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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野生水生植物种类繁多, 是各类水域生态系统和园林水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人为活动干扰及生态环境退

化等因素影响, 其分布和种类均在不同程度的锐减或消失。从物种多样性角度出发, 在对贵州野生水生植物资源种类、生境

地等进行保护同时, 加强对贵州特有、珍稀濒危种的保护措施。通过提升对水生植物资源的利用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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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Guizhou province hasmany k inds o fw ild hydrophy tew h ich is an the important part of variousw ater

scenery and garden v iew s. H ow ever, localw ild hydrophy te is decreasing and even van ish ing because of the env iron2
ment pollution and artificia l factors. In the paper, the authors suggests that from the v iewpo int o f bio log ical d iversi2
ty, ecolog ical protection and env ironmentmanagement can be realized by pro tecting and resto ring hydrophy te in nat2
ura lw aters. In this w ay, sutainab le deve lopment can pro tect harmon ious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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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野生水生植物资源的种类、类别概况

  2008年 3月 - 2009年 12月,在承担贵阳市科

技局计划项目 /贵州水生植物种源中心建设 0期间,

通过近 2年的实地补点调查,核对部分标本及相关

资料整理,据不完全统计,贵州野生水生植物资源种

类,有水生维管束植物 151种 (变种 ) (李永康,

1982, 1985, 1986 ), 隶属于 44科、77属 (见表 1)。

物种数量及其分布以单子叶植物占优势, 常见的为

眼子菜科的光叶眼子菜 Potamogeton lucens、竹叶眼

子菜 Po tamogeton malaianus 、眼子菜 Potamog eton

distinctus ;茨藻科的茨藻 Najas japon ica ; 泽泻科的

泽泻 A lisma p lantagoaquatica、矮慈姑 Sagittaria pyg2
maea ;水鳖科的苦草 Vallisneria na tans、黑藻H ydril2
la verticillata ; 禾本科的菰 Z izania latifolia、李氏禾

L eersia hexandra、芦竹 A rundo donax ;莎草科的水葱

Scirpus tabernaemontani、藨草 Scirpus triqueter、水莎

草 Juncellus serotinus ; 天南星科的菖蒲 Acorus cala2



mus ;浮萍科的紫萍 Sp irodela poly rhiza、浮萍 L emna

m inor ; 雨久花科的鸭舌草M onochoria vag inalis。双

子叶植物主要有蓼科的两栖蓼 Polygonum amphibi2
um 、水蓼 Polygonum hydrop ip er、羊蹄 Rumex crispus

; 苋科的空心莲子草 A lternanthera ph iloxeroides ;睡莲

科的萍蓬草 N uphar pum ilum ; 金鱼藻科的金鱼藻

C eratophyllum demersum ; 十字花科的豆瓣菜 N astur2
tium off icinale ;小二仙草科的穗花狐尾藻Myriophy l2
lum sp icatum ; 伞形科的水芹 Oenanthe javanica ; 莕

菜科的莕菜 N ymphoides peltatum ; 蕨类植物有苹

Marsilea quadrifolia和满江红 Azolla imbricata (颜素

珠, 1983)。

表 1 贵州野生水生维管束植物组成成分统计表

Tab. 1 Sta tistic tab le o f the componen ts part o f w ild aqueous contro l vegeta tion in G u izhou

植物类别 科数量 百分率% 属数量 百分率% 种数量 百分率%

蕨类植物 5 11. 36 5 6. 49 6 3. 97

双子叶植物 23 52. 27 37 48. 05 69 45. 70

单子叶植物 16 36. 37 35 45. 46 76 50. 33

总 计 44 100 77 100 151 100

2 贵州野生水生植物组成及分布

  贵州野生水生植物组成成分中, 有 14个科为世

界广布科。金鱼藻 Ceratophy llum demersum 、狐尾藻

Myriophy llum sp icatum 、黄花狸藻 U tricularia aurea、

东方香蒲 Typha orientalis、穿叶眼子菜 Potamogeton

p erfoliatus、菹草 Po tamogeton crispus、茨藻 N ajas ja2
ponica 、黑藻 H ydrilla verticillata 、藨草 Scirpus

