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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科紫纹兜兰的保育生物学研究

刘仲健#! 张建勇! 茹正忠! 雷嗣鹏! 陈利君
（深圳市梧桐山苗圃总场，! 深圳! %(*(($）

摘要：深圳市梧桐山是濒危物种紫纹兜兰（!"#$%&#’(%)*+ #*,#*,"-*+）仅存的几个自然分布地之一。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我们在梧桐山选取了 & 个调查点，对 $#+ 个基株进行了观察，研究了该地的气候、植

被、土壤和其他环境因素与紫纹兜兰之间的关系。观察结果表明，梧桐山地区的紫纹兜兰在次生阔叶林下生长良

好；短刺刺腿食蚜蝇（ ./0$%&(&1 /0*-’))",%/）为其有效传粉者；大多数开花的紫纹兜兰均能结果。我们认为，紫纹兜兰

生存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应该是其生境亦即森林的破坏，而不是其自身存在的生物学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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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兜兰属（!"#$%&#’(%)*+）是兰科的一个濒危类

群，全世界约有 *# 余种，其中 ( Y Z 以上分布于中国。

该属中许多种类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资源破坏十

分严重，一些种类已濒临灭绝。在 (&+Z 年各国政府

联合制定的《 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X@A）中被列入附录 /，野生植株与大熊猫（:%)*9
,&#&(" +’)"1&)’*0"）同属于绝对禁止贸易的物种。

中国是世界上兜兰属植物最丰富的国家，目前已知

有 Z" 种之多，大多分布于中国西南部的石灰岩山

地，只有紫纹兜兰（!; #*,#*,"-*+）分布于香港和广

东省南部的非石灰岩地区，也是中国兜兰属植物分

布海拔最低的物种（ 陈心启，(&&&）。曾报道云南、

广西等喀斯特地区有紫纹兜兰生长，但是其花期、株

型、叶片的脉纹及花的颜色等特征与紫纹兜兰不同，

因而被命名为夏花兜兰（!; "’/-%<*+）（ 刘仲健等，

"##(）。

中国的兜兰属植物虽然丰富，但由于过度采集、

走私出境猖獗以及生境破坏等原因，近十几年来野

生兜兰的数量急剧减少，分布区逐渐萎缩，不少种类

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C2?4，(&&)9，(&&)P）。紫纹

兜兰也不例外。目前，对我国野生兜兰短期调查已

有许多报道，但定点观察的研究较少，特别是有关非

喀斯特地区分布的种类（CM8PP [ .D3，(&&*，(&&&；

CM8PP ’- "); ，(&&*，(&&&9，(&&&P，(&&&S，"##(，

"##"；XJ8 ’- ")T ，(&&&）。本文通过对深圳市梧桐山

的野生紫纹兜兰的调查与定点观察，试图探讨其濒

危机制，为原地保护及今后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提

供一些基础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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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纹兜兰是兜兰属中最早被发现的种类之一，

