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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其濒危。［结论］云南火焰兰分布地植被群落类型主要为常绿落叶针阔混交林，仅发现１２株云南火焰兰，其花而
不实，更新幼苗仅１株，自然更新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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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火焰兰（Ｒ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ｉｍｓｃｈｏｏｔｉａｎａＲｏｌｆｅ）为
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火焰兰属附生植物。于１８９１年
英国植物学家 Ｒｏｌｆｅ发表在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Ｋｅｗ期刊。火焰兰属植物计 １９种，分
布于东南亚至热带喜马拉雅地区。中国产３种，即
火焰兰（Ｒ．ｃｏｃｃｉｎｅａＬｏｕｒ．）、云南火焰兰和中华火焰
兰（Ｒ．ｓｉｎｉｃａＺ．Ｊ．Ｌｉｕ＆Ｓ．Ｃ．Ｃｈｅｎ．），云南均有分
布。火焰兰产我国云南（西畴、麻栗坡）、广西、海南

等省区及缅甸、泰国、老挝、越南［１－３］，云南火焰兰在

中国仅分布于云南中南部元江［１－３］，中华火焰兰产

云南文山［３－４］。

云南火焰兰花序开展、花红而艳丽，犹如火焰而

得名，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因分布范围狭窄，数量

稀少，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的极危（ＣＲ）物种［５］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附录Ⅰ物种。
由于一直以来未在野外发现过云南火焰兰，导

致其产地说法众多，无明确定论［１－３］，其种群情况、

生物学特性、生态学特性等更是知之甚少。２０１４年
４月，项目组在云南元江县进行科考时发现云南火
焰兰。本研究基于多次实地调查、梳理标本及追溯

文献，对云南火焰兰的群落特征、种群现状及分布等

进行研究，讨论其濒危原因及保护对策，为进一步的

科学研究和有效保护提供依据。

１　研究地区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元江县位于云南省中南部，１０１°３９′ １０２°２２′
Ｅ、２３°１８′ ２３°５５′Ｎ，元江（红河）贯穿全县，其气候
干热，干湿分明，长夏无冬。以元江县城（海拔

４００ｍ）为例，年平均降水量约８００ｍｍ，蒸发量是
降水量的３ ８倍，年均温 １２ ２３．８℃，最高温
４２．５℃［６－８］，是我国典型的干热河谷区。研究区位

于元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拔１０４２ １１３５ｍ的
山地，植被类型以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野外调查　自２０１４年来，采用样方法和实
测法多次对云南火焰兰进行调查。设置两个２０ｍ
×２０ｍ样方，记录其生境因子、种群现状、群落结构
中乔、灌、草及更新等；云南火焰兰个体数量稀少，以

茎枝进行统计。

１．２．２　资料收集　（１）标本资料：通过ＣＶＨ中国数
字植物标本馆（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ｖｈ．ａｃ．ｃｎ）、ＮＳＩＩ中国
国家资源标本平台（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ｓｉｉ．ｏｒｇ．ｃｎ）、Ｇｌｏｂ
ａｌｐｌａｎｔ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ｌａｎｔｓ．ｊｓｔｏｒ．ｏｒｇ）、ＫＲｏｙａｌＢｏ
ｔａｎｉｃＧａｒｄｅｎｓ、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ＧＢＩＦ）（ｈｔ
ｔｐ：／／ｗｗｗ．ｇｂｉ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Ｔｒｏｐｉｃｏｓ（ｈｔｔｐ：／／ｗｗｗ．
ｔｒｏｐｉｃｏｓ．ｏｒｇ）等 ２０多个国内外标本馆进行网络
查阅。

（２）文献资料：主要查阅《中国植物志》、《云南
植物志》、《ＦｌｏｒａｏｆＣｈｉｎａ》、《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

卷》、《被子植物科属综论》、《中国兰花全书》等。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标本情况

查阅标本资料表明，仅有８号标本被鉴定为云
南火焰兰（Ｒ．ｉｍｓｃｈｏｏｔｉａｎａＲｏｌｆｅ）。其中，英国皇家
植物园邱园（Ｋ）存５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
本馆（ＰＥ）存２号，慕尼黑植物园（Ｍ）存１号（表１）。

表１　国内外标本馆（室）云南火焰兰标本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ｆＲ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ｉｍｓｃｈｏｏｔｉａｎａＲｏｌｆｅｉｎ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采集号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采集人