triqueter、浮萍 Lemna m inor、灯心草 Juncus effuses等

为世界广布种, 莕菜 Nymphoides p eltatum 、眼子菜

Po tamogeton distinctus 、竹叶眼子菜 Potamogeton

malaianus、龙须眼子菜 Potamogeton pectinatus、泽泻

Alisma p lantagoaquatica为中国广布种。

贵州野生水生植物的种类分布特点为东部

少, 中部较多, 西部最多。东部地区: 主要分布有

灯心草、荸荠群系; 眼子菜、苹群系; 局部有苦草、

竹叶眼子菜、金鱼藻群系。中部地区: 水深 5- 45

cm分布有菖蒲、泽泻、荸荠群系; 假稻、芡实、浮萍

群系;水深 50 - 100 cm, 分布有空心莲子草群系;

竹叶眼子菜、金鱼藻、黑藻群系; 水深 100 - 180

cm,分布有苦草、轮叶狐尾藻、竹叶眼子菜群系; 沉

水海菜花群系。西部地区:以威宁草海为代表, 浅

水处分布有水葱群系 (草海东侧河滩湿地 ) ;藨草、

水莎草群系 (湖缘浅水区及东侧水淹地 ) ; 海菜花、

光叶眼子菜、穗花狐尾藻群系 (大江家湾至颜家底

下剖面线两侧 ) ; 紫萍、浮萍、藨草群系 (草海东部 )

(袁家谟, 1986)。

3 贵州特有、珍稀濒危野生水生植物资源现
状与保护措施

  贵州野生水生植物资源, 有中国特有种 2种

(李永康, 1988) , 海菜花 Ottelia acum inate; 隐棒花

C ryp tocoryne sinensis。贵州特有种 2种,贵州萍蓬草

N uphar bornetii (颜素珠, 1983); 沉水海菜花 O ttelia

demersa (黄威廉, 1989)。贵州珍稀濒危植物 2种,

水韭科的云贵水韭 Isoetes yunguiensis (王青锋,

2002),川苔草科的川苔草 Cladopus nymanii。川苔

草科为5贵州植物志 6第十卷编辑时新发现的一个

科 (陈谦海, 2004)。

3. 1 贵州珍稀濒危野生水生植物资源现状与保护

措施

  云贵水韭 Isoetes yunguiensisQ. F. W ang etW. C.

Tay lor

现状:珍稀濒危种。最初由外国学者于上个世

纪二三十年代,依据采自日本的标本命名为宽叶水

韭,在国内只分布于云南昆明北部, 上世纪 60年代

以前,在昆明黑龙潭及松花坝水库有一定数量的分

布,并可能是在云南省的唯一分布点。后因修筑水

库、挖池塘、放牧等人畜的较大影响,适于它生存的

环境逐渐缩减,致使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很久未

见野生分布的相关报道。2002年 6月, 武汉大学生

命科学院等专家在贵州考察时,发现了该种,认为这

种水韭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的, 将其命名为 /云贵
水韭 0 (庞新安等, 2003)。云贵水韭 70年代才在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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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平坝县城关东郊采到标本,由于人为活动对水生

生境的破坏和干扰, 该物种在中国的分布范围以及

种群数量日益减少,濒临灭绝, 目前仅在贵州平坝境

内浅水沼泽地中发现一个自然居群, 其分布数量不

足 100株,该物种已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

分布:迄今为止, 本种仅见于平坝县城关镇东郊

林场的管辖区内 (沙石冲 ) ,海拔 1 250 m。日本、朝

鲜也有。

生境与生态学特征: 云贵水韭通常生长在深厚

污泥的沼泽地或水流缓慢而流动的污泥沟内。山上

为人工种植的马尾松 P inusmassoniana、亮叶桦 B et2
ula lum inifera林;林缘及沟边生长着茂密的芒萁 D i2
cranop teris p edat及泥炭藓 Sphagnum p seudocymbifoli2
um。沟内积水呈弱酸性反应, pH值为 6左右; 平坝

