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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全县光叶蕨人工种群适宜生境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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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促进光叶蕨人工种群发展，在天全县选择更多适宜光叶蕨生存的小区域，在对光叶蕨原生境的植被状

况、土壤条件、气候特征和地形环境等生态因子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光叶蕨自身植物学特性，确立光叶蕨比选因子，

并通过不同专家对比选因子进行权重分配，对候选的 20 个相似生境点进行评分及综合评分，最终在天全县选出了

5 个光叶蕨最适宜生境，6 个较适宜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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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of Appropriate Habitats for Artificial Populations of
Cystoathyrium chinensis in Tianquan County

YU Ling-fan1 HE Ｒang1 YANG Mei2 WEN Zhi-you1 WU Shi-lei1
( 1． Sichuan Academy of Forestry，Chengdu 610081; 2． Forestry Bureau of Tianquan County，Tianquan 625500，China)

Abstract: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populations of Cystoathyrium chinen-
sis，and finding out more appropriate habitats of Cystoathyrium chinensis in Tianquan，based on the re-
search on ec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vegetation，soil，climate，terrain，etc． in the original habitat of Cysto-
athyrium chinensis，and according to its botanical characteristics，a series of specific factors were screened
by experts in various fields，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ir weight was conducted． After com-
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20 similar habitats，5 most appropriate and 6 appropriate habitats were s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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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叶蕨 ( Cystoathyrium chinensis Ching ) 为蹄盖

蕨科( Athyriaceae) 、光叶蕨属( Cystoathyrium) 植物。
多年生草本，披针叶，叶密生，叶柄短。孢子囊群圆

形，每裂叶片一枚。属国家Ⅰ级重点野生保护植物，

濒危物种。现仅在四川天全县二郎山团牛坪发现。
由于以往森林采伐和人类活动等原因，导致光叶蕨

生长的环境条件被破坏。加之，2013 年 4． 20 芦山

地震造成的山体破坏，现该物种仅极少数存于溪沟

边的灌丛下，对其拯救保护迫在眉睫。现有资源数

量极少，分布区非常狭窄，这给光叶蕨人工种群的扩

育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一方面由于原材料少，导

致人工培育出的幼苗数量少，不能进行大面积大范

围移栽; 另一方面由于原生境条件的特殊性，若在未

进行任何筛选的条件下，将其栽植在与原生境环境

条件差异较大的区域，很难保证其生存。为保证人

工培育出的光叶蕨苗木能在野外生存，开展与光叶

蕨现有生长环境一致的生境选择尤为重要。

1 调查研究方法

1． 1 调查地点和调查对象

生境调查比选地点位于整个天全县。调查对象

为光叶蕨现有分布区和光叶蕨适宜的生境条件地。
1． 2 调查方法

首先对光叶蕨原生境环境条件作详细调查。植

被调查采用常规的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垂直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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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1 ～ 3］; 气象因子如温、湿度等，使用相关仪

器现场测量; 区域降雨量等查阅相关资料; 土壤类

型、土层厚度等信息现场观察记录; 土壤理化性质通

过采集土样，带回实验室测量理化性质。由此得出

光叶蕨原生长区域的环境特点。根据与原生长环境

相似度，在天全县境内实施普选，初步筛选出相似度

不低于 0. 6 的 20 个地点作为生境比选候选点。因

原光叶蕨生长点主要分布在面积约为 300 m2 的区

域，候选生境比选点的调查范围扩大至 500 m2。
采用与原生境相同的调查方法，对 20 个初选比

选点的生境现状作进一步详细调查，再结合原生境

调查结果，梳理出一套比选生境因子，邀请相关领域

的专家，对各比选因子进行权重分配和各因子评分，

最后进行综合评价。
1． 3 调查内容

根据调查出原生境内的植被、地形、气候、土壤

因子，结合对植物生态习性、资源分布等有影响的环

境因素，确定出植被、地形、气候、土壤四大要素，再

将各大要素分解成若干个最具代表性的分因子，按

照从属关系自上而下分组形成有序的树形层次结

构［4］。对各项因子作详细调查记录，具体详见表 1。

表 1 比选因子分类表

要素 分因子 调查方式

植被因子 乔木郁闭度 以 10 m × 10 m 的乔木样方，采用目测法确定。
灌木盖度 5 m × 5 m 样地，采用目测法确定。

草本层盖度 1 m × 1 m 样地，采用目测法确定。
草本层植物种类 比选生境内植物种类，由调查统计得出。

地形因子 地形特征 生境区域主要的地形特点，采用现场观测方法确定。

坡向
分 4 级，即东坡( 45° ～ 135° ) 、南坡 ( 135° ～ 225° ) 、西坡 ( 225° ～ 315° ) 和北坡 ( 315° ～ 45° ) ，用
GPS 测定。