模式标本于 "&’( 年采自香港（)*+,，"-&’），在民间

被称为“ 香港小姐”。该种为地生植物。叶 ’ . &
枚，狭椭圆形，长 / . "& 01，宽 %2 ’ . 32 % 01，上面具

暗绿色与浅黄绿色相间的网格斑，背面浅绿色。花

葶直立，长 "% . %’ 01，紫色，密被短柔毛，顶端生 "
花。花直径 / . & 01，紫色至紫褐色，萼片与花瓣上

常有白色斑纹或晕，无香气，也未见蜜汁分泌。紫纹

兜兰的花美观、醒目，有硕大的囊即唇瓣。囊底有腺

毛，其基部两侧有外出通道。任何进入囊中的昆虫

必须通过基部通道方能逃逸，而在逃逸时必先接触

柱头，然后才碰撞雄蕊。这样花粉就可以避免落到

自己的柱头上。这一避免自花授粉的机制存在于兜

兰属的全部种中，但具体的结构却各不相同。

!" 研究地点和方法

!# !" 调查地概况

本研究的地点位于广东省深圳市梧桐山的大水

坑至三洲田的山谷中。地处盐田区与龙岗处的交界

处，地理位置为 ""34#!5 6，%%4’35 7，海拔高度 "##
. !## 1。山体坐西北向东南，面向隔海的香港新界

八仙岭，为低山丘陵地带，面积约为 "### 81%。气

候类型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

季干旱稍冷。全年平均气温 %%2 39，最高月均温为

%&2 "9，最低月均温为 "%2 "9，绝对高温 ’(2 (9，绝

对低温 #9，年积温 &"#/9。每年 ! . - 月为雨季，

年均雨量 "-3&2 3 11，最高年 %((%2 % 11。湿度年

平均 达 &#: 以 上；蒸 发 量 年 平 均 为 "!## . "&##
11；辐射热全年达 "%! 千卡 ; 01%；日照时数 全 年

%%&" 8，日夜温差大。该区的成土母岩主要是花岗

岩风化物，坡度为 %#4 . 3!4。

该研究区内植被较为单一，主要为南亚热带山

地常绿阔叶林，均为次生林。林中以小乔木、灌木为

主，中小径阶木较多，林木平均高 ’ . 3 1，林分密度

较大，每公顷达 3### 株，郁闭度达 #2 -（图 "）。常见

森林优势种为山茶科的厚皮香（.&’-()’#&/"0 1*/2
-0-)3&’0）、大头茶（4#’$#-"0 05"660’"(），冬青科的三

花冬青（ 76&5 )’"86#’0 ），杜鹃花科的吊钟花（9-:"0-2
)3;( <;"-<;&86#’;(），紫 金 牛 科 的 密 花 树（ =0>0-&0
-&’""8#6"0）以及瑞香科的细轴荛花（?":()’#&/"0 -;2
)0-(）等。