县年平均气温 14. 1 e 。宽叶水韭既可沉水生长,各

叶向上集生;也可整个叶片露于空气中,各叶向四周

扩展。

保护价值:由于水韭属是水韭科唯一生存的孑

遗属, 其形态、生境比较特殊,分布范围狭窄,本科仅

有 1属 2种, 应是高等院校必学的内容,国内已很难

见到该类植物。我国公布的第一批 5珍稀濒危保护

植物名录6将它列为三级保护植物。 1989年贵州省

将它列为二级保护植物。目前为国家一级保护植

物。因此,保护好云贵水韭, 在教学和科学研 究上

都有重大意义。

保护措施: 迁地保护。加强对云贵水韭有性

(孢子 )及无性繁殖的研究工作, 一旦繁殖成功, 既

可移回自然环境中。

川苔草 C ladopus nymaniH. M o ll

现状:渐危种。在国内仅分布广东、海南、福建、

台湾等省。迄今为止, 只在我省黎平县洪洲河里采

到标本,其他区域尚未调查。因生境极其特殊,故将

川苔草列为渐危珍稀植物。

分布:川苔草科我国有 3属 3种,贵州仅有 1属

1种。川苔草科是5贵州植物志 6第十卷编辑时才收

编进的 (陈谦海, 2004)。由于其它区域尚未调查,

如今仅在黎平县洪洲的洪洲河急流中采到标本。该

种分布于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日本及东南亚

各国也有。

生境及生态学特征:川苔草为沉水小草本,喜生

于急流中的岩石上,状似苔藓、藻类或地衣。识别有

一定困难,又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对于此种生长

在特殊生境下渐危珍稀的植物应该给予保护。

保护价值: 由于川苔草隶属川苔草科、川苔草

目,在研究植物进化、建立植物系统上有不可替代的

意义。

保护措施:就地保护。

海菜花 O ttelia acum inata (G agnep. ) D andy

现状:珍稀濒危种。贵州的湖泊为数不多,水体

面积一般都较小。 80年代中期, 威宁草海的海菜

花,星罗棋布广泛分布于草海各处水域; 夏秋时季,

黄蕊素萼的白花撒满水面, 十分美丽。 2005年 8月

调查,海菜花已寥寥无几, 杂乱不堪;这是由于人们

任意打捞破坏的结果。有害物质 (砷、铅、铜、铬、

锌、汞 )对草海水质造成严重污染, 有机物质含量属

于重污染,严重威胁着海菜花的生存及繁衍。

分布:海菜花分布于我省威宁、盘县、兴义、安

龙、贵定、平塘等地的湖泊、池塘、沟渠之中。我国四

川西南部,云南大部地区有分布。

生境与生态学特征: 海菜花分布我省西部及西

南部。适宜生长在水底清澈, 透明度好,没有受到污

染,水体流动性不大的水域里。一般水深 0. 5 -

1. 5 m; 伴生植物有球状轮藻 Chara globularis、光叶

眼子菜 Potamogeton lucens、竹叶眼子菜 Potamog eton

malaianus、穿叶眼子菜 Po tamogeton p erfoliatus、穗

花狐尾藻 Myriophy llum sp icatum 等。

保护价值:海菜花是云贵高原淡水湖泊生态系

统中一种生境特殊的水生植物。海南、广东、广西、

贵州、云南等省, 是我国水车前属 O ttelia Pers. 的分

布中心。我国公布的第一批 5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

录6将它列为三级保护植物。为此; 保护和研究海

菜花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措施:实施就地保护,完善保护管理措施;

作好群众宣传教育工作,规范管理机制;依靠科研人

员对海菜花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定期严格监

测水质,严禁将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城市生活用水

直接排入草海。开展和增强以媒体、社会各界多方

面的监督力度。

3. 2 贵州特有野生水生植物资源现状与保护措施

  贵州萍蓬草 Nuphar bornetii L�v .l etV an.t

现状: 贵州特有种。此特有种系法国传教士

J. P. C avalerie 1903年在贵州安平 ( Gan- p in)郊外

采得模式标本而订名的。至今已有 100年的历史。

贵州萍蓬草仍在繁衍生息,不过种群数量越来越少,

究其原因也未有人认真研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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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本种分布范围较窄。仅在我省贵阳市花

