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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受威胁系数、遗传价值系数、利用价值系数、保护现状系数和名录现状系数构成的优先保护评价指标体系

对中国东北濒危植物进行定量分析和综合评价，得到濒危植物优先保护值并确定其优先保护等级。结果表明，东北

地区共有濒危植物６０种，隶属于２５科４２属，优先保护值范围在０．８５３８ ０．３１８４之间。依据优先保护值将濒危
植物划分３级，一级保护有１７种，隶属于１１科１５属，二级保护有１８种，隶属于１１科１４属，三级保护有２５种，隶属
于１３科１７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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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物种的濒危状况和保护级别是一个国家或

地区有效开展物种保护工作的前提，也是当前保护

生物学研究的焦点问题［１］。为把有限力量放在最稀

有、受威胁最严重、最有价值的种类的保护上，一个

地区、一个国家以及全世界都应在不同的水平上研

究，确定一个既符合自然客观实际情况，又符合人类

对物种保护目标的优先保护名单［２］。１９８０年，国际
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在《世界保护大纲》中提出了
定性分析的确定物种优先保护顺序的方案，其后又

出台了定量分析的《国际濒危物种等级新标准》，使

依据这些方案和标准得到的分析结果更加可靠。中

国政府对濒危植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发布了一系

列濒危植物保护名录［３－７］。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

者对濒危植物优先保护评价的定量研究做了大量工

作［２，８－１７］，这些工作多是以某一自然保护区内植物

为研究对象。本文对东北地区的濒危植物进行定量

分析和综合评价，确定东北地区濒危植物优先保护

等级。为东北地区濒危植物资源的合理保护提供

参考。

１　自然概况
我国东北地区地理位置大体在３８°４０′ ５３°３０′

Ｎ，１１５°４′ １３５°１′Ｅ，总面积约为１２６万 ｋｍ２，占据
着我国纬度的最北部和经度的最东部区域。包括黑

龙江、吉林、辽宁３省和内蒙古东部３市１盟（呼伦
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和兴安盟），共２２２个县级行
政区域。东北地区地貌复杂多样，以山地、平原和台

地为主；地跨寒温带、中温带和暖温带３个气候带；
土壤以暗棕壤、黑土、岩性土及草甸土为主；是东北

植物区（又称长白植物区）、大兴安岭植物区、华北

植物区和蒙古草原植物区等４个植物区相汇集的区
域，植物资源丰富。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基础资料

依据ＩＵＣＮ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包括极危
ＣＲ、濒危 ＥＮ和易危 ＶＵ）［１８］和《中国物种红色名
录》［７］确定出中国东北地区共有濒危植物６０种，隶
属于２５科４２属。对东北地区相关植物志书［１９－２７］

及其他相关文献［２，８－１７］、东北生物标本馆馆藏的濒

危植物标本信息以及近年来野外实地调查资料进行

汇总分析，获得东北地区濒危植物县级分布数据。

２．２　濒危植物优先保护值的计算
本研究中的濒危植物优先保护定量评价指标体

系是在其他学者定量评价方法的基础上，针对东北

地区的实际而制定的。通过对濒危植物评价指标的

赋值计算出受威胁系数、遗传价值系数、利用价值系

数、保护现状系数和名录现状系数，对各项系数加权

后得到濒危植物的优先保护值。

（１）受威胁系数：表示植物种在自然状态下受
威胁的程度。评价指标如下：

ＩＵＣＮ受威胁等级：根据 ＩＵＣＮ物种红色名录濒
危等级和标准确定各植物种的得分。最高设为 ３
分，其中：３分为极危（ＣＲ），２分为濒危（ＥＮ），１分
为易危（ＶＵ）；国内分布频度：根据各植物种在全国
范围内省（或自治区）的分布数量评分。最高设为５
分，其中：５分为１省分布，４分为２ ３省分布，３分
为４ ６省分布，２分为７ １０省分布，１分为１１个
省以上分布；区域内分布频度：根据各植物种在东北

地区范围内分布的县（市）数量评分。最高设为 ５
分，其中：５分为１ ２县分布，４分为３ ６县分布，
３分为７ １２县分布，２分为１３ ２０县分布，１分
为２１个县以上分布。

