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２０１３ꎬ１４(６):９９１￣９９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广西药用野生稻资源调查收集与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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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广西药用野生稻原生地破坏十分严重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普查时在 ５８ 个公社分布有药用野生稻ꎬ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重

新调查时ꎬ仅在 ４４ 个乡镇发现分布有药用野生稻ꎬ比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减少了 ２４. １４％ ꎮ 为确保广西药用野生稻资源的安

全ꎬ共抢救性收集了 １８５ 个居群、２３１８ 份药用野生稻资源ꎬ有效地保存了广西药用野生稻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和完整性ꎮ
同时ꎬ在调查中还发现药用野生稻原生地新的分布点 １５ 个以及植株高达 ５. ２ ｍ、茎秆高位分蘖有 ３ ~ ４ 个分枝和半卷叶药

用野生稻等特殊种质资源ꎮ 根据调查结果和对广西药用野生稻濒危状况及其根源的分析ꎬ对未来药用野生稻的保护提出

了建议ꎮ
　 　 关键词:药用野生稻ꎻ调查收集ꎻ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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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稻是水稻的野生近缘种ꎬ共包括 ２０ 个种ꎮ
由于野生稻长期生长在自然环境中ꎬ遗传多样性十

分丰富ꎬ保存有许多栽培稻已经丧失的优异基因ꎬ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潜在的经济价值ꎮ 我国在广

西、广东、云南、海南、湖南、福建以及江西等省(自
治区)共发现了 ３ 种野生稻ꎬ即普通野生稻、药用野

生稻和疣粒野生稻ꎬ其中ꎬ广西和广东 ２ 省区的野生

稻分布面积最大、资源量最丰富ꎮ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４ 卷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我国组织专家和科技工

作者对全国野生稻资源进行了全面普查ꎬ首次掌握

了我国野生稻资源的分布、资源种类、资源保有量

等基本情况ꎮ 普查结果表明ꎬ广西主要在南宁、玉
林、梧州、柳州、钦州 ５ 个地区的 １８ 个县、５８ 个公

社(后改为乡或镇)有药用野生稻分布ꎬ地理分布

北到贺州(２３°５９′Ｎ)、南到玉林(２２°３５′Ｎ)、东到

贺州(１１１°５０′Ｅ)、西到南宁(１０８°４６′Ｅ) [１] ꎮ 广西

药用野生稻原生地大多数为零星分布ꎬ大部分面积

都比较小ꎮ 梧州市不仅是广西最早发现、而且是分

布最多的药用野生稻分布地区之一[２]ꎮ 其中 ２ 个县

分布比较集中ꎬ１ 个县的 １４ 个乡(镇)中有 １０ 个乡

(镇)有分布ꎬ零星分布带长达 ６. ５ ｋｍꎬ药用野生稻

分布面积合计 １６ ｈｍ２ꎻ另外 １ 个县的 １９ 个乡(镇)
中有 １６ 个乡(镇)有分布ꎬ药用野生稻分布面积合

计 ３ ｈｍ２ [１￣２]ꎮ
然而ꎬ近 ３０ 年来ꎬ由于受开荒、修路、筑坝、经济

林种植等活动的影响ꎬ广西药用野生稻栖息地遭到

极大破坏ꎬ药用野生稻资源分布点数量急剧下降ꎬ分
布面积锐减ꎮ 为了摸清广西药用野生稻种质资源的

濒危现状ꎬ采取抢救性措施收集濒危的药用野生稻

资源并进行异位保存ꎬ有效地保存了广西药用野生

稻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和完整性ꎬ为今后药用野生

稻资源考察和遗传多样性研究提供科学依据ꎬ广西

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于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０ 年对广西境

内的药用野生稻资源进行了全面的普查和抢救性

收集ꎮ

１　 广西药用野生稻资源现状调查

１. １　 调查时间与路线

本次调查分为 ７ 个阶段进行:(１)２００２ 年 ６ －
１２ 月完成梧州￣１、梧州￣２、梧州￣３、梧州￣７、玉州￣６、
南宁￣４ 药用野生稻资源野外调查ꎻ(２)２００３ 年 １ －
１２ 月完成钦州￣５、玉林￣５、玉林￣７、玉林￣８、贺州￣３、
贺州￣８ 药用野生稻资源调查ꎻ(３)２００４ 年２ － ３ 月