溪区青岩镇、安龙县的城关镇有分布。模式标本采

自平坝郊外。

生境与生态特征: 4- 7月平均气温在 16. 5 -

21. 7 e 时,对处于幼苗期的贵州萍蓬草生长最为适

宜;种子贮藏温度以 3- 5 e 保存种子最佳, 翌年发

芽率达 80%以上;无性繁殖是将主芽的块茎切成 6

- 8 cm长,侧芽切成 3- 4 cm长,作为繁殖材料,在

4- 5月进行无性繁殖及种植。气温低于 10 e 时,

贵州萍蓬草就停止生长进入休眠状态。

保护价值:由于萍蓬草属是一类起源古老的植

物,系统发育与个体发育之间关系有待深入研究。

为此, 保护特有种即贵州萍蓬草是有科学价值的。

保护措施: 就地保护。首先应该研究贵州萍蓬

草的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迅速的扩大种群数量,扩

展其分布范围。

沉水海菜花 Ottelia demerseH. Li et C. X. You

现状:贵州特有种。沉水海菜花是 1985年中科

院昆明植物所李恒先生新发现的贵州特有水生植

物。模式标本采自花溪公园平桥以上水域, 紧靠游

泳区, 游人甚多, 对沉水海菜花的生存繁殖有较大影

响;特别是水质的好坏将制约它生长,种群数量将迅

速减少,直致死亡。

分布:我省玉屏、龙里、贵阳、清镇、惠水、长顺等

县、市有分布,生于静水溪流、沟渠及池塘中,为贵州

珍稀特有种。

生境与生态学特征:贵州水车前的分布区特殊,

属于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15. 3 e ,

年降水量约 1100 mm。生境为浅水环境,水深一般

1- 4m,有的溪流水深仅为 0. 4 m,沉水海菜花仍生

长良好。水的流速比较缓慢,局部区域甚至处于静

水状态。河底 (沟底 )具有较厚的淤泥;水质未受污

染,水体清澈见底,透明度好。常年的伴生植物有苦

草 Vallisneria natans、金鱼藻 Ceratophy llum demersum

及多种眼子菜 Potamogeton spp. 等。由于贵州水车

前整个植株均淹没在水里, 花亦不露出水面, 因此,

在贵阳花溪公园的平桥以上水域才能见到。而同属

一源头的河滨公园至甲秀楼的南明河段, 因污染严

重,就没有贵州水车前的踪迹。

保护价值:沉水海菜花是 23年前植物科学工作

者新发现的一种珍稀水生植物, 模式标本产地在贵

阳花溪,沉水海菜花在贵州省 1989年公布的第一批

珍稀濒危植物名录中属于二级保护植物,属我省的特

有珍稀植物。贵州又是全国水车前属 Ottelia Pers.分

布中心之一,因此深入研究沉水海菜花的多样性及其

发生、分化、发展的规律,意义重大。

保护措施:就地保护。在花溪平桥一带沉水海

菜花的集中分布区,严禁游泳和打捞水草;更不允许

在平桥以上建厂及旅游设施等, 并及时作好该区域

的水源污染控制,严防水域污染。

4 贵州野生水生植物资源的经济价值与可
持续利用

  贵州丰富的水生植物资源及植被类型, 为浮游

生物、底栖动物、鱼、虾、鸟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繁

殖、栖息环境。同时还为牲畜提供大量的天然饲料,

是有效保护冬候鸟及发展淡水养殖业的物质基础。

如苦草、黑藻、竹叶眼子菜、菹草、光叶眼子菜、穿叶

眼子菜、微齿眼子菜、龙须眼子菜、金鱼藻、狐尾藻等

为食草性、杂食性鱼类成鱼阶段的基本饲料;荆三棱

的块茎,水葱、藨草、水莎草的根状茎是黑颈鹤等越

冬生活的主要植物性食料。

在我省野生水生维管束植物 151种 (变种 )中,

已知有利用价值的约占 80%。按用途来分,主要有

三大类:一是水生观赏花卉 (包括鲜切花、盆栽花和

园林水景 ) ) ) ) 莲、睡莲、萍蓬草、两栖蓼、矮慈姑、

莕菜、雨久花、鸢尾、水葱、藨草、水莎草、菖蒲、芦竹、

灯心草, ,等;二是天然绿色蔬菜 ) ) ) 水田碎米荠、
豆瓣菜、水芹、中华水芹、卵叶水芹、海菜花,,等;

