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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分布于我国中部，呈现东西走向，跨越河南、湖
北、甘肃、陕西等省份，包括的县（市、区）79 个，太白
山是秦岭地区的主峰，达到 3767.7m的海拔高度。秦岭也
是我国南北重要的自然分界线，是亚热带向暖温带过度的
重要地带，有着十分独特的地理位置。另外，秦岭还是我
国唐古特山脉、华中山脉、华北山脉和横断山脉植物区系
将会渗透的重要地带，正是由于秦岭特殊的地理条件，导
致当地的植物区系存在很多成分，而且植物区系的丰富性
特点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研究的重点。植物区系在秦岭地区
非常丰富，其中不乏一些珍稀濒危植物资源，为使秦岭地
区珍稀植物保护繁育问题得到系统解决，下文当中首先分
析秦岭地区珍稀植物资源具体概况，并阐述分析引发这些
植物资源走向濒危的主要原因，研究其利用价值，并就如
何加强秦岭珍稀植物繁育基地建设的一些思路和建议，希
望能对更好地保护秦岭地区珍稀植物，促进其繁衍生长一
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秦岭珍稀濒危植物资源
（一）植物种类
秦岭是我国南北植物区系的交汇过度区，境内植被

种类丰富，生长良好，有种子植物 136 科、591 属、1178
种，占全国种子植物总科数的 45.1%，总属数的 19.9%，总
种数的 4.7%。属重点保护植物 20 种，其中国家I级重点保
护植物有红豆杉、银杏，国家Ⅱ级保护植物有秦岭冷杉、
太白红杉、大果青杉、连香树、杜仲、厚扑等 9 种，陕西
省地方重点保护植物有庙台槭，秦贝、秦岭沙参、秦岭党
参、秦岭猪苓、秦岭黄芪、羽叶丁香、秦岭蔷薇、秦岭花
椒等 10 余种。

（二）分布特点
珍稀濒危植物在秦岭地区分布特点都较为零散，而秦

岭西端的三江流域珍稀濒危植物资源分布相对集中，目前
已发现 31 种珍稀濒危植物，因此该区也是秦岭地区集中分
布珍稀濒危植物资源的重点区域，同时有 24 种珍稀濒危植
物分布于主峰太白山地带，还有 20 多种分布于中段南坡宁
西临区，这种分布特点不仅和当地的地质历史因素存在非
常紧密的关联性，而且也和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非常密切。

二、濒危原因
（一）生物学特征带来的影响
有些珍稀的野生濒危植物，由于无法正常开花结石实

也或是由于其他因素影响，导致成熟果实无法生长发育，
在长期的演化过程当中逐步被淘汰掉，如自然状态下生长
的庙台槭很少能够开花，还有一些植株多年才能开一次
花，也有一些只开花不不结果，还有的虽然结出果实但是
其中却没有种子，种子萌芽力非常弱，特别是星叶草植株
生长不仅较矮，而且非常纤细，生长过程当中还必须要有
良好的阴湿条件，如果改变其生境，极易导致其无法正常
生长。

（二）过度采收
如杜仲、厚朴、天麻等著名的药用植物。因过度采

收，其天然分布已不多见，优质用材树种水曲柳，红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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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因大量砍伐，野生存留很少，一些野生花卉如金钱
槭、鹅掌楸等，由于过度采挖而遭濒危威胁，外贸和土特
部门只顾外汇收入而盲目收购的做法，使野生植物受到极
大威胁，如紫斑牡丹呈是秦岭山区常见的植物，既是名贵
花卉，又是名贵中药材，现已很难找到。

（三）环境破坏
据相关调查发现，在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由

于不重视森林资源保护，秦岭山区森林覆盖率出现很大下
降，森林大面积砍伐使森林中植物失去依存或者共存环
境。分布范围日渐减少，如羽叶丁香园原赖分布于海拔
1300 ～ 2170m。现仅见海拔 1700 ～ 2170m，独叶草生存必
须依附于巴山冷杉，而由于巴山冷杉和林下金背杜鹃被砍
伐而受到严重威胁。

三、秦岭珍稀植物资源利用价值
秦岭是中国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线，有多样的气候类