Ｃａｔｈｅｒｅｒ
采集地点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ｌａｃｅ
采集时间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标本照片

Ｐｈｏｔｏ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存放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１ ＃ｓ．ｎ． ＶａｎＩｍｓｃｈｏｏｔ 比利时（Ｇａｎｄ栽培） １８９１．０６ 有 Ｋ

２ 不明 不明 不明 无 Ｋ

３ 不明 不明 不明 无 Ｋ

４ 不明 不明 不明 无 Ｋ

５ 不明 不明 不明 无 Ｋ

６ ８５３２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印度尼西亚（栽培） １９３１ 有 ＰＥ

７ ７５－６１７ 冯国楣 中国（云南栽培） １９７５ 有 ＰＥ

８ ＃５７６ Ｌｏｈｅｒ 菲律宾（栽培） １９１９ 有 Ｍ

　　注：Ｋ为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ＰＥ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Ｍ为德国慕尼黑植物园。
Ｎｏｔｅ：Ｋｆｏｒ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ＢｏｔａｎｉｃＧａｒｄｅｎｓ（Ｋｅｗ），ＰＥｆｏ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Ｂｏｔａｎｙ，ＭｆｏｒＢｏｔａｎ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Ｍüｎｃ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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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Ｋ）的５号标本中的＃ｓ．
ｎ．，系１８９１年由ＶａｎＩｍｓｃｈｏｏｔ寄至邱园（Ｋ），由英国
植物学家Ｒｏｌｆｅ命名发表［９］。其余４号无详细信息；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ＰＥ）的２号标本中，
８５３２号标本于１９３１年采自印度尼西亚 Ｋｅｂｏｎ（Ｂｏｔ
ａｎｉａＧａｒｄｅｎｓ）Ｂｏｇｏｒ。７５－６１７号标本于１９７５年采自
昆明植物园兰园，标明引自云南省内，但未写明具体

地点，该标本于 １９７６年由吉占和鉴定为 Ｒ．ｉｍ
ｓｃｈｏｏｔｉａｎａＲｏｌｆｅ，鉴定签上仅给出拉丁名。慕尼黑植
物园的＃５７６号标本于１９１９年采自菲律宾，１９２０年
被鉴定为Ｒ．ｉｍｓｃｈｏｏｔｉａｎａＲｏｌｆｅ。

上述８号标本中，能查到标本实物照片的仅４
号。经比对，其形态学特征与标本＃ｓ．ｎ一致，但均
来自栽培植株的标本。

２．２　文献记载
国内可查到的中文文献中最早出现拉丁名 Ｒ．

ｉｍｓｃｈｏｏｔｉａｎａＲｏｌｆｅ，见于１９８２年《中国种子植物科属
词典．第二版》，中文名为西南火焰兰，文中称产于中
国海南至云南［１０］；１９９３年《花卉词典》记录 Ｒ．ｉｍ
ｓｃｈｏｏｔｉａｎａＲｏｌｆｅ，中文名为矮火焰兰，文中记录原产
印度东北部，中国为栽培种［１１］。１９９６年《新编拉汉
英植物名称》记录７种火焰兰属植物，其中 Ｒ．ｉｍ
ｓｃｈｏｏｔｉａｎａＲｏｌｆｅ的中文名为火焰兰［１２］。１９９８年《中
国兰花全书》记载Ｒ．ｉｍｓｃｈｏｏｔｉａｎａＲｏｌｆｅ，中文名为云
南火焰兰，记录产云南东南部［１３］。１９９９年《中国野
生兰科植物彩色图鉴》记载云南火焰兰生于海拔

５００ｍ以下的林中或沿溪谷旁的树干上，分布于云
南东南部（沿元江河谷），越南也有分布［１４］。１９９９
年《中国植物志》记载云南火焰兰产云南南部（元

江），生于海拔５００ｍ以下河谷林中树干上［１］。１９９９
年《兰花荟萃》记录云南火焰兰生于云南南部，海拔

８００ １４００ｍ［１５］。２００３年《云南植物志．第十四
卷》记录云南火焰兰产元江，生于海拔５００ｍ以上的
河谷林中树干上，越南也有［２］。２００９年《Ｆｌｏｒａｏｆ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２５》记录云南火焰兰分布于云南南部，附
生于海拔５００ｍ以下的河谷林中树干上；印度东北
部，缅甸存疑，越南也产［３］。

