布ꎬ 目前存疑ꎬ 有待进一步

研究[１６ꎬ１９]ꎮ 据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记载ꎬ 卵叶胡颓子在

上海有分布[２０]ꎬ 但目前疑似灭绝ꎮ 滨蛇床、 明党

参、 汉城细辛等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ꎮ 黄檀、 天竺

桂、 大叶榉树、 迎春樱桃、 舟山新木姜子等具有较

高的观赏价值ꎮ
综上ꎬ 上海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主要分布在金山

岛、 佘山地区、 崇明佘山岛等生物多样性较高的地

区ꎬ 种群数量较少ꎬ 濒临灭绝ꎬ 保护这些植物对于

提高上海植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ꎮ
３ ２　 建议上海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

原生植物是上海城市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

分ꎬ 主要包括残存自然群落和乡土野生杂草ꎮ 马金

双的调查结果显示ꎬ 上海原生维管植物共有 １３４
科 ４５３ 属 ８４２ 种ꎬ 约占上海全部野生维管植物

(１１９９ 种) 的 ７０ ２％[１７]ꎬ 其中禾本科植物最多

(１０４ 种)ꎬ 其次是莎草科(６９ 种)、 菊科(６５ 种)ꎻ
２ ~ ４ 种的寡种科共有 ４５ 科ꎬ 包括 ９０ 属 １２６ 种ꎬ

分别占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１９ ９％和 １５ ０％ꎻ 八角

枫科、 白花菜科、 白花丹科等单种科有 ４７ 科ꎬ 占

总科数的 ３５１％ꎻ 原生植物中草本多达 ６５４ 种ꎬ
占上海原生维管植物的 ７７７ ％ꎮ

基于对上海植被的网格化调查及原生植物出现

频率的分析发现ꎬ 少见或极少见植物有 ５８８ 种ꎬ
约占上海全部原生维管植物的 ６９ ８％ꎬ 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上海原生生境被破坏的严重程度ꎮ 在

这些少见或极少见植物种类中ꎬ 有些具有较高的药

用、 科研、 观赏价值ꎬ 但其种群数量稀少ꎬ 虽已达

到相应的濒危等级ꎬ 国家相关保护名录却没有收录

或收录为无危、 数据缺乏ꎮ
通过对上海植物现状的分析ꎬ 建议上海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的选择标准即保护原因有 ４ 类ꎬ 一是地

带性植被植物种类ꎬ 上海的地带性植被在上海的分

布区狭窄ꎬ 仅分布在大小金山岛和佘山地区ꎻ 二是

分布区狭窄的植物种类ꎬ 如有些植物在中国的分布

区狭窄ꎬ 仅分布在沿海岛屿或个别省份ꎻ 三是上海

周边省份(如江苏、 浙江)不分布的植物种类ꎬ 且

在上海的分布点也比较少ꎻ 四是具有较高观赏价值

及药用价值的植物种类ꎮ 虽然其中有些植物种类在

全国的其它省份多有分布ꎬ 但对原生植物种类比较

少的上海而言ꎬ 保护这些植物对于保护上海地区的

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ꎮ 根据以上野生植物保护

的选择标准ꎬ 统计出建议上海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

种类共 ５４ 科 ８２ 属 １０１ 种(表 ２)ꎮ

表 ２　 建议上海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ｉｓｔ ｏｆ ｗｉｌ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序号
Ｎｏ.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保护原因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现状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１ Ｏｓｍｕｎｄ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紫萁 紫萁科 多年生草本 观赏、 药用 野生极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２ Ａｒａｃｈｎｉｏｄｅｓ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 斜方复叶耳蕨 鳞毛蕨科 多年生草本 周边不分布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３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ｓｐａｒｓａ 稀羽鳞毛蕨 鳞毛蕨科 多年生草本 周边不分布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４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ａｎａ 杯盖阴石蕨 骨碎补科 多年生草本 周边不分布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５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 化香树 胡桃科 落叶乔木或小乔木 地带性植被、 观赏 野生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６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苦槠 壳斗科 常绿乔木 地带性植被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７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青冈 壳斗科 常绿乔木 地带性植被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８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麻栎 壳斗科 落叶乔木 地带性植被 野生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９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ｆａｂｒｉ 白栎 壳斗科 落叶乔木 地带性植被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１０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朴树 榆科 落叶乔木 地带性植被 野生常见ꎬ 普遍栽培

