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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棕景观  

云南中越边境地区是中国面向越南的最前沿地带之一，是中南半岛内陆“绿色大三角洲”地带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东南亚热带地区，该地带是目前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保存最为完整的部分之一。 

 

为发现新物种和新记录、丰富疑难种的材料，在美国国家地理协会探索项目的支持和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的主持下，该所税玉民研究组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史密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单位合作，在2007年11月至2008年9月期间，对云南中越边境地

区进行了3次野外重点考察。共采集植物标本约2000号，设置群落样方约50个，并收集了一定数量的分

子和图像资料。 

 

中越边境植物混乱亟待澄清 

 

据税玉民介绍，云南中越边境地区植物既丰富又神秘。首先，这里地形复杂，立体气候明显。从海

拔76米的热带河谷到海拔3074米的西隆山山顶，发育着较为完整的热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集中分布着

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生物资源，其中野生种子植物估计在7000种以上，至今仍有

许多物种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发现。就全球角度看，这片地区也是中、越、老“绿色大三角洲”和大湄公

河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其次，这一地区植物采集和研究历史错综复杂，成为中国以及中南半岛植物研究的关键地段和困难

地段。19世纪末，以英国A.Henry为主的采集者在中国大蒙自区域采集了约10万份标本，近1000个新名

称被发表，为中国和世界植物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越南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

区，法国学者也从事了大量采集工作，也报道了许多新物种；解放前后，王启无、蔡希陶、“中苏队”

等又对中国境内的该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采集和研究，同样报道了许多新物种。但是，这里中越两国山

水相连，植物的分布不可能被人为的国境线所隔离，中越双边以前独立的植物研究造成了同一物种被发

表为不同的名称，为植物学研究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亟待澄清。 

 

非常规季节考察 

 

初步确定18个新分类群 

 

“由于云南中越边境地区地处热带北缘山地，土石夹沙地貌突出，植物的物候期远较亚热带和温带

多样，以前春秋两季的集中采集远不能反映当地植物种类的全貌，许多植物因缺乏冬季和雨季的花果标

本而无法确定。冬季往往被认为是植物开花和结果很少的季节，全面的植物采集工作几乎没有，而这里

的雨季常有连续2～3个月的雨水，野外工作条件极为艰苦，集中考察也很少。”税玉民说：“所以，我

们的3次调查，2次安排在冬季的12月～2月，1次在9月雨季结束前，基本上与常规的春秋考察季节不

同。” 

 

他们在冬季的两次考察中，共采集了约1300号植物标本，重点设置附生植物群落样方约100余棵，

摄制了一些珍贵的野外图片，发现了分布在热带雨林的两个云南新记录属，即樟科的长果土楠属和山榄

科的金叶树属，初步确定了约5个中国新记录种以及报春花科、凤仙花科、秋海棠科、卫矛科、苦苣苔

科、唇形科和姜科等类群中约10个新分类群；在雨季的考察中，集中调查了中越边境地区喀斯特地貌最

具特色的珍稀植物——董棕，澄清了中越边境地区植物的部分混乱种类，初步确定了五加、葡萄、柿

树、壳斗、百合、爵床等科中的约8个新分类群，显示了喀斯特地区植物较高的物种特有性。 

 

以特有附生植物和 

中越边境维管植物野外考察圆满完成
前期初步结果已引起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和国际相关学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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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棕群落考察为重点 

 

除了物种调查外，附生植物和董棕群落为该项目调查的两大重点。首先，在中越边境绿春黄连山保

护区约0.5公顷的沟谷中，生长的约500种维管植物中就有约180种附生植物，可见当地植物多样性之高

以及附生植物之丰富。一棵约20米高的乔木上平均就有附生植物20～30种，个别可达50种之多。这种天

然的“空中花园”构成了一种热带山地特有的珍贵景观，并随着附生乔木自生自灭、生生不息。每棵树

上的附生植物都构成一个既稳定而又脆弱的独立微生态系统。其次，董棕为中越边境喀斯特地貌极具特

色的标志物种，其较自然的野生群落为许多喀斯特特有物种提供了天然的荫蔽环境，如大风子科的马蛋

果、茜草科的大围山石榴茜以及众多的喜钙草本特有种等。考察还收集了约18个群落数据和居群的分子

材料，在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等多样性方面，综合研究这一特有物种的起源和环境指示作用，以期还

原古喀斯特的植物组成和环境特点。 

 

目前，前期的初步结果已引起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和国际相关学者的关注。通过考察，税玉民研究组

等发现了许多未知物种和中国新记录类群，澄清了中越边境地区植物种类的混乱状况，调查了一些特有

植物的生态学特征，为今后探索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进步的策略提供了理论指导。该项目

野外工作的顺利完成，弥补了我国学者在该区域研究的不足，其资料的后续研究不仅能进一步丰富云南

和中国的植物多样性，增强中国植物在国际上的影响，而且对促进与越南等国的科技合作，有着极其深

远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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