每个调查点的林相较为单调，林下植物较少，主

要有菊科的胜红蓟（@1&’0);/ ,#-*A#"$&(）、露兜树科

的露兜草（B0-$0-;( 0;()’#("-&-("(）和莎草科的黑莎

草（403-"0 )’"()"(）等。

!# $" 调查方法

（"）生物学特性。在大水坑的狭长地带内，从

低海拔向高海拔方向选取 - 个调查点，每个调查样

方的面积为 "# 1 < "# 1。记录每个样方内紫纹兜

兰的生长环境、着生状况、长势、根系伸展情况等。

在兜兰根系伸展的深度内提取土壤样品，从表

层取至底层，深度一般在 "# 01 左右，用 => 值计测

定土壤 => 值，并参照鲁如坤（%###）进行定量分析。

采集样方内紫纹兜兰的伴生植物标本，按乔木、

灌木、藤本、草本进行归类，并进行种类鉴定及分析。

在每个样方内记录每基株兜兰的克隆形态、大小、每

基株的克隆分株、分蘖芽数量、开花状况以及结果数

量等，并在花期内对每个样方内的每一基株的开花

及结果状况进行 % 次详细记录。每次生长状态的观

察时间为 &：## . "&：##；传粉观察时间为 (：## . "&：

##。生长状态观察由 & 人同时在一个样方内进行，

依顺序完成一个再到另一个；传粉观察分 3 个小组，

每组 % 人，每组一个观察点，同时观察。

（%）繁殖特性。对样方内紫纹兜兰的繁殖方式

进行观察，并记录其繁殖过程。在观察点内采用定

株编号连续观察其有性繁殖和传粉生物学特性，并

捕捉传粉昆虫，利用网箱进行传粉重复试验，并照相

记录。定时对克隆分株及果实发育状况进行观察记

录。

（’）种群结构的确定及生命周期观察。采用样

带法对紫纹兜兰的数量和位置进行标记，以查明其

空间分布情况；记录紫纹兜兰发芽、生长、发育、开

花、干枯的过程，以探明其生命周期。

（3）迁地保护与归化。在调查点适当采集一些

幼苗，带回研究基地采用盆栽及在人工林下进行归

化试验。

（!）贸易状况和破坏状况。通过野外观察和走

访花卉市场及调查区附近的花卉生产场所，了解其

贸易状况，并对整个梧桐山紫纹兜兰生长区域的人

为破坏状况进行考察。

$" 结果

$# !" 生物学特性

$ $ 紫纹兜兰喜着生于山体的东南坡上，有群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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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特性。多生长在林下腐殖质丰富、湿度较大但

排水、通风良好的地方，如岩石或大树旁边，有个别

植株生长在被砍伐过的较矮的树桩上面。在腐殖土

积聚较多的石头缝隙间，紫纹兜兰生长的植株常较

为密集。有些植株在湿度较大的山沟小块冲积湿地

中也生长良好。

紫纹兜兰的着生地一般在能阻挡小径流的地

方，如一些岩石、枯枝堆积处，或草本植物生长处，或

雨水不易冲刷的地方。这可能是由于种子在雨水冲

刷时受到地形条件或地面物的阻挡而在该处滞留下

来，在条件适合时就地生长。在调查点内还发现有

些植株被整株冲走，到达下游受到物体阻挡后就停

留在该处生长。可以看到在一些小型冲积土聚集的

地方有许多幼苗生长在一起。

生长于不同地方的紫纹兜兰的长势和群丛的大

小没有明显的差别，但生长在离溪流较远或较高地

区的植株在干旱的冬季常会出现一些缺水症状，如

叶片变灰、老株黄化等，但未见因干旱而死亡者。

紫纹兜兰的根系在土壤中伸展较浅，主要分布

在土壤的表层，深度约! $% 左右，不超过 "& $%。但

生于树桩内的植株，其根除了在树桩断面积聚的腐

殖层内生长外，还会沿着树皮向土壤延伸，根的伸展

深度就相对较大。紫纹兜兰在土壤中横向生长范围

较大，但伸展程度不均匀：在腐殖土丰富的一面，根

系较为发达，且伸展的长度较长，范围可达到盖度的

’ ( ) 倍。尽管如此，植株还是容易被拔起或易被水

冲走。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无论是树上还是石头上，均

没有发现完全附生的紫纹兜兰植株。

* 个观察点的土壤均为腐殖质冲积土，土壤的

+, 值见表 "。根据对土壤样品的分析，紫纹兜兰最

适合的 +, 值为 -. " ( !. "，偏酸性。土壤样品的养

分分析结果见表 ’。

通过对 * 个观察点的样方的调查发现，紫纹兜

兰对伴生植物无特殊的选择性，但与林型有相关性，

只有在大头茶、厚皮香、密花树、吊钟花等树林下以

及周围有胜红蓟生长的地方出现，大头茶和胜红蓟

与紫纹兜兰花期相同（表 )）。紫纹兜兰对林分郁闭

度也有一定要求，要求地表植物密度较低或稀少，基

本无矮生灌木层，但郁闭度要达 *&/ 以上。

在 * 个观察点的样方内，共统计了紫纹兜兰

-&0 个基株。有的基株在 "" 月初始花，最迟在 "’
月初开花，花期在 "’ 月底结束。花朵在没有昆虫传

粉的情况下开放时间为 " 个月左右。在其花期内对

每一基株开花及结果状况进行 ’ 次调查，使样方内

全部开花植株得到统计。在 ’&&" 年 "" 月 ’- 日的

调查中，正在开花的基株有 )& 个，占 0. )0/ ；已受

精结果的有 ’& 个，占 -. *"/ ；具有花苞（未开）的 !
个，占 ". ’)/ ；残 存 去 年 花 果（ 已 成 熟 开 裂）的

’ - 个 ，占!. *&/ ；开 花 不 成 功（ 虫 咬 ）的’ 个 ，占

表 !" # 个观察点的海拔、土壤 $% 值和紫纹兜兰的株数
12345 "# 165 247879:5，;<84 +, 2=: 8=:8>8:924 =9%35? <@ !"#$%&#’(%)*+ #*,#*,"-*+ 27 =8=5 ;875;

