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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安龙县少数民族特色农业生物
资源保护与利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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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安龙县是贵州特色农业生物资源较为丰富的代表地区之一ꎬ开展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状况的调查具有重要意义ꎮ
采取专业组队、查阅文献、地方座谈和实地考察等方式ꎬ对该县 ４ 个乡镇 ９ 个村的特色农业生物资源进行了系统调查ꎬ共采集

２２０ 份当地特色资源及其地理生态信息ꎮ 并对当地农业生物资源保护利用现状与消长情况以及收集品的利用价值进行了分

析ꎬ为安龙县特色农业生物资源的利用、保护和开发提出建议ꎮ
　 　 关键词:农业生物资源ꎻ少数民族地区ꎻ保护与利用ꎻ安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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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物资源是维系人类生存与繁衍的物质基

础ꎬ也是农业科研创新和生命科学研究的基础材

料[１￣２]ꎮ 随着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对产

业结构的调整ꎬ农作物新品种迅速推广ꎬ具有地方特

色的老品种越来越少ꎬ有的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ꎮ
导致农业生物资源的多样性逐渐降低ꎬ品种遗传基

础日益狭窄ꎮ 及时开展农业生物资源调查ꎬ同时进

行抢救性收集和整理ꎬ对保护农业生物资源遗传多

样性ꎬ推动作物品种改良和种质创新ꎬ促进农业可持

续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１￣３]ꎮ 西南地区具有丰富的

生物资源ꎬ是我国重要的生物资源多样性中心ꎬ中国

农业科学院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完成了“云南及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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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源调查”项目ꎬ朱明等[４]、郑殿升等[５￣７]、邱杨

等[８]、张林辉等[９]、康平德等[１０] 已相继报道了云南

省部分地区农业生物资源调查的研究结果ꎮ 继此之

后ꎬ“贵州农业生物资源调查”项目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

被列为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ꎮ 安龙县以其突出

的特色农业生物资源优势和浓郁民族文化特点被确

定为该项目系统调查的代表地区之一ꎮ 本文依据调

查结果对该县特色农业生物资源的保护利用状况进

行简要介绍ꎮ

１　 安龙县基本情况

安龙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ꎬ隶属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ꎬ 地处滇、 桂、 黔三省结合部ꎬ 位于

１０４°５９′ ~ １０５°４０′Ｅꎬ２４°５５′ ~ ２５°２３′Ｎꎬ境内气候温

和ꎬ夏无酷暑ꎬ 冬无严寒ꎬ 雨量充沛ꎬ 年均气温

１５. ６ ℃ꎬ年降水量 １２５６ ｍｍꎬ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

性湿润气候ꎮ 境内多山ꎬ海拔高度 ４０７ ~ １９６７ ｍꎬ属
典型的喀斯特地貌ꎻ其中部平缓ꎬ除南部河谷地带外

大部分地区干湿季节分明ꎮ 全县辖 １０ 镇 ６ 乡ꎬ国土

面积 ２２３７. ６ ｋｍ２ꎬ耕地面积 ２４０００ ｈｍ２ꎮ ２０１１ 年ꎬ全
县人口 ４６. ６ 万ꎬ主要有布依族、苗族、彝族、回族、壮
族等 １５ 个少数民族ꎬ少数民族人口占 ４３. ８％ ꎮ

２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至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和贵州省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

