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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贵州省生物资源丰富，三都水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地理分布、生境及气候多样，民
族特点鲜明，保留有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生物资源。 通过组织专业的调查队伍对三都县进行了为期近 １ 个月的生物资源系统

调查，共涉及 ５ 个乡镇 １５ 个村，涉及水族、苗族、布依族和瑶族共 ４ 个民族。 对与当地民族农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生物资

源进行了调查、收集与整理。 收集各类资源共计 ２１３ 份，其中粮食作物 ７３ 份、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物 ５４ 份、果树及多年生经

济作物 ３４ 份、药用植物 ５２ 份。 其中特有、特优以及特用资源共计 ５９ 份。 同时，对当地农业生物资源现状、消长情况及利用价

值进行了分析，对农业生物资源的利用、保护和开发利用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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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生物资源丰富多样［１⁃５］，三都水族自治

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地处

月亮山、雷公山腹地，地跨 １０７° ４０′ ～ １０８° １４′ Ｅ，
２５°３０′ ～ ２６°１０′Ｎ 之间。 东邻榕江、雷山，南接荔波，
西界独山、都匀，北连丹寨。 东西宽 ５６ ｋｍ，南北长

７８ ｋｍ，距省城贵阳 ２３０ ｋｍ，距州府都匀 ８５ ｋｍ，全县

总面积 ２４００ ｋｍ２。 三都县，地势自北向南倾斜，平均

海拔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ｍ，最高为更顶山，海拔 １６６５ ５ ｍ，最
低为都柳江出境处，海拔为 ３０３ ｍ。 属中亚热带湿润

季风气候类型，夏长秋短，春秋分明，夏无酷暑，冬无

严寒，年平均气温 １８ ℃、降水量为 １３４９ ｍｍ。 无霜期

平均为 ３２８ ｄ。
三都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６⁃７］，全国 ６０％

以上水族居住在三都县。 全县辖 １０ 个镇和 １１ 个

乡。 总人口 ３４ ２１ 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３３ ０９ 万，
占总人口的 ９６ ７３％ ；水族人口 ２２ ２１ 万，占总人口

的 ６４ ９２％ 。 另外，境内居住着布依、苗、瑶、汉等 １４
个民族。

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 ８ ６２ 亿元，粮食总产量

１０ ６５ 万 ｔ，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３２０ 元。 种植结构变

化明显，粮食、蔬菜、水果、茶叶等高产高效和新兴种

植品种规模、产量持续攀升。 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

有水稻、玉米、小麦、蚕豆、豌豆、大豆、绿豆、饭豆、荞
麦、小杂粮等；花生、蔬菜（辣椒、番茄、茄子、豇豆、
蚕豆、瓜类）的地方品种较多。 粮食作物大部分是

引进的现在育成品种，以前的地方品种有麻谷、糯
谷、大扁糯、红米、少量旱稻。 玉米的老品种有本地

糯玉米、爆粒玉米等。 果树种类主要有葡萄、脐橙、
柚子、温州蜜柑、椪柑、枇杷、李、梨、桃、樱桃、杏子、
板栗、枳椇、枣、柿、猕猴桃、花红、核桃、石榴、甘蔗、
银杏等，约 １２ 科 ２２ 属 ２４ 种。 野生且采食的果树

种类有野杨梅、野樱桃、野葡萄、野板栗、野李子、
野柿子、野砂梨、四照花、五味子、野梅子、悬钩子、
野生猕猴桃、山楂等，约 １０ 科 １４ 属 １６ 种。 三都县

葡萄种植面积最大，主要品种有水晶和红提 ２ 种，
种植面积有 １０ 万亩；其次是李，全县约种植 ２ 万

亩，主要品种有九阡李、黄腊李、青皮李、牛心李、

麦熟李、算盘李、血李等，其中尤其以九阡李品质

优驰名县内外，栽培种植集中连片的是九阡镇，约
１ ６ 万亩，占全县李种植面积的 ８０％ 。 桃本地品

种较多，主要品种有黄桃、血桃、毛桃；甘蔗有红

皮、绿皮两种。
可见，三都县生物资源丰富，生物资源的调查、

收集与保存对丰富国家作物种质库的遗传多样性和

进行品种改良具有重要意义［８］。 将为生物资源开

发和利用提供重要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调查方法

此次调查共计 ２８ ｄ，根据科技部“贵州农业生

物资源调查”项目要求和系统调查培训的要求，分
以下步骤进行：（１）小组会议，研究普查表，召开队

会，队员进行分工；（２）与县农业局领导及有关专家

座谈，了解该县的特色生物资源和民族特点；确定调

查乡镇，制定调查路线；（３）与乡级政府和农技人员

座谈，确定进行系统调查的村委会；（４）与村委会干

部座谈，了解该村的基本情况、农业生物资源及主要

调查民族的风俗习惯等，填写村级调查表；（５）入户

进行调查，收集当地与农业生物资源相关的民族知

识及资源样本，进行 ＧＰＳ 定位，对收集的样品进行

编号、拍照、填写记载表和入户调查表；（６）样本整

理和材料汇编，对调查的民族知识及收集的资源样

本进行整理并及时总结。
１ ２　 取样原则

根据与民族特有、特用、特优相关的农作物、蔬
菜、果树、药用植物 ４ 个专业，并按照《农作物种质

资源收集技术规程》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存技术

规程》收集各个资源的种子、植株、块茎、块根、枝条

等，典型种质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制作标本。
１ ３　 数据统计分析

通过 Ｅｘｃｅｌ 分析软件，根据种类及收集地和民

族生物学对收集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并与国家库

（圃）现有资源进行对比分析；根据调查问卷，分析

各类生物资源在当地保存现状和消长变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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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收集生物资源的种类及分布情况