综合上述文献表明：国内文献中“Ｒ．ｉｍｓｃｈｏｏｔｉ
ａｎａＲｏｌｆｅ”学名最早出现于１９８２年，直至１９９８年，
其中文名比较混乱；１９９８《中国兰花全书》首次将Ｒ．
ｉｍｓｃｈｏｏｔｉａｎａＲｏｌｆｅ称为云南火焰兰，此后文献及专
著中沿用云南火焰兰名称。文献中，云南火焰兰的

产地说法众多，包括云南南部及东南部、云南南部元

江河谷、海南、越南、印度北部、缅甸等，但均未引证

标本。分布海拔也有多种说法，大致可分为３类，多
数记载分布于海拔５００ｍ以下，《云南植物志》记载
分布海拔 ５００ｍ以上，《兰花荟萃》记载分布海拔
８００ １４００ｍ。另外，《云南种子植物名录》、《云南
植物标本采集史略．１９１９—１９５０》以及吴征镒院士的
众多专著如《云南种子植物名录》、《中国被子植物

科属综论》［１６－１８］，都未收录云南火焰兰。

２．３　实地调查结果
２．３．１　生长特性　云南火焰兰为附生草本，具攀援
茎，茎基部至中上部气生根发达，主茎生长到一定时

期，顶芽失去生长能力，由一个或几个侧芽代替顶芽

继续生长，形成一个或几个茎枝，每茎枝可腋生１
４个花序，花序常分枝，形成圆锥花序，也有极少不
分枝，形成总状花序。

２．３．２　群落学特征　项目组 ２０１４年至今多次调
查，在元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两个云南火焰

兰分布点，其分布于海拔１０４２ １１３５ｍ，西北坡
２０° ２５°的沟凹处及沟箐边。在两个２０ｍ×２０ｍ
的样方中，共计维管植物１０６种，隶属５２科９４属。
其中蝶形花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种类最多，含１３种，漆树
科（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和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各含７种，兰
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和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各含５种。

样方中乔木层盖度约５０％，计９种６６株，分为
两层，上层乔木计４９株，盖度达３５％，胸径１５ ４０
ｃｍ，高１２ １５ｍ，含２１株毛枝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ｅｌｆｅｒｉａｎａ（Ａ．ＤＣ．）Ｏｅｒｓｔ．）、１６株云南松（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及１２株栓皮栎（Ｑｕｅｒｃｕｓｖａｒｉａ
ｂｉｌｉｓＢｌ．）；乔木下层计１７株，盖度约１５％，胸径５
２７ｃｍ，高５ １０ｍ，含６株三叶漆（Ｔｅｒｍｉｎｔｈｉａｐａｎｉｃ
ｕｌａｔａ（Ｗａｌｌ．ｅｘＧ．Ｄｏｎ）Ｃ．Ｙ．ＷｕｅｔＴ．Ｌ．Ｍｉｎｇ）、
５株余甘子（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ｅｍｂｌｉｃａＬｉｎｎ．）、２株豆腐果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ｉａ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Ｒｏｘｈ．）、２株山合欢（Ａｌｂｉｚｉａ
ｋａｌｋｏｒａ（Ｒｏｘｂ．）Ｐｒａｉｎ）、１株朴叶扁担杆（Ｇｒｅｗｉａ
ｃｅｌｔｉｄｉｆｏｌｉａＪｕｓｓ．）、１株火绳树（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
（ＤＣ．）Ｐｌａｎｃｈ．ｅｘＭａｓｔ．）。其中，栓皮栎、三叶漆、
余甘子、豆腐果、山合欢、朴叶扁担杆、火绳树为落叶

乔木，计２９株，占乔木层总株数４３．９％，云南松及毛
枝青冈为常绿乔木，计 ３７株，占乔木层总株数
５６．１％，乔木层中常绿树种占比稍大于落叶树种。

灌木层盖度约 ２５％，高度 ０．５ ４．５ｍ，计 ４３
种，包括乔木幼树和灌木。其中，灌木３１种，常见假
木豆（Ｄｅｎｄｒｏｌｏｂｉｕｍ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ｅ（Ｒｅｔｚ．）Ｓｃｈｉｎｄｌ．）、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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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黄荆（ＶｉｔｅｘｎｅｇｕｎｄｏＬ．ｆ．ｌａｘｉ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Ｐｅｉ）等。
乔木幼树计１２种，山合欢数量较多，达４８株，但高
度仅０．０５ ０．３ｍ，盖度小，其它乔木幼树有三叶
漆、余甘子、朴叶扁担杆、豆腐果、毛枝青冈、栓皮栎、