型和丰富的地貌类型，为各类珍稀植物的繁衍提供了优越
的生境。因此，这一地区素有生物基因库、天然药库、中
央花园之称。秦岭独特丰富的珍稀植物资源是我们的宝贵
财富，如秦岭种子植资源非常丰富，其中有很多具有重要
观赏价值的野生花卉和观赏植物，秦岭山区既有形态优美
奇特的高大乔木、色彩斑斓的灌木、小巧玲珑的草本花
卉，也有水生花卉和藤本植物，整个秦岭就是一个“大花
园”，一个“观赏植物王国”，一座园林观赏植物的“种质
库”。秦岭还是我国著名的中药材产区，秦岭山区的中药
材种植历史悠久，种类多、质量好、产量大，有国家挂牌
收购的中药材 600 余种，在全国中药材市场中处于重要地
位。再者秦岭还是我国天然香料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
一，有香料植物 1100 多种。其中具有开发潜力的有 400 多
种，近期可进行规模开发的有 60 多种。

秦岭在陕西的主体部分位于陕西中南部，介于北纬
31° 42′～ 34° 45′、东经 105° 46′～ 111° 15′，总
面积约 7 万平方千米。秦岭山区同时也是我国典型的生态
环境脆弱地区、重大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在这些不良因素
影响下，到这很多珍稀植物之源不断走向濒危的边缘。因
此，如何有效保护这些珍稀植物资源，促进其繁衍生息与
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秦岭地区珍稀植物资源保护
珍稀植物不仅在维护秦岭地区生态平衡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同时在植物科学研究及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也具
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果这些秦岭地区特有的种质资源消
失了，对植物多样性的研究和生态平衡的维护将会造成不
可估量的损失。从当前珍稀植物保护的情况来看，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对于延缓物种的灭绝意义重大，同时加强
那些地方特有或者处于濒临灭绝状态的珍稀植物的保护与
繁育，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因此秦岭地区珍稀植物保护现已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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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宁陕县也非常重视境内珍贵野生植物保护、扩
繁、利用，保护珍稀植物资源现已成为宁陕县各级各部门
的共识，随着组织培养和植物工厂技术的进展，在种质资
源的保存和交换、育种和快速繁殖无性系等方面获得了广
泛的实际应用效果，通过建设秦岭珍稀植物繁育基地，可
以实现珍稀优良品种的无性系苗木和应用生物技术培育新
品系、新品种的快速繁育，有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珍稀植
物、药材生产基地，推动林下经济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增
收致富，既有深远的社会效益，又有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

五、秦岭珍稀植物繁育基地建设的重要意义
秦岭珍稀植物繁育基地通过新建 1000 ㎡的全天候植物

工厂，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红豆杉、秦贝、秦岭党参、重
楼、手掌参等高价值植物，既有利于珍惜濒危植物的保护
扩繁，又能快速壮大山林经济发展、促进山区群众增收致
富，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与科研价值。它为人们开启了
一扇走进现代科技、认识自然与植物的教育窗口，可作为
培养学生生物技术兴趣的实践教育基地，也是宁陕发展生
态康养、全域旅游产业的休闲观光基地；植物繁育过程从
原来的野外劳力付出型变化为室内的智力付出型，在轻松
优雅的环境中，开展制定生产计划、观察植物生长、设定
切换参数数据等轻松智力型工作，让人体会到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有利于休闲观光产业的发展；秦岭珍稀植物繁
育基地引入的新型产业模式，使劳动力得到彻底解放，劳
动强度大大降低，生产场所环境完全优化，自然风险完全
解除，生产模式及观念的改变，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从城
镇回到农村，投身到现代高科技农业领域中，为他们创建
一个更广阔的干事创业平台，这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秦岭珍稀植物繁育基地建设的技术优势及主要特
点

秦岭珍稀植物繁育基地拟采用目前最先进的人工智能
环境植物工厂模式，由计算机对植物生育过程的温度、湿
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以及营养液等环境要素进行全天
候控制，植物生长于最适合的模拟环境中，具有更大的生
长发育潜能与更好的质量，与传统生产方式相比，具有七
大优势:一是生产计划性强，不受外界环境影响；二是单位
面积产量高，大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三是工作环境舒
适，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劳动强度低；四是不施用农
药化肥，产品安全无污染；五是多层次、立体化栽培，节
省土地和能源，低碳环保；六是基本不受地理、气候等自
然条件影响，可实现周年均衡生产；七是运用现代生物技
术，可选育稀有、高价值新品种。

