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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作物资源特征特性及生态地理分布研究
XVI． 蔬菜资源的多样性分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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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云南“立体”的生态环境和特异的多民族生境条件下，分析研究了云南 11 类 2640 份地方蔬菜资源的多样性及

其在不同气候类型和气温中的表现，结果表明，云南 11 类蔬菜资源的多样性大小依次为豆类 ＞ 绿叶菜类 ＞ 茄果类 ＞ 芥菜类 ＞
白菜类 ＞ 瓜类 ＞ 根菜类 ＞ 水生蔬菜 ＞ 甘蓝类 ＞ 薯芋类 ＞ 葱韭类; 蔬菜资源的多样性富聚地在全省均有分布，但集中在滇中地

区，而亚热带是多样性的富聚气候带; 14 ～ 15℃是蔬菜资源多样性最富集的温度段，也是多样性波动的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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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tal 2640 vegetabale germplasms belong to 11 typ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tridimensional ecologi-
cal environments and specific multiethnic habitats of Yunnan． The genetic diversity and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cli-
mates and temperature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indicate: ( 1) the diversity of 11 types of vegetable resources is
beans ＞ leaf vegetables ＞ solanaceous vegetables ＞ mustard ＞ Chinese cabbage vegetables ＞ gourd vegetables ＞ root
vegetables ＞ aquatic vegetables ＞ Brassica vegetables ＞ tuber vegetables ＞ onion and leeks vegetables． ( 2 ) the en-
richment regions of vegetable resources diversity were distributed in all the province，but the central of Yunnan is
the most concentrated region and subtropical zone is most suited for diversity enrichment． ( 3) the regions with the
temperature range from 14℃ to 15℃ were the most enrichment regions of vegetable resources diversity and 14 －
15℃ is also the critical point of diversity flu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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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气候和生态类型多样，拥有从热带到寒带

的不同生态系统类型，适合于不同生境中生存的生

物种类，孕育了丰富的作物资源，成为中国生物多样

性的天然宝库和资源基地。蔬菜种质资源也不例

外，云南省蔬菜种质资源调查研究表明，有珍稀名优

蔬菜 34 种( 包括变种、变型或品种) ，隶属 12 科 21
属，其中木本蔬菜 2 科 3 属 3 种，草本蔬菜 11 科 19
属 31 种［1］。关于蔬菜资源多样性表达的影响因子

很多，多样性是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不同程度适应某

些环境因子而营造的多样化类型。因此，蔬菜资源

多样性的研究备受关注，进一步研究其遗传多样性

表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云南农作物资源中多样性生态地理分布的研

究，多见于稻种资源［2-7］，而云南蔬菜资源多样性

及分布方面的研究集中于野生蔬菜资源［8-9］。为

进一步探明蔬菜资源多样性表达，充分利用云南

丰富多样的气候条件和蔬菜资源，分析不同气候

环境中蔬菜资源遗传多样性的出现频率的差异，

从而阐明不同气候环境对其多样性的影响及表现

规律。

1 材料与方法

以《中国蔬菜品种资源目录》［10-12］等资料为基

础，再通过收集整合、补充、录入、规范了云南 11 类

2640 份地方蔬菜资源( 根菜类、白菜类、芥菜类、甘

蓝类、瓜类、茄果类、豆类、葱韭类、绿叶菜类、薯芋类

和水生蔬菜) 的相关资料信息。
以《云南农业地理》、《云南省地图集》、《云南省

种植业区划》和《云南省农业气候资料集》［13-16］等资

料为基础，维持蔬菜品种资源目录、生态地理和气象

等资料的原始记录，分析整理云南 128 个县 ( 市、
区) 的生态气候类型。

以云南省 128 个县( 市、区) 为基本单位，整理

每个县所属的气候类型和年平均气温，气候类型即

北热带 ( North tropical zone，NT ) 、南亚热带 ( South
subtropical zone，SST) 、中亚热带( Medium subtropical
zone，MST) 、北亚热带( North subtropical zone，NST) 、
南温带( South temperate zone，ST) 、中温带( Medium
temperate zone，MT) 和北温带( North temperate zone，

NTS) 共 7 个气候带。把 128 个县( 市、区) 的年平均

气温分 为 13 个 不 同 气 温 段，平 均 每 增 加 1℃ 为

一段。
以云南省 128 个县( 市、区) 为基本单位，整理

气候带、年平均气温和蔬菜资源多样性表现情况。

根据云南 11 类 2640 份地方蔬菜资源的种类和数量

进行多样性的综合研究。多样性大小均采用 Shan-
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Pielou 均匀度指数分析。