受威胁系数计算式为：Ｃ威胁 ＝∑
３

ｉ＝１
ｘｉ／∑

３

ｉ＝１
Ｘｉ

ｘｉ—各项评价指标实际得分，Ｘｉ—各项评价指标
最高得分。

（２）遗传价值系数：表示植物种在遭到灭绝后
对植物多样性可能产生的遗传基因损失程度。评价

指标如下：

种型情况：根据植物种所在属和所在科含有种

数量来评分（不包括变种及以下单位）。最高设为５
分，其中：５分为单型科种（所在科仅１属１种），４分
为少型科种（所在科含２ ３种），３分为单型属种
（所在属仅含１种），２分为少型属种（所在属含２
３种），１分为多型属种（所在属含４种以上）；特有
情况：根据植物种的特有分布程度来评分，植物种的

特有程度越高，潜在遗传价值就越大。最高设４分，
其中：４分为省特有（１个省分布），３分为区域特有
（只东北地区２ ４省连续分布），２分为中国特有，
１分为非中国特有；古老孑遗情况：根据植物种的发
生地质年代来评分，有些植物种属古老种，发生在中

生代第三纪，是经过第四纪冰川期残留的孑遗植物，

潜在遗传价值较高，对研究植物系统发育和植物区

系地理等有重要意义。最高设２分，其中：２分为冰
川期残遗植物，１分为非冰川期残遗植物。

遗传价值系数计算式为：Ｃ遗传 ＝∑
３

ｉ＝１
ｘｉ／∑

３

ｉ＝１
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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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各项评价指标实际得分，Ｘｉ—各项评价指
标最高得分。

（３）利用价值系数：表示稀有濒危植物经济、文
化、生态价值的大小，主要指迄今被人们认识并开发

利用或正在开发利用的价值，如固沙、绿化、药材、油

料、木材、工业原料、水土保持、维持生态平衡和保护

生态环境等。最高设为４分，其中：４分为珍贵用材
树种，珍贵绿化与观赏植物，著名药用植物及重要育

种材料等；３分为较好的用材树种或速生树种，具有
建群作用和保持水土作用的大乔木，较珍贵的药用

植物，较好的绿化与观赏植物，以及虽不速生，但木

材质量较好的中等乔木，具有科研用途的植物；２分
为小乔木，大灌木，无特殊用途的中等乔木，一般药

用植物和一般绿化及观赏植物；１分为无特殊用途
的灌木、藤本和草本植物。

利用价值系数计算式为：Ｃ价 ＝Ｘ／４
Ｘ—评价得分。
（４）保护现状系数：指迄今已采用保护措施的

情况下，稀有濒危植物得以保护的程度。根据稀有

濒危植物所在的县（市）保护区的比例，最高设为３
分，其中：３分为保护区的比例小于 ６０％的种类；２
分为保护区的比例大于等于６０％小于８０％的种类；
１分为保护区的比例大于等于８０％的种类。

保护现状系数计算式为：Ｃ保 ＝Ｘ／３
Ｘ—评价得分。
（５）名录现状系数：指目前该种稀有濒危植物

被各类保护名录的收入程度。最高设为２分，其中：
２分为被列入国家级（“中国植物红皮书”、“国家珍
贵树种名录”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保

护植物名录的种类；１分为未被列入国家级保护植
物名录的种类。

名录现状系数计算式为：Ｃ名 ＝Ｘ／２
Ｘ—评价得分。
（６）优先保护值：是植物最需要优先保护的价

值，用它来确定植物优先保护等级。上述的各种系

数经过不同的权重分配其乘积之和就是优先保护

值。经过各种资料的反复研讨分析最终确定了权重

的分配：受威胁系数为５０％；遗传价值系数为２０％；
利用价值系数为１０％；保护现状系数为１０％；名录
现状系数为１０％。因此，优先保护值的计算式为：

Ｖ优 ＝０．５Ｃ威胁 ＋０．２Ｃ遗传 ＋０．１Ｃ价 ＋０．１Ｃ保 ＋
０．１Ｃ名

２．３　濒危植物优先保护等级的划分
根据濒危植物优先保护值的大小将优先保护程

度划分为３级：一级保护（Ｖ优 ＞０．６）；二级保护（Ｖ优
＝０．５ ０．６）；三级保护（Ｖ优 ＜０．５）。

３　结果与讨论
统计分析表明，东北地区共有濒危植物６０种，

隶属于２５科４２属，分布于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
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的３市１盟的１２１个县（市）。其
中，中国特有种８种，占濒危植物种数的１３％，即长
白松、呼玛柳、松江柳、白河柳、反折松毛翠、矮鸢尾、

