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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界

! ! ! ! !"#$年至 %$!$年 &$年间，贵州兰科植
物和中国兰科植物一样，受到史无前例的大
劫难，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除哄抬价格，不可
计数的兰科植物资源被采挖外流外，贵州兰
科植物在 &$年间，由于经济开发，也遭遇了
许多劫难。

人为采挖致黔中地区已无兰
兰科植物的采集和采挖在 '"($年以前

主要是兰科药用植物，包括石斛属、白及属、
天麻属等。在 )"($年以后，随着国内外兰花
热的升温及国内兜兰属一些重要种的发现，
如麻栗坡兜兰、杏黄兜兰、白花兜兰等，加之
对硬叶兜兰的再认识，中国兰花引起了国内
外兰花爱好者、园艺学者及植物学家的重视。
进入 !""$年以后，国内兰花进入大采挖的时
期，!""&年达到采挖的高峰，当时，在贵州兴
义市日日有兰市，形成“收购者!贩运者!采挖
者”一条龙的格局，压断街的兰花堆积如山，
数十吨的春剑、春兰、邱北冬蕙兰、莎叶兰!素

花"等销往云南、四川、广州及江浙等地。!""$
年至 %$$*年这 )*年间，贵州兰科植物的采
挖可谓世纪大劫难，兰科植物采集达到了无
山不及，无处不到的地步，兰科植物的破坏是
所有种子植物中破坏最重的类群，造成种质
资源多样性严重流失，分布区严重萎缩，种内
多样性在自然界难觅踪影。贵州的兰科植物
资源经过 &+年的采集及采挖，已经造成黔中
地区无兰可采，东南西北兰科植物告急的状
况，绝大多数种类都处于濒危状态，有的种类
种变异类型可能已经灭绝。

电站建设淹没兰科植物
黔桂交界地带的红水河上的龙滩电站，

南盘江上的天生桥电站、平班电站、黔滇交接
地区的黄泥河上的鲁布格电站、老江底电站、
岔江电站，这些电站的建设其淹没区都产有
兰科植物，对兰科植物都产生一定的破坏性
及压力。又如在贵州省兴义市的马岭河峡谷

国家风景名胜区主景区内的赵家渡电站的立
项建设，将淹没国家一级保护和二级保护的
巨瓣兜兰、同色兜兰、带叶兜兰、美花石斛、莲
座叶玉凤花、毛葶玉凤花、短距舌喙兰、中华
叉柱兰、云南叉柱兰等许多种国家重点保护
的兰科植物。

采矿采石让兰科植物无处容身
贵州省全省许多地方都在进行矿产开发

和采石、采砂，开发中常占用林地和天然灌草
丛地，施工中常修建运输道路，开采中常将地
表植被及覆土全部铲除，对兰科植物的影响
较大，如贵州省晴隆县紫马乡、安谷乡至大厂
镇一带方圆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都在开采
金矿等矿产，挖取泥土矿及原生矿，许多地方
出现大面积的人工石漠化，原有的兰科植物
也无容身之处。

建人工林影响兰科植物生存
在人工林大规模基地建设过程中，南方

地区过去历史上大面积营造人工杉木林，林

下几乎不容许其他植物生长。近年来在贵州、
广西、云南兴起的桉树热，少则营造 !$$万
亩，多则营造 !$$$万亩以上，在造林地清理
中原有树木及兰科植物往往被清理掉，从而
大规模影响兰科植物的生存。

草场开荒铲除原有乡土植物
贵州省黔西南州“十五”期间建设人工草

场 !$$万亩，其建设过程中往往铲除原有的
所有乡土植物，重新种植黑麦草、红三叶、白
三叶等引进牧草植物，其建设过程中往往成
片种植，号称万亩草场，这种规模工程建设对
兰科植物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贵州山区，许多山体的中下部均开垦
为农地，这一环境又是兰科植物较多的地域，
由于人工开垦而影响到兰科植物的种类丰富
度及资源量。

大面积种植甘蔗和竹类对兰科植物的影
响也较大，如贵州省的贞丰县的鲁容乡、白层
镇、鲁贡镇，历史上兰科植物较多，近年大规
模种植 ,$万亩以上的甘蔗，兰科植物已不复

存在。贵州省的赤水市金沙沟一带，在林纸一
体化工程中，近来来大面积种植人工竹林，种
植区内已较难找到原有分布的兰科植物。

产业开发使石斛属植物濒危
产业化开发对兰科植物影响较重的为石

斛属、兰属、兜兰属、白及属、开唇兰属等。像
石斛属植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由于石
斛产品开发的逐渐增多，石斛的收购量逐年
增大，均依赖野生资源，经过几十年的收购采
集，贵州全省石斛属植物均处于濒危状态，许
多林区已多年未采集和拍摄到野生石斛植
物。

过度放牧危及兰科植物生存
由于人为干扰，过度伐木，采药、采挖树

桩等都会对森林植被造成一定的影响，原有
的阴湿小生境旱化，生境石漠化，许多兰科植
物无法生存。

过度放牧对兰科植物的影响也较大，如
贵州册亨县冗渡镇的毛坪村，由于放养黑山
羊种群过大，山体上的许多灌木被啃食而生
长不良，山体上的许多兰科植物被多次践踏
而死亡，在 )""*年以前毛坪村山体上的硬叶
兜兰、玉凤花属、羊耳蒜属、舌喙兰属等兰科
植物分布较为普遍，但由于近年来大量放养
黑山羊，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山体石漠化，
多种兰科植物已不复存在。