厚皮树（Ｌａｎｎｅａ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Ｈｏｕｔｔ．）Ｍｅｒｒ．）、黄
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进入乔木上层的树
种，在更新层幼树极少，仅几株。

ａ．实生幼苗；ｂ．成年植株；ｃ．花；ｄ．开花植株；ｅ．生境

ａ．ｓｅｅｄｉｎｇ；ｂ．ａｄｕｌｔｐｌａｎｔｓ；ｃ．ｆｌｏｗｅｒｓ；ｄ．ｐｌａｎｔｗｉｔｈｆｌｏｗｅｒｓ；ｅ．ｈａｂｉｔａｔ

图１　云南火焰兰生境及生长情况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Ｒ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ｉｍｓｃｈｏｏｔｉａｎａＲｏｌｆｅ

ｉｎＹｕａｎｊ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草本层盖度约１５％，高０．０５ ０．５ｍ，计２８种，
常见紫茎泽兰（Ａｇｅｒａｔｉｎａ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Ｓｐｒｅｎｇ．）Ｒ．
Ｍ．Ｋｉｎｇ）、荩草（Ｐａｒａｒｕｅｌｌｉａｄｅｌａｖａｙａｎａ（Ｔｈｕｎｂ．）
Ｍａｋｉｎｏ）、鬼针草（ＢｉｄｅｎｓｐｉｌｏｓａＬ．）、芸香草（Ｃｙｍｂｏ
ｐｏｇ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ｓ（Ｎｅｅｓ）Ｗａｔｓ．）、飞机草（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Ｌｉｎｎ．）Ｒ．Ｍ．ＫｉｎｇｅｔＨ．Ｒｏｂ．）、硬秆子草
（Ｃａｐｉｌｌｉｐｅｄｉｕｍａｓｓｉｍｉｌｅ（Ｓｔｅｕｄ．）Ａ．Ｃａｍｕｓ）、千里光
（ＳｅｎｅｃｉｏｓｃａｎｄｅｎｓＢｕｃｈ．Ｈａｍ．ｅｘＤ．Ｄｏｎ）、白酒草
（Ｃｏｎｙｚ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Ｌｅｓｓ．）、地皮消（Ｐａｒａｒｕ
ｅｌｌｉａｄｅｌａｖａｙａｎａ（Ｂａｉｌｌ．）Ｅ．Ｈｏｓｓａｉｎ）、石蝴蝶（Ｐｅｔｒｏ
ｃｏｓｍｅａ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ｉＣｒａｉｂ）等。草本层物种丰富，但长势
较差，盖度较小。

层间层植物计２０种，包括附生植物、藤本植物
和寄生植物。附生植物７种，即多蕊木（Ｔｕｐｉｄａｎｔｈｕｓ
ｃａｌｙｐｔｒａｔｕｓＨｏｏｋ．ｆ．＆Ｔｈｏｍｓ．）、小蓝万代兰（Ｖａｎｄａ
ｃｏｅｒｕｌｅｓｃｅｎｓＧｒｉｆｆ．）、白柱万代兰 （Ｖａｎｄａｂｒｕｎｎｅａ
Ｒｃｈｂ．ｆ．）、钗子股（ＬｕｉｓｉａｍｏｒｓｅｉＲｏｌｆｅ）、蜈蚣兰
（Ｃｌｅｉｓｏｓｔｏｍａｓｃｏｌｏｐｅｎｄ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ａｋｉｎｏ）Ｇａｒａｙ）、裸叶
石韦（Ｐｙｒｒｏｓｉａｎｕｄａ（Ｇｉｅｓ．）Ｃｈｉｎｇ）、云南火焰兰，除
多蕊木外均为附生草本，表明此生境相对周边湿润；