双蕊兰、无喙兰，上述８种中国特有种中除无喙兰以
外的其他７种亦为东北特有种，特有现象较为明显。
东北地区濒危植物中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有长

白松、兴凯赤松、朝鲜崖柏、红松、珊瑚菜、东北红豆

杉和水曲柳等７种，国家珍贵树种有长白松、西伯利
亚红松、红松、樟子松、东北红豆杉、钻天柳、黄檗和

水曲柳等８种。
按本研究构建的优先保护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和

相应的评价标准计算出６０种濒危植物优先保护值
（见表１），范围在０．８５３８ ０．３１８４之间。依据优
先保护值的大小将东北地区濒危植物优先保护程度

划分如下３级。
一级保护（Ｖ优 ＞０．６）的有１７种，隶属于１１科

１５属，种类如下：双蕊兰、长白松、呼玛柳、兴凯赤
松、矮鸢尾、多腺柳、反折松毛翠、无喙兰、东亚岩高

兰、西伯利亚红松、刺参、人参、山楂海棠、朝鲜崖柏、

东方五福花、玫瑰和朝鲜堇菜。

二级保护（Ｖ优 ＝０．５ ０．６）的有 １８种，隶属
于１１科１４属，种类如下：朝鲜

"

木、松江柳、草苁

蓉、朝鲜百合、牛皮杜鹃、草茱萸、大叶堇菜、长白

红景天、白河柳、红松、珊瑚菜、大黄花堇菜、蓼叶

堇菜、长白舌唇兰、樟子松、东北红豆杉、钻天柳、

松杉冷杉。

三级保护（Ｖ优 ＜０．５）的有２５种，隶属于１３科
１７属，种类如下：长白鱼鳞云杉、黄檗、高山乌头、
长苞头蕊兰、凹唇鸟巢兰、小楷槭、蒙古黄耆、水曲

柳、三花槭、杓兰、平贝母、天麻、黄花落叶松、立堇

菜、花楷槭、天女木兰、刺五加、东北槭、紫花槭、鱼

鳞云杉、青楷槭、笃斯越桔、掌叶堇菜、木通马兜铃

和草芍药。

２９１



第２期 曹　伟等：中国东北濒危植物优先保护的定量评价

表１　东北濒危植物优先保护评价

种名 Ｃ威胁 Ｃ遗传 Ｃ价 Ｃ保 Ｃ名 Ｖ优
双蕊兰 ＤｉｐｌａｎｄｒｏｒｃｈｉｓｓｉｎｉｃａＳ．Ｃ．Ｃｈｅｎ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２７３ ０．７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８５３８
长白松 Ｐｉｎｕｓ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Ｌ．ｖａｒ．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ｆｏｒｍ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ｔＣ．Ｄ．Ｃｈｕ ０．９２３１ ０．４５４５ ０．７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６０８
呼玛柳 ＳａｌｉｘｈｕｍａｅｎｓｉｓＹ．Ｌ．ＣｈｏｕｅｔＲ．Ｃ．Ｃｈｏｕ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５４５ ０．５０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７２４２
兴凯赤松 Ｐｉｎｕｓｄｅｎｓｉｆｌｏｒａｖａｒ．ｕｓｓｕｒｉｅｎｓｉｓＬｉｏｕｅｔＷａｎｇ ０．８４６２ ０．１８１８ ０．７５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０１１
矮鸢尾 Ｉｒｉｓ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ｉＫｉｔａｇ．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５４５ ０．２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６９９２
多腺柳 Ｓａｌｉｘｐｏｌｙａｄｅｎｉａ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８１８ ０．７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６９４７
反折松毛翠 ＰｈｙｌｌｏｄｏｃｅｄｅｆｌｅｘａＣｈｉｎｇｅｘＨ．Ｐ．Ｙａｎｇ ０．８４６２ ０．５４５５ ０．７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６９０５
无喙兰 ＡｒｃｈｉｎｅｏｔｔｉａｇａｕｄｉｓｓａｒｔｉｉＳ．Ｃ．Ｃｈｅｎ ０．７６９２ ０．４５４５ ０．７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８３９
东亚岩高兰 Ｅｍｐｅｔｒｕｍｎｉｇｒｕｍｖａｒ．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Ｋ．Ｋｏｃｈ． ０．６９２３ ０．５４５５ ０．７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６３６
西伯利亚红松 Ｐｉｎｕｓ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Ｌｏｕｄ．）Ｍａｙｒ． ０．６９２３ ０．１８１８ ０．７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５７５
刺参 ＯｐｌｏｐａｎａｘｅｌａｔｕｓＮａｋａｉ ０．６９２３ ０．３６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５２２
人参 ＰａｎａｘｇｉｎｓｅｎｇＣ．Ａ．Ｍｅｙ． ０．６１５４ ０．３６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４７１
山楂海棠 ＭａｌｕｓｋｏｍａｒｏｖｉｉＲｅｈｄ． ０．７６９２ ０．１８１８ ０．７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２９３
朝鲜崖柏 Ｔｈｕｊａ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Ｎａｋａｉ ０．６９２３ ０．１８１８ ０．７５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２４２
玫瑰 ＲｏｓａｒｕｇｏｓａＴｈｕｎｂ． ０．６９２３ ０．１８１８ ０．７５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２４２
东方五福花 Ａｄｏｘ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Ｎｅｐｏｍｎｊ． ０．８４６２ ０．４５４５ ０．２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６２２３
朝鲜堇菜 ＶｉｏｌａａｌｂｉｄａＰａｌｉｂ． ０．８４６２ ０．１８１８ ０．２５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０．５０００ ０．６０１１
朝鲜