坡位 划分为上坡位( 山顶或坡上部) 、中坡位( 山腰或坡中部) 和下坡位( 山谷、沟底或坡下部) 。
坡度 划分为平缓坡( ＜ 20° ) 、斜坡( 20° ～ 40° ) 和陡坡( ＞ 40° ) 3 种类型，用罗盘仪测定。
海拔 海拔高度，用 GPS 测定。

气候因子 降雨量 采用气象站测量。

照度
记录 7 月每日 14: 00 ～ 15: 00 时间段的光照强度，采用照度计现场测量数据，并参考气象站资
料。连续 1 个月。

温度 记录 7 月每日 14: 00 ～ 15: 00 时间段的大气温度，由现场测量得到。连续 1 个月。
湿度 记录 7 月每日 14: 00 ～ 15: 00 时间段的空气温度，由现场测量得到。连续 1 个月。

土壤因子 表层土壤 表层土壤的质地等，现场判定。
土壤温度 记录 7 月每日 14: 00 ～ 15: 00 时间段的土壤温度，用土壤温度计现场测量。连续一个月，

粒级构成 采集土样，带回实验室进行测定。
土壤含水量 采集土样，带回实验室进行测定。
有机质含量 采集土样，带回实验室进行测定。

土壤 pH 采集土样，带回实验室进行测定。

1． 4 比选因子及权重分配

根据实地调查的光叶蕨资源分布及生态环境条

件状况，邀请生态学、植物学、野生动植物保护学、土
壤学等各领域专家共同讨论分析，筛选出比选生境

因子，进行权重分配，确定权重值( W) 。
采用层次分析法［4、5］，结合专家打分法确定权

重值: 首先对各大类影响因子进行权重分配，再为各

小类比选因子进行权重打分，在权重值确定方面，邀

请专家讨论决定，主要方法为对给定的一个指标体

系，由专家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按照指标的主

观重要程度直接给出其权重值［6、7］。
1． 5 比选因子的评分标准

构建各个比选因子的评价标准，根据各因子的

权重分配，由专家为各个比选因子评分，采用十分

制; 各个比选因子得分( G) 与权重( W) 的乘积的和

即得该生境的综合得分( T) 。
计算公式如下:

T = G1* W2 + G2* W2 + G3* W3 +……Gn* Wn

对原生境每一项比选因子评分为 10 分，综合得

分也为 10 分。各比选因子得分越高，与原生境越接

相似，越适宜光叶蕨生存。根据生境因子权重分配

结果，并 参 照 原 生 境 调 查 结 果，确 定 具 体 评 分 标

准［8］，详见表 2。

2 结果与分析

2． 1 光叶蕨原生境现状

根据实地调查，并参考陈金发、朱大海等［9 － 10］

的研究成果发现，光叶蕨位于溪沟两侧的石壁上，群

落面积约 30 m2，地理坐标为东经 102°17'40″，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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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3'00″，海拔2 390 m。对光叶蕨生境内各项因子 作详细调查，具体结果见表 3。