全面完成来宾￣１ 药用野生稻资源调查ꎻ(４) ２００６
年 ３ － ６ 月完成贵港￣５ 药用野生稻资源调查ꎻ(５)
２００７ 年３ － １２ 月完成南宁￣１０、贵港￣６、梧州￣３ 药用

野生稻资源调查ꎻ(６)２００８ 年 ５ － １１ 月完成梧州￣３
药用野生稻资源的调查ꎻ(７)２００９ 年 ３ － ８ 月全面

完成梧州￣１、梧州￣２、梧州￣５、梧州￣６ 药用野生稻资

源调查ꎮ
１. ２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对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普查记录的

药用野生稻分布点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ꎬ确定每

个原记录药用野生稻分布点的面积、范围、居群数

量和资源状况ꎬ并对当地可能存在药用野生稻分

布点的生态环境相似区域进行调查ꎬ一旦发现新

的药用野生稻分布点ꎬ按统一的调查标准对药用

野生稻的分布面积、经纬度、海拔高度、居群数

量、分 布 密 度、 资 源 状 况 等 信 息 进 行 调 查 和

记录 [３￣４]ꎮ
１. ２. １　 采用ＧＰＳ 技术采集数据　 应用 ＧＰＳ 全球定

位技术ꎬ采集所有药用野生稻分布点的经纬度、海拔

高度和分布面积的精准数据ꎮ
１. ２. ２　 采集图像信息　 用 ５００ 万像素数码相机分

别采集药用野生稻原生境分布点的全貌、药用野

生稻群体、单株、伴生植物以及周边生态环境

图像ꎮ
１. ２. ３　 记录原生境信息　 详细记录原生境中伴生

植物种类、土壤类型、濒危现状等信息ꎮ
１. ２. ４　 重点采集特殊种质资源信息　 发现特殊种

质资源时采取单株测量、单独记录、单独采集图像、
单独采集标本并进行特殊处理ꎮ
１. ３　 调查结果

通过系统调查ꎬ全面弄清了广西药用野生稻

的地理分布、濒危现状和原因ꎬ并抢救性收集到一

批药用野生稻种质资源ꎮ 同时ꎬ新发现 １５ 个药用

野生稻原生地分布点和一批新的特殊优异种质

资源ꎮ
１. ３. １　 广西药用野生稻地理分布现状　 通过本次

调查ꎬ全面掌握了广西各县(区)原记录的和新发现

的药用野生稻原生地分布点情况(表 １)ꎮ 本次调查

前ꎬ广西药用野生稻原有记录的主要分布范围在南

宁、玉林、梧州、柳州、钦州 ５ 个地区的 １８ 个县、５８
个公社 １０９ 个村ꎬ有 １７２ 个点存在药用野生稻ꎬ地理

分布为南起玉林(２２°３５′Ｎ)、北到贺州(２３°５９′Ｎ)、
东起贺州(１１１°５１′Ｅ)、西至南宁(１０８°４６′Ｅ)ꎮ 本次

调查结果表明:仅在南宁、玉林、贵港、梧州、贺州、来
宾 ６ 个市(原为地区)１７ 个县(区、市)４４ 个乡(镇)
７１ 个村 １０４ 个点存在药用野生稻ꎬ本次调查还新

发现了 １５ 个新的药用野生稻分布点ꎬ以及新的药

用野生稻生态类型ꎮ 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普查结

果相比ꎬ药用野生稻地理分布没有变化ꎬ但濒危程

度加剧ꎬ有 １ 个县(区、市)的药用野生稻已灭绝ꎬ２
个县(区、市)处于极度濒危状态ꎬ７ 个县(区、市)
处于濒危状态ꎻ分布点减少了 ６８ 个ꎬ占原记录的

３９. ５３％ ꎮ

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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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广西药用野生稻地理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ｙｚ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Ｗａｌｌ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地点

Ｓｉｔｅ
海拔(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南宁￣４、南宁￣１０ １３０ ~ ２０７

