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岩须
分类地位：杜鹃花科，岩须属
鉴 别 特 征 ：常 绿 矮 小 半 灌 木 ，高

5—25厘米；枝多而密，密生交互对生的
鳞片状叶；花单朵腋生，乳白色，铃铛状；
花期4—5月

生活习性：生于海拔 2900—3500
米的灌丛中或垫状灌丛草地

珙桐
分类地位：蓝果树科，珙桐属
鉴别特征：落叶乔木，高 15—20米；

叶互生，阔卵形或近圆形，边缘有粗齿；
头状花序近球形，具2枚淡绿色至乳白色
的大苞片；花期4月

生活习性：生于海拔 1500—2200米
的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合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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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单体花序最大的植物如

何 开 花 结 果 ？ 中 国 最 高 的 树 有 多

高？我国到底有多少种植物？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从而更好保

护我国植物多样性，在国家植物园的

温室里，在青藏高原的高山密林间，

从一张照片到一个名字再到一个个

数字——国家植物园里的科研工作

者们历经近一年的努力与探索正逐

步揭开这些奥秘，国家植物园的价值

与作用也正逐步显现。

科学研究、数据收
集同步推进，为植物多
样性保护提供支撑

有一种植物，每一次开花在世界植

物园界都是一件盛事。它就是巨魔芋，

世界珍稀濒危植物三大旗舰种之一，是

世界上单体花序最大的植物，原产于印

度尼西亚西部苏门答腊岛的热带密林，

如今已被列为世界珍稀濒危植物。

巨魔芋开花极难，一生只开 3—4
次花，每次开花不超过 2 天，全世界

人工栽培开花次数仅 100 余次。今

年 7 月，国家植物园实现了巨魔芋的

群体开花，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在国

际上也十分罕见。

为了这一绽放时刻，国家植物园

北园展览温室还专门举办了夜场活

动。记者曾在现场采访中看到，开花

时，巨魔芋巨大的佛焰苞变成深紫色

并伴随放热，颜色、温度等的变化吸

引了不少苍蝇为其传粉。

此次群体开花，科研人员还记录

下巨魔芋雄花出花粉的过程，并首次

对外公布。令人兴奋的还有，这次群

体开花的巨魔芋相互授粉，也使得国

内第一次收获到巨魔芋的果实。

“巨魔芋的群体开花、结果意义

十分重大。”国家植物园北园副园长

魏钰介绍，这标志着我国首次实现巨

魔芋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

养，为深入研究巨魔芋这种世界珍稀

濒危植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科研

人员正在研究如何把巨魔芋与同属

其他种具有利用价值的魔芋进行杂

交，培育出新的魔芋品种。”魏钰说。

“最大的花”集体绽放，中国最高

的树在哪里、又有多高呢？

前不久，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等组成的中国巨树科考队发布了

目前“中国第一高树”云南黄果冷杉

的准确高度：83.4 米；同时发布了巨

树等身照——照片中的这棵云南黄

果冷杉，矗立于察隅河支流岗日嘎布

曲边的河谷漫滩森林之中。

“巨树照”来之不易。今年 5 月，

国家植物园、中科院植物所郭柯研究

员团队对西藏察隅县上察隅镇布宗

村巨树群落进行植被调查时，连续发

现多棵高 75 米以上的巨树。其中，

一棵云南黄果冷杉经过无人机测量，

高度达到了 83.4 米，这也成为国家第

二次青藏科考项目的重要成果。

从对珍稀植物的迁地保护，到高山

密林间的艰苦求索，再到基础科学研究

和科学数据的支撑——近一年时间，国

家植物园以“筑世界植物资源方舟，聚

全球植物科学之光，讲中国植物文化故

事”为愿景，多方发力，在植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

做资源调查、发现
新物种，全力摸清我国
植物家底

植物多样性保护离不开基础科

学研究和科学数据的支撑。

科学数据从何而来？郭柯介绍，

这次发现云南黄果冷杉后，在攀测、拍

摄、采集过程中，科考使用了国际上测

量巨树的“金标准”——攀树直接测量

法，即人工攀爬到巨树顶端，确定最高

树梢后，将金属卷尺从树梢放下至地

面测量。经攀树采集调查，中国最高

树上共发现高等植物 50 余种，包括攀

缘植物、附生植物、寄生植物等多种类

型，显示了独特的植物多样性。

国家植物园、中科院植物所副研

究员刘冰说，在新物种发现方面，国家

植物园的科学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发现并描述了贡山角盘兰、墨脱

蝴蝶兰、墨脱开口箭等。这些物种，不

仅增添了中国的植物多样性，还可能

具有重要的资源利用价值。据了解，

国家植物园目前已完成植物种类本底

调查，共收集、保存植物 1.7万余种（含

种以下单元），其中包括中国特有种

786 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2021）》中的植物 354种。

今年 5 月，2022 版《中国生物物

种名录》发布，其中植物界部分主要

由国家植物园完成。刘冰介绍，在名

录中记载，中国共有植物物种 542 科

4480 属 46725 个物种及种下单元，其

中被子植物 32708 种、裸子植物 291
种、蕨类和苔藓植物 5494 种——与

2021 版 相 比 ，植 物 界 新 增 794 个 物

种。此外，今年国家植物园还通过大

数据分析等方式，整合我国外来植物

相 关 资 料 ，出 版《中 国 外 来 植 物 名

录》，共 记 载 中 国 外 来 植 物 283 科

3233 属 14710 个类群。

国家植物园管委会共同主任贺

然表示，国家植物园通过调查，摸清家

底，为深入开展工作奠定基础。下一

步，国家植物园将通过建设植物迁地

保护中心、国家植物种质资源库、五洲

温室群，完善植物专类园等建设项目，

进一步提升迁地保护植物的数量和质

量，朝着世界一流的目标迈进。

迁地保护功能不断
完善，珍稀濒危植物保护
取得突破性进展

圆柱状的叶片、白色的长圆形花

瓣稍显扭曲，茎可达 30 厘米，形态优

雅 清 秀 、花 色 洁 白 典 雅 …… 今 年 9
月，中国极小种群植物——峨眉槽舌

兰在国家植物园盛开。

峨 眉 槽 舌 兰 的 野 外 数 量 仅 在

250—300 株，数量极少，属珍稀濒危