表 2 比选因子评分标准

影响因子 分因子 评分标准 说明

植被因子 乔木郁闭度 0． 6 ～ 0． 8: 9 分 ～ 10 分; ＞ 0． 8: 8 分 ～ 9 分; 0． 6: ＜ 8
分

原生境郁闭度为 0. 65，郁闭度大说明湿热条件
好，植物生长好，遮光条件好，适宜光叶蕨生长。

灌木盖度 0． 6 ～ 0． 8: 8 分 ～ 10 分; ＞ 0． 75: 7 分 ～ 8 分; ＜ 0． 6:
＜ 8 分

原生境灌木盖度为 0. 7，盖度影响光照，也可以
判断区域内的水热条件的好坏。

草本层植物种类 蕨类较少、其它草本较多: 9 分 ～ 10 分，蕨类较多: 6
分 ～ 8 分; 蕨类的种类、数量越多，则分数越低。

与原生境相同物种分布越多、相似度越高，证明
该处生境越适宜光光叶蕨生长，

地形因子 地形特征 岩壁结构，距溪沟 2 m ～ 3 m: 9 分 ～ 10 分，距离 4 m
～ 5m : 8 分 ～ 9 分; 其他情况酌情给分。

原生境位于溪沟两侧的岩壁上，距离溪沟极近，
区域空间非常狭窄。

坡度 坡度为 70° ～ 80°，9 分 ～ 10 分，其它情况则分数较
低，且坡度越小，分数越低。

原生境为陡峭的岩壁，坡度在 70° ～ 80°。

海拔 2 290 m ～ 2 490 m: 9 分 ～ 10 分; 2 490 m ～ 2 590 m:
8 分 ～ 9 分; 其它海拔分数较低，且与 2 390 m 相比，
高差越大，分数越低。

原生境海拔为 2 390 m

气候因子 照度 4 670 lx 左右: 9 分 ～ 10 分; 4 570 lx ～ 9 500 lx: 8 分
～ 9 分; 其它条件则分数低，且相差越大分数越低。

原生境林下光照强度最低 4 570 lx，最为高为 9
500 lx，多在 4 670 lx 左右。

空气湿度 85% ～ 90% : 10 分; 80% ～ 90% 和 90% ～ 95% 之
间: 8 分 ～ 9 分; 与 85 ～ 90% 区间差别越大，分数越
低。

原生境湿度在 85% ～90%。

土壤因子 表层土壤 主要成分为腐殖: 9 分 ～ 10 分; 其它类型土壤则分
数较低，且差别越大，分数越低。

原生境表层土为腐殖土，腐殖土透气透水性好，
肥力高，有利于植物生长发育。

有机质含量 N、P、K 含量多: 9 分 ～ 10 分; 含量越低，则分数越低 原生境土 壤 有 机 质 含 量 较 高，平 均 含 量 约 为
15% ，N、P、K 含量分别为 6. 44 g /kg、0. 82 g /kg、
30. 23 g /kg 含量丰富，土壤营养条件好，肥力高。

土壤 pH 4． 5 ～ 5． 5 之间，9 分 ～ 10 分; 5． 5 ～ 6． 5 之间: 8 分
～ 9 分; 其它情况则分数较低，且 Ph 越高，分数越

低。

原生境土壤 pH 在 5. 2 ～ 6. 3 之间，呈酸性。

表 3 光叶蕨原生境情况调查记录表

要素 描述 备注

GPS 点位 N 29°53'00″ E 102°17'40″
面积 30 m2

植被因子 乔木郁闭度 0． 65 主要有包果柯、扁刺锥、桦、疏花槭等
灌木盖度 0． 7 主要有问客杜鹃、华西箭竹、角翅卫矛等

草本盖度 0． 85 主要有革叶耳蕨、掌叶铁线蕨、江南短肠蕨等，其他蕨类占较大
优势，光叶蕨不占优势，草本以冷水花和楼梯草占优势

地形因子 地形特征 片层岩壁

坡向 左岸 SE30°，右岸 NE45°
坡度 80° ～ 90°
坡位 溪沟沟谷

海拔 2 390 m
气候因子 降雨量 1 800 mm ～2 200 mm

照度 4 570 lx ～ 9 500 lx 之间，多为 4 670 lx 直射光较少，折射光较多

大气温度 6℃ ～12℃
空气湿度 85%

土壤因子 表层土壤 腐殖土 2 cm ～ 3 cm
土壤温度 13． 8℃ ～14． 3℃ 比大气温度略低

粒级构成 以粉粒为主，其次是沙粒，粘粒最少 土壤性质好

有机质含量 15% 有机营养丰富

土壤含水量 30%
土壤 pH 5． 2 － 6． 3 偏酸性

干扰情况
当地居民在区内种植经济作物( 山葵) ，证明区内有人类活动，这使得光叶蕨原生境受到一定的干扰威胁，
区内未发现放牧等迹象，不受此类活动干扰。

2． 2 比选因子及权重

参照 原 生 境 调 查 结 果 和 相 关 生 境 研 究 文

献［11 ～ 14］，并结合各专家对生境因子权重分配的主观

意见，最终确定出一系列比选因子，再对各项比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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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进行权重分配，具体结果见表 4。

