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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普洱市林业局（现

普洱市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在

普洱市思茅区六顺镇发现了野生的

白旗兜兰，成为我国唯一已知的白

旗兜兰分布点。”中科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兰花多样性与保护研究

组组长、副研究员罗艳介绍说。因

原生地自然环境不佳，人为干扰极

其严重，白旗兜兰总群数量急剧减

少，2012年时思茅区仅存10多株野

生个体。

经过研究，课题组将几株白旗

兜兰迁到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以下简称“版纳植物园”）进

行扩繁。2015年，组培成功的100

株白旗兜兰迁回了原生地，但受到

多重因素的影响，迁回原生地的白

旗兜兰生长情况不如预期。为此，

课题组一方面完善白旗兜兰的繁殖

技术，一方面积极寻找更适合白旗

兜兰生活的“新家园”。“2019年9

月，我们分别在3个异地回归点，回

归了70株3年的白旗兜兰幼苗。”罗

艳说，经过对其长期监测后发现，

这些幼苗基本可以适应新环境。下

一步课题组会把上千株培育成功的

白旗兜兰幼苗回归野外。

白旗兜兰的迁地保护，只是近

年来兰科植物回归大自然的一个缩

影。据罗艳介绍，目前版纳植物园

从野外收集了500多种热带亚热带属

性的兰科和石斛属种质资源，并在

园内进行试种和扩繁，只要条件成

熟，它们都将重回大自然。

在茂密的丛林中，随处可见

茎干细长、依附其他高大乔木向上

攀援的藤本植物，藤枣便是其中一

种。过去，藤枣一直活跃在红河、

西双版纳、普洱、德宏等地的密林

之中，但由于多年来人为活动的干

预，导致它的数量急剧减少，这种

不起眼的云南特有藤本植物成为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藤枣的研究和保护工作起步

较晚，就地保护是目前较为成功且

有效的保护方式。”西双版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研所所长、

正高级工程师郭贤明介绍说。藤枣

繁殖能力较差，且生长较慢，一旦

遭受破坏，恢复的周期较为漫长。

“对藤枣的保护一方面要做好对其

原生环境和种群的保护，另一方面

需加强宣传，让大众了解藤枣的相

关知识和保护的重要性。”郭贤明

说，藤枣的就地保护已逐步走上正

轨，种群数量和规模也有逐渐扩大的

趋势。

找到发展和保护的平衡点

云南蓝果树是分布在西双版

纳州的云南特有蓝果树科植物，在

21世纪初的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资源调查中，仅在西双版纳野外

发现8株，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并被列入了极小种群保护

物种名录。为有效扩大其野外种群

数量，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护局组织人员开展了种苗培育工

作。经过努力，目前已有几百株云

南蓝果树在保护区内种植存活。多

株20余米高大挺拔的云南蓝果树和

其他树木和谐共生，形成颇为壮观

的生态景观。

作为云南蓝果树野外回归项目

的负责人，郭贤明以其为例，分析

了植物保护和动物保护之间群众参

与度和重视程度的不同。“在动植

物保护领域，群众更倾向于关注具

有明星效应的大型哺乳动物，如亚

洲象、黑颈鹤等。”郭贤明表示，

一方面，大多数植物自我繁育能力

和更新能力较强，因此人们对珍稀

植物的关注度远不如珍稀动物。另

一方面，植物与动物不同，无法活

动，如果保护与宣传的力度不够，

反而会造成“越是稀少，越要偷

挖”的现象。

对于如何做好热带植物的保

护，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

任杨永平认为，这是一个系统的问

题，既需要植物园、保护区和各科

研院所对濒危物种进行组培繁殖，

培育出更多的幼苗，并有组织、有

计划地将其回归自然，又需要人类

减少对植物栖息地的破坏。

“我们反对侵占植物栖息地，

也不接受极端环保主义者完全以自

然为本的观点。”杨永平举例说，

过去吃不饱，种地施肥打农药，是

要解决生存问题。现在生活好了，

有农药和残留超标的化肥都已停止

使用，这就是找到了发展和保护的

平衡点。而对于热带植物的保护而

言，也需要寻找与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的平衡点。他表示，很多野生植

物未来的潜力和经济价值是无法估

量的，如产业规模已达上百亿元的药

用植物三七，就是来源于大自然，并

逐渐产业化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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