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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对生物圈生命维持系统具有重要的

作用。 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的 ５０ 年，物种灭绝速度

快，高达 ７５％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已经消失，生物多

样性受到严重威胁［１］。 农作物及其近缘野生植物是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物育种、理论研究

和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具有战略意义［２⁃３］。 当

代作物育种实践证明，突破性育种成就的取得往往

是关键性基因资源的挖掘、开发与利用［４］。 因此，
国外研究机构非常重视蔬菜资源的搜集、鉴定与评

价等研究工作，例如，法国 Ｚａｒａｇｏｚａ 蔬菜种质库搜集

了各大洲的野生和驯化辣椒材料，同时征集国内辣

椒地方种（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 Ｌ． ），从而丰富其蔬菜

种质资源库。 对这些资源进行鉴定发现地方品种经

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以后，在果形、果实大小和辣

椒素含量上具有鲜明的区域特性［５］。 韩国辣椒研

究机构完成辣椒不同栽培种间的遗传资源多样性分

析，构建了辣椒核心种质库，在种质资源开发利用上

取得显著的成效［６］。 我国政府和科学家也一直非

常重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和利用工作。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对我国农作种质资源进行了 ２
次系统调查或对部分地区开展区域专项调查［７⁃８］，对
已经搜集的资源制定就地或异地保护措施［９⁃１０］。 然

而，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外出务工人员的

增加和土地流转速度加快，诸多地方品种已经消

失，我国蔬菜种质资源现状还不清楚，种质资源的

收集、开发和利用工作相对滞后。 因此，开展第三

次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工作有利于揭示我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现状，更好地促进农作物种质资源的

保护和利用，为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供灵活的技术

支撑。
湖北地处中国中部偏南的长江中游、洞庭湖以

北，地势正处于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
山地、丘陵、岗地和平原等地貌类型多样，其中山地

约占全省总面积 ５５ ５％ 、丘陵和岗地占 ２４ ５％ 、平
原湖区占 ２０％ 。 该地区地势高低相差悬殊，海拔落

差在 ３１０５ ｍ。 湖北省的西、北、东三面被武陵山、巫
山、大巴山、武当山、桐柏山、大别山、幕阜山等山地

环绕，山前广布丘陵岗地，中南部为江汉平原，与湖

南省洞庭湖平原连成一片。 年平均气温 １５ ～ １７ ℃，
年降水量 ８６０ ～ ２１００ ｍｍ，气候以北亚热带季风气候

为主，具有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特点，全省光照

充足、热量丰富且无霜期长。 复杂的地形地貌和交

替分明的气候，使湖北省生物资源呈现多样性的分

布特征，也孕育了湖北丰富的蔬菜种质资源［１１⁃１４］。

同时，有 ５３ 个少数民族聚集于此，他们特有的传统

文化和生活习俗，为特异资源的保存和利用提供了

基础，故民族地区成为资源搜集的重点［１５］。 因此，
蔬菜种质资源调查工作在大别山、幕府山、武陵山等

地区所在县市展开。 在整个调研中，搜集湖北特色

蔬菜资源或地方品种，为湖北省蔬菜遗传资源多样

性研究奠定基础。

１　 调查方法与内容

１ １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第三次全国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启动湖北省资

源调查工作。 湖北省资源调查工作小组在通山县、
郧西县、南漳县、咸丰县、通城县、阳新县、蕲春县、武
穴市、浠水县、红安县、麻城县、房县、远安县、松滋

市、钟祥市、谷城县、罗田县、黄梅县、英山县等 １９ 个

县市展开，调查乡镇见表 １。
依据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

动技术规范要求，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工作。
每个系统调查县重点调查 ３ 个乡（镇），每个重点调