旅游开发对兰科植物影响大
旅游开发对兰科植物的影响较大，旅客

在游赏过程中对兰花进行采集的较多，如兴
义市的马岭河峡谷景区即有此种现象。另外，
游客在旅游途中收购及收集兰花资源，如兴
义市的鲁布格风景区即如此，游客常常收集
硬叶兜兰、巨瓣兜兰、春兰、春剑、带叶兜兰、
硬叶兰等带走，公路边常形成小型兰市，从而
对兴义市黄泥河流域的兰花采集影响较大。

本报记者 沈敏岚 王欣

! ! ! !原生种兰花从市场上买回来，邓克云按
照传统做法，把她们先是种在土里，模拟大自
然的生态环境，可是兰花不长也不死。没人指
点，换营养土，换海草，邓克云他们只能一样
样尝试，最终找到可以就地取材的基质：木材
厂的废料松树皮，加上布满孔洞的钙化石小
块，疏松透气又能涵养水分。

野生兰花生长在茂林修竹下，丛林遮挡
了强烈的阳光照射，使兰花喜阴畏阳。邓克云
特意在大棚顶遮上黑色篷布，然而兰花的长
势并不如意。邓克云反复琢磨，“万物生长靠
太阳”，阳光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所必不可少
的，是制造养分的能量来源。野生兰花长在山
的东北面或东南面，喜欢早上的阳光。朝阳初
升，阳光照射角度低，兰花受光面积大。又因
为早上阳光经晨雾阻挡，光线相对柔和，直射
不会灼伤兰叶。兰花经夜间营养积累后，早晨
光合作用能力最强。因此，种兰花不能完全避
光，他们赶紧把大棚顶从黑篷布换成了磨砂
透光的塑料膜。

兰花从山野搬进保护中心，依然得为不
断扩张的城市让路。%$)$年，由兴义市区通
往万峰林景区的景峰大道从二号基地中央穿
行而过，搬迁时限仅仅两个月。幸好邓克云熟
悉家乡的山山水水，在万峰林大山深处的顶
效楼纳村找到一方世外桃源，%$$亩基地位于
海拔 )$$$米以上的山脊上，与兰花野外生长
的海拔高度相仿，前有马岭河围护，水源洁净
空气清新，可这一挪，几万株石斛、兜兰水土
不服，损失上千万元。最近，城市功能区要扩
大，纳录村老基地被规划成旅游度假区，动迁
又迫在眉睫。

兰愁
文心兰舞出一片鹅黄色的云雾，紫香兰

吐露浓郁的芳香，在绿缘顶效楼纳花卉基地，
一批批色彩艳丽的商品兰正在装车运往全国
各地花市。
“如果老百姓能从市场上买到花大色艳

的观赏兰花，山野中的原生兰花就能少遭一

点灭顶之灾；我们还打算在万峰林对铁皮石
斛、巨瓣兜兰等来源清楚的濒危兰科植物进
行回归种植，修复大山深处的物种资源，让兰
花重归空山幽谷。”

通过十余年的努力，邓克云和黔西南州
!绿缘"兰科植物抢救中心已对近 )$$种中国
兰科植物进行了迁地保护，保存资源和扩繁
量达 "&万苗。解决了设施栽培的大量技术问
题，为兰科植物迁地保护建立了良好的技术
基础。兰科植物无菌播种和组织培育取得重
大进展。开展兰科植物中杏黄兜兰与硬叶兜
兰、麻栗坡兜兰与长瓣兜兰、长瓣兜兰与巨瓣
兜兰等数十个杂交组合的杂交工作，探索新
品种的选育。并承担了《贵州兰花资源的选育
与开发》、《兜兰快繁关键技术研究》、《特色高
档兜兰引种选育及栽培示范》等多个科技和
产业项目。绿缘也成为我国兜兰品种最多、兜
兰生产规模最大的公司。

绿缘的做法，得到国家林业局物种保护
专家肯定：“在野生植物的各种保育技术中，
建立种质库是最为简便、有效、可行的迁地保
护方式之一，对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尤为如
此。物种一旦灭绝，就不可复生，人类将永远
失去利用它的可能性，对人类而言，这是一个
无法挽回的极大损失。为此，应尽快根据兰科
植物的濒危程度，分阶段收集种子或其他繁
殖体进行保存，以免物种灭绝后留下千古遗
憾。”由此可以看出，抢救性保护中国的兰科
植物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发展意义。

然而，对上海兰展充满期待的邓克云最
近又忧心忡忡，半个多月前，昆明一场大雪，
距离昆明 ,个小时车程的兴义，也遭遇突如
其来的低温、霜冻影响，几十万株杏黄兜兰、
硬叶兜兰等严重冻伤，今年肯定开花无望，预
计要数年才能恢复元气，重现灿烂。
“极端气候的突袭还是偶然，但兰花面临

的困境太需要辰山植物园这样的专业单位、
新民晚报这样有社会责任的大众媒体来关
注，来帮一把”，邓克云说，“随着兰花品种收
集得越来越多，每年光是守护这些兰宝贝就
需巨大的资金支撑：金矿从 )""(年一直经营
到 %$$,年转手，%$$&年，我又投资煤矿生意，
随着输血需求越来越大，只好不断减持矿产
资源的股份投入兰花事业中，如今股份已降
到了很低的水平，未来的兰花保护资金缺口
会越来越大，可能很快就无以为继。”
“更大的困难还不是资金，历时 )$多年

收集来的兰花原生种，来自滇、黔、川等等不
同的地区，即使同一品种，来源不同，基因也
有差异，这些基因测定等等基础科研工作谁
来做？这么宝贝的兰花资源，又有谁能来进行
组培、杂交等育苗、新品种培育试验？”

守着“绿金”宝库，邓克云和“绿缘”等待
着来自上海的“生态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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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色艳丽造型独特的兜兰盆栽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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