玉林￣５、玉林￣６、玉林￣７、玉林￣８ １０５ ~ ４００

贵港￣５、贵港￣６ １３０ ~ ２８５

梧州￣１、梧州￣２、梧州￣３、梧州￣５、梧州￣６、梧州￣７ １３ ~ ３４４

贺州￣３、贺州￣８ ５５ ~ １８６

来宾￣１ １１６ ~ １１８

钦州￣５ ８９ ~ １３５

２　 广西药用野生稻资源收集与保护

２. １　 采样方法

依据植物生态学自然群落的理念ꎬ在自然群落中

划分居群ꎬ分居群记录种质资源的集团号ꎮ 野生稻原

生地大的分布点在群落边缘植株相隔 １００ ｍ 以上划

分为另一居群[５￣６]ꎮ 居群内根据形态类型差异进行取

样ꎬ每一类型取 ５ ~８ 株作为 １ 份资源保存ꎻ如果原生

地面积较小ꎬ３０ 株以下的野生稻居群内则取 ３ ~ ５
株作为 １ 份资源进行收集保存ꎮ 居群内植株形态表

现一致的ꎬ则采取 ３ 点法每隔 ３ ~ ５ ｍ 进行取样ꎬ确
保每份种质资源都具有遗传多样性的代表性ꎮ
２. ２　 材料整理与保存

将收集的药用野生稻种质资源进行田间种植观

察、整理ꎬ及时剔除混杂、重复材料ꎮ 经过 ２ ~ ３ 年的

反复整理ꎬ没有发现问题再移栽、繁种ꎬ进入国家种

质南宁野生稻圃或种质库长期保存ꎮ
２. ３　 收集结果

２. ３. １　 抢救性收集到一批濒危的药用野生稻种质

资源　 经过 ８ 年的认真考察收集ꎬ共抢救了 １８５ 个

居群 ２３１８ 份濒危药用野生稻种质资源(表 ２)ꎬ是原

来国家种质南宁野生稻圃保存药用野生稻的 １０ 倍ꎮ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梧州￣１、梧州￣２、梧州￣３、梧州￣５、梧
州￣６、梧州￣７ 共收集到药用野生稻资源 １９２３ 份ꎬ数
量最多ꎻ玉林￣５、玉林￣６、玉林￣７、玉林￣８ 共收集 １５９
份ꎻ贺州￣３、贺州￣８ 共收集 １００ 份ꎻ南宁￣４、南宁￣１０
共收集 ９５ 份ꎻ贵港￣５、贵港￣６ 共收集 ３６ 份ꎻ来宾￣１
收集 ５ 份ꎬ数量最少ꎻ钦州￣５ 为 ０(已灭绝)ꎮ 药用野

生稻新的分布点主要分布在梧州￣１、梧州￣２、梧州￣
３、梧州￣５、梧州￣６、梧州￣７、玉林￣５、玉林￣６、玉林￣７、
玉林￣８、贺州￣３、贺州￣８、南宁￣４、南宁￣１０ 的区域内ꎮ

本次考察抢救性收集到的药用野生稻种质资源极大

地丰富了国家种质圃ꎬ其中存在许多优异种质资源ꎮ
在野外原生地不断减少的情况下ꎬ这些优异种质资

源对今后水稻高产、优质、抗性育种具有特殊的意

义ꎬ起着重要作用ꎮ

表 ２　 广西药用野生稻资源收集统计(２００２ －２００９ 年)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Ｏｒｙｚ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Ｗａｌ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２００２ －２００９)

县(区)
Ｎａｍ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居群数(个)
Ｎｏ.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资源数(份)
Ｎｏ.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稻种名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南宁￣４、南宁￣１０ ８ ９５ 药用野生稻种茎