查乡（镇）至少调查 ３ 个有代表性的村。 由于农作

物种质资源的季节性比较强，在调查过程中，部分地

区分为夏季和秋季两次调查。 对因突发灾害等引起

资源损失的县市，进行资源的再征集工作，确保鉴定

工作顺利开展。
１ ２　 调查内容

本次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中，主要搜集野生蔬

菜种质资源和地方蔬菜种质资源。 调查信息依据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调查表，
对品种的采集地点、生物学特性、来源、种植时间、生
境信息、种植原因、特殊用途及特性、利用部位、品
质、播期、茬口安排、栽培管理条件、留种方法及一些

特征信息或地方农民认知等信息进行详细记载。 依

据问卷内容及查阅文献资料信息，对已经征集的蔬

菜种质资源进行初步分类。

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湖北省地方蔬菜资源的种类

系统调查结果表明，湖北省地方蔬菜种质资

源品种多样，主要有 ２６ 个科，５４ 个属、７２ 个种或

亚种的 １０７２ 份资源。 在收集的各类蔬菜资源中，
十字花科、茄科、葫芦科、百合科、豆科（菜用长豇

豆，不含四季豆，下同）有 ７６６ 份地方品种（表 ２），构
成湖北省蔬菜资源的主体，占调查蔬菜资源总量的

８１５



　 ３ 期 姚明华等：湖北省蔬菜种质资源调查与分析

表 １　 湖北省资源调查乡镇及地方蔬菜资源或特色（优异）蔬菜资源的区域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调查县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调查乡（镇）或区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种质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特色（优异）
种质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通山县 大路乡、闯王镇、九宫山管理区、九宫山镇、杨芳林乡、厦铺镇、通山县

