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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江并流区域是指怒江，金沙江和澜沧江在云南省境内并流而不交汇的横断山脉纵谷地带，拥有丰

富的植物资源。为了摸清该区域荞麦种质资源的分布情况，中国农科院作科所野生荞麦考察队于 2020-2022

年对该地区进行了总历时 15天的野生荞麦调查工作，共收集了荞麦属下属的 8个种共 60份材料，明确了

该区域荞麦属种质资源的分布情况和种群特征，并发现了一些特殊的野生荞麦资源。调查结果对该地区荞

麦属种质资源的针对性保护和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荞麦的起源驯化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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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ree Parallel Rivers of Yunnan Protected Areas refers to the longitudinal valley of the Hengduan

Mountains where the Nu River, Jinsha River and Lancang River flow in parallel in Yunnan Province, and has rich

plant resources.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distribution of buckwheat germplasm resources in this area, the wild

buckwheat expedition team of the Institute of Crop Scienc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onducted a 15-day wild buckwheat survey in the area from 2020 to 2022, collected a total of 60 materials from 8

species of The genus Fagopyrum Miller, clarified the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uckwheat

germplasm resources in this region, and discovered some special wild buckwheat resources. The survey result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targeted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uckwheat germplasm resources in this region,

and provided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and domestication of buckw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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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并流区域是指位于我国云南省境内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在高山之间并流而不交

汇的区域，拥有“四山并列，三江并流”的世界自然奇观，海拔跨度 670m-6740m，是东亚、

南亚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区，拥有河流峡谷、雪山冰川、高原草甸、高山丹霞等各种地貌，气

候类型多样，植被资源丰富，国土面积仅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 0.4%左右，但高等植物和动

物种类却占我国的 20%左右，被誉为“世界生物基因库”[1]。

荞麦是蓼科（Polygonaceae）荞麦属(Fagopyrum)植物，目前在世界上已报道有 22个种，

中国是荞麦的起源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荞麦属种质资源[2-3]。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

对中国境内的野生荞麦进行了多次考察研究，发现并命名了多个荞麦属新种，极大地丰富了

荞麦属的物种数量，并就荞麦的起源中心提出各种假说。Ohnishi 等
［4-5］和 Konishi 等

［6］

认为三江并流地区是栽培甜荞的起源地，川滇藏交界处是栽培苦荞的起源中心。因此开展三

江并流区域的野生荞麦种质资源的调查与收集，对于研究栽培荞麦的起源驯化，荞麦属植物

的地理分布范围，物种特征特性以及制定保护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荞麦现代生物育

种提供了重要的基因资源。

1 材料与方法

1.1 三江并流区域概况及考察范围

三江并流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属青藏高原南延、向云贵高原过渡的横断山脉的纵谷地

带,地理坐标位于东经 98°～100°30′，北纬 25°30′～29°之间。区域内海拔变化呈垂直型地带

分布，从 760米的怒江干热河谷到 6740米的卡瓦格博峰，汇集了高山峡谷、雪峰冰川、高

原湿地、森林草甸、淡水湖泊等不同类型的地貌景观[7-9]。

本次考察以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并流区域为主线，主要包括云南省丽江市的玉龙纳西

族自治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福贡、贡山两县，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德钦县和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2 调查与收集

根据三江并流区域的植被和地形特点，考察组于 2020年 10月、2021年 9月和 2022年

10月分别深入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和香格里拉市、德钦县和维西县以及福贡和贡山县开展野

外调查和收集活动。调查内容主要包括野生荞麦的地理分布范围、生境特点、种群数量和形

态特征，详细记录其经纬度和海拔高度并拍照留存，对已有成熟种子的野生荞麦收集种子，

编号并记录特征。

2 结果与分析

2.1 收集到的野生荞麦种类

考察组在此区域中收集到金荞麦（Fagopyrum cymosum）、细柄野荞麦（F. gracilipes）、



心叶野荞麦（F. gilesii）、甜荞野生近缘种（F. esculentum subsp. ancestrale）、小野荞麦（F.

leptopodum）、羌彩野荞麦（F.qiangcai）、金沙野荞麦（F. jinshaense）和苦荞野生种（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等8个种共计60份野生荞麦资源，其中金荞麦和细柄野荞麦分布较广，共收

