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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布布濒濒危危植植物物反反惹惹市市民民挖挖掘掘
不少人“按图索骥”前去采摘，桔梗和刺楸快被吃绝了

为了让后人有机会看到青
岛的特色植物，青岛农业大学
也启动了岛城濒危植物的“留
种”计划。

2012年，青岛农业大学生
命科学院的辛华教授在大泽山
考察时，意外发现了一大丛野
生猕猴桃，长了近两三百平米，
果实结得非常好。当辛华介绍
野生猕猴桃是省级保护植物
时，村民们都很惊讶。让辛华欣
慰的是，第二天工作人员再来
考察野生猕猴桃树时，发现村
民已经用篱笆把树保护了起
来。

从那以后，辛华开始在实
验室内对野生猕猴桃的扦插技
术进行了验证并取得成功。今
年春天，辛华带领大泽山当地
村民，在被发现的野生猕猴桃
树上扦插了200棵树苗，并在
王哥庄开辟了一片培育基地。
半个月后，200棵树苗移种进
培育基地，通过人工培育扩大
种群。

“濒危植物主要的问题就
是数量少。”辛华目前正在实
验室内对三桠乌草的组织结
构和种子繁殖等进行研究，摸
清三桠乌草生长需要的各项
条件，为下一步人工培育做准
备。

本报记者 杨林

本报青岛8月6日讯 (记者
杨林) 近年来，为了唤起民众的
保护意识，不少植物学者通过媒
体公布了岛城濒危植物分布区域
等信息，却引得不少好事者“按图
索骥”进行采摘，造成新的破坏。

6日上午10点，青岛农业大学
的大学生们将一本本《植物维和
行动宣传手册》散发给游客。这本
小册子上记录了青岛存在的20余
种濒危植物。

去年，青岛农业大学生命科
学院的辛华教授参加了山东省林
业厅的野生植物调查活动，因为
普查中要记录珍惜濒危物种和古
树木，她萌生了调查青岛濒危植
物的想法。辛华经过调查发现，20
余种列入国家和省级濒危植物目
录的植物，工作人员在青岛找到

了它们的身影。
虽然跋山涉水记录了20余种

濒危植物在岛城存在，但这让辛
华陷入了更深的忧虑：不少濒危
植物向社会披露后，不仅没有得
到更好的保护，反而引来更多人
破坏。

纪春章是崂山巨峰景区的一
名工作人员，他同时还是一名摄
影爱好者，闲暇时间，他爱用自己
的相机拍摄崂山的植物。2011年，
纪春章在崂山发现了一片品种相
当好的青岛百合。“青岛百合是濒
危物种，发现以后立即保护了起
来。”纪春章说，当时他将发现青
岛百合的事报告给了崂山管理部
门，岛城的一些媒体也进行了报
道，他更是每天去看一看那片青
岛百合。

今年6月份，纪春章比以往晚
了几天去看青岛百合，结果眼前
的景象让他惊呆了，成片的青岛
百合已经被采走，只留下一棵还
没开放的植株。

相同的事情还发生在野生猕
猴桃身上。“从前游客哪认识崂山
里的野生猕猴桃啊，自从媒体详
细披露了崂山野生猕猴桃的分布
以后，现在基本见不着野生猕猴
桃的果子了。”纪春章发现，不少
野生猕猴桃都被游客采了吃了。

“通过媒体报道濒危植物，是
想唤起民众的保护意识，没想到
一些人‘按图索骥’，找到了这些
濒危植物的准确地点进行采摘。”
辛华说，不少植物进入濒危行列，
与人为破坏关系很大。但濒危植
物多分散生长，无法集中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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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宴需求

刺激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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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生命科学院的辛华教授带领学生考察濒危植物。

桔梗又叫崂山参。

“在所有濒危植物中，情
况最危急的是桔梗和刺楸，
都是因为农家宴需求量大出
现了村民滥采的情况。”辛华
说 ，桔 梗 又 叫 崂 山 参 ，炸 山
参、凉拌山参都是农家宴里
非常受欢迎的菜。看到桔梗
如此受欢迎，崂山周边的村
民纷纷上山采摘，再加上桔
梗开花时非常扎眼，在山上
很容易被发现，村民们采起
来并不费事儿。“以前路边到
处都是桔梗花，现在走上几
百 米 都 见 不 到 一 棵 。”辛 华
说。

与桔梗相比，刺楸的处
境更危险。刺楸的吃法与香
椿类似，村民用刺楸的芽炒
肉，是农家宴里一道特色菜。

“村民只要刺楸的芽，但刺楸
树上全是刺，而且树身较高，
有些人为了采到芽，就把整
棵刺楸树砍倒。”

本报记者 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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