所等组织专业调查队ꎬ结合普查情况ꎬ在查阅安龙县

县志、农业区划、民族文化等相关资料并与县农业和

林业等部门以及专业人员座谈的基础上ꎬ调查当地

具有重要价值的地方品种和野生植物的状况ꎮ
基于民族和地区特色资源分布状况等因素综合

考虑ꎬ确定洒雨镇、德卧镇、平乐乡和普坪镇 ４ 个乡

镇 ９ 个行政村为重点调查地点ꎬ这些乡镇为安龙县

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主要地区ꎬ农
业生物资源分布也较为丰富ꎮ

调查方法参照“云南及周边地区农业生物资源

调查”方法[８]ꎬ并对当地民族在生产、生活、传统文

化、宗教习俗活动中对农业生物资源的利用情况等

方面进行了调查ꎬ按照郑殿升等[１１] «农作物种质资

源收集技术规程»对样本进行整理、分类ꎮ

３　 调查结果

３. １　 安龙县农业生物资源现状

此次系统调查共采集与安龙县少数民族生活相

关的特色粮食作物、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物、果树及

多年生经济作物、药用植物等样本 ２２０ 份ꎮ 其中粮

食作物 ７８ 份ꎬ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物 ９２ 份ꎬ果树及

多年生经济作物 ２７ 份ꎬ药用植物 ２３ 份(表 １)ꎮ 收

集的资源主要来源于布依族、苗族、汉族、彝族ꎬ其中

布依族分布最多ꎬ一共 １２０ 份ꎬ占总数的 ５４. ５％ ꎻ其
次是 苗 族ꎬ 彝 族 最 少ꎬ 仅 收 到 １１ 份ꎬ 占 总 数

的 ５. ０％ ꎮ 收集的样本数由多到少依次为:蔬菜及

一年生经济作物 >粮食作物 >果树及多年生经济作

物 >药用植物ꎬ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物占总数的

４１. ８％ ꎬ粮食作物占 ３５. ５％ ꎬ果树及多年生经济作

物和药用植物相对较少ꎬ分别为 １２. ３％和 １０. ４％ ꎮ

表 １　 安龙县不同民族特色农业生物资源的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ｂｉ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ｌｏｎｇ

调查民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
粮食作物

Ｆｏｏｄ ｃｒｏｐ
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物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ｏｐ
果树及多年生经济作物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ｏｐ
药用植物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布依族 ４２ ５６ １７ ５ １２０

苗族 １７ ２０ ５ ７ ４９

彝族 ２ ７ ２ ０ １１

汉族 １７ ９ ３ １１ ４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８ ９２ ２７ ２３ ２２０

　 　 安龙县收集特色农业生物资源样本数以洒雨镇

最多 ７９ 份ꎬ占总数的 ３５. ９％ ꎻ德卧镇 ６９ 份ꎬ占

３１. ４％ ꎻ平乐乡 ６６ 份ꎬ占 ３０. ０％ ꎻ普坪镇的样本数

最少ꎬ仅占总样本的 ２. ７％ (表 ２)ꎮ 普坪镇采集样

本数量较少的原因在于该镇系新增补调查地区ꎬ

只针对性地采集有别于其他乡镇的特色粮食作物

资源ꎮ
３. ２　 与安龙县民族生活、生产及文化密切相关的农

业生物资源

３. ２. １　 粮食作物种质资源　 调查收集与民族生产、

９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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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及文化密切相关的粮食作物种质资源 ７８ 份ꎬ包
括禾本科 (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蓼科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苋科(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共 ４ 个科 １２
个属(表 ３)ꎮ

表 ２　 安龙县 ４ 个乡镇特色农业生物资源的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ｂｉ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４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Ａｎｌｏｎｇ

调查民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
粮食作物

Ｆｏｏｄ ｃｒｏｐ
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物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ｏｐ
果树及多年生经济作物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ｏｐ
药用植物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洒雨镇 ３２ ３０ １０ ７ ７９

德卧镇 １８ ２６ １０ １５ ６９

平乐乡 ２２ ３６ ７ １ ６６

普坪镇 ６ ０ ０ ０ 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８ ９２ ２７ ２３ ２２０

表 ３　 粮食作物种质资源种类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ｆｏｏｄ ｃｒｏｐ ｒｅｓｃｏｕｒｃｅ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质份数