观察点 A875

" ’ ) - ! B 0 C *

海拔 D47879:5 "&& ")& "B& "*& ’’& ’!& ’C& )-& -!&

+, !. &! !. )’ !. -’ !. "C -. 0& !. -C -. CC -. "! -. B!

数量 E9%35? )B B) 0" ’C ’C -! ’& !! B"

表 &" 观察点 ! 的土壤养分
12345 ’# A<84 =97?85=7 27 A875 "

海拔
D47879:5
（%）

+,
腐殖质含量

,9%9;
（/ ）

全量
165 F6<45 G92=787H

E（/ ） I’J!（/ ） K’J（/ ）

有效养分
D>2842345 =97?85=7

水解性 E
,H:?<4HL5: E

（%M N "&& M <@ ;<84）

磷
I

（++%）

钾
K

（++%）

代换量毫克当量
O5+42$8=M G92=787H

%8448=<?%24
（"&& 克土）

（"&& M <@ ;<84）

"&& -. "! ). !" &. "C! &. &!C! ". )0 &. ’"- C. !B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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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个观察点中紫纹兜兰的主要伴生植物
%&’() *$ +&,- &../01&-2,-3 1(&-45 /6 ./ 01’01’2)13 &4 -,-) 5,4)5

!$ 小乔木 %&’’ $ 杜鹃花科 78,.&.)&)

$ 山茶科 %9)&.)&) $ $ 吊钟花 4-5"2-)61( 71"-71&89#’1(

$ $ 大头茶 :#’$#-"2 2;"992’"( $ 桑科 +/8&.)&)

$ $ 厚皮香 <&’-()’#&3"2 =*3-2-)6&’2 $ $ 台湾榕 >",1( 8#’3#(2-2

$ 五加科 :8&(,&.)&) $ 远志科 ;/(23&(&.)&)

$ $ 变叶树参 ?&-$’#02-2; 0’#)&1( $ $ 黄花倒水莲 .#9*=292 82992;

$ $ 鸭脚木 +,6&889&’2 #,)#06*992 $ 禾本科 <8&0,-)&)

$ 鼠刺科 75.&((/-,&.)&) $ $ 花竹 !23@1(2 29@#A9"-&2)2

$ $ 华鼠刺 B)&2 ,6"-&-("( $ $ 箬叶竹 B-$#,29231( 9#-="21’")1(

$ 紫金牛科 +285,-&.)&) $ $ 苗竹仔 +,6"C#()2,6*13 $13&)#’13

$ $ 密花树 D202-&2 -&’""8#9"2 "$ 藤本 ()*+’

$ 山龙眼科 ;8/4)&.)&) $ 毛茛科 =&->-.>(&.)&)

$ $ 网脉山龙眼 E&9","2 ’&)",192)2 $ $ 山木通 F9&32)"( 8"-&)"2-2

$ 樟科 ?&>8&.)&) $ 棕榈科 ;&(0&)

$ $ 阴香 F"--23#313 @1’32--"" $ $ 华南省藤 F29231( ’62@$#,92$1(

$ 杜英科 7(&)/.&81&.)&) $ 夹竹桃科 :1/.2-&.)&)

$ $ 中华杜英 492&#,2’01( ,6"-&-("( $ $ 链珠藤 G9*;"2 ("-&-("(

$ $ 山杜英 4/ (*9%&()’"( $ 蝶形花科 ;&1,(,/-&.)&)