集49份（表1）。

表 1 三江并流区域野生荞麦种类、数量及分布

Table 1 Wild buckwheat species, collection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areas in the Three Parallel Rivers of Yunnan

Protected Areas

种名

Species

收集地

Distribution area

采集数量

Collection quantity

海拔范围（m）

Altitude range

金荞麦

F. cymosum
福贡、贡山、香格里拉、维西、玉龙 23 907~2520

细柄野荞麦

F. gracilipes
福贡、贡山、香格里拉、维西、玉龙 24 1500~3361

心叶野荞麦

F. gilesii
德钦 4 2105~3200

甜荞野生近缘种

F. esculentum subsp. ancestrale
香格里拉、玉龙 2 1813~2800

金沙野荞麦

F. jinshaense
香格里拉、玉龙 2 2030~2930

小野荞麦

F. leptopodum
德钦、玉龙 2 1970~2140

羌彩野荞麦

F.qiangcai
德钦 1 2129

苦荞野生种

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
香格里拉 2 3050~3500

2.2 三江并流区域野生荞麦分布特点

2.2.1 怒江流域野生荞麦的分布

三江并流区域中怒江流域主要包括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福贡县和贡山县，由高黎贡山，

怒江和怒山组成，气候湿润，植被茂密，年降水量十分丰富。该地区的野生荞麦种类较少，

主要以金荞麦为主，零散分布有少量的细柄野荞麦。金荞麦主要分布在在海拔 907~2100m

的山坡、河边，群体密度较大 ，怒江两岸随处可见。细柄野荞麦主要分布于田埂坡地，海

拔 1500~2100m，群体较少，多在田间路边零星分布。

2.2.2 澜沧江流域野生荞麦的分布

三江并流中的澜沧江流域主要包括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部分地区、维西傈僳族自治

县，该区域由怒山，澜沧江和云岭组成，该地区北部寒冷干燥，植被缺乏，南部地区属于亚

热带与温带季风高原山地气候，温度及降水量比北部地区略高。北部地区心叶野荞麦分布极

为广泛，在路边的山坡及岩石堆成片分布，海拔高度 2105~3200m，而细柄野荞麦和金荞麦



随着气候变化，由北向南分布数量逐渐增加。细柄野荞麦多分布在河谷等地带的农田及菜园

中，海拔高度 2122~3361m，金荞麦主要生长在南部温暖湿润、植被丰富、向阳的山谷及坡

地中，海拔高度 1700~2400m。

2.2.3 金沙江流域野生荞麦分布

三江并流中的金沙江流域主要包括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玉龙县纳西族自治县、

德钦县部分地区，该区域由云岭，金沙江和沙鲁里山组成，地势南低北高，海拔差异大，气

候结构复杂，由河谷亚热带逐渐向高山寒带过渡[9]。该地区的野生荞麦资源种类较为丰富，

主要有金荞麦、细柄野荞麦、甜荞野生种、金沙野荞麦、心叶野荞麦、小野荞麦、苦荞野生

种和羌彩野荞麦等 8个类型。其中金荞麦主要分布在这段流域的中下游河谷地段部分，海拔

高度范围为 1790~2520m；细柄野荞麦与金荞麦分布范围类似，主要生长于河谷地段的农田

中，海拔高度 1790~3219m；甜荞野生种则主要分布于这段流域的下游部分，特别是沿江两

岸的山坡及岩石丛中数量较多，海拔高度范围为 1813~2800m；金沙野荞麦分布于该流域中

的上中游部分，在沿江两岸呈零星分布，其抗旱耐瘠能力强，主要生长于植被少的山坡及碎

石地中，海拔高度范围为 2030~2930m；心叶野荞麦在这个区域分布的范围和数量比金沙野

荞麦小，仅在一些干旱少雨、贫瘠而无其它杂草的碎石堆生长；小野荞麦主要分布于该流域

中下游地段，呈零星分布，生长环境与金沙野荞麦类似，海拔高度范围为 1970~2140m； 苦