Ｎｏ. ｏｆ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占粮食类

种质资源

比率(％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稻属 Ｏｒｙｚａ ２９ ３７. ２

玉蜀黍属 Ｚｅａ ｍａｙｓ ２０ ２５. ６

小麦属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４ ５. １

大麦属 Ｈｏｒｄｅｕｍ １ １. ３

高粱属 Ｓｏｒｇｈｕｍ ２ ２. ６

薏苡属 Ｃｏｉｘ １ １. ３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荞麦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１ １. ３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菜豆属 Ｐｈａｓｃｏｌｕｓ １２ １５. ４

豇豆属 Ｖｉｇｎａ ２ ２. ６

豌豆属 Ｐｉｓｕｍ ３ ３. ９

野豌豆属 Ｖｉｃｉａ ２ ２. ６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苋属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１ １. ３

安龙县布依族和苗族主食以水稻和玉米为主ꎬ
小麦、荞麦、高粱、豆类等杂粮为辅ꎮ 当地人喜爱吃

糯食ꎬ故糯稻和糯玉米资源较丰富ꎮ 收集的 ２９ 份水

稻中有 １６ 份为糯稻ꎬ占水稻总数的 ５５. ２％ ꎮ 特异

资源有红旱糯、黑节糯、飞蛾糯、红壳晚等ꎬ其中红旱

糯和飞蛾糯为旱稻ꎮ
红旱糯(采集号:２０１４５２４０９８ꎬ采集地:德卧镇扁

占村伟核组)ꎬ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ꎬ稻属(Ｏｒｙｚａ)ꎬ该
品种植株高 １２０ ｃｍꎬ护颖红色、穗长、着粒密ꎬ糯性

好、食味佳、品质优ꎬ米饭柔软有弹性ꎬ当地人多用来

打粑粑ꎬ耐旱、耐贫瘠ꎬ抗根腐病、穗颈瘟等ꎮ
黑节糯(采集号:２０１４５２４１６６ꎬ采集地:平乐乡联

合村二组)ꎬ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ꎬ稻属(Ｏｒｙｚａ)ꎬ在当

地已成为濒危资源ꎬ种植户越来越少ꎬ目前仅有 ３ 户

人家种植ꎮ 该品种株高 １２０ ｃｍꎬ穗长 １５ ~ １７ ｃｍꎬ芒
呈黑色ꎬ茎秆节间为黑色ꎬ味很香ꎬ糯性特好ꎬ专用来

打糍粑ꎮ 在早些年ꎬ男女结婚时ꎬ男方要专门用黑节

糯打糍粑送给女方ꎬ以表示结婚后两家人亲密无间ꎬ
友好相处ꎮ 收集的 ２０ 份玉米中有 １０ 份糯玉米ꎬ占
玉米总数的 ５０. ０％ ꎮ

白糯包谷(采集号:２０１４５２４０６９ꎬ采集地:洒雨镇

陇松村陇一组)ꎬ禾本科 (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ꎬ玉蜀黍属

(Ｚｅａ ｍａｙｓ)ꎬ株高 ２１０ ｃｍ 左右ꎬ果穗为圆柱形ꎬ顶端

一般有 ２ 个分支ꎬ极少数有 ３ ~ ５ 个分支ꎬ双穗率

１０. ０％ ꎮ 果穗顶端呈椭圆形ꎬ不突尖ꎬ出子率高ꎬ子
粒白色有光泽ꎬ粒形较小ꎬ糯性好ꎬ产量高ꎬ耐旱ꎬ口
感好ꎬ品质优ꎮ

糯包谷(Ｚｅａ ｍａｙｓ Ｌ. )(采集号:２０１４５２４０４３ꎬ采
集地:洒雨镇格红村格红组)ꎬ糯性特别好ꎬ可以用

来和糯米一起做汤圆食用ꎮ 小麦等麦类品种在生产

上面积萎缩ꎬ品种资源也逐渐减少ꎬ但仍有一些优良

的麦类资源得以保留ꎮ
戈贝小麦(采集号:２０１４５２４０９３ꎬ采集地:德卧镇白

水河村戈贝一组)ꎬ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ꎬ小麦属(Ｔｒｉｔｉｃ￣
ｕｍ)ꎬ由于其品质优、营养价值高、且出粉率高ꎬ用其做