$ 茜草科 =>’,&.)&) $ $ 山鸡血藤 H"99&))"2 $"&9("2-2

$ $ 水团花 G$"-2 0"919"8&’2 $ 檀香科 @&-4&(&.)&)

$ 红树科 =9,A/19/8&.)&) $ $ 寄生藤 ?&-$’#)’#06& 8’1)&(,&-(

$ $ 旁杞木 F2’299"2 9#-="0&( $ 牛栓藤科 B/--&8&.)&)

#$ 灌木 ,-&./ $ $ 红叶藤 D#1’&2 3",’#06*9913

$ 山茶科 %9)&.)&) $ 菝葜科 @0,(&.&.)&)

$ $ 粗枝腺柃 41’*2 =92-$19#(2 C&8D $2(*,92$#( $ $ 粉叶菝葜 +3"92; ,#’@192’"2

$ 冬青科 :E>,6/(,&.)&) $ $ 土茯苓 +/ =92@’2

$ $ 毛冬青 B9&; 01@&(,&-( $$ 草本 0’&/

$ $ 三花冬青 B/ )’"89#’2 $ 菊科 B/01/5,4&)

$ 瑞香科 %920)(&)&.)&) $ $ 胜红蓟 G=&’2)13 ,#-*C#"$&(

$ $ 细轴荛花 I"5()’#&3"2 -1)2-( $ 露兜树科 ;&-F&-&.)&)

$ 柿树科 7’)-&.)&) $ $ 露兜草 .2-$2-1( 21()’#("-&-("(

$ $ 小果柿 ?"#(0*’#( %2,,"-"#"$&( $ 姜科 G,-3,’)8&.)&)

$ 野牡丹科 +)(&54/0&.)&) $ $ 艳山姜 G90"-"2 C&’13@&)

$ $ 柏拉木 !92()1( ,#,6"-,6"-&-("( $ 百合科 ?,(,&.)&)

$ 紫金牛科 +285,-&.)&) $ $ 山菅兰 ?"2-&992 &-("8#9"2

$ $ 朱砂根 G’$"("2 ,’&-2)2 $ 莎草科 B21)8&.)&)

$ 大戟科 7>19/8’,&.)&) $ $ 舌叶苔草 F2’&; 9"=192)2

$ $ 毛果巴豆 F’#)#- 92,6-#,2’01( $ $ 黑莎草 :26-"2 )’"()"(

$ $ 越南叶下珠 .6*992-)61( ,#,6"-,6"-&-("( $ 茜草科 =>’,&.)&)

$ 桃金娘科 +284&.)&) $ $ 耳草 E&$*#)"( 21’",192’"2

$ $ 桃金娘 D6#$#3*’)1( )#3&-)#(2

HD IJK；消苞（ 花未开已枯萎）的 I 个，占 HD JLK。

#HH" 年 "# 月 ## 日的重复调查中，正在开花的基株

有 " 个，已受精结果的 !# 个，占 调 查 数 量 的 "#D

MLK。具体生长状况见表 I。

由此看 来，紫 纹 兜 兰 具 有 较 高 的 开 花 率，达

"ID JLK，结果率、成熟率占开花基株的 L!D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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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个观察点的紫纹兜兰的生长状态
%&’() *$ +,-./0 1/&/21 -3 !" #$%#$%&’$( &/ 454) 15/)1

样地编号
65/) 4-7

基株数量
8-7 -3
,&9)/1

开花或结实基株数
8-7 -3 3(-.),54: -, 3,25/54: ,&9)/1

开花基株
;(-.),54:
,&9)/1

含苞基株
<2==54:
,&9)/1

结实基株
;,25/54:
,&9)/1

未开花基株
>&9)/1 .5/0 3(-.),1 24&’() /- -?)4

昆虫毁坏
@)1/,-A)= ’A

541)B/1

花苞凋谢
;&=54:
54 ’2=

合计
%-/&(

去年残留果实数
C9?/A 3,25/1 -3

(&1/ A)&,

" #D# E E E E E E E

F D# F E # E E ! "