农贸市场、通山县大畈镇、洪港镇、慈口乡、大幕山林场、黄沙铺镇
５７

郧西县 安家乡、香口乡、湖北口回族乡、槐树林特场 ２９

南漳县 武安镇、李庙镇、巡检镇 ６８

咸丰县 活龙坪乡、坪坝营镇、高乐山镇、忠堡镇、小村乡、咸丰县园艺场 ５１ 山蒜、魔芋

通城县 塘湖镇、大坪乡、关刀镇、四庄乡、沙堆镇、九宫山园艺场、麦市镇、五
里镇

４４ 黄精

阳新县 黄颡口镇 ２２ 马兰

蕲春县 大同镇、刘河镇、管窑镇、檀林镇、青石镇 ５６ 山药

武穴市 石佛寺镇、余川镇、大法寺镇、武穴市刊江办事处、梅川镇 ６０ 山药

浠水县 绿杨乡、三角山管委会、蔡河镇、白莲镇、关口镇、团陂镇 ３８

红安县 天台山风景管理区、七里坪镇、华家河镇、上新集镇 １３９ 珍珠花、地笋

麻城县 三河口镇、龟山镇、盐田河镇 ６３

房县 野人谷镇、大木厂镇、上龛乡、房县农业局旱粮场 ６１ 苋菜

远安县 河口乡、旧县镇、茅坪场镇、鸣凤镇、远安县沮水河 ６６ 冬寒菜

松滋市 刘家场镇、卸甲坪乡、洈水镇 ５８

钟祥市 文集镇、洋梓镇、九里乡、东桥镇、客店镇、张集镇 ８２ 草石蚕

谷城县 石花镇、五山镇、紫金镇、谷城县薤山林场 ７２

罗田县 凤山镇、河铺镇、大河岸镇、白庙河镇、九资河镇 ３７ 萝卜

黄梅县 柳林乡、停前镇、五祖镇、苦竹乡、大河镇 ３８ 珍珠花

英山县 方家咀乡、石头咀镇、草盘地镇、雷家店镇 ３１

７１ ４６％ 。 其中，十字花科、茄科、葫芦科、百合科、豆
科分别有 １４３ 份、１６１ 份、２３６ 份、１１４ 份、１１２ 份资

源，占全省地方蔬菜资源总量的 １３ ３４％ 、１５ ０２％ 、
２２ ０１％ 、１０ ６３％ 、１０ ４５％ 。 十字花科的地方种有

萝卜、白菜，其数量分别为 ６２ 份和 ４６ 份，占全省地

方蔬菜资源总量的 ５ ７８％和 ４ ２９％ ；茄科中的主要

地方种为辣椒，数量达到 １３４ 份，占全省地方蔬菜资

源总量的 １２ ５％ ；葫芦科中的主要地方品种为南

瓜、黄瓜和丝瓜，数量分别有 ７６ 份、５６ 份和 ５０ 份，
占全省地方蔬菜资源总量的 ７ ０９％ 、 ５ ２２％ 和

４ ６６％ ；百合科的主要地方品种为大蒜和葱，品种数

量为 ３７ 份和 ４０ 份，分别占全省地方蔬菜资源总量

的 ３ ４５％和 ３ ７３％ ；豆科的主要地方品种为长豇豆

资源，数量为 １１２ 份，占全省地方蔬菜资源总量的

１０ ４５％ 。 这些资源中多年生蔬菜资源所占比重小，
占蔬菜资源总数的 １２ ９７％ ，一年生或两年生蔬菜

资源占蔬菜资源总数的 ８７ ０３％ 。
２ ２　 湖北省地方蔬菜资源特点

２ ２ １　 湖北省地方蔬菜资源分布特点　 对 １９ 个地

市蔬菜资源进行统计，红安县、钟祥市、谷城县、南漳

县、远安县等地具有丰富的地方种质资源。 从分布

情况分析，红安县蕴含丰富的辣椒、南瓜、长豇豆和

西瓜 （ 籽用西瓜， 地方名为打瓜） 等地方品种

（表 ２）；通山县、武穴市、钟祥县有丰富的芥菜资源；
咸丰、蕲春、武穴山药资源丰富；萝卜、白菜、辣椒、黄
瓜、长豇豆、韭菜、大蒜、南瓜、冬瓜、丝瓜、葫芦、苋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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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湖北省主要地方蔬菜资源的种类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ｓｕｒｖｅｒｙ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总计数量 Ｔｏｔ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十字花科 萝卜属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Ｌ． 萝卜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 ６２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芸薹属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Ｌ． 芸薹种白菜亚种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ｒａｐａ ｖａｒ． ｇｌａｂｒａ Ｒｅｇｅｌ ４６

芥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ｊｕｎｃｅａ（Ｌ． ） Ｃｚｅｒｎ． ２６

油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ｎａｐｕｓ Ｌ． ４

菜薹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 Ｌ． ｓｕｂｓｐ．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ｕｔｉｌｉｓ Ｔｓｅｎ ｅｔ Ｌｅｅ

２

荠属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Ｍｅｄｉｃ． 荠菜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Ｌ． ） Ｍｅｄｉｃ． ３

茄科 辣椒属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Ｌ． 辣椒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 Ｌ． ｏｒ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Ｌ． １３４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茄属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 茄子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 Ｌ． ２４

番茄属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Ｍｉｌｌ． 番茄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Ｍｉｌｌ． ３

葫芦科 南瓜属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Ｌ． 南瓜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Ｄｕｃｈｅｓｎｅ ７６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金丝瓜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ｐｅｐｏ Ｌ． ２

Ｎｏｔ ｃｌｅａｒ 瞢瓜 ＮＣ１ １

黄瓜属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Ｌ． 黄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 ５６

甜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ｍｅｌｏ Ｌ． １０

甜瓜种菜瓜亚种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ｍｅｌｏ Ｌ． ｖａｒ． ｆｌｅｘｕｏｓｕｓ
（Ｌ． ）Ｐａｎｇａｌｏ

４

丝瓜属 Ｌｕｆｆａ Ｍｉｌｌ． 丝瓜 Ｌｕｆｆ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Ｍ． Ｒｏｅｍ． ５０

冬瓜属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Ｓａｖｉ 冬瓜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Ｔｈｕｎｂ． ）Ｃｏｇｎ． ２７

苦瓜属 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Ｌ． 苦瓜 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ｃｈａｒａｎｔｉａ Ｌ． ２２