物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作为中国

峨眉山地区的特有种，仅分布在该地

区 的 中 低 山 地 段 ，生 于 海 拔 700—

1000 米处开阔森林中的树干上。峨

眉槽舌兰，是国家植物园、中科院植

物 所 研 究 员 金 效 华 发 现 命 名 的 种

类。据介绍，目前这两株峨眉槽舌兰

正在花期内进行人工授粉，获得种子

后将再进行无菌播种。

最 近 ，植 物 园 工 作 人 员 又 从 野

外抢救回同属槽舌兰属且同样稀有

的 怒 江 槽 舌 兰 以 及 高 山 槽 舌 兰 ，目

前 已 经 在 国 家 植 物 园 开 始 了 保 育

工作。

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介

绍 ，国 家 植 物 园 在 华 北 地 区 珍 稀 濒

危 植 物 百 花 山 葡 萄 、丁 香 叶 忍 冬 等

植物的迁地保育方面也取得了重要

进 展 ，攻 克 了 相 关 的 繁 育 技 术 。 今

年 ，国 家 植 物 园 还 开 展 了 杜 鹃 兰 共

生 繁 殖 中 试 试 验 ，目 前 已 获 得 初 步

成功，萌发获得大量原球茎；对滇西

槽舌兰根部内生真菌的亲缘关系进

行 了 分 析 ，并 开 展 内 生 共 生 菌 的 促

萌发促生长研究等。

迁地保护是植物多样性保护的

主要形式之一，国家植物园是植物迁

地保护最重要的场所，植物迁地保护

也是国家植物园的核心功能。

国家植物园、中科院植物所高级

工程师林秦文说，作为国家植物多样

性保护基地和国家植物战略资源储备

中心，2022 年，国家植物园在特色活

植物收集和珍稀濒危植物的迁地保护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共引种收集野生

本土植物以及温室植物等各类植物材

料 1000 多号，其中野生本土植物近

450号，包括不少珍稀濒危植物。

图①：国家植物园门区。

王 昕摄（人民视觉）

图②：游客在国家植物园科普

馆参观。

杜建坡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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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植物园由国家批准设立，与普通的植物园不同。其

核心功能包括植物科学研究和迁地保护，它的社会服务功能

建立在学术研究功能基础上。国家植物园的定位是国家植物

科学研究和交流中心、战略植物资源储备库、濒危植物的迁地

保护基地以及植物科学传播中心。

国家植物园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文化、生态、社会可

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国家植物园是中国植物多样性

保护、研究的主要基地和世界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设施，代

表着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和利用的最高水平；国家植

物园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展示平台，在国际交往中

发挥着重要职能。这些重要功能也是国家植物园与其他植

物园的主要区别。

丰富的植物物种收集和珍稀濒危植物的迁地保护是国家

植物园的根本特色，无论是植物资源的迁地保护、科学研究还

是科学传播和园林园艺展示，都建立在丰富的物种收集基础

上。国家植物园在整个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引领作用，是国家植物园体系的核心。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是从国家层面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将有效实

现中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全覆盖和可持续利用：一是构建国家植

物迁地保护网络。除了建设国家植物园以外，还要建设一批区

域性国家植物园，目前华南国家植物园也已正式挂牌运行，未

来国家植物园和各区域的国家植物园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实现

资源共享，有效实现中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全覆盖和可持续利

用，全面提升国家植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水平。二是提升迁地

保护稳定性和可靠性。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建设将实现植物在

多地进行迁地保护，有利于降低因区域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及

突发状况造成的植物物种灭绝风险，为国家保存重要的战略植

物资源。三是引领示范全国植物园科学、均衡发展。国家植物

园体系的建设将带动我国各地植物园全面提升建设、管理和发

展水平。四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植物文化。收集展示具有民族

特色的资源植物，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和美好的精

神享受，向世界展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

国家植物园与其他植物园有何不同？
本报记者 常 钦

■延伸阅读R

核心阅读

2021 年 12 月 28 日，
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北
京设立国家植物园。国家
植物园在整合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南园）和北京
市植物园（北园）的基础上
成立，总规划面积近 600
公顷。

近一年的时间里，国
家植物园以“筑世界植物
资源方舟，聚全球植物科
学之光，讲中国植物文化
故事”为愿景，在植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方面进行了大
量探索，目前已取得了扎
实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