的面条筋道、口感好等ꎬ故在当地一直保存至今ꎮ
３. ２. ２　 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物种质资源　 在调查

中获得的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物有十字花科(Ｃｒｕ￣
ｃｉｆｅｒａｅ)、茄科(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姜科(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百
合科 (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薯蓣科 (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伞形科(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天南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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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ａｃｅａｅ)、芸香科(Ｒｕｔａｃｅａｅ)、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豆科 (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 唇形科 (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 胡麻科

(Ｐｅｄａｌｉａｃｅａｅ)等 １３ 个科ꎬ１９ 个属 ９２ 份资源(表 ４)ꎮ

表 ４　 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物种质资源种类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ｏｐ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质数

Ｎｏ. ｏｆ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占蔬菜类

种质资源

比率(％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芸薹属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３２ ３４. ８

萝卜属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２ ２. ２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辣椒属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１５ １６. ３

茄属 Ｓｏｌａｎｕｍ ６ ６. ５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姜属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１ １. １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葱属 Ａｌｌｉｕｍ ５ ５. ４

薯蓣科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 薯蓣属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３ ３. ３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南瓜属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４ ４. ４

黄瓜属 Ｃｕｃｕｍｉｓ ３ ３. ３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芫荽属 Ｃｏｒｉａｎｄｒｕｍ ２ ２. ２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魔芋属 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 １ １. １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花椒属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１ １. １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向日葵属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５ ５. ４

莴苣属 Ｌａｃｔｕｃａ ２ ２. ２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大豆属 Ｇｌｙｃｉｎｅ ２ ２. ２

落花生属 Ａｒａｃｈｉｓ ４ ４. ４

野豌豆属 Ｖｉｃｉａ １ １. １

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紫苏属 Ｐｅｒｉｌｌａ ２ ２. ２

胡麻科 Ｐｅｄ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胡麻属 Ｓｅｓａｍｕｍ Ｌ. １ １. １

当地蔬菜种类多样ꎬ十字花科芸薹属 ３２ 份ꎬ占
蔬菜类种质资源的 ３４. ８％ ꎻ其次是茄科辣椒属 １５
份ꎬ占蔬菜类种质资源的 １６. ３％ ꎮ 安龙县蔬菜资源

不仅丰富ꎬ而且大部分都具有优良性状ꎮ
野山椒(采集号:２０１４５２４１０８ꎬ采集地:德卧镇扁

占村伟核组)ꎬ茄科(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ꎬ辣椒属(Ｃａｐｓｉｃｕｍ)ꎬ
味辛辣ꎬ结实率高ꎬ病虫害少ꎬ耐瘠薄、干旱等ꎮ

白辣子 (当地人俗称)ꎬ是一种白辣椒ꎬ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ꎬ辣椒属(Ｃａｐｓｉｃｕｍ)ꎬ嫩果白色ꎬ老果红

色ꎬ果实较大ꎬ味辛辣ꎬ食药兼用ꎬ当地苗医用其干辣

椒拔火罐ꎬ效果佳ꎮ
树辣椒(采集号:２０１４５２４１２５ꎬ采集地:德卧镇毛

杉树村三角洞组)ꎬ味特辛辣ꎬ植株高 ５０ ~ ６０ｃｍꎬ一
年定植ꎬ多年收获ꎬ为多年生辣椒ꎮ

五爪茄(采集号:２０１４５２４０６７ꎬ采集地:洒雨镇陇

松村陇一组)ꎬ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ꎬ茄属( Ｓｏｌａｎｕｍ)ꎬ
是一种特异的茄子ꎬ生长在海拔 １４００ ｍ 的地方ꎬ每
花序 ３ ~ ５ 果ꎬ嫩果煮食味甜ꎬ少见病虫害ꎮ