葫芦属 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 Ｓｅｒ． 瓠瓜 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 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 （ Ｍｏｌｉｎａ ） Ｓｔａｎｄｌ． ｖａｒ．
ｈｉｓｐｉｄａ（Ｔｈｕｎｂ． ）Ｈ． Ｈａｒａ

１１

葫 芦 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 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 （ Ｍｏｌｉｎａ ） Ｓｔａｎｄｌ．
ｖａｒ． 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

３３

佛手瓜属 Ｓｅｃｈｉｕｍ Ｐ． Ｂｒｏｗｎｅ 佛手瓜 Ｓｅｃｈｉｕｍ ｅｄｕｌｅ（Ｊａｃｑ． ） Ｓｗ． １

西瓜属 Ｃｉｔｒｕｌｌｕｓ Ｓｃｈｒａｄ． 西 瓜 Ｃｉｔｒｕｌｌｕｓ ｌａｎａｔｕｓ （ Ｔｈｕｎｂ． ） Ｍａｔｓｕｍ．
ｅｔ Ｎａｋａｉ

１０

栝楼属 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Ｌ． 瓜蒌 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 Ｍａｘｉｍ． ７

蛇瓜 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ａｎｇｕｉｎａ Ｌ． ２

百合科 葱属 Ａｌｌｉｕｍ Ｌ． 葱 Ａｌｌｉｕｍ ｆｉｓｔｕｌｏｓｕｍ Ｌ． ４０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大蒜 Ａｌｌｉ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Ｌ． ３７

韭菜 Ａｌｌ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Ｒｏｔｔｌｅｒ ｅｘ Ｓｐｒｅｎｇ． ２３

山蒜 Ａｌｌｉｕｍ ｐａｅｐａｌ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Ａｉｒｇ Ｓｈａｗ １

洋葱 Ａｌｌｉｕｍ ｃｅｐａ Ｌ． １

萱草属 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 Ｌ． 黄花菜 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 ｓｐ． Ｂａｒｏｎｉ ６

百合属 Ｌｉｌｉｕｍ Ｌ． 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Ｂｒｏｗｎ ５

黄精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Ｍｉｌｌ． 黄精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Ｒｅｄｏｕｔé １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豇豆属 Ｖｉｇｎａ Ｓａｖｉ 长豇豆 Ｖｉｇｎａ ｓｅｓｑｕｉｐｅｄａｌｉｓ （Ｌ． ） Ｆｒｕｗ．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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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头等地方品种在湖北省各县市均有分布；特色菜

冬寒菜、黄精、苦菜、马莲丹、糯米团、珍珠花、山蒜、
岩白菜、冲菜等在湖北省零星分布。
２ ２ ２　 湖北省地方蔬菜资源消长存留的特点　 通

过调研、询问和查阅文献表明，湖北省保存下来的地

方蔬菜资源（表 １）具有以下特点：（１）品质优良，口
感极佳；（２）产量偏低；（３）在局布地区，地方品种耐

贫瘠、适应能力强；（４）抗性强，除苗期外，生育期不

打药；（５）异花授粉的地方品种纯度低；（６）地方品

种的退化现象比较严重；（７）药食两用型；（８）野生

转驯化栽培类型；（９）多分布在位置偏僻，新品种推

广力度小的地区，地方品种多零星栽种；（１０）多因

当地风俗习惯而保存，如房县的千穗谷（籽用苋菜

资源）；（１１）地方蔬菜品种的留种量少，部分地区多

单株留种。
与以往资源调查结果相比，湖北省地方种质资

源消失速度快，主要原因：（１）品种本身缺陷，如生

产周期长或抗病能力差等；（２）新品种推广力度大；
（３）城市化进程加快或移民搬迁或种质保存人员年

事已高，地方品种无人保管。 调研结果显示，湖北省

地方蔬菜种质资源多保存在有一定文化的老农家

中，以咸丰县为例，对 ３５ 家农户统计，５０ 岁以上的

农户占到 ９４ ２９％ ，他们保存了当地 ２８ ８６％的农作

物资源，占当地蔬菜地方品种的 ８６％ 。

２ ３　 湖北省地方种质资源利用现状和特色资源特

性及利用

湖北省地方品种的种植面积或规模日渐减少，
以麻城为例，１９５６ 年统计地方品种数据显示，矮子

白、本地黑叶白等地方白菜种植规模达到 ４００ ｈｍ２，
到 １９８１ 年只有 ４０ ｈｍ２，然而在 ２０１４ 年进行普查时，
已经不足 ０ ６７ ｈｍ２，种植面积锐减。 在诸多统计结