玉林￣５、玉林￣６、玉林￣７、
玉林￣８

１３ １５９ 药用野生稻种茎

贵港￣５、贵港￣６ ３ ３６ 药用野生稻种茎

梧州￣１、梧州￣２、梧州￣３、
梧州￣５、梧州￣６、梧州￣７

１５２ １９２３ 药用野生稻种茎

贺州￣３、贺州￣８ ８ １００ 药用野生稻种茎

来宾￣１ １ ５ 药用野生稻种茎

钦州￣５ ０ ０ 药用野生稻种茎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８５ ２３１８

２. ３. ２　 发现新的药用野生稻原生地分布点　 广西

药用野生稻调查时间长达 ８ 年ꎬ最大的收获是在药

用野生稻原生地被破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又发现了

１５ 个新的药用野生稻原生地分布点ꎮ １５ 个新的分

布点中ꎬ有 １ 个分布点的面积约为 ６６６６ ｍ２ꎬ４ 个分布

点的面积在 ３０００ ｍ２ꎬ２ 个分布点的面积在 ２０００ ｍ２ꎬ
其他 １０ 个点为零星分布ꎮ 所有的新分布点均位于

交通十分闭塞的偏远山区ꎬ有小溪傍河滩生态型、山
冲泉水傍湿地型以及村边水塘傍等生态类型ꎬ１５ 个

新分布点基本没有受到人为活动的破坏ꎬ药用野生

稻资源拥有量比较多ꎬ遗传多样性也比较丰富ꎬ其主

要原因是这些分布点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普查时由于

人迹罕至而未被发现ꎬ近年来随着农村交通条件的

改善才得以发现ꎬ详见表 ３[７]ꎮ
２. ３. ３　 发现和收集到一批新的特殊优异种质资源　
根据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０ 年广西考察记录ꎬ在梧州￣３￣３ 和梧

州￣３￣１３ 发现有高大类型的药用野生稻ꎬ株高 ４. ６７ ｍꎬ
叶长 １. １ ｍꎬ叶宽 ３. ３ ｃｍꎬ穗长 ８３ ｃｍꎬ穗粒数达 １１８１
粒ꎬ一般无地上分枝ꎬ个别植株也发现有 １ ~ ２ 个分

枝[２]ꎬ这是当时普查发现的最高大的药用野生稻种

质资源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重新调查时ꎬ在梧州￣３￣４ 和

梧州￣３￣９ 发现植株高达 ４. ９ ~ ５. ２ ｍꎬ叶长 １. ２ ｍꎬ叶

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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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广西药用野生稻原生地新分布点(２００２ －２００９ 年)
Ｔａｂｌｅ ３　 Ｎｅ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Ｏｒｙｚ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Ｗａｌｌ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２００２ －２００９)