调查收集到各类资源的地方品种和野生种样本

共计 ２１３ 份，其中粮食作物 ７３ 份、蔬菜及一年生经

济作物 ５４ 份、果树及多年生经济作物 ３４ 份、药用植

物 ５２ 份（表 １）。

表 １　 重点调查乡（镇）村及资源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调查乡（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村委会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村小组

Ｖｉｌｌａｇｅ
调查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
粮食作物

Ｃｒｏ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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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九阡镇 水昔村 拉写组√ 水族 ８ ８ ４ ３ ２３

Ｊｉｕｑｉａｎ ｔｏｗｎ 板甲村 上姑城组√ 水族 ８ ２ ３ １４ ２７

下板甲组 水族 ２ ６ ８

姑谭组 水族 １ １

水希组 水族 １ １

甲才村 姑夫组√ 水族 ４ １０ ４ ３ ２１

系吕组 水族 ２ ５ ７

水各村 大寨组√ 水族 ４ ６ １ １１

九仟村 雅院组 布依族 ５ １ １ ７

水龙组 水族 １ １

母改村 姑内组 水族 １ １

打鱼乡 介赖村 二组√ 苗族 ６ ６

Ｄａｙｕ ｔｏｗｎ 七组 苗族 １０ ６ ３ １９

巫捞村 十组√ 瑶族 ３ ２ ３ ７ １５

打鱼村 一组 苗族 ２ ２

四组 水族 １ １

排怪村 十一组√ 水族 ９ ３ ２ １４

六组 苗族 １ １

拉揽乡 来楼村 二组 水族 ４ １ ４ １３ ２２

Ｌａｌａｎ ｔｏｗｎ

普安镇 合心村 八组√ 苗族 ６ １ ７

Ｐｕａｎ ｔｏｗｎ 建华村 四组√ 水族 １ ３ ２ １ ７

双江村 二组√ 布依族 １ ２ １ ４

三合镇 姑鲁村 五组 水族 １ １

Ｓａｎｈｅ ｔｏｗｎ 下蛋崖 水族 ０ ０ ０ ６ 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３ ５４ ３４ ５２ ２１３

“√”为重点调查的村小组，其对应的村委会亦为重点调查的村

“√”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调查收集资源在各乡镇中的分布情况是九阡镇

１０８ 份、打鱼乡 ５８ 份、拉揽乡 ２２ 份、普安镇 １８ 份、三
合镇 ７ 份。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本次调查的九阡镇

收集到样本数最多，其次为打鱼乡，拉揽乡次之，普
安镇第四，三合镇最少。 究其原因，除了调查中时间

的安排因素外，主要原因为九阡镇离县城较远，交通

不便，受到现代改良的冲击力小，老品种的资源保存

较为完整。 而三合镇和普安镇由于离县城或者州府

较近，交通便利，经济较为发达，现代改良对老品种

的冲击力大，如在调查中，普安镇的大部分种植老品

种的农民表述，在明年或者不久的将来将不再种植

这些老的地方品种。
本次调查中涉及到水族、苗族、布依族和瑶族共

４ 个民族。 其中水族为本次重点调查的民族。 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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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在调查民族中的分布见表 ２。 从表中可以看出

来自水族居住区的样本共 １５２ 份，占样本总数的

７１ ３６％ ；其次为来自苗族居住区的样本为 ３５ 份，占
样本总数的 １６ ４３％ ；来自瑶族居住区的样本数为

１５ 份，为第 ３ 位，占样本总数的 ７ ０４％ ，来自布依族

居住区的样本数 １１ 份，占样本总数的 ５ １６％ 。 另

外，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收集的粮食作物共 ７３ 份，在

水族、苗族、瑶族、布依族中的分布分别为 ４５、１９、３、
６ 份；收集的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物共 ５４ 份，在水

族、苗族、瑶族、布依族中的分布分别为 ４４、６、２、２
份；收集的果树及多年生经济作物共 ３４ 份，在水族、
苗族、瑶族、布依族中的分布分别为 ２２、７、３、２ 份；收
集的药用作物共 ５２ 份，在水族、苗族、瑶族、布依族

中的分布分别为 ４１、３、７、１ 份。

表 ２　 各类资源在调查民族中的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ｕｎ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粮食作物

Ｃｒｏｐ
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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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药用植物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水族 Ｓｈｕｉ ４５ ４４ ２２ ４１ １５２