表 4光叶蕨原生境比选因子权重分配及评分表

要素 权重 比选因子
权重
( W)

评分
( G) 分数

植被因子 0． 28 乔木郁闭度 0． 11 10 1． 1
灌木盖度 0． 09 10 0． 9

草本层物种 0． 08 10 0． 8
地形因子 0． 22 地形特征 0． 08 10 0． 8

坡度 0． 06 10 0． 6
海拔 0． 08 10 0． 8

气候因子 0． 31 照度 0． 13 10 1． 3
湿度 0． 18 10 1． 8

土壤因子 0． 19 表层土壤 0． 07 10 0． 7
有机质含量 0． 06 10 0． 6

土壤 pH 0． 06 10 0． 6
综合得分( T) 10

由表 4 可知，境内各要素的权重由高到低依次

为气候因子，植被因子，地形因子，土壤因子，所占权

重分别为 0. 31，0. 28，0. 22 和 0. 19，权重分配最大为

气候因子，最小为土壤因子，两者相差 0. 12，可见在

四大要素中，该区域内特殊的气候条件对光叶蕨的

生态习性和分布起最重要的作用。各要素之间并不

独立，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构成光叶蕨羡现

有的生长分布环境———如气候因素影响植被分布，

而植被的郁闭度和盖度反过来会影响光照等气候条

件。从各项分因子的权重分配结果可以看出，其权

重分配不尽相同，表明各比选因子在构成所属要素

上发挥的作用程度有所差异，其中构成气候要素的

照度和湿度两者权重差异最大，湿度所占权重分配

高达 0. 18，两者相差 0. 05，说明湿度对光叶蕨生境

条件的影响大于光照强度。
2． 3 比选生境调查结果

调查的 20 个比选生境多位于密林区，沟谷旁，

这些区域海拔在1 900 m ～ 2 700 m 范围之间，区内

植物生长繁茂，种类资源丰富。
20 个比选生境中，有 15 个位于天全县二郎山

鸳鸯岩至团牛坪之间的区域内，5 个位于喇叭河保

护区的林区内，这是因为目前发现的光叶蕨生长在

二郎上的团牛坪处，区内生境条件与之相近的区域

较多，相似生境容易判定，而喇叭河自然保护区距离

二郎山较近，气候差别小，物种丰富，种类和植被类

型与二郎山的分布情况相似，与光叶蕨原生境相似

的生境也较多。
2． 4 比选结果

2． 4． 1 综合得分

通过对 20 个比选生境的调查，对各项比选因子

进行评分，评分标准均以原生境相应的各项因子为

参照，相似度越高，则分数越高。各比选生境综合评

分及生境评价见表 5。

表 5 相似生境综合评分统计表

编号 GPS 点位 综合评分 生境评价
1 N29°52'41． 14″ E102°17'50． 37″ 8． 46 最适宜
2 N29°52'44． 29″ E102°17'33． 95″ 8． 44 最适宜
3 N29°50'57． 42″ E102°18'19． 40″ 8． 56 最适宜
4 N29°52'42． 92″ E102°20'14． 92″ 8． 59 最适宜
5 N29°51'11． 29″ E102°18'40． 09″ 6． 36
6 N29°52'28． 28″ E102°17'09． 78″ 6． 88
7 N29°52'44． 71″ E102°16'47． 67″ 7． 04 较适宜
8 N29°53'02． 49″ E102°16'56． 26″ 7． 48 较适宜
9 N29°51'09． 28″ E102°18'22． 18″ 7． 50 较适宜
10 N29°52'26． 77″ E102°18'19． 57″ 6． 00
11 N29°51'04． 64″ E102°18'36． 76″ 7． 45 较适宜
12 N28°53'17． 09″ E102°18'04． 16″ 6． 89
13 N29°53'03． 56″ E102°17'57． 13″ 5． 96
14 N29°53'22． 81″ E102°17'50． 40″ 7． 51 较适宜
15 N29°53'12． 47″ E102°17'23． 81″ 6． 20
16 N30°11'00． 03″ E102°28'37． 88″ 5． 41
17 N30°10'39． 73″ E102°28'12． 97″ 7． 63 较适宜
18 N29°51'41． 38″ E102°18'43． 68″ 8． 69 最适宜
19 N30°19'42． 18″ E102°27'36． 89″ 6． 12
20 N30°19'42． 18″ E102°27'36． 89″ 5． 87