１１ Ｕｌｍ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榔榆 榆科 落叶乔木 地带性植被 野生常见ꎬ 普遍栽培

１２ Ｆｉｃｕｓ ｅｒｅｃｔａ 矮小天仙果 桑科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药用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１３ Ｄｉａｎｔ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石竹 石竹科 多年生草本 观赏 野生少见ꎬ 普遍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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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２

序号
Ｎｏ.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保护原因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现状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１４ Ｄｉａｎｔｈｕｓ ｓｕｐｅｒｂｕｓ 瞿麦 石竹科 多年生草本 观赏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１５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圆锥铁线莲 毛茛科 落叶木质藤本 观赏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１６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还亮草 毛茛科 一年生草本 观赏、 药用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１７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ｐｏｌｉｉ 上海毛茛 毛茛科 一年生草本 分布区狭窄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１８ Ｈｏｌｂｏｅｌｌｉａ ｃｏｒｉａｃｅａ 鹰爪枫 木通科 常绿木质藤本 观赏 野生极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１９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狭叶山胡椒 樟科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观赏、 药用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２０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ｇｌａｕｃａ 山胡椒 樟科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观赏、 药用 野生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２１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红楠 樟科 常绿乔木 地带性植被 野生极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２２ Ａｒｉｖｅｌａ ｖｉｓｃｏｓａ 黄花草 白花菜科 一年生草本 观赏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２３ Ｏ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ａ 瓦松 景天科 二或多年生草本 观赏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２４ Ｒｉｂｅｓ ｆａｓｃ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华蔓茶藨子 虎耳草科 落叶灌木 观赏 野生极少见ꎻ 未见栽培

２５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ｔｏｂｉｒａ 海桐 海桐花科 常绿灌木 地带性植被 野生极少见ꎬ 普遍栽培

２６ Ｃｅｒａｓｕｓ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麦李 蔷薇科 落叶灌木 观赏 野生少见ꎬ 多有栽培

２７ 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ｃｕｎｅａｔａ 野山楂 蔷薇科 落叶灌木 观赏 野生极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２８ Ｐｙｒｕｓ ｃａｌｌｅｒｙａｎａ 豆梨 蔷薇科 落叶乔木 地带性植被、 观赏 野生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２９ Ｒｈａｐｈｉｏｌｅｐｉｓ 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 厚叶石斑木 蔷薇科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分布区狭窄 野生极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３０ Ｒｏｓ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硕苞蔷薇 蔷薇科 常绿灌木 观赏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３１ 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 小果蔷薇 蔷薇科 落叶灌木 观赏 野生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３２ Ｒｕｂｕｓ ｃｈｉｎｇｉｉ 掌叶覆盆子 蔷薇科 落叶半灌木 观赏、 药用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３３ Ｒｕｂｕｓ ｃｏｒｃｈ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ｓ 山莓 蔷薇科 落叶半灌木 观赏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３４ Ｒｕｂｕｓ ｈｉｒｓｕｔｕｓ 蓬藟 蔷薇科 落叶半灌木 观赏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３５ Ｃａｌｌｅｒｙａ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网络鸡血藤 豆科 常绿木质藤本 观赏 野生少见ꎬ 多有栽培