果中，房县的山黄瓜种植面积在当地还维持在相对

较大的面积，２０１４ 年统计面积在 ２００ ｈｍ２。 山药多

数品种是由野生转驯化栽培，种植规模小。 地方特

色蔬菜品种资源能够顺利保存下来，盘活当地经济

的主要有咸丰县活龙坪乡的马鞍山辣椒和魔芋；罗
田县河铺镇的萝卜；房县的毛芋（野生转驯化栽培

种芋头）；武穴的山药；红安县的珍珠花、南瓜、辣椒

和籽用西瓜以及各地的藠头、山蒜和姜等地方种质

资源。 其中，湖北省部分特色资源特性（表 １）、利用

情况和农民认知如下。
（１）珍珠花（图 １Ａ）：俗名雨花菜，为省沽油科

植物，根蘖性强，主根发达，株高 ２ ～ ５ ｍ，栽种到开

花需 ４ ～ ５ 年，顶生圆锥花序。 花蕾呈串似珍珠，花
色白，多在 ４⁃５ 月开花，７ 月左右结果，果实为蒴果。
红安县和黄梅县多零星分布，偶尔从附近山上挖下

进行集中栽种。 其嫩叶和枝干均可食用，其中红

安珍珠花穗长、味香、色泽鲜嫩。 珍珠花菜内含多

图 １　 地方特色蔬菜资源

Ｆｉｇ １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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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蛋白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当地多以干珍珠花煨