多样性指数: H' = － ∑
i
Pi lnPi，其中 Pi 表示

在第 i 个环境中的相对分布频率。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 H' /H'max。
应用 FoxPro、Excel、BioDiversity 等技术进行分

析研究，形成分析结果数据库。采用 ArcView GIS
地理信息系统将各分析结果数据库( 包括蔬菜资源

多样性分析结果数据库和各分布单位所属的气候类

型) 有机合成，进行叠加分析和制图，经过联接或链

接、定义符号、分类、要素标注、制作版图、细化版图

框架、地图合成和输出等工序，使每一个分析结果直

观、明了地在云南省县级地图上显示，形成云南蔬菜

资源多样性比较完整系统的生态地理分布。

2 结果与分析

2． 1 云南 11 个类型蔬菜资源多样性比较

通过对云南 11 类 2640 份地方蔬菜资源的多样

性进行分析( 图 1 ) ，多样性大小依次是豆类 ＞ 绿叶

菜类 ＞ 茄果类 ＞ 芥菜类 ＞ 白菜类 ＞ 瓜类 ＞ 根菜类 ＞
水生蔬菜 ＞ 甘蓝类 ＞ 薯芋类 ＞ 葱韭类。从中可看出

云南蔬菜资源中多样性表达的优势资源情况，豆类、
绿叶菜类、茄果类、芥菜类和白菜类蔬菜资源多样性

相对大一些。
2． 2 云南蔬菜资源多样性的地理分布

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但由于盆地、河谷、丘
陵，低山、中山、高山、山原、高原相间分布，各类地貌

之间条件差异很大，类型多样复杂。由于丰富的生

态环境蕴育了蔬菜资源的多样性，因此，利用 GIS 等

技术对蔬菜资源的多样性地理分布进行研究 ( 图

2) ，从多样性的区域表现看出，蔬菜资源的多样性

富聚地在全省均有分布，但多集中在滇中地区，而全

省区域中以昆明、保山、建水、东川、呈贡、玉溪、通

海、思茅、个旧、大理和易门等地的多样性相对较大。
2． 3 不同气候带蔬菜资源多样性比较

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云南独特的气候条件。
“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有北热带、南亚热带、
中亚热带、北亚热带、南温带、中温带和高原气候区

共 7 个气候类型，实为世间罕见，是世界上少有的

“气候王国”。因此，分析研究了云南地方蔬菜资源

在不同气候带中的多样性( 图 3 ) ，呈现南亚热带和

北亚热带的多样性较高，中温带最低。结合图 4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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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气候带间资源多样性的相似性呈现两类，即资源

多样性高富聚气候带( 南亚热带、北亚热带、中亚热

带) 和低富聚气候带( 北热带、南温带和中温带) ，从

高富聚气候带看，亚热带的资源多样性的相似性较

接近。因此，亚热带是蔬菜资源多样性的富聚气

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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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不同气温段蔬菜资源多样性比较

影响蔬菜资源多样性表达的因子很多，综合分

析认为温度是最主要的，云南海拔 76． 4 ～ 6740m，高

差达 6000m，不论在北、中、南部，由河谷到山顶，都

存在着因高度上升而产生的气候类型差异，一般高

度每上升 100m，温度即降低 0． 6℃左右。为了进一

步探明蔬菜资源多样性在不同温度中的表现，采用

多样性和均匀度两个指数来分析，从图 5 中可看出，

14 μ15℃是蔬菜资源多样性最富集的温度段，也是

多样性波动的临界点。

图 5 蔬菜资源多样性在不同气温段上的比较

Fig． 5 Comparison of diversity vegetable germplasm in different air temperature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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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自然环境对蔬菜资源多样性的

影响及表现习性，说明蔬菜资源多样性的形成与自

然环境息息相关，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自然选择作

用。但是，自然环境的构成因素很多，如海拔、经纬

度、温度、降雨等，要进一步阐明蔬菜资源多样性的

形成，还有大量的工作待做。
蔬菜资源多样性形成离不开人类活动，关于人

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云南

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其中人口超过 5000 并

有一定聚居区域的民族有 25 个。其中白、哈尼、傣、
傈僳、佤、拉祜、纳西、景颇、布朗、普米、怒、德昂、独
龙、基诺等 15 个民族为云南所特有。由于地形复杂

和垂直高差大等原因，形成了丰富的生存空间，不同

的民族有着不同的饮食文化，许多有民族特色的生

活习俗仍保留至今，这样的分异空间为研究人类活

动对蔬菜资源多样性影响提供了基础。因此，课题

组将进 一 步 研 究 人 工 选 择 对 蔬 菜 资 源 多 样 性 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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