３６ Ｍｕｃｕｎａ ｓｅｍｐｅｒｖｉｒｅｎｓ 常春油麻藤 豆科 常绿木质藤本 观赏 野生极少见ꎬ 多有栽培

３７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ｉａ ｖｏｌｕｂｉｌｉｓ 鹿藿 豆科 多年生草质藤本 观赏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３８ Ｓｅｎｎａ ｎｏｍａｍｅ 豆茶决明 豆科 一年生草本 观赏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３９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ｉｌ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椿叶花椒 芸香科 落叶乔木 观赏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４０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ｒｍａｔｕｍ 竹叶花椒 芸香科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药用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４１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瓜子金 远志科 多年生草本 药用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４２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ｐｕｂｅｒ 算盘子 大戟科 落叶灌木 观赏 野生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４３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野梧桐 大戟科 落叶乔木
地带性植被、 分布
区狭窄

野生极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４４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ｒｅｐａｎｄｕｓ ｖａｒ.
ｃｈｒｙｓｏｃａｒｐｕｓ 杠香藤 大戟科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观赏、 周边不分布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４５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黄连木 漆树科 落叶乔木 地带性植被 野生少见ꎬ 多有栽培

４６ Ｉｌｅ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冬青 冬青科 常绿乔木 地带性植被 野生少见ꎬ 多有栽培

４７ Ｉｌｅｘ ｃｏｒｎｕｔａ 枸骨 冬青科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地带性植被 野生少见ꎬ 普遍栽培

４８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南蛇藤 卫矛科 落叶木质藤本 药用 野生极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４９ Ｒｈａｍｎｕｓ ｇｌｏｂｏｓａ 圆叶鼠李 鼠李科 落叶灌木 观赏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５０ 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 ｔｈｅａ 雀梅藤 鼠李科 落叶灌木 药用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５１ Ｇｒｅｗｉａ ｂｉｌｏｂａ ｖａｒ.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小花扁担杆 椴树科 落叶灌木 观赏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５２ Ｅｕｒｙａ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滨柃 山茶科 常绿灌木
地带性植被、 分布
区狭窄

野生极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５３ Ｅｕ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柃木 山茶科 常绿灌木
地带性植被、 分布
区狭窄

野生极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５４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ｓａｍｐｓｏｎｉｉ 元宝草 藤黄科 多年生草本 观赏、 药用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５５ Ｖｉｏｌａ ｓｅｌｋｉｒｋｉｉ 深山堇菜 堇菜科 多年生草本 周边不分布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５６ Ｖｉｏｌａ ｙｕｎｎａｎｆｕｅｎｓｉｓ 心叶堇菜 堇菜科 多年生草本 周边不分布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５７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ａｒｇｙｉ 佘山羊奶子 胡颓子科 半常绿灌木 观赏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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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２

序号
Ｎｏ.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保护原因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现状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５８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木半夏 胡颓子科 落叶灌木 观赏 野生极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５９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ｐｕｎｇｅｎｓ 胡颓子 胡颓子科 常绿灌木 地带性植被ꎬ 观赏 野生少见ꎬ 普遍栽培

６０ 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八角枫 八角枫科 落叶小乔木或灌木 观赏 野生少见ꎬ 多有栽培

６１ Ａｒａｌ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黄毛楤木 五加科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周边不分布 野生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６２ 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ｎｏｄｉｆｌｏｒｕｓ 细柱五加 五加科 落叶灌木 药用 野生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６３ Ａｎｔｈｒｉｓｃｕｓ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峨参 伞形科 二或多年生草本 药用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６４ 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滨海前胡 伞形科 多年生草本 药用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６５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南烛 杜鹃花科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药用、 观赏 野生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６６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紫金牛 紫金牛科 常绿亚灌木
地带 性 植 被、 药
用、 观赏

野生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６７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ｋｌａｔｔｉａｎａ 轮叶过路黄 报春花科 半常绿多年生草本 观赏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６８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 ｖａｒ.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野柿 柿树科 落叶乔木 地带性植被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６９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白檀 山矾科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观赏 野生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７０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 ｓｕｓｐｅｎｓａ 连翘 木犀科 落叶灌木 观赏 野生极少见ꎬ 普遍栽培