荞野生种主要分布于香格里拉市区周边，生长于农户周边的田间地头，海拔高度范围为

3050~3500m；羌彩野荞麦发现于德钦县，数量极少，海拔高度为 2129m。

2.3 三江并流区域野生荞麦的特征

2.3.1 金荞麦

该地区的金荞麦花果期 8-10 月，株型以斜升型为主，株高 150~300cm，叶片以不规则

三角形、箭形、戟形为主，伞状花序，花被颜色白色，花柱有长短两种类型，异花授粉，结

实差，瘦果长锥形，果皮绿色（图 1A）。怒江流域的金荞麦较为特殊，其植株矮小，株高 80~130

cm，分枝较少，叶片形态较为特殊，为卵圆形或近卵圆形（图 1B）。

2.3.2 细柄野荞麦

细柄野荞麦花果期 9～10月，株型以斜升为主，株高 10~70cm，茎直立，自基部开始

分枝，花序总状，腋生或顶生，叶片为卵圆型或三角型，花色有白色和粉红色，花簇在花序

梗上排列紧密，自花授粉（图 1C）。

2.3.3 甜荞野生种

甜荞野生种属于栽培种甜荞（F. esculentum）的亚种。Ohnishi 认为该类型为栽培种甜

荞的祖先，即栽培种甜荞由该类型进化而来[10]。该区域内甜荞野生种花果期 7～10月，植

株高大，茎斜升，株高 1.3~2.1m，分枝力强，基部或中下部分枝，每株分枝可达几十个。

花序分枝呈伞房状或圆锥状。聚伞花簇密集。花白色或粉红色，花柱有长短两种类型，异花



授粉，结实率较高，落粒性严重（图 1D）。

2.3.4 苦荞野生种

苦荞野生种株高范围为 60~120cm，株型多为匍匐型和半直立型，花色浅绿色，伞房状

花序腋生或顶生，自花授粉，开花结实期 8~9 月。结实率较高，通常为 20~35% ，最高可

达 45%以上，成熟后易落粒（图 1E）。

2.3.5 心叶野荞麦

心叶野荞麦茎直立或斜升，10~30cm高，基部分枝；叶绿色或红色，心形；花序重叠，

头状，花序梗通常二歧分支；花被粉红色或白色，花柱有长短两种类型，异花授粉（图 1F）。

2.3.6 金沙野荞麦

金沙野荞麦为 Ohsakoi 和 Ohnish于 2002年在该区域所发现[11]，仅见于金沙江流域，是

该区域的特有种类。株高 10~25cm，茎直立或者斜升，红色，叶片绿色或红色。总状花序类

穗状，顶生或腋生。花柱有长短两种类型，异花授粉（图 1G）。该种与小野荞麦和心叶野

荞麦有较多相似之处，许多人常将其与小野荞麦混淆。它与心叶野荞麦区别的特征是总状花

序类穗状，叶片非心形；与小野荞麦的区别特征是无明显主茎，肉质叶片，较光滑，光泽不

明显。

2.3.7 小野荞麦

小野荞麦果期 8~10月，株高 5~40cm，茎直立，下部分枝，叶片集中在下部，上部无叶

片，叶片三角形或者三角状卵形，绿或红色。花梗较细，总状花序，白色或者粉红色。花柱

有长短两种类型，异花授粉（图 1H）。

2.3.8 羌彩野荞麦

本次考察在德钦县境内意外发现羌彩野荞麦。该种先前仅发现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

汶川、理县等局部地带，生长于海拔 1200~1900m左右的山坡碎石堆中。此次在迪庆藏族自

治州德钦县路边碎石堆中发现少量羌彩野荞麦，海拔高度 2129m，居群较小。该种花果期为

8~11月，典型特征为茎矮小，斜升或平卧，叶片肉质、稍肉质或厚纸质，叶片表面绿色或

暗绿色，具有灰色或灰白色斑块，花在花序轴上疏散或间断排列，花柱有长短两种类型，异

花授粉（图 1I）。本次调查时间在 10月底，时间上偏晚，不排除可能还有较多的植株因枯

萎而未发现，待今后继续进行深入调查。



A:金荞麦；B:金荞麦（怒江）C:细柄野荞麦；D:甜荞野生种；E:苦荞野生种；F:心叶野荞麦；G:金沙野荞麦；

H:小野荞麦；I:羌彩野荞麦。

A: F. cymosum; B: F. cymosum (Nu Jiang River) C: F. gracilipes; D: F. esculentum subsp. ancestrale; E: 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 F: F. gilesii ; G: F. jinshaense; H: F. leptopodum; I: F.qiangcai.