县(区)名
Ｎａｍ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镇(乡)名
Ｎａｍｅ ｏｆ ｔｏｗｎ

原生地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ｉｔｅ

分布情况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玉林￣６ 玉林￣６￣４ 玉林￣６￣４￣１￣７

龙眼木冲
约 ６６６６ ｍ２

玉林￣５ 玉林￣５￣１ 玉林￣５￣１￣１￣２
铜山肚冲

零星分布

贵港￣６ 贵港￣６￣１４ 贵港￣６￣１４￣９￣１
上八角山冲

３０００ ｍ２

梧州￣１ 梧州 １￣１ 梧州￣１￣１￣１￣２
大河尾冲

２０００ ｍ２

梧州￣２ 梧州￣２￣５ 梧州￣２￣５￣１￣４
蟾蜍冲

零星分布

梧州￣２ 梧州￣２￣４ 梧州￣２￣４￣２￣１
仆水冲

零星分布

梧州￣２ 梧州￣２￣７ 梧州￣２￣７￣３￣５
大腩尾

零星分布

梧州￣２ 梧州￣２￣６ 梧州￣２￣６￣１￣２
蕉木冲

零星分布

梧州￣２ 梧州￣２￣８ 梧州￣２￣８(１)￣
８￣１１ 猪母冲

零星分布

梧州￣２ 梧州￣２￣８ 梧州￣２￣１０(３)￣
３￣２ 麒麟冲

零星分布

梧州￣３ 梧州￣３￣１ 梧州￣３￣１￣１￣２
牛栏山合水冲

２０００ ｍ２

梧州￣３ 梧州￣３￣８ 梧州￣３￣８￣２￣１
秀钢冲山塘

３０００ ｍ２

贺州￣３ 贺州 ３￣１ 贺州￣￣１￣１￣３
官塘冲

３０００ ｍ２

贺州￣３ 贺州￣３￣１ 贺州￣３￣１￣２￣３
石壁冲

３０００ ｍ２

来宾￣１ 来宾￣１￣９ 来宾￣１￣９￣１￣３
龙山古任冲

零星分布

宽 ３. ５ ｃｍꎬ茎秆直径 ０. ６ ｃｍꎬ穗长 ８０. ２ ｃｍꎬ(穗粒数

因落粒无法计数)ꎮ 在梧州￣６￣１ 和梧州￣２￣４ 发现有

的药用野生稻植株地上部有 ３ ~ ４ 个分枝ꎮ 在玉林、
梧州、贺州发现了半卷叶形的新生态类型ꎬ年分蘖超

过 １２０ 苗的强分蘖的种质资源ꎬ以及抗病、抗虫性强

种质资源ꎬ进一步丰富了广西药用野生稻的遗传多

样性ꎮ
２. ３. ４　 基本弄清濒危现状　 经过 ８ 年的深入调查ꎬ
基本弄清了广西药用野生稻资源本底状况和濒危现

状ꎮ 濒危等级划分依据« ＩＵＣＮ 物种红色名录濒危

等级和标准(３. １ 版)»ꎬ按照地域分布以市为单位

对药用野生稻物种进行濒危现状评估[８]ꎮ 野外灭

绝(ＥＷ):无ꎬ极危(ＣＲ):减少 ８０％ ꎬ濒危(ＥＮ):减
少 ５０％ ꎬ易危 (ＶＵ):减少 ３０％ ꎬ近危(ＮＴ):减少

５％ꎬ无危(ＬＣ):减少 ０％ꎮ 从濒危现状评估[７] (表 ４)
可知ꎬ广西的 ７ 个市中有 １ 个市、３ 个乡(镇)、３ 个

村委、６ 个药用野生稻原生地分布点已消失ꎬ１ 个市

７ 个乡(镇)、１２ 个村委、１８ 个药用野生稻原生地分

布点极危ꎬ３ 个市 １３ 个乡(镇)、２６ 个村委、３６ 个药

用野生稻原生地分布点濒危ꎬ２ 个市 ３５ 个乡(镇)、
６８ 个村委、１１２ 个药用野生稻原生地分布点处在易

危状态ꎮ

表 ４　 广西药用野生稻濒危现状(２００２ －２００９ 年)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ｙｚ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Ｗａｌｌ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２００２ －２００９)

地点

Ｓｉｔｅ

乡(镇)数
Ｎｏ. ｏｆ ｔｏｗｎ

村委数

Ｎｏ.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原生地分布点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ｉｔｅ
原记录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现记录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ｃｏｒｄ

原记录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现记录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ｃｏｒｄ

原记录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现记录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ｃｏｒｄ

消失比例(％ )
Ｄｉｓｑｐｐｅａｒｅ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濒危现状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ｍ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南宁市 ４ ２ １０ ７ １２ ７ ４１. ６７ 濒危

玉林市 ８ ７ １５ ７ ２０ １０ ５０. ００ 濒危

贵港市 ７ ２ １２ ３ １８ ３ ８３. ００ 极危

梧州市 ３０ ２７ ５９ ４６ １００ ７５ ２５. ００ 易危

贺州市 ５ ５ ９ ７ １２ ８ ３３. ３３ 易危

来宾市 １ １ １ １ ４ １ ７５. ００ 濒危

钦州市 ３ ０ ３ ０ ６ ０ １００. ００ 野外灭绝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８ ４４ １０９ ７１ １７２ １０４ ３９. ５３ 濒危

２. ３. ５　 濒危原因分析　 我国野生稻分布广泛ꎬ调查

研究历史悠久ꎬ虽然过去记录野生稻濒危原因不多ꎬ
但一般认为是农业活动过程中造成小生境破坏ꎬ如
开垦农田、鱼塘、兴修水利、水库电站以及公路、铁路

修建等ꎮ 野生稻原生境被破坏原因在各省(区)的

不同时期是不同的ꎮ 本次调查得出广西药用野生稻

濒危的主要原因有 ３ 个方面:(１)农业生产用地造

成药用野生稻濒危ꎮ 例如ꎬ梧州￣２￣３ 古萨村、梧州￣
２￣４ 廉溪村、梧州￣３￣８ 陈底村主要是人为挖掉药用

野生稻开垦种植水稻ꎻ梧州￣３￣１３ 林场和罗江村、梧
州￣２￣４ 大岸村ꎬ同样是人为挖掉药用野生稻种植蔬

菜ꎬ上述 ２ 种濒危类型在广西普遍存在ꎬ数量较多ꎮ
(２)林果开发破坏生态环境导致药用野生稻濒危ꎮ
例如ꎬ梧州￣１￣１ 华堂村、梧州￣２￣８ 京南村、梧州￣３￣８
凤阁村、贵港￣６￣１３ 特关村和黄京山林场ꎬ贵港￣６￣１４
六石村和反修林场等 ２０ 多条山冲ꎮ 由于大量开垦

种植桉树和果树ꎬ雨季容易造成山洪暴发、引发大量

泥石流ꎮ 当灾害发生时ꎬ首先直接掩埋了药用野生

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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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原生地ꎬ导致药用野生稻消失ꎻ其次破坏了药用野