三是水生传统中药 ) ) ) 香蒲、菖蒲、芡实、泽泻, ,

等。

近年来,随着各类水体富营养化及污染日趋严

重,国家在大力治理滇池、苏州河、太湖中陆续提出

并引用生物修复技术, 通过试点效果明显。各方面

研究表明;水生植物群落具有的过滤、渗透、吸收、滞

留、沉积、降解等物理、化学和生物功能效应,能控制

或减少来自地表径流的面源性污染,达到降解环境

污染和净化水质作用 (金相灿, 2007)。这为水生植

物在观赏、食用、药用的同时还能提供生态治理的发

展空间,符合国家提倡生态治理和走可持续发展的

总方向。

[ REFERENCES]
Anon. ( ed ited by Bo tan i ca l Resea rch Institute o f the Academ y

of Sc ience o f Ch ina), 1972 - 1976. Illustra ted H andbook

of Senior V ege tation in Ch ina, Sc ience P ress. ( 1 - 5

38 贵  州  科  学                 28卷  



Vo .l ) 1972- 1976.

Chen QH, 2004. Vegeta tion Chron icle in Gu izhou, Guizhou

Sc ience and Techno logy P ress( in Chinese).

Huang WL, 1989. Sparse and N ea ring Death Vegeta tion in

Gu izhou, China Environment Science P ress( in Ch inese).

Jin XC, 2007. Renovation Skill and M anagem ent Guidebook o f

Aqueous Env ironment E co logy in Lake andW et So i,l Sc i2

ence P ress( in Chinese) .

L i YK, 1982- 1990. V ege tation Chron ic le in Gu izhou, Guizhou

People. s P ress, ( 1- 3 Vo.l ) ( in Chinese) .

L i YK, 1988- 1989. Vegetation Chronic le in Guizhou, Sichuan

Na tion. s P ress, ( 4- 9 Vo .l ) ( in Ch inese).

Pang XA, L iu X, L iu H, W u C, W ang JY, Yang SX, W ang

QF, 2003.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hab itat o f the

Isoetes p lants in China[ J] 1B iodiversity Science. 11( 04):

0288- 0294( in Chinese).

Yan SZ, 1983. F igureH andbook of Senior Aqueous Vegeta tion,

Sc ience P ress( in Ch inese).

Yuan jiam o, 1986. Research on the Aqueous Vegetation and B i2

o log ica l Amount in Chaoha ,i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Re2

port on Chaoha,i Gu izhou Peop le. s Press( in Ch inese).

[附中文参考文献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编, 1972- 1976.中国高等植物图

鉴 ( 1- 5). 北京:科学出版社.

陈谦海, 2004.贵州植物志 ( 10卷 ).贵阳: 贵州科技出版社.

黄威廉, 1989.贵州珍稀濒危植物.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

社.

金相灿, 2007.湖泊和湿地水环境生态修复技术与管理指南.

北京:科学出版社.

李永康, 1982- 1990. 贵州植物志 ( 1- 3卷 ). 贵阳: 贵州人民

出版社.

李永康, 1988- 1989. 贵州植物志 ( 4- 9卷 ). 成都: 四川民族

出版社.

庞新安, 刘星, 刘虹, 吴翠, 王晶苑, 杨书香, 王青锋,

2003. 中国三种水韭属植物的地理分布与生境特征1 J2.

生物多样性, 11( 04): 0288- 0294.

颜素珠, 1983.中国水生高等植物图说. 北京:科学出版社.

袁家谟, 1986.草海水生植被及生物量的研究. 见草海科学考

察报告.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

(上接第 34页 )

  2分册 [M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胡文光, 1988. 中国杜鹃花属植物志资料 [ J] . 植物分类学

报, 26( 4) : 301- 305.

刘仁林, 王小林, 1992. 江西杜鹃属一新变种 [ J]. 云南植物

研究, 15: 190.

闵天禄, 1984. 滇藏常绿杜鹃亚属的修订 [ J] . 云南植物研

究, 6( 2): 141- 171.

杨成华, 李贵远, 邓伦秀, 陈景艳, 姜运力, 2006. 贵州百里

杜鹃保护区的杜鹃属植物种类及其观赏特性研究 [ J].

西部林业科学, 35( 4): 14- 18, 39.

杨汉碧, 方瑞征, 金存礼, 1999. 中国植物志第 57卷 1分册

[ M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张秀实, 陈训, 1990. 杜鹃属. 贵州植物志第 3卷 [ M ]. 贵

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39 4期          袁  果,等:贵州野生水生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