汤、凉拌、炒食或配菜，当地市场均有销售。 农民多

认为珍珠花有减肥、美容、降脂和降压的作用。
（２）山蒜（图 １Ｂ），俗名苦葱，在咸丰当地种植

超过 ６０ 年，株高 ２５ ～ ３０ ｃｍ，株幅 ３０ ～ ３６ ｃｍ，分蘖

６ ～ ８ 个，单株叶数 ５ ～ ６ 个，根系强，叶片多下垂，叶
姿以弯曲为主，叶长 ３０ ～ ３８ ｃｍ，横径 ０ ５ ｃｍ，叶色

浅绿，叶面少蜡粉，叶节密，假茎多绿白色、紧实，茎
基部呈鸡腿状，假茎基部膨胀度强，假茎基部微弯

曲，切面呈椭圆形，肉色绿白，不抽薹，辛辣味中等，
秋末种至次年 ５ 月份采收，属两年生草本，采用鳞茎

或分株繁殖。 在咸丰县，农户多用来做泡菜或生食，
当地农户认为有解毒、解暑或降血压的作用。

（３）魔芋（图 １Ｃ），俗名花魔芋，株高 １６０ ｃｍ，株
幅 １８４ ｃｍ，属多年生草本，多用块茎繁殖，块茎分级

后，大的作商品销售，小的作种进行繁殖。 在咸丰大

约种植上百年，面积近 ３ 万亩，产量高，单株产量

２ ５ ～ ５ ｋｇ，高产达 １０ ～ １５ ｋｇ，每 ６６７ ｍ２ 产量为

３０００ ｋｇ，高产田产量达到 ６０００ ｋｇ，喜冷凉，但不耐

低温，不耐干旱，５ ℃以下发生冷害。 咸丰农户主要

用魔芋制作魔芋豆腐。
（４）黄精（图 １Ｄ），俗名黄金，株高 ４０ ～ ９０ ｃｍ，

直径 １ ～ ２ ｃｍ，叶轮生，花序伞形，浆果 ４ ～ ７ 枚不

等，黑色，多生于林粮间作区的较高海拔山坡背阴

处，周围伴生植物有野生山药、榧树、紫苏、野生猕猴

桃等，在山区多有分布，目前采挖频繁，山中野生极

难找到。 通常在早春或晚秋取地下健壮、无病根茎

繁殖，当地农户也有取沙藏的种子进行繁殖。 农户

多用其泡酒或炖汤。 食用黄精，农户多将黄精根状

茎清洗干净，置蒸笼内蒸至出现油润时晒干，如此反

复 ７ 次后使用，民间多药膳两用，用来治疗高血压，
也可做菜。 其味甘甜，当地小孩喜食。

（５）地笋（图 １Ｅ）：唇形科，俗名地藕，多年生草

本。 株高 １ ５ ～ １ ７ ｍ，茎四棱形，叶长 ５ ～ １０ ｃｍ，叶
宽 １ ５ ～ ４ ｃｍ，种子较小，坚果，花期 ７⁃９ 月，轮伞花

序，果期 ９⁃１１ 月。 较耐寒、不耐旱、喜肥，驯化栽培

需搭遮阳网。 当地多药膳两用，也作观赏。 目前多

野生，红安县有零星分布，少驯化栽培。 当地主要是

秋季取膨大的根状茎鲜食、炖汤或炒食，也有做腌

菜，偶尔采食嫩茎叶。

３　 对策与建议

３ １　 加大种质资源收集的力度

在各县市调研过程中，地方良种繁育场、园艺

站、自然保护区、林场、偏远农户聚集区等是资源

主要集中地，偏远山区年纪在 ５０ ～ ８０ 岁且有文化

的老农是种质资源的保存、收集的重点。 在资源

搜集过程中，加大宣传力度，聘请有经验的地市县

农技推广人员或农业部门退休干部为向导，才能

找到稀特优的地方品种。 以红安县为例，能够搜

集到多达 １３９ 份地方蔬菜资源，主要是在农技站

负责人带领下，调查队找到当地的农民留种家庭，
然后又在向导带领下到蔬菜种质资源丰富的七里

坪镇，才挖掘到大量的地方资源。 因此，目前利用

全国种质资源普查的机会，加大种质资源的收集

力度，针对收集到的资源及时移交到专业人员手

中进行处理。 本次调查的范围有限，走访的只是

代表性的县市，有些资源还没有征集上来。 因此，
要把资源的征集工作变为常态化。
３ ２　 加大优异种质资源的研究开发

地方蔬菜种质资源，很多是混杂群体，含有丰

富的遗传信息，很多地方品种具有优良品质、抗
病、耐寒，是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产物，是
现代育种的重要资源。 但是地方品种在长期栽种

过程中，种性退化严重，亟待纯化复壮，才能发挥

其优良特性。 结合地市院所科研机构，加大科研

力度，促进资源的开发利用，对已经搜集的地方品

种进行脱毒或提纯复壮，作为常规种进行推广利

用或者构建地方种质资源核心种质库，然后构建

目标性状遗传群体，进而挖掘特异功能基因，为地

方资源开发奠定基础。
３ ３　 提高特色蔬菜资源认识，制定特色蔬菜资源合

理化开发规划

以罗田县为例，利用微商平台为基础，销售地

方特产（萝卜干、山野菜）等。 目前，罗田县开展电

商精准扶贫策略，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其他地

市也可以搭建类似平台。 山药、珍珠花、薇菜、山
蒜、黄精等地方特色蔬菜，具备很高的营养价值。
但是，山药病害严重、珍珠花扦插成活率低。 对于

制约地方资源的关键技术，应借助高校及科研院

所，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解决种苗保存、提纯

和脱毒问题，同时，通过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
开发出功能性深加工产品或果蔬保健食品，提升

特色蔬菜资源的开发利用步伐［１６⁃１７］ 。 当然，在开

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才能促进特色蔬菜产业

的健康发展。

（下转第 ５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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