藤本植物１２种，以大叶白粉藤（ＣｉｓｓｕｓｒｅｐａｎｄａＶａｈｌ）
数量最多，高达１５ｍ，其余物种高３ ５ｍ，如南山
藤（Ｄｒｅｇｅａｖｏｌｕｂｉｌｉｓ（Ｌ．ｆ．）Ｂｅｎｔｈ．ｅｘＨｏｏｋ．ｆ．）、头
花银背藤（Ａｒｇｙｒｅｉａｃａｐｉｔａｔａ（Ｖａｈｌ）Ａｒｎ．ｅｘＣｈｏｉｓｙ）；
寄生植物１种，即桑寄生（Ｔａｘｉｌｌｕｓ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Ｌｅ
ｃｏｍｔｅ）Ｄａｎｓｅｒ），寄生于栓皮栎的枝干上。
２．３．３　种群学特征　云南火焰兰的两个分布点相
距约两公里。逐一查找统计，累计 １２株云南火焰
兰，包括 １１株成年个体及 １株幼苗，株高 ０．０７
０８ｍ，含５４个成年茎枝及３个幼枝，茎枝长０．０６
０．８２ｍ。其中，第一分布点（Ａ点）３株，计６茎枝；
第二分布点（Ｂ点）有８株成年植株和１株幼苗，含
４８个成年茎枝及３个幼枝（表２）。

表２　截止２０１７年云南火焰兰个体数量情况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ｏｆＲ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ｉｍｓｃｈｏｏｔｉａｎａＲｏｌｆｅｕｐｔｏ２０１７

地点

Ｓｉｔｅｓ
调查次数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
株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ｓ
株茎枝数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ｔｅｍｓＥａｃｈＴｒｅｅ
更新情况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
生长状况

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ｔｕｓ
Ａ ３ ３　株１ ４ 未见幼苗 良好

株２ １ 未见幼苗 较差

株３ １ 未见幼苗 较差

Ｂ １ ９　株１ ７（含１幼枝） 未见幼苗 良好

株２ ２（含１幼枝） 未见幼苗 良好

株３ ４（含１幼枝） 未见幼苗 良好

株４ ４ 良好

株５ ５ 良好

株６ ５ 良好

株７ ８ 良好

株８ １６ 良好

株９ １（幼苗） 良好

合计 １２株 ５７茎枝 １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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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株云南火焰兰附生于３株栓皮栎和１株毛枝
青冈上，平均每株乔木附生３株云南火焰兰。栓皮
栎树高约１５ｍ，云南火焰兰附生树干高度的８ ９
ｍ处，毛枝青冈高约 １２ｍ，附生位置离地面 ２ ３
ｍ。两个树种树皮厚而粗糙，有利于云南火焰兰的
附生。

连续观察至２０１７年，Ａ点云南火焰兰茎枝数较
２０１４年少２枝，株数增加１株；Ｂ点株 ８茎枝数达
１６，明显高于其它植株，其次是与之最接近的株７，
茎枝数８。１２株云南火焰兰中，１株幼苗，占总株数
的８．３％，１１株成年植株，占总株数的９１．７％；５７个
茎枝中，３个幼枝，占总茎枝数５．３％，５４个成年茎
枝，占总茎枝数的 ９４．７％。可见，云南火焰兰无论
是植株个体还是茎枝，成年植株和茎枝占比均较大，

幼年植株和幼枝占比较小，是典型的衰退型种群。

云南火焰兰花期４月初至５月初，长达１个月。
２０１７年生花序１３，每花序１７ ２８朵小花，２０１６年
的残留花序数 ８，３个月后，未见 ２０１７年生果实或
２０１６年的宿存果壳，可见其结实率极低。

结果表明：

（１）历时４年的调查，仅发现两个云南火焰兰分
布点，均位于元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映证了部分

文献中云南火焰兰产地的记载。

（２）云南火焰兰数量稀少，种群密度小，成年个
体或茎枝数多，是典型的衰退型种群。

（３）仅开花不结实是云南火焰兰濒危的直接
原因。

（４）目前确定云南火焰兰的分布点为云南元江
县海拔１０４２ １１３５ｍ区域。文献中原纪录海拔
范围原生生境不复存在，难觅其踪迹。标本记录的

其它分布点所支撑标本为栽培植株标本或没有引证

标本，其种源地无法考证。

３　讨论

３．１　云南火焰兰产地及标本信息
ＶａｎＩｍｓｃｈｏｏｔ于１９８１采集标本＃ｓ．ｎ．并寄至邱

园，Ｒｏｌｆｅ依据此标本命名发表云南火焰兰，文章记
录标本来自比利时的 Ｇａｎｄ，由 Ｍｅｓｓｒｓ．Ｆ．Ｓａｎｄｅｒ＆
Ｃｏ．引进，引种地点未提及。虽然新种描述未指明模
式标本，但按照国际植物命名法规，＃ｓ．ｎ号标本应
为主模式标本。冯国楣的７５－６１７标本采自昆明植
物所兰园，标明引自云南省内，但未提及具体引种地