７１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 小蜡 木犀科 落叶或半常绿灌木 地带性植被 野生少见ꎬ 普遍栽培

７２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牛皮消 萝藦科 落叶半灌木 药用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７３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鹅绒藤 萝藦科 多年生草质藤本 药用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７４ Ｅｈｒｅｔｉ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厚壳树 紫草科 落叶乔木 地带性植被 野生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７５ 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ｚ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ｉ 梓木草 紫草科 多年生草本 药用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７６ Ｔｅｕｃｒ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ｔｓｕｎｇｍｉｎｇｅｎｓｅ 崇明穗花香科科 唇形科 多年生草本 分布区狭窄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７７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地黄 玄参科 多年生草本 药用 野生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７８ 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羊乳 桔梗科 多年生草质藤本 药用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７９ Ｐｌａｔｙｃｏｄｏｎ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ｓ 桔梗 桔梗科 多年生草本 观赏、 药用 野生极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８０ Ｗａｈｌｅｎｂｅｒｇｉａ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蓝花参 桔梗科 多年生草本 观赏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８１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ｅｒｏｓｕｍ 宜昌荚蒾 忍冬科 落叶灌木 观赏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８２ Ｎａｎｄｉｎ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 南天竹 小檗科 常绿灌木 观赏 野生少见ꎬ 普遍栽培

８３ Ａｓｔｅｒ ａｒｅｎａｒｉｕｓ 普陀狗娃花 菊科 二或多年生草本 分布区狭窄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８４ Ｃｒｅｐｉｄｉａｓｔｒｕｍ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ｍ 假还阳参 菊科 落叶亚灌木 分布区狭窄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８５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ｈｅｔｅｒｏｃｌａｄａ 水竹 禾本科 竹类 地带性植被、 观赏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８６ Ｙｕｓｈａｎｉａ ｎｉｉｔａｋａｙａｍｅｎｓｉｓ 玉山竹 禾本科 竹类
观赏、 分 布 区 狭
窄、 周边不分布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８７ 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 ｋｉｕｓｉａｎｕｓ 东亚魔芋 天南星科 多年生草本 观赏 野生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８８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天南星 天南星科 多年生草本 观赏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８９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ｐｅｄａｔｉｓｅｃｔａ 虎掌 天南星科 多年生草本 药用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９０ Ｃａｒｅｘ ｂｌｉｎｉｉ ｓｕｂｓｐ.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ｎｓｉｓ 上海薹草 莎草科 多年生草本 上海特产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９１ Ｃａｒｅｘ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ａ 锈果薹草 莎草科 多年生草本 周边不分布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９２ Ｓｔｅｍｏｎ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百部 百部科 多年生草质藤本 药用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９３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天门冬 百合科 多年生草本 观赏、 药用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９４ Ｌｉｌｉｕｍ ｔｉｇｒｉｎｕｍ 卷丹 百合科 多年生草本 观赏 野生极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９５ Ｓｍｉｌａｘ ｃｈｉｎａ 菝葜 百合科 落叶藤状半灌木 药用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９６ Ｓｍｉｌａｘ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小果菝葜 百合科 落叶藤状半灌木 药用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９７ Ｓｍｉｌａｘ ｇｌａｕｃｏｃｈｉｎａ 黑果菝葜 百合科 落叶藤状半灌木 药用 野生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９８ Ｌｙｃｏｒｉｓ × ｒｏｓｅａ 玫瑰石蒜 石蒜科 多年生草本 观赏 野生极少见ꎬ 偶有栽培

９９ Ｌｙｃｏｒｉｓ ｓｐｒｅｎｇｅｒｉ 换锦花 石蒜科 多年生草本 观赏 野生少见ꎬ 多有栽培

１００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黄独 薯蓣科 多年生草质藤本 观赏、 药用 野生极少见ꎬ 未见栽培