"

木 ＣｏｒｎｕｓｃｏｒｅａｎａＷａｎｇｅｒ． ０．７６９２ ０．１８１８ ０．５０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８７６
松江柳 ＳａｌｉｘｓｕｎｇｋｉａｎｉｃａＹ．Ｌ．ＣｈｏｕｅｔＳｋｖ． ０．６９２３ ０．３６３６ ０．５０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８５５
珊瑚菜 Ｇｌｅｈｎｉａ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Ｆｒ．Ｓｃｈｍｉｄｔ ０．４６１５ ０．３６３６ ０．７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７８５
草苁蓉 ＢｏｓｃｈｎｉａｋｉａｒｏｓｓｉｃａＦｅｄｔｓｃｈ．ｅｔＦｌｅｒｏｖ ０．６１５４ ０．２７２７ ０．７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７０６
朝鲜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ａｍａｂｉｌｅＰａｌｉｂ． ０．８４６２ ０．１８１８ ０．２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６７８
牛皮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ａｕｒｅｕｍＧｅｏｒｇｉ ０．６９２３ ０．１８１８ ０．５０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６５９
草茱萸 Ｃｈａｍａｅｐｅｒｉｃｌｙｍｅｎｕｍ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Ａｓｃｈ．ｅｔＧｒａｅｂｎ． ０．７６９２ ０．３６３６ ０．２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６５７
大叶堇菜 ＶｉｏｌａｄｉａｍａｎｔｉａｃａＮａｋａｉ ０．７６９２ ０．１８１８ ０．２５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６２６
长白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ａｎｇｕｓｔａＮａｋａｉ ０．７６９２ ０．１８１８ ０．５０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５４３
白河柳 ＳａｌｉｘｙａｎｂｉａｎｉｃａＣ．Ｆ．ＦａｎｇｅｔＣｈ．Ｙ．Ｙａｎｇ ０．６９２３ ０．３６３６ ０．５０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５２２
红松 Ｐｉｎｕｓ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 ０．４６１５ ０．２７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５２０
大黄花堇菜 ＶｉｏｌａｍｕｅｈｌｄｏｒｆｉｉＫｉｓｓ． ０．７６９２ ０．１８１８ ０．２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２９３
蓼叶堇菜 ＶｉｏｌａｗｅｂｓｔｅｒｉＨｅｍｓｌ． ０．７６９２ ０．１８１８ ０．２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２９３
长白舌唇兰 ＰｌａｔａｎｔｈｅｒａｃｏｒｎｕｂｏｖｉｓＮｅｖｓｋｉ ０．６９２３ ０．１８１８ ０．５０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１５９
樟子松 Ｐｉｎｕｓ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ｖａ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Ｌｉｔｖｉｎ． ０．５３８５ ０．１８１８ ０．７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１３９
东北红豆杉 Ｔａｘｕｓ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ｅ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 ０．４６１５ ０．１８１８ ０．７５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０８８
钻天柳 Ｃｈｏｓｅｎｉａａｒｂｕｔｉｆｏｌｉａ（Ｐａｌｌ．）Ａ．Ｓｋｖ． ０．３８４６ ０．３６３６ ０．７５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０６７
松杉冷杉 ＡｂｉｅｓｈｏｌｏｐｈｙｌｌａＭａｘｉｍ． ０．６１５４ ０．１８１８ ０．７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０２４
长白鱼鳞云杉 Ｐｉｃｅａｊｅｚｏｅｎｓｉｓｖａｒ．ｋｏｍａｒｏｖｉｉＣｈｅｎｇｅｔＬ．Ｋ．Ｆｕ ０．５３８５ ０．１８１８ ０．７５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９７３
黄檗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ａｍｕｒｅｎｓｅＲｕｐｒ． ０．３０７７ ０．３６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９３２
高山乌头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ｍＮａｋａｉ ０．６９２３ ０．１８１８ ０．２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９０９
长苞头蕊兰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ｌｏｎｇ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Ｂｌｕｍｅ ０．６９２３ ０．１８１８ ０．２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９０９
凹唇鸟巢兰 ＮｅｏｔｔｉａｐａｐｉｌｌｉｇｅｒａＳｃｈｌｔｒ． ０．６９２３ ０．１８１８ ０．２５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９０９
小楷槭 ＡｃｅｒｔｓｃｈｏｎｏｓｋｉｉＭａｘｉｍ．ｖａｒ．ｒｕｂｒｉｐｅｓＫｏｍ． ０．５３８５ ０．２７２７ ０．５０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９０４
蒙古黄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ｖａｒ．ｍｏｎｇｈｏｌｉｃｕｓＨｓｉａｏ ０．５３８５ ０．１８１８ ０．５０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８８９
水曲柳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Ｒｕｐｒ． ０．３８４６ ０．２７２７ ０．７５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８８５
三花槭 ＡｃｅｒｔｒｉｆｌｏｒｕｍＫｏｍ． ０．５３８５ ０．１８１８ ０．５０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７２３
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ｃａｌｃｅｏｌｕｓＬ． ０．５３８５ ０．１８１８ ０．５０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７２３
平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ｕｓｓｕｒｉｅｎｓｉｓＭａｘｉｍ． ０．３８４６ ０．１８１８ ０．７５００ ０．６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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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７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的优
先保护等级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规定的