2． 4． 2 最适宜生境

通过综合评分结果( 表 5) 分析，综合评分排名

越接近满分( 10 分) 者，即为最适宜生境。经本次比

选分析得出结论: 综合分数在 8 分以上的 5 个生境

与原生境条件最吻合，将其判定为最适宜生境，分别

为 1 号、2 号、3 号、4 号和 18 号。5 个处生境的各项

比选因子条件与原生境相似度高，大多能达到原生

境条件。各类因子与原生境的相似度多在 80% ～
95%之间，物种、植被类型、湿度、地形特征等大部分

比选因子均基本符合原生境条件，仅个别因子如土

壤、坡位、温度等略有差异，须经过必要的人工改善

措施，方可进行光叶蕨人工繁育工作。
5 个最适生境中，4 个处位于天全县二郎山上鸳

鸯岩至木业棚之间的区域，1 处位于喇叭河境内，海

拔多在1 800 m ～ 2 400 m 范围，其中 1 号和 2 号两

处生境位于二郎山木叶棚境内，海拔约2 400 m，最

适宜面积分别为 80 m2 和 50 m2 ; 3 号和 4 号两处生

境位于龙胆溪境内，海拔约2 100 m，最适宜面积分

别为 100 m2 和 80 m2 ; 18 号生境位于喇叭河官坊沟

境内，海拔2 100 m，最适宜面积为 50 m2。5 处生境

地形为近溪沟两侧岩壁或块状石壁结构，湿度达

80%以上，乔木郁闭度和灌木盖度多达 0. 85 以上，

光照强度范围为4 500 lx ～ 5 000 lx，表层土壤多为

腐殖土，有机营养丰富且 pH 值偏酸性，草本层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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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植物种类为冷水花、楼梯草、球茎虎耳草、掌叶铁

线蕨、革叶耳蕨等。
2． 4． 3 较适宜生境

7 号、8 号、9 号、11 号、14 号和 17 号 6 个比选

生境的部分比选因子与原生境条件较吻合，属于较

适宜生境，欲达到较高的符合度，须实施多项人工改

善修复措施。
6 个较适宜生境中，5 个位于二郎山区域，其余

1 个位于喇叭河区域，海拔在2 500 m ～ 2 700 m 范

围，其中 7 号、8 号和 9 号 3 个生境位于团牛坪光叶

蕨原生境点附近，海拔约2 600 m，适宜面积分别为

25 m2、48 m2 和 35 m2 ; 11 号生境位于龙胆溪境内，

海拔2 500 m，适宜面积为 31 m2 ; 14 号生境位于鸳

鸯岩附近，海拔2 600 m，适宜面积为 56 m2 ; 最后一

个较适宜生境为 17 号生境，位于喇叭河磨坊沟，海

拔2 600 m，适宜面积 35 m2。6 个较适宜生境多在

溪沟两边，比选因子各有差异，与原生境相比，仅部

分比选因子相似度较高。
2． 4． 4 不适宜生境

5 号、6 号、10 号、12 号、13 号、15 号、16 号、19
号、20 号 9 处比选生境与原生境条件符合度较低，

即使采用人工措施也很难达到光叶蕨原生境条件的

基本要求，不宜作为光叶蕨人工繁殖区域的备选对

象。

3 讨论

3． 1 存在问题

3． 1． 1 野外调查工作本身的局限性

天全县光叶蕨生境调查比选工作开展的范围比

较窄，野外调查仅局限于天全县境内，调查的光叶蕨

分布面积较小，加之原生境仅有一处，比选所参考的

数据资料只能依据唯一的原生境现状条件，整个比

选工作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比选所得出的光叶蕨适

宜生境主要影响因子为气候因子，其次为植被因子

和地形因子，由于调查范围的局限性，是否还存在其

他影响因子，尚须通过扩大调查范围，进一步进行确

定。
3． 1． 2 原生境的适宜性尚不明确

在调查比选过程中，为便于比较，原生境各项因

子和综合评分均为满分 10 分，但这并不代表每一项

比选因子均达到了光叶蕨最适的生长条件，相反，其

中一些比选因子现状条件恶劣，甚至可能是导致光

叶蕨濒危的原因之一———如草本层的物种以掌叶铁

线蕨、楼梯草、冷水花等杂蕨类或杂草类占优势，目

标种光叶蕨分布稀少，这表明光叶蕨在生境内的种

间竞争能力差，生存能力弱。原生境条件是否最适

宜光叶蕨生长，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
3． 1． 3 光叶蕨的致危原因尚未完全弄清