１０１ Ｉｒ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蝴蝶花 鸢尾科 多年生草本 观赏 野生少见ꎬ 普遍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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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建议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名录(表 ２)
中ꎬ ２１ 种是上海主要自然植被类型的植物组成种

类ꎬ 约占建议重点保护植物总数的 １ / ５ꎻ 青冈属

青冈、 润楠属红楠、 锥栗属苦槠分别是上海常绿

阔叶林青冈群落、 红楠群落、 苦槠群落的建群

种ꎻ 红楠群落和青冈群落是上海地区保护较好的

地带性植被[２１ꎬ２２] ꎬ 与典型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相比ꎬ 其群落内的日本野桐、 算盘子、 黄檀、 盐

肤木等均为落叶树种ꎬ 群落结构相对简单ꎬ 一旦

受到破坏ꎬ 短期内将难以恢复ꎮ 上海常绿落叶阔

叶混交林的植物种类主要有苦槠、 冬青、 白栎、
朴树、 胡颓子、 枸骨、 黄连木、 盐肤木、 黄檀、
柃木、 滨柃、 紫金牛等ꎬ 这些地带性植被在上海

的分布区域比较小ꎬ 仅分布在金山岛或佘山地

区ꎬ 保护这些植物种类对研究上海森林建设模式

具有重要意义[２２] ꎮ
目前ꎬ 佘山地区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面临着

竹类植物的入侵ꎬ 应采取积极的措施给予有效控

制ꎮ 普陀狗娃花、 厚叶石斑木、 崇明穗花香科科、
上海毛茛不仅在上海的分布区狭窄ꎬ 在中国的分布

区也比较狭窄ꎬ 其中普陀狗娃花除分布区在上海之

外ꎬ 仅分布在浙江ꎻ 厚叶石斑木分布在台湾、 浙江

东部ꎮ 此外ꎬ 黄毛楤木、 深山堇菜等 ９ 种植物在

上海周边的浙江、 江苏没有分布ꎻ 玉山竹、 崇明

穗花香科科、 普陀狗娃花等 ８ 种植物在中国的分

布区狭窄ꎮ 保护这些在中国分布区狭窄的植物种

类ꎬ 不仅对维护上海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

作用ꎬ 而且对整个华东地区植物多样性保护具有

重要意义ꎮ 建议上海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名录

(表 ２)中ꎬ 具有观赏、 药用价值的植物约占 ２ / ３ꎬ
如菝葜、 细柱五加、 地黄是重要的药用植物ꎬ 圆

锥铁线莲、 换锦花、 南天竹、 蝴蝶花、 鹰爪枫等

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ꎬ 应加以保护和适度利用ꎻ
圆叶鼠李、 细柱五加等是中国特有植物ꎬ 保护这

些特有种对我国的种质资源及其遗传多样性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ꎻ 野梧桐、 假还阳参、 柃木、 滨柃

等是东亚间断分布种ꎬ 保护这类植物对研究东亚

植物区系分布格局的形成、 演变以及制定保护生

物学策略均有一定的学术意义ꎮ

４　 讨论

４ １　 致危原因分析

４ １ １　 原生植物减少

自 １７ 世纪末开始ꎬ 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ꎬ
先后有十多个国家的传教士、 植物学家、 教师等

从上海或以上海为落脚点采集标本ꎬ 并发表了很

多新种ꎬ 如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ｕｍ Ｐｒａｉｎ(Ｓｙｎ. ｏｆ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ｕｐｅａｎａ Ｈａｎｃｅꎬ 黄 檀 )、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ａｒｇｙｉ Ｈ. Ｌéｖ. (佘山羊奶子)、 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ｅｌｖａｌ(Ｓｙｎ. ｏｆ 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 ｋｉｕｓｉａｎａ
(Ｍａｋｉｎｏ) Ｍａｋｉｎｏꎬ 东亚魔芋)、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ｐｏｌ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ｘ Ｈｅｍｓｌ. (上海毛茛)等[２２]ꎮ 但近年来