七、秦岭珍稀植物繁育基地建设的内容及应用
建设一处西北一流、国内领先的 1000 ㎡的全天候植

物工厂及辅助生产设施设备，涉及环境闭锁密封系统、人
工补光系统、微喷加湿系统、空气循环流通系统、二氧化
碳补允系统、背养液自动调控系统、物理杀菌系统、温度
控制系统、立体式栽培系统、视频监控图像传送系统、计
算机远程控制系统、废物再循环利用系统，是现代生物技
术、建筑工程、环境控制、机械传动、材料科学、设施园
艺和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集成创新、知识与技术高度密集
的现代生产方式。

（一）种质资源保存
保存植物种质资源材料，特别是保存无性系材料，可

以极大地节省土地、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利于生物多样
性保护，便于种质资源之间的远距离交换，有效地避免病
虫害等的人为传播。

（二）工厂化育苗
利用生产线加速繁殖珍稀树种、品种、优系或芽变株

系，对红豆杉、秦贝、秦岭党参、重楼、手掌参等高价值
植物进行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既有利于珍惜濒危植物的

保护扩繁，又能快速壮大山林经济发展、促进山区群众增
收致富。

八、秦岭珍稀植物繁育基地建设的投资估算及资金来
源

秦岭珍稀植物繁育基地比常规苗木繁育基地有更先进
的技术设备、更大的单位产出量、更好的品质保证、更多
的观光休闲旅游科普功能，属高投入高产出的一种生产模
式，参照其他地区建造单价并结合宁陕实际，建设一处含
1000 ㎡的全天候植物工厂的繁育基地投资估算 400 万元。

植物工厂空间建设：使用大强度、隔热保温新型材
料，材料、安装费 30 万元；

栽培繁育系统：立体种植系统管材及配件，材料、组
装费 30 万元；

计算机控制系统：包括各种传感器，自动控制及远程
软件，总投资 80 万元；

杀菌、补光、加温、制冷、通风、供气、营养调控等
控制设备与设施，投资 100 万元；

其他辅助设备设施与工具，投资 80 万元；
土地流转费（按 20 年计算）30 万元；
不可估算投入及项目预备费 50 万元。
估算总投入 400 万元，其中争取上级专项资金 200 万

元，林业局本级自筹资金 200 万元。
九、秦岭珍稀植物繁育基地建设的效益估算
秦岭珍稀植物繁育基地利用现代科技实现了空间利用

率及复种指数的提高，使单位面积产量实现几何级的倍
增，1000 平方米植物工厂约等于 4 个标准大棚面积，生产
量相当于 100 亩面积的大棚，每年可以培育 50 万株珍稀
植物、1000 万株药材种苗，项目实施预计增加林下经济产
值 1500 万元/年，直接带动群众增收 500 万元/年，基地建
成后交由国有企业按保本微利模式经营，每年可实现利润
150 万元，3 年可收回投资成本，15 年内长期收益。

十、秦岭珍稀植物繁育基地建设的风险评估
秦岭珍稀植物繁育基地产出的中药材和珍稀植物受种

植区域和市场营销的制约，发展空间有一定的局限性，项
目前期投入大且需要经营者持续投入，需要加强市场开
拓、延伸产业链条、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来化解经营
风险。

十、结束语
秦岭珍稀植物繁育基地建成投产后，基地内植物生长

的环境因子都是人工精确化模拟创造的，不受外界任何因
素的影响，实现了数字化、可控化、工厂化生产，能灵活
精确地调整生产方案与产期，栽培效率与效益得到大幅度
的提高。项目实施有利于宁陕境内珍贵野生植物保护、扩
繁、利用，推进山林经济特色化、规范化、标准化、产业
化发展，保守估计每年新增林下经济产值 1500 万元、带动
群众直接增收 500 万元，实现生态保护与农民致富同步发
展，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建议尽快立项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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