保护级别不完全一致。其中，红松和珊瑚菜的优先

保护等级与规定保护级别一样。而东北红豆杉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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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柳则分别下降一级，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它们个体

数量（尤其是大径材个体数量）锐减，但从其国内分

布频度和东北地区分布频度来看其储量较大。特别

是水曲柳，在陕西、甘肃、河北和山西等省均有分布，

在东北地区也分布较多，如阿城、伊春、临江、安图、

本溪等１６个县市都有其分布，所以东北红豆杉和水
曲柳保护等级相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规

定的保护级别低。长白松、朝鲜崖柏和兴凯赤松３
种在原规定保护级别上升一级，主要因为它们在本

地区分布范围狭窄，如长白松和兴凯赤松都只是一

个省分布，并且省内分布频度也较低，特别是前者只

分布在安图县并且是中国特有种，后者的分布地也

只是在黑龙江东南部兴凯湖及密山鸡东等地。

对于大多数种来说，其受威胁的程度大，保护等

级高。有些种虽然受威胁程度较高，如高山乌头和

长苞头蕊兰等，但由于是多型属种，遗传损失系数较

低，故优先保护等级也相对较低。掌叶堇菜、木通马

兜铃和草芍药的优先保护等级最低，是因为其受威

胁程度低，它们资源储量丰富，分布范围广，生态幅

度宽，特别是草芍药，国内有１７个省分布，本研究区
域内分布达到了３１个市县，其本身的遗传损失系数
也不高。可见，综合了多层次、多因素的本评价指标

体系对濒危植物进行优先保护评价是十分有效的。

本研究中的濒危植物优先保护定量评价指标体

系是建立在其他学者定量评价方法的基础上，针对

东北地区的实际而制定的。采用的定量化评价指标

与分析方法，尽可能地减少研究者主观定性的弊端，

充分考虑了濒危植物受威胁程度、遗传学意义、生态

学意义和社会经济意义等，能够较为全面、客观而真

实地反映濒危植物的优先保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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