上海原生植物迅速减少ꎬ 很多植物种类在上海没有

采集到标本ꎬ 疑似灭绝ꎬ 如台湾筋骨草 (Ａｊｕｇａ
ｐｙｇｍａｅａ Ａ. Ｇｒａｙ)、 显脉香茶菜( Ｉｓｏｄｏｎ ｎｅｒｖｏ￣
ｓｕｓ (Ｈｅｍｓｌ.) Ｋｕｄｏ)等ꎬ 这与 Ｓｔａｎｄｌｅｙ 对马萨诸

塞州的 Ｎｅｅｄｈａｍ 镇植物的研究结果[２３] 一致ꎮ
２０１３ 年马金双的调查结果显示ꎬ 上海少见植物和

极少见植物(包括近年来未采集到标本的植物)有

５８６ 种ꎬ 约占上海原生维管植物总数的 ６９ ８％[１７]

即原生植物种类的减少及种群数量的减少是上海一

些原生植物变为濒危植物的原因之一ꎮ
４ １ ２　 生境单一及破碎化

郊区生境单一及城区生境破碎化是上海生物多

样性减少及一些原生植物种类消失的主要原因ꎮ 上

海位于长江三角洲ꎬ 境内无复杂地形ꎬ 农田是主要

土地利用类型ꎬ 农作物及农田杂草成为农田的主要

植物类型ꎮ 城市化是导致物种迅速减少和灭绝主要

因素之一[２４ꎬ２５]ꎬ 对物种数量、 组成、 空间分布均

有一定的影响[２６]ꎬ 上海的城市化建设与其植物多

样性降低有着密切关系ꎮ 随着上海城市化建设的推

进ꎬ 自然生态系统被以人工建筑物为主的硬质景观

代替ꎬ 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减少和破碎化ꎬ 形成数

量繁多的小斑块ꎬ 佘山、 天马山等植物的多样性中

心被农田、 居住区及城市道路隔离成“孤岛”ꎬ 这

使得城市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减小ꎬ 原生植物种群

不断缩小ꎬ 植物种类不断减少甚至消失ꎬ 对植物多

样性的保护十分不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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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３　 外来植物入侵

经实地调查及文献考证ꎬ 上海共有外来植物

(包括逸生、 归化植物ꎬ 不包括外来栽培植物)７５
科 ２３２ 属 ３５７ 种ꎬ 占上海全部维管植物 (１１９９
种)的 ２９ ８％[１７] ꎮ 汪远等基于上海维管植物的现

状分析ꎬ 并参考 ２０１３ 年马金双对入侵植物的等

级划分[２７] ꎬ 发现上海共有入侵植物 ６４ 种ꎬ 一般

或偶见外来植物 ２９３ 种[２８] ꎬ 其中菊科植物种类

最多(５０ 种)ꎬ 其次是豆科(３１ 种)、 禾本科(２７
种)、 十字花科(１９ 种)、 莎草科(１８ 种)ꎮ 上海

历来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贸易中心ꎬ 很早就与国

内外建立了通商关系ꎬ 外来植物主要是通过铁

路、 公路、 航运、 苗木随土携带等渠道引入[２９] ꎮ
外来入侵植物侵占了原生植物的自然生境ꎬ 成为

荒地、 路边等生境的优势种ꎮ 上海外来植物数量繁

多ꎬ 分布范围广ꎬ 种群数量有增加趋势ꎬ 已经成为

上海植物区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如喜旱莲子草(Ａｌ￣
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在河流

和潮湿的河道周围广泛分布且堵塞河道ꎬ 在上海地

区已造成了明显的危害ꎻ 互花米草(Ｓ.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Ｌｏｉｓ.)侵占海三棱藨草 ( ×Ｂｏｌｂｏｓｃｈｏｅｎｏｐｌｅｃｔｕ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Ｔａｎｇ ＆ Ｆ Ｔ Ｗａｎｇ) Ｔａｔａｎｏｖ)和芦苇