点，经询问，当时的兰园管理人已经去世，其引种地

已无从知晓。８５３２、＃５７６及邱园的其余４号标本，均
为栽培个体标本，未提及引种地。所有能查询到的

标本，目前依然无法确定其引种地。因此，《中国植

物志》记载云南火焰兰模式标本产地为越南的说法

还需进一步考证。

３．２　云南火焰兰濒危原因
自然条件下，种群的自我更新能力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种群生存现状及发展潜力。云南火焰兰更

新幼苗少，种群自我更新困难与自身的生物学特性

有关。兰科植物果实为蒴果，每一蒴果含种子数万

至数十万，且种子小而轻，果实开裂后，果壳通常宿

存很久［１９－２０］。云南火焰兰开花量大，每花序具 １７
２８朵小花，花期长达１个月。然而，花后的跟踪

调查未见其形成果实，而与其同一生境下的白柱万

代兰，花期与云南火焰兰基本一致，却有果实存在，

可见，云南火焰兰虽然开花但基本未结实。

多年观察仅发现１株云南火焰兰实生幼苗，表
明其存在种子繁殖，但繁殖率极低。植物种群的自

然更新主要取决于种子萌发的难易，种子的自身特

性及其所需萌发条件也是影响种子萌发的两大主要

因素［２１－２２］。云南火焰兰的小生境较周边环境湿润，

且附生于树皮厚而粗糙的树干上，这是云南火焰兰

种子着床和萌发生长的前提条件，而在元江干热河

谷区符合此条件的生境较少。加之云南火焰兰的种

子无胚乳，其幼苗生长所需的养分需要从外界获取，

且自然条件下，云南火焰兰种子只有在被合适的真

菌侵染下，才能萌发等，这些苛刻的萌发条件更加降

低了云南火焰兰种子萌发率。

４　结论
云南火焰兰分布地以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

主，同时分布环境以沟凹处、沟箐边为特点，这种小

生境较周边大环境湿润，这为今后调查云南火焰兰

资源提供了调查范围［２３］。１２株云南火焰兰仅１株
更新幼苗。追踪调查，云南火焰兰开花量大，但未见

结实或宿存果壳，结合其更新植株稀少的现象，作者

认为，花而不实是云南火焰兰濒危的直接原因。而

导致其结实困难的原因，可能又涉及到其传粉或受

精等环节，具体原因，有待对其进行生殖繁育学的

研究。

５　保护建议
（１）进行抢救性保护。云南火焰兰种群数量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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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稀少，结实、更新困难，多为成年个体，属典型衰退

型种群，为避免种群消失，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是当

前的首要任务，如在花期进行野外人工授粉、组培繁

育等工作，目前西南林业大学正在进行组培实验。

（２）加强原生生境保护。云南火焰兰生长于沟
凹处或沟箐边，元江自然保护区是典型干热河谷生

态系统，适宜云南火焰兰生存的生境极少，特别是随

着人类频繁活动，对原生生境的破坏日趋严重。云

南火焰兰地理分布狭窄，种群现状不容乐观，对现存

种群的保护迫在眉睫，而保护原生境是保护现有种

群的最好保护方式［２４－２５］，保护其原有的生态面貌，

促使其自然更新。

（３）加强基础研究。在保护现有种群的前提
下，加大科研投入，进行生殖繁育研究，弄清云南火

焰兰不易结实原因。通过人工扩繁、助繁等方式促

进云南火焰兰繁殖，同时根据云南火焰兰所需的生

态学、生物学条件，建立驯化基地，将驯化的植株回

归自然，扩大种群数量［２６－２７］。

（４）建立合理的管护体系。调查发现两个分布
点附近均有林间小路穿过，有放牧等人为活动，而且

位置偏远，难于监管。云南火焰兰花期引人注目，特

别是云南火焰兰的发现于２０１７年４月中央电视台
ＣＣＴＶ１３频道报道后，大大增加了被“盗兰人”盗走
的风险。故应建立合理的管护体系［２８］，如增加巡护

管理，对保护区进出人员进行严格把控，同时明确管

护责任人，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

（５）提高保护等级。云南火焰兰种群数量稀
少，处于极度濒危状态，符合 ＩＵＣＮ极危物种标准，
也符合我国极小种群物种标准，建议纳入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给予重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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