家韭菜(采集号:２０１４５２４１４４ꎬ采集地:德卧镇郎

行村长田组)ꎬ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ꎬ葱属(Ｚｉｎｇｉｂｅｒ)ꎬ
具有叶片大、香味浓郁ꎬ耐干旱、耐贫瘠等优良特性ꎮ
３. ２. ３　 果树及多年生经济作物种质资源　 本次调

查采集的果树及多年生经济作物有 ２７ 份ꎬ包括蔷薇

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柿树科(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胡桃科(Ｊｕｇｌａｎ￣
ｄａｃｅａｅ)、葡萄科(Ｖｉｔａｃｅａｅ)、大戟(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芸香

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猕猴桃科 (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芭蕉科

(Ｍｕｓａｃｅａｅ)、鼠李科(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龙脑香科(Ｍａｇ￣
ｎｏｌｉｏｐｓｉｄａ)和银杏科(Ｇｉｎｋｇｏａｃｅａｅ)１１ 个科 １５ 个属ꎬ
及 ２ 份需要进一步鉴定的红刺紫和马皮秋(表 ５)ꎮ
其中ꎬ蔷薇科最多ꎬ收集了 １２ 种ꎬ占总数的 ４４. ４％ ꎮ
当地李、梨保存下来的地方品种较多ꎬ有可能是人们

偏爱于吃李、梨使然ꎮ
调查发现ꎬ安龙县果树大部分为零星种植ꎮ 一

般以庭院种植ꎬ自食为主ꎮ 由于新品种不断增多ꎬ很
多人都逐渐改为种植新品种ꎬ除非是品质口感特别

好的品种才得以保留ꎮ
本地核桃(采集号:２０１４５２４１２６ꎬ采集地:德卧镇

毛杉树村三角洞组)ꎬ胡桃科(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ꎬ核桃属

(Ｊｕｇｌａｎｓ)ꎬ已有 １００ 多年栽培历史ꎬ一直保存至今ꎮ
其皮薄、味香、口感好ꎬ且含油量很高ꎮ

柿花(采集号:２０１４５２４００６ꎬ采集地:洒雨镇海星

村磨舍组)ꎬ柿树科(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ꎬ柿属(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ꎬ
柿子的一种ꎬ是本地种植较多的果树之一ꎬ产量较

高ꎬ约 １５０ ｋｇ /株ꎮ 果实大小约 ６ ｃｍ ×７ ｃｍꎬ味甜、汁
多ꎮ 除作为水果食用外ꎬ当地布依族、苗族群众治疗

小儿腹泻时采用果皮褪绿变黄果时ꎬ烧熟后给患儿

食用ꎬ疗效较好ꎮ
蝴蝶 果 ( Ｃｌｅｉｄｉｏｃａｒｐｏｎ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ｌｅｉ ( Ｌｅｖｌ. ) Ａｉｒｙ

Ｓｈａｗ)(采集号:２０１４５２４１２０ꎬ采集地:德卧镇停西村

纳浪组)ꎬ当地布依族称为猴栗ꎬ属国家三级保护珍

稀树种ꎬ常绿乔木ꎬ高约 ３０ ｍꎬ枝叶繁茂ꎬ３￣４ 月开

花ꎬ９￣１０ 月成熟ꎬ结实多ꎮ 树皮灰色至灰褐色ꎻ嫩
枝、花枝、果枝均具有星状毛ꎻ叶互生ꎬ椭圆形或长椭

圆形ꎻ果为核果状ꎬ偏斜或呈双球形ꎬ密被灰黄色星

状绒毛ꎬ像双双翻飞的黄蝴蝶ꎬ故名蝴蝶果ꎮ 外果皮

近壳质ꎬ内果皮骨质ꎻ种子近球形ꎬ灰褐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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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果树及多年生经济作物种质资源种类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ｏｐ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质数