(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Ｃａｖ.) Ｔｒｉｎ. ｅｘ Ｓｔｅｕｄ.)的分布区ꎬ
给崇明东滩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成了严重危

害ꎮ 此外ꎬ 加拿大一枝黄花(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 凤眼蓝 (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Ｍａｒｔ.)
Ｓｏｌｍｓ)等在上海全面归化ꎬ 种群数量大ꎬ 扩散速

度快ꎬ 侵占了原生植物的生态位ꎬ 破坏了原生生境

的生态平衡ꎬ 降低了生物多样性ꎮ
４ ２　 濒危植物保护与对策

４ ２ １　 优先保护和利用乡土植物ꎬ 防治入侵植物

危害

乡土植物(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是指当地土生土长的

植物ꎬ 是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尤其是气候、 土壤等环

境条件达成稳定平衡ꎬ 对原产地环境具有天然适应

性的植物[３０ꎬ３１]ꎮ 乡土植物不仅可以维持城市的生

物多样性ꎬ 其种群数量、 生长状况还可以反映周围

的环境状况和人为干扰强度ꎬ 对城市化程度起到一

定的指示作用ꎮ 上海的乡土植物和濒危少见植物种

类在上海的自然分布区域很小ꎬ 主要分布在佘山地

区和大小金山岛ꎮ 在上海建议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

名录(表 ２)中ꎬ 有 １７ 种植物在上海栽培较多ꎬ 仅

占名录植物总数的 １６８％ꎻ 其它植物如舟山新木

姜子、 红楠、 青冈、 苦槠等具有优良的适应性和观

赏价值ꎬ 但在园林绿化中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ꎬ
因此应依据这些植物的生态习性进行优化配置ꎬ 营

造以地带性植物为优势种的群落ꎬ 形成上海区域特

色景观ꎬ 做到保护和利用并举ꎮ 目前ꎬ 利用乡土树

种开展的“近自然森林”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３２]ꎬ
这对提高上海植物多样性是一个积极的尝试ꎬ 对上

海的地带性植被恢复和重建具有重要作用ꎮ 上海的

入侵植物种类繁多ꎬ 对原生植物已经造成了明显的

危害ꎬ 我们应采取积极措施进行综合防治ꎮ 对已经

入侵的物种ꎬ 采取多种技术 (物理、 化学、 生物

等)综合防治ꎻ 对于传入不久还没有大面积扩散的

入侵种ꎬ 采取人工拔除或利用化学药品清除等方法

进行防治ꎻ 对于入侵比较严重的植物种类ꎬ 选择合

适的天敌或者选用竞争力强的原生植物进行替代ꎬ
建立新的生态平衡体系来有效的防治入侵植物ꎮ 同

时ꎬ 密切关注货运中心及植物引种频繁的地方ꎬ 一

旦发现有潜在入侵植物ꎬ 及时清除ꎮ
４ ２ ２　 保护上海的植物多样性中心

根据调查ꎬ 上海的原生植物及濒危植物主要分

布在上海佘山地区和大金山岛ꎬ 这两个地区的原生

植物种类约占上海全部原生植物的 ２ / ３ꎮ 这些残存

的自然群落保留有最好的地带性特征ꎬ 构筑了上海

地区物种、 群落、 生态系统以及景观多样性的基

础ꎬ 是上海的植物多样性中心ꎬ 同时也是上海的生

态敏感区(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ꎬ 它一旦受到

人为干扰或破坏将很难被有效恢复ꎮ 保护这些重点

区域的原生生境ꎬ 对于保护上海植物多样性具有重

要意义ꎮ 经过近几十年的开发利用ꎬ 佘山地区人工

林已占主体ꎬ 佘山原有的天然苦槠林也变成白栎和

苦槠混交的常绿落叶阔叶林ꎬ 次生性质十分明显ꎬ
植物种类明显减少ꎮ 大金山岛远离海岸ꎬ 保护相对

较好ꎬ 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优越ꎬ 是上海野生植物

资源最丰富的地区ꎬ 植物区系组成复杂ꎬ 中亚热带

的成分比佘山地区丰富ꎮ 大金山岛丰富的植被类型

对研究上海的环境特征有重要意义ꎬ 也是构建上海

城市森林最佳群落模式的典型样板ꎬ 可为城市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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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营提供参考依据[３３ꎬ３４]ꎮ 上海沿海岸线湿地