# G" # E D " E "E *

* FH F E " E E # D

! FH " E F " E * F

D *! F E " E " * F

G FE * " " E E D #

H !! H # # E # "G *

I D" H " # E E "F F

合计 %-/&( *EG #E ! FE F * D" F*
#全为幼苗，成苗已被拔 J(( 1))=(54:1

$ $ 在调查中，观察到紫纹兜兰最多的分蘖芽（ 克

隆分株）达 ! 个世代，每基株共 "E 个克隆分株，一般

每基株为 F K # 个克隆分株。其中有的样方内全部

为幼苗，成熟植株可能已被人为拔走。据我们观察，

具 F 个克隆分株以上的植株才能开花。

$% $" 繁育特性

紫纹兜兰具有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两种繁殖方

式。

$% $% &" 无性繁殖

紫纹兜兰的无性繁殖主要是分蘖繁殖（ 克隆分

株）。当实生苗生长到 # K * 片叶时，就会从叶腋内

生出分蘖芽。分蘖芽粗壮，具有多枚叶鞘，叶鞘内伸

出狭椭圆形叶片。分蘖芽发育至具 # K * 片叶时又

开始生长新的分蘖芽。同一植株有时同时生长 F K
# 个分蘖芽，由多芽组成的丛状植株中每一个芽均

可生长分蘖芽。我们观察到较大的植株生长了许多

分蘖芽，甚至在较老的植株的残茎中也会生长分蘖

芽。分蘖芽长到一程度时，无论开花与否均再生出

分蘖芽。一般经过 * 代无性繁殖后的植株就会开始

老化，一个植株一生可长 ! K D 个分蘖芽。生长在最

外面的植株具有生长分蘖芽的优势，所以紫纹兜兰

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向四面八方生长，而是偏向一边

生长。

在调查中没有发现紫纹兜兰有根茎繁殖的现

象。

$% $% $" 传粉生物学和有性繁殖

上面已经提到，紫纹兜兰有较高的开花率，接近

"!L，而结实率更高，达到开花基株的 H!7 F!L。

通过我们定点观察得知，紫纹兜兰的传粉昆虫

是短刺刺腿食蚜蝇（ )*+,-./.0 *+$’122&%-*）。此种食蚜

蝇体长 H K "" 99，体径 F7 ! K # 99，成虫取食花粉

和花蜜，而幼虫则以蚜虫等为食。因此雌虫在交配

后，常把虫卵产于蚜虫聚集处。

紫纹兜兰的花虽无香气但颇为醒目，在林下很

容易看到。在盛花期，经常可以看到成对的短刺刺

腿食蚜蝇在紫纹兜兰的花朵上空盘旋，有些还正在

交尾。交尾后雌虫便飞落花上，以不同的方式进入

紫纹兜兰的唇瓣巨大的椭圆形囊中。进入囊中后昆

虫很难从原路退出，而只能沿着囊底基部两侧的特

定通道逃逸。在爬过通道时，虫体首先触及柱头，然

后碰到雄蕊，引起粘性花粉散落并粘附于虫体的不

同部位。带着花粉的虫体在进入下一朵花的唇瓣

（囊）中后，以同样的方式逃逸，即先将上一朵花的

花粉涂抹于柱头上，再将此花的花粉带走。为紫纹

兜兰完成了异花传粉（图 "）。

我们曾反复地观察了这一传粉过程，其高效是

毋庸置疑的。紫纹兜兰唇瓣基部的通道与虫体大小

基本一致，而昆虫必须奋力前进才得以通过，爬出时

无一例外身上均带有黄色花粉。我们将短刺刺腿食

蚜蝇带回室内透明箱内，对盆栽开花的紫纹兜兰进

行重复传粉观察，均得到同一结论。

$ $ 据我们观察，短刺刺腿食蚜蝇的成虫经常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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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在紫纹兜兰唇瓣基部通道口的短刺刺腿食蚜蝇
&’() "$ * +,-./0 -+ ./ 01’01’2)13，12-.’3( 4254 5 2-6/0+,7，4(5
,6"#$#- (,1)&772’"(，’1 /1859’3( +0-: 42/ (59 54 42/ ;51/ -+ 42/
,’9