生稻原生地的生态环境ꎬ造成局部土壤水分和湿度

的改变ꎬ最终导致药用野生稻死亡ꎮ (３)开采矿石

直接挖掉和掩埋药用野生稻原生地造成濒危ꎮ 例如

梧州￣７￣４ 古塘村的河口冲ꎬ原有 １. ５ ｋｍ 长的药用野

生稻分布带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大量开采大理石ꎬ直接

挖掉和掩埋了 １. ５ ｋｍ 长河口冲的药用野生稻原生

地ꎬ造成药用野生稻全部灭绝ꎮ

３　 建议

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ꎬ是稻种资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９]ꎮ 野生稻种质资源对粮食安全、农业可持

续发展、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１０]ꎮ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ꎬ广西药用野生稻濒危

现象十分严重ꎬ保护药用野生稻种质资源已刻不容

缓ꎮ 因此ꎬ今后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保护好现有的

药用野生稻种质资源ꎮ
３. １　 加强药用野生稻资源异位保存

广西药用野生稻原生地分布点比较多、分布面

积小、零星分散ꎬ因此难以在每个分布点建立原生境

保护区进行资源原位保护ꎮ 应统一收集广西各市县

(区)分散的药用野生稻种质资源ꎬ集中整理整合后

入国家种质南宁野生稻圃ꎬ通过多年生无性繁殖进

行长期保存[１１]ꎮ
３. ２　 做好新收集野生稻资源鉴定评价工作

广西南宁野生稻圃近年新收集的 １ 万多份野生

稻资源ꎬ需要全面系统地开展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工

作ꎬ特别是形态特征、抗病虫性、抗逆性等方面ꎻ为基

础理论和水稻育种利用研究提供更多的优异种质资

源ꎮ 此项工作的开展可以使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和

利用野生稻资源ꎬ充分发挥野生稻的资源优势ꎬ提高

科技创新能力ꎬ促进我国水稻育种、农业生产和经济

发展[１２]ꎮ 资源鉴定评价是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ꎬ对
其进行系统、深入的开展ꎬ将极大地促进水稻育种利

用的发展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３. ３　 加强合作利用研究

药用野生稻染色体组是非 ＡＡ 类型[１３]ꎬ不易通过

常规杂交选育策略加以利用ꎮ 目前ꎬ国内唯一成功利

用药用野生稻的是广西农科院品种资源研究所与上海

生物化学研究所合作ꎬ通过花粉管导入法将药用野生

稻 ＤＮＡ 导入栽培稻ꎬ育成抗性好、高光效的高产优质

糯稻新品种桂 Ｄ１ 号与籼稻新品种桂 Ｄ２ 号ꎬ平均产量

均达到 ７５００ ｋｇ / ｈｍ２以上ꎬ成功地利用了非 ＡＡ 染色体

组野生稻优异种质[１４]ꎮ 因此ꎬ建议广西农科院作物

品种资源研究所与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加强合

作ꎬ充分利用广西药用野生稻中植株高大、穗大粒多、
抗性强、光合效率高等特异种质基因资源ꎬ培育产量、
品质、抗性更优的新品种ꎬ为国家粮食增产做出贡献ꎮ
３. ４　 建立广西药用野生稻原生境保护区体系

在建立玉林￣６、贺州￣３、梧州￣７ 等 ３ 个药用野生

稻保护区基础上ꎬ建议继续在南宁￣４、南宁￣１０、玉
林￣６、贵港￣６、梧州￣２、梧州￣３、梧州￣６、梧州￣７、来宾￣
１ 不同的区域建立原生境保护区ꎮ 这些保护区体系

应为开放式、由当地农业主管部门和村干部参与管

理ꎮ 只有充分建设好原生境保护区体系ꎬ才能长期、
有效、安全地保护好广西药用野生稻种质资源的多

样性和完整性[１５￣１６]ꎮ 在原生地日益减少的今天ꎬ应
重点保护连片分布面积大、植株高大、地上分枝多、
早造抽穗结实率好、抗性强的特异种质资源ꎮ 梧州￣
２、梧州￣３ 是广西药用野生稻分布最多的县之一ꎬ建
议在梧州￣２￣６￣１￣３、梧州￣３￣３￣１￣１、梧州￣３￣４￣１￣１、梧

州￣７￣１ 原生地建立重点保护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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