是上海的又一生物多样性中心ꎬ 不仅可以涵养水

源、 调节流量ꎬ 而且是滩涂植物、 底栖生物、 湿地

鸟类的栖息繁殖地ꎬ 如上海崇明东滩湿地是近百种

候鸟沿欧亚大陆东部海岸线南北迁徙的重要驿站ꎬ
生物多样性比较高ꎮ 但近年来互花米草的入侵使海

三棱藨草、 芦苇的分布区逐年萎缩ꎬ 加速了上海湿

地的陆地化ꎬ 生物多样性降低ꎬ 湿地生境亟需加强

保护ꎮ
保护上海的植物多样性中心不仅可以保护生境

内所有的物种及其携带的全部遗传信息ꎬ 同时良好

的生境还可以吸引更多的生物落户ꎬ 从而形成良好

的生态循环ꎬ 因此对典型生境的保护比单纯的对某

种植物保护更为重要ꎮ 上海的生物多样性中心还有

淀山湖湿地保护区、 外环线林带及环城镇林带、 横

沙生态岛区、 奉贤区柘林、 嘉定区南翔、 普陀区真

如等ꎬ 保护这些植物多样性中心是保护濒危少见植

物的关键ꎬ 尤其对人类干扰严重、 野生植物种类较

少的上海更具有重要意义ꎮ
４ ２ ３　 尽快发布上海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１９９６ 年由国务院正式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将野生植物按照其濒危稀有程

度和价值分为国家一级和国家二级保护植物ꎬ 这是

中国第一部保护野生植物的行政法规ꎮ ２０１０ 年浙

江省人民政府制定的«浙江省野生植物保护办法»
使野生植物保护有法可依ꎮ 但上海在制定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名录和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相对滞后ꎬ 与国

际大都市的定位不符ꎮ 上海原生植物种类较少ꎬ 国

家重点保护和濒危野生植物更少ꎬ 仅有各类受保护

野生植物 ２８ 种ꎻ 另外ꎬ 本研究在调查过程中还发

现很多植物种类已达到相应的保护级别ꎬ 但未被列

入相关保护名录ꎮ 为了更好的保护上海野生植物资

源ꎬ 我们通过实地调查与分析ꎬ 建议重点保护的上

海野生植物共有 ５４ 科 ８２ 属 １０１ 种ꎮ 希望相关单

位和部门以此做为参考ꎬ 尽快发布上海地方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名录ꎬ 并进行濒危等级划定ꎻ 通过对其

评价指标的定量化和权重分配处理ꎬ 确定物种的濒

危程度和优先保护次序ꎬ 这对上海的濒危植物保护

及植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ꎮ 严格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ꎬ

加快上海地方性野生植物保护法规的建设ꎬ 使植物

保护工作有法可依ꎮ 加强植物多样性保护宣传ꎬ 充

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作用ꎬ 多渠

道、 多形式的普及濒危植物的重要性ꎬ 提高公众对

植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ꎬ 更好的保护好上海的野生

植物资源ꎮ 未来应加强保护濒危及少见植物的种群

数量ꎬ 防范外来物种入侵ꎬ 抑制有害植物在上海的

扩散ꎬ 促进上海生态环境向良好方向发展等ꎮ 此

外ꎬ 应对上海的濒危植物进行系统研究ꎬ 并进行长

期的定位监测ꎬ 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等手

段ꎬ 建立濒危植物物种数据库ꎬ 从时空梯度上更加

全面的监测濒危植物的动态变化ꎬ 以达到城市化与

自然共存、 经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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