图 1 三江并流区域收集到的野生荞麦

Fig. 1 Wild buckwheat in the Three Parallel Rivers of Yunnan Protected Areas

2.4 特殊野生荞麦

2.4.1 再生能力强型细柄野荞麦

在贡山县考察时发现。该植株生长于山坡碎石堆中，居群小。株高 35~55cm，分枝少，

长度长，穗状花序，稀疏，粉色花，无翅，叶片为三角形，较小，老叶红，大部分已凋落，

新叶为绿色，从叶腋和分枝处不断冒出，结实率低，籽粒成熟度高，落粒性较强（图 2A）。

2.4.2 多花多枝型细柄野荞麦

在福贡县考察时发现。该植株生长于路旁田埂上，居群较大。株高 30~40cm，分枝多且

长，一级分枝上长有二级分枝，穗状花序，密集，粉色花，有翅，叶片为短三角近卵圆形，

较大，结实率高，籽粒成熟度低，落粒性强（图 2B）。

2.4.3 多花多分枝型心叶野荞麦

在德钦县考察发现。生长于山坡碎石堆中，海拔高度 2100m。株高 45cm左右，茎粗 1cm，



基部分枝多，长度长，木质化严重，头状花序，叶片心形，绿色。结实率低，落粒性严重。

其区别于一般心叶野荞麦的特征为：植株高大，茎粗且基部分枝极多、密，花序多而密集（图

2C）。

2.4.4 粉红花色型金荞麦

在维西县考察时发现。生长于山坡碎石堆中，海拔高度 1797m。居群较小，植株较矮小

（120-150 cm），茎直立，叶片戟形，花序伞房状，花簇密集，花被片粉红色，结实率极低

（图 2D）。

A:再生能力强型细柄野荞麦；B: 多花多枝型细柄野荞麦；C: 多花多分枝型心叶野荞麦；D: 粉红花色

型金荞麦。

A: F. gracilipes with strong regenerative ability; B: F. gracilipes with multi-flowered and multi-branched

characteristics; C: F. gilesii with multi-flowered and multi-branched phenotype; D: F. cymosum with pink flowers

图 2 特殊野生荞麦

Fig.2 Wild buckwheat with special phenotype

3 讨论

3.1 三江并流区域地理特征对野生荞麦资源的影响

本次调查发现，三江并流区域野生荞麦资源非常丰富，但它们在该区域内的分布却并不

均衡。三江并流区域中的怒江流域仅有金荞麦和细柄野荞麦 2种澜沧江流域有心叶野荞麦、

金荞麦和细柄野荞麦等 3种，而金沙江流域野生荞麦种类最多，有金荞麦、细柄野荞麦、甜

荞野生种、金沙野荞麦、心叶野荞麦、小野荞麦、苦荞野生种和羌彩野荞麦等 8个种。

野生荞麦的分布除了与种的特性有关外，还与光照、温度和湿度等关系密切。王安虎等

[12]对四川省的野生荞麦资源进行调查后发现，四川省的野生荞麦主要有两个川北和川西南

分布中心，但是各中心内部又因小环境的不同而分布有不同的野生荞麦。王莉花等[13]对云

南省野生荞麦进行资源调查后发现，野生荞麦主要分布于海拔 2000m 左右的冷凉山区，其

生境多为干旱贫瘠的碎石山坡等。

我们此次考察中发现，野生荞麦的分布同样与气候和生境密切相关。三江并流区地形构

造十分复杂，区域内高山林立，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气候类型。高黎贡山海拔较低，来自海洋