附近生长的胜红蓟花朵，后者显然是花粉和蜜的供

应源。但紫纹兜兰的花朵既不香又无蜜，究竟靠什

么吸引短刺刺腿食蚜蝇呢？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分

析，雌虫被紫纹兜兰花朵的唇瓣发出的轻微气味所

吸引，并看到囊的褶片及底部有类似蚜虫的黑色小

斑点，会误认为是产卵的好场所；而雄虫则受到位于

囊口的貌似雌虫的退化雄蕊的欺骗，误认为是雌虫

而与之交尾，不慎滑落囊内。有关传粉生物学的详

细报告，我们将另文发表。不过，从保育生物学的观

点看，紫纹兜兰由短刺刺腿食蚜蝇传粉是十分有效

的，有性繁殖能够正常进行。高结实率和大量植丛

的存在也证明了这一点。

#$ %" 种群特性和生命周期

#$ %$ !" 种群空间格局

采用样带法对观察点 < 内紫纹兜兰的数量和位

置进行标记，以表明其空间结构（图 %）。

其余样方的分布状况也大致相同或类似。分布

状况主要取决于其样方内地表的生境状况。从图 %
中可以看出，紫纹兜兰的空间分布在样方内是均匀

的，但个体似呈一定的聚集分布。这主要是由于有

性繁殖的种子传播受一定的条件限制所致。

#$ %$ #" 生命周期

紫纹兜兰的植株从芽发生到叶子全部老化枯

萎，再到仅存残茎约需 ! = > 年。当分蘖芽春天从老

茎发生时，当年可长出 # = ! 片叶，有的新芽到当年

秋天就会生长新芽。一般情况下，紫纹兜兰一年只

进行一次分蘖，当年分蘖芽就能长成植株，叶也不会

老化死亡。当生长出 # = ! 枚或更多叶，并发育出了

新的分蘖芽后，基株便会停止生长，转入花芽分化。

实生苗快则 % 年，慢则 < 年就会开花，而分蘖出的基

株 % 年就会开花，到花后 < 年叶子才逐渐老化枯黄

甚至干枯而死亡。而有些老植株 ! 年仍然生存，甚

至还会再生长分蘖芽。

#$ &" 迁地保护与归化

#$ &$ !" 迁地保护

将原产地生长的幼苗采集回苗圃进行迁地保护

试验，包括采用盆栽及营造原产地的自然环境进行

地栽。

盆栽的紫纹兜兰在人工条件下，一年发 % 次分

蘖芽，并出现与原产地相同的开花性状，通过人工的

异花传粉或杂交传粉均结果，并产生种子，可用于人

工播种繁殖。

地栽的紫纹兜兰与盆栽结果相同，但部分植株

由虫媒自然传粉而结果，产生种子。

#$ &$ #" 归化自然

将人工繁殖的植株在梧桐山风景区野外（ 与三

洲田同处一座山脉）进行归化试验。在风景区的

#?? = !?? : 海拔范围内选择与三洲田紫纹兜兰原

产地相似的环境，进行人工种植。经定期观察表明，

其生长状况，特别是新根生长、分蘖芽的萌发、开花

结果等均与原产地相同。因此，紫纹兜兰通过人工

繁殖后归化野外是可行的，只要保护其生存环境，紫

纹兜兰在自然条件下的繁衍是不成问题的。

#$ ’" 贸易状况

紫纹兜兰叶子具美丽的斑纹，花大而高雅，花期

长，是一种观赏价值较高的植物。该物种的组培生

产未获成功，因此，市场上交易及栽培的紫纹兜兰全

部来自野生。但目前在深圳市这种情况并不严重，

至今尚未发现有人采集野生植株在市场上出售或走

私出境。

#$ (" 破坏状况

我们对大水坑的紫纹兜兰原产地的调查发现，

对紫纹兜兰生境的破坏主要是土地被开发利用，例

如毁林造苗圃，砍伐天然林木后种植果树如荔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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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紫纹兜兰在观察点 # 的分布情
况（$ $%%%）