导致光叶蕨濒危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其自身生物

学特点以及外因导致生境恶化等方面［15］，而由于光

叶蕨分布区域的唯一性，加之某些生境条件的恶化，

是否存在其它濒危原因，尚未完全弄清，这给调查比

选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对于比选得出的适宜生

境，其适宜性仍需进一步证明。下一步工作即为通

过人工培育出光叶蕨幼苗，并将其栽植到这些适宜

生境，通过长期观察实践来判断这些生境是否适宜

光叶蕨生长，根据人工种群扩散的成果，再结合光叶

蕨原生境条件、濒危原因等分析，得出关于光叶蕨适

生生境条件准确可靠的结论，从而更好地保护濒危

种现有资源并有效地扩大资源分布。
3． 2 建议

评选出的 5 处最适宜生境，与原生境相比，均存

在一定的差异，均需要经过一定的人工改善处理，在

生境原有条件的基础上，通过整地覆土、修筑堡坎等

改良修复措施营造出适宜的生长环境［16 ～ 19］。结合

光叶蕨资源现状，提出如下建议:

3． 2． 1 生态护坡与植苗造林

区域内生态脆弱，地质灾害频发，调查途中发现

多处滑坡和垮方，造成植被破坏，对生境破损严重。
对区内可能会发生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脆弱

区域，及时采用生态护坡加以防护和加固。生态护

坡设计过程中应注重与生态过程相协调，以尊重物

种多样性、减少对资源的剥夺、有助于改善人居环境

及生态系统的健康等为原则，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

坏影响达到最小［20］。
对已出现的滑坡体、崩塌体、落石损毁林地等受

损区域，可采用人工植苗造林措施进行修复，通过适

当的整地措施后，选取当地适生的优势植被进行栽

植，植被恢复应以乔灌草相结合，综合搭配，使其尽

可能与周边环境融合自然，和谐一体。
3． 2． 2 限制人为活动

农民们在二郎山上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如山葵

等，种植、管护、收割等人为活动较为频繁，对区内生

境破坏较大。调查中发现光叶蕨原生境和多个比选

生境区域内均有山葵种植，调查途中在一些比选生

境现场发现人们正在进行砍伐整地，欲将山葵种植

到这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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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等人为活动直接对生境造成了砍伐破坏，

若光叶蕨被移栽到这些区域，频繁的人为活动不仅

对管理养护工作增加难度，对光叶蕨正常生长发育

也存在一定的威胁影响［21］。应限制或杜绝此类人

为活动。
3． 2． 3 搭建生态围栏

围绕生境适宜点搭建生物围栏，减少人为禽畜

等的外来干扰，对区域内环境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围栏材料应尽量选用生态型材料，如选取当地常见

乔灌木的枝干和竹竿等，也可利用活的植物体建植

成墙状永久性围栏，即形成“有生命的围栏”［22］。
3． 2． 4 补充光叶蕨资源调查

现有光叶蕨资源仅分布于溪沟两边低矮的岩石

壁上，岩壁上部为难以攀附的密林灌丛。有人认为

可能是上部的光叶蕨孢子掉落传播到此处，形成了

这一小块的光叶蕨极小种群，因此建议以溪沟两边

原生境点上部的密林灌丛区域为重点对象，再对光

叶蕨资源作一次详细的补充调查，以期能发现更多

的光叶蕨极小种群。
3． 2． 5 以分株繁殖技术为主

光叶蕨植株数量稀少，能育叶少，且能育叶上着

生的孢子数量也很少，采用组织培养和孢子繁殖的

材料有限。而光叶蕨多为丛生，平均为 2 株丛生，最

多有 6 株丛生，建议以分株繁殖为主要方式进行人

工繁殖，繁殖地点以原生境点附近的相似生境为宜。
此外，分株繁殖还应选择适宜的时间，这种方式具有

存活率高和成苗快的优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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