Ｎｏ. ｏｆ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占果树类

种质资源

比率(％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李属 Ｐｒｕｎｕｓ ５ １８. ５

梨属 Ｐｙｒｕｓ ４ １４. ８

枇杷属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 １ ３. ７

苹果属 Ｍａｌｕｓ １ ３. ７

桃属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１ ３. ７

柿树科 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柿属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１ ３. ７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核桃属 Ｊｕｇｌａｎｓ ２ ７. ４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葡萄属 Ｖｉｔｉｓ Ｌｉｎｎ. １ ３. ７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蝴蝶果属

Ｃｌｅｉｄｉｏｃａｒｐｏｎ
１ ３. ７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柑橘属 Ｃｉｔｒｕｓ ２ ７. ４

猕猴桃科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猕猴桃属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１ ３. ７

芭蕉科 Ｍｕｓａｃｅａｅ 芭蕉属 Ｍｕｓａ ２ ７. ４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枣属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Ｍｉｌｌ. １ ３. ７

龙脑香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ｏｐｓｉｄａ
青梅属 Ｖａｔｉｃａ １ ３. ７

银杏科

Ｇｉｎｋｇｏａｃｅａｅ
银杏属 Ｇｉｎｋｇｏ １ ３. ７

未知 Ｕｎｋｎｏｗｎ 红刺紫 １ ３. ７

未知 Ｕｎｋｎｏｗｎ 马皮秋 １ ３. ７

３. ２. ４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　 调查收集与当地少数

民族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具有药用价值植物包括百

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毛茛科(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防己科

(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白花丹科 ( Ｐｌｕｍｂ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兰
科 (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杜鹃花科 (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野牡丹科(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豆科(Ｌｅ￣
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瓶尔小草科(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ａｃｅａｅ)等 １０ 科