的暖湿气流能够翻越高黎贡山进入怒江峡谷，特别是贡山-独龙江一线，低空暖湿气流大量

聚集于此导致贡山地区常年气候湿润，年平均气温 12℃以上，夏季高温，降雨充沛，年平



均降水量可达到 1550~1850mm[14-15]。这种高温高湿的气候特征非常不利于心叶野荞麦，金

沙野荞麦等耐旱喜寒型野生荞麦的生长，而喜湿润环境的金荞麦分布非常普遍，是该地区的

优势物种。

澜沧江流域海拔高度由南向北逐渐增加，对暖湿气流的阻碍更加明显，同时受到地形地

貌、气温等影响，从而造成北部（主要包括德钦县大部）地区干旱冷凉，年平均气温 5.8℃，

年降水量 631.7mm[8]。这种气候特点导致该地区只分布一些具有细叶、耐寒喜旱的植物。心

叶野荞麦具有植株矮小，叶片小、少，蒸腾作用小，根系发达等特点，因此该区域较适宜心

叶野荞麦的生长，分布有大量的心叶野荞麦，同时零散分布的河谷耕地，海拔低，土地肥沃，

灌溉充足，细柄野荞麦常作为伴生杂草出现在田间地头。而其南部地区（主要包括维西县）

海拔较北部低，温度及降水量略高，农业生产较北部发达，土壤肥沃，因此分布有大量的喜

温喜湿的金荞麦和细柄野荞麦。

金沙江流域与澜沧江流域类似，同样也表现为北部干旱寒冷，南部较为温暖湿润，但该

地区地形更为复杂，海拔差异大，地势高低起伏，存在山地、河谷、盆地等各类地形，气候

类型多样，立体气候明显 [9]。各种不同的小环境分布有不同的野生荞麦，同时其独特的地

理环境也孕育了该地区特有的野生荞麦—金沙野荞麦。因此该地区的野生资源在三个区域中

最为丰富，共收集到 8个种 28份资源。

3.2 加强对三江并流地区野生荞麦资源的保护

此次考察我们发现，野生荞麦在三江并流区域分布十分广泛，但是保护现状却不容乐观。

三江并流区域的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高，且该区域极易发生地质灾害，山体滑坡、河流

改道等现象时有发生。脆弱的生态环境严重影响了野生荞麦的自然生长，导致一些野生荞麦

种数量锐减，濒临灭绝[16]。同时，工农业生产等人为活动的干扰，也对野生荞麦的生存构

成了巨大威胁。农业生产中除草剂的滥用，导致农田周围的细柄野荞麦、金荞麦，苦荞野生

种等数量急剧减少。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乡村和城镇的扩建，特别是金沙江和澜

沧江上下游水电站的修建等各种人为因素对野生荞麦的分布、生长、繁衍及生态环境产生了

巨大影响，甜荞野生种、金沙野荞麦、心叶野荞麦这些野生种类的分布面积和数量均在逐年

减少。

基于此，我们认为对三江并流区域野生荞麦的保护工作刻不容缓。保护工作应当从以下

两方面入手：第一是划定重点区域，做好原生境保护。根据野生荞麦的分布特点及其多样性，

在三江并流区域划定一定范围的原生境保护点，加强人员和资金投入，提高保护点的生态稳

定性和物种多样性。第二是加强普查力度，实施异位保护。应当继续扩大考察规模，深入乡

村林间，高山河谷，应查尽查，应收尽收，同时加快异位保存和繁殖技术攻关，确保收集到

的资源能够安全保存和繁殖。



3.3 野生荞麦种质资源在荞麦遗传改良中的重要性

野生种质资源是对栽培作物进行遗传改良，培育雄性不育系，创制突破性新种质的重要

基因来源，同时也是研究栽培作物的起源驯化和性状形成分子机理的重要基础材料。水稻野

败雄性不育株的发现和利用是野生种质资源发掘利用最典型的范例[17]。在野生荞麦种质资

源育种利用研究方面，国内外许多科学家通过开展齐蕊野荞麦与甜荞，苦荞与金荞麦杂交等

远缘杂交研究，培育出了一批具有野生物种优良性状的新种质，极大的扩展了荞麦育种途径

[18-20]。三江并流区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被认为是栽培甜荞的起源地。

三江并流区域中的甜荞野生种具有植株高大、分枝多、抗旱耐瘠、多花多实的特性，且与甜

荞栽培种亲缘关系很近，是甜荞性状改良的重要亲本材料。在此次考察中我们收集到的多花

多分枝型心叶野荞麦，其适生区为高海拔寒冷干旱的沙石坡地，耐寒耐旱能力突出，如能有

效发掘其抗性基因并导入栽培荞麦中，对于扩大栽培荞麦的生长区域，有效利用贫瘠土地，

推动荞麦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我们发现的再生能力强、多花多分枝型的细柄野荞

麦可能在荞麦属植物的组织培养、遗传转化和株型改良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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