$%&’ (# )*+ ,%-./%01.%23 24 !"#$%&#’(%)
*+, #+-#+-".+, 5. 6%.+ 7（" "888）

眼等。我们在这些开垦地中发现，砍伐林木后紫纹

兜兰全部被晒死。这种情况在低山地区相当严重，

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同时，这一地区开发成为旅游区后，人们进入该

林地的活动增加，紫纹兜兰除因好奇被人采集外，有

许多植株被人踩烂。

#" 讨论

#& $" 生物学特性的探讨

紫纹兜兰的产地的气候、植被、土壤和其他环境

因素与紫纹兜兰的生长具有密切关系。紫纹兜兰的

传粉是由短刺刺腿食蚜蝇作媒介，并且十分有效；异

地归化具有很好的生长能力，但需要一定的环境条

件。紫纹兜兰生存的最大问题是对环境的过份依

赖，如何维持其现有的生境就显得相当重要，也是一

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紫纹兜兰与传粉媒介短刺刺腿食蚜蝇的关系是

非常奇妙的。这里值得探讨的是，短刺刺腿食蚜蝇

的食源植物是胜红蓟，这种植物原产热带美洲，野生

于广东各地，属于外来入侵种；而紫纹兜兰是原生

种，应早在胜红蓟入侵之前已经存在。但胜红蓟却

是短刺刺腿食蚜蝇的食源植物，这可能是因为短刺

刺腿食蚜蝇对食物的选择性不强，胜红蓟可能不是

它的惟一食源。短刺刺腿食蚜蝇作为紫纹兜兰的传

粉媒介是毋庸置疑的，但紫纹兜兰的传粉机制与其

传粉媒介的食源性植物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值得

进一步探讨。

#& !" 濒危机制及保育对策

研究结果表明，紫纹兜兰自身具有很强的无性

繁殖和有性繁殖能力，其分蘖芽多、有性繁殖周期

短、结实率高、种子发芽率高，同一生境中又有高效

的传粉昆虫，不会因自身的生物学原因而濒临灭绝。

但为什么其分布地日渐缩小，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般认为，兜兰属植物所受的威胁主要来自大

量采挖活动和过度的贸易活动。但紫纹兜兰的情况

不同。通过我们的调查和研究，认为主要威胁来自

于人们对生境的破坏。紫纹兜兰对小生境有严格要

求，一旦小生境被破坏或消失，紫纹兜兰便很难生

存。有鉴于此，保护紫纹兜兰主要应采取退耕还林，

从保护其特有生境入手。由于深圳市紫纹兜兰的分

布非常狭窄，建议在三洲田建立紫纹兜兰保护区，设

立保护样地，实行封闭式保护。同时在梧桐山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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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设立自然迁地保护试验区，开展人工播种繁殖

和种植人工实生苗。在深圳市所有天然林中具有适

合的郁闭度的林下进行野外种植试验，同时要进一

步研究有效的回归方法，使这一濒临灭绝的物种重

获生机。

致谢：李国芳、温福岳、陈旭辉曾协同参加调查、观

察；华南农业大学李秉滔、张景宁教授帮助鉴定植物

标本；深圳动植物与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杨伟东

教授、余道坚博士帮助鉴定昆虫标本，在此致谢。本

文承陈心启教授斧正，特表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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