２３ 种ꎬ但其名称大多为当地农民俗称ꎬ有的用少数

民族语言取名ꎬ还需要进一步分类鉴定ꎮ
安龙县的地理生态条件适宜中药材的生长ꎮ 此

次重点收集了一些珍稀和民族特色药材ꎮ 其中ꎬ石
斛、白芨等珍稀药材丰富ꎬ已经在坡脚乡建成了以铁

皮石斛为主的种植基地ꎮ 具有苗族特色药用植物主

要有:
白花丹(采集号:２０１４５２４０８４ꎬ采集地:平乐乡定

头村二组)ꎬ生长在海拔 １２２６ ｍ 的山坡ꎬ主要功效

是祛风、散寒、止痛ꎬ与解扭药配伍治疗关节痛、半身

不遂效果好ꎮ
当地还有一种专门用来治疗小孩发高烧的药用

植 物ꎬ 无 汉 语 名ꎬ 苗 语 音 译 “ ｚａ ” ( 采 集 号:
２０１４５２４０３０ꎬ采集地:洒雨镇海星村烂滩组)ꎮ

具有布依族特色药用植物有黑风大王(采集

号:２０１４５２４００９ꎬ采集地:洒雨镇海星村下寨组)ꎬ主
要治疗风湿、关节炎ꎬ据说与鸡仔或者鸡蛋混合、捣
烂敷于患处治疗扭伤ꎬ接骨疗效好ꎮ

４　 讨论

通过对安龙县 ４ 个乡镇农业生物资源的系统调

查ꎬ共收集到特有特异资源 ６６ 份ꎬ占资源总数的

３０. ０％ ꎮ 这些资源能够保存至今大多与当地少数民

族的生产、生活、文化习俗等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每个

民族都会保留一些自己喜爱的地方资源ꎮ 但随着改

良品种的不断增多和政府产业结构的调整ꎬ地方品

种在逐渐减少ꎬ有的品种甚至已经濒临灭绝或消亡ꎮ
如粮食作物中旱稻资源飞蛾糯ꎬ蔬菜中的五爪茄、白
辣子、树辣椒等ꎬ果树中的本地核桃、蝴蝶果等ꎬ故这

次抢救性收集显得及时和重要ꎮ
安龙县因其地形地貌和气候的影响ꎬ气象灾害

(如干旱、风雹、洪涝、冰冻等)对农业的危害较大ꎬ
其中干旱最突出ꎬ有“十年九旱”的说法ꎮ 因此针对

这种天气ꎬ那些抗旱性强的农作物应该更加受到重

视和保护ꎬ如旱稻中的红旱糯和飞蛾糯等ꎮ 这 ２ 份

旱稻资源的产地位于南盘江北岸ꎬ常年降雨量少ꎬ属
干旱地区ꎬ经过多年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ꎬ水稻慢

慢进化成了旱稻ꎬ适应了当地的地理生态环境ꎬ得以

保存至今ꎮ 在安龙县的南部和东北部地区ꎬ山区面

积大、温热少雨ꎬ适宜种植油菜、黄果、芭蕉、香蕉等

作物ꎮ 东南、中南部地区ꎬ温暖少雨ꎬ适宜种植双季

玉米、大豆、杂粮等作物ꎮ 中部地区ꎬ地势较平、多田

坝、水源条件好、温和多雨ꎬ适宜种植水稻、小麦、油
菜、大豆、花生、蔬菜等作物ꎮ 西北部地区ꎬ温凉多

雨ꎬ适宜种植核桃、李子、烟草、茶叶等作物ꎮ
调查发现该县资源比较丰富ꎬ特异作物资源也

较多ꎬ但是最近几年消失的比较严重ꎮ 主要原因是:
(１)地方品种虽然品质优、口感好ꎬ但产量不及新品

种高ꎮ 例如洒雨镇烂滩村的土地都在山坡上ꎬ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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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少且贫瘠ꎬ当地为解决温饱问题而选择种植新

品种ꎬ使老品种逐渐消失ꎻ(２)劳动力输出严重ꎬ年
轻力壮的小伙子都在外面打工或上学ꎬ学业有成的

知识分子也不愿意回家务农ꎬ家里只剩下年迈的父

母ꎬ传统农业在人们心中越来越淡化ꎮ
对于特色作物资源建议政府加大力度ꎬ采取保

护措施ꎬ合理开发利用ꎬ提高品种保护意识ꎮ 对农副

产品进行精深加工ꎬ增加农民收入ꎬ不断引进科技人

才ꎬ减少劳动力输出ꎬ带动农业经济发展ꎬ因地制宜ꎬ
发展经济作物ꎬ在各个不同的气候资源区做好地方

品种的就地保护措施[１２￣１３]ꎮ 另外ꎬ对部分特异资源

可在就地保护的基础上进行迁地保护ꎬ深入研究其

特异性ꎬ挖掘其潜在价值ꎬ为以后新品种改良和创新

奠定基础ꎮ 针对特色资源也可以采取专项调查ꎬ如
张正茂等[１４]对陕西、宁夏部分地区小麦族植物资源

进行了调查、收集与分类鉴定ꎬ共收集到了 ６ 属、１６
种、１４５ 个居群ꎬ这对小麦的资源利用和保护有重大

意义ꎮ 谭乐和等[１５] 对海南省兴隆地区的菠萝蜜种

质资源的调查与评价ꎬ虞道耿等[１６] 对海南野生禾本

科牧草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与鉴定ꎬ白锦荣等[１７] 对

云南滇西北地区蔷薇属植物资源调查与评价ꎬ李向

华等[１８]对中国部分地区一年生野生大豆资源进行

考察、收集等ꎬ都系统性地对部分濒临灭绝的特异作

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等进行了专项调查ꎬ并对这些

资源的保护、利用提出了建议措施ꎮ 本次调查中也

有部分资源面临灭绝的危险ꎬ比如旱稻、五爪茄、蝴
蝶果等特色作物种质资源ꎬ建议必要时也可以开展

专项调查工作ꎬ并研究制定对其加强保护和利用的

具体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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