苗族 Ｍｉａｏ １９ ６ ７ ３ ３５

瑶族 Ｙａｏ ３ ２ ３ ７ １５

布依族 Ｂｕｙｉ ６ ２ ２ １ １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３ ５４ ３４ ５２ ２１３

２ ２　 收集资源与国家库中已有资源比较分析

２ ２ １　 粮食作物　 三都粮食资源调查中，收集玉

米资源 １８ 份，杂粮作物共 ９ 份；豆类资源收集样品

有 １８ 份，有大豆、豇豆、豌豆、饭豆、扁豆、普通菜

豆 ６ 个种，其中大豆有 ８ 份、豇豆有 ４ 份、豌豆 ２

份、饭豆 ２ 份、扁豆 １ 份、普通菜豆 １ 份。 通过与国

家长期库保存的粮食作物进行对比，有 ３ 份重复

资源，其中水稻 ２ 份，分别为矮脚糯、擦边糯；豆类

１ 份为壳豌 （表 ３ ）。 表明采集样本多为新收集

类型。

表 ３　 收集资源与国家资源库保存资源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ｎｅｗｌ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ｅ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种类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库中资源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ｅｂａｎｋ
收集资源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重复资源

Ｒｅｐｅａ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新收集资源份数

Ｎｅｗ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新收集资源百分数（％ ）

Ｒａｔｉｏ

稻 Ｒｉｃｅ １５９ ２７ ２ ２５ ９２ ５９

玉米 Ｍａｉｚｅ ３０ １８ ０ １８ １００ ００
小麦 Ｗｈｅａｔ ３ １ ０ １ １００ ００
豆类 Ｂｅａｎｓ ２１ １８ １ １７ ９４ ４４
杂粮 Ｏｔｈｅｒ ｃｒｏｐｓ １７ ９ ０ ８ ８８ ８９
蔬菜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６ ４７ ０ ４７ １００ ００
一年生经济作物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ｏｐ
１５ ７ ０ ７ １００ ００

果树及多年生作物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暂无参考 ３４ ０ ３４ １００ ００

药用植物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暂无参考 ５２ ０ ５２ １００ ０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１３ ３ ２０９ ９８ １２

２ ２ ２　 蔬菜作物　 通过对国家长期库的查询来看，
来自贵州省三都县的蔬菜资源共 ６ 份，分别为三都

苦瓜、八棱丝瓜、小线椒、灯笼椒、蔓生菜豆、长白豇。
这些资源与本次调查的蔬菜资源没有完全重名的，
但本次收集苦瓜资源 ２ 份，分别为大寨苦瓜和大寨

长苦瓜，与库中的三都苦瓜是否为同物异名，仍需要

进一步鉴定。
２ ３　 收集资源的植物学分类　
２ ３ １　 粮食作物　 三都县粮食资源调查，涉及 ５ 个

乡镇 １６ 个村委会，２０ 个村小组，调查了水族、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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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族、瑶族 ４ 个少数民族。 收集水稻资源 ２７ 份、
小米资源 ３ 份、高粱资源 ２ 份。 此次调查的 ７ 个乡

镇多为贫困地区，耕作面积小，土地瘠薄，种植结构

单一。 由于大部分地区海拔较高，气候冷凉，农作物

多为喜冷凉类型，种类的多样性并不丰富，此次调查

并收集到的与当地民族生活、生产及文化密切相关

的粮食类种质资源包括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共 ２ 个科，豇豆属（Ｖｉｇｎａ Ｓａｖｉ）、菜豆属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Ｌ． ）、大豆属 （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Ｗｉｌｌｄ． ）、小麦属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Ｌ． ）、稗属（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Ｐ． Ｂｅａｕｖ． ）、大麦属

（Ｈｏｒｄｅｕ Ｌ． ）、高粱属（Ｓｏｒｇｈｕｍ Ｍｏｅｎｃｈ）、狗尾草属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 Ｂｅａｕｖ． ）、玉蜀黍属（Ｚｅａ Ｌ． ）、稻属（Ｏｒｙ⁃
ｚａ）１０ 个属，共 ７３ 份（表 ４）。

表 ４　 收集粮食作物资源种类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ｐ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份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豇豆属 Ｖｉｇｎａ Ｓａｖｉ ４
菜豆属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Ｌ． ７
大豆属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Ｗｉｌｌｄ． ７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小麦属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Ｌ． １
稗属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Ｐ． Ｂｅａｕｖ． ２
大麦属 Ｈｏｒｄｅｕ Ｌ． ２
高粱属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Ｍｏｅｎｃｈ ２
狗尾草属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 Ｂｅａｕｖ． ３
玉蜀黍属 Ｚｅａ Ｌ． １８
稻属 Ｏｒｙｚａ Ｌ． ２７

２ ３ ２　 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物　 三都县蔬菜及一

年生经济作物资源调查涉及 ４ 个乡镇 １２ 个村委会，
１４ 个村小组，调查了水族、苗族、布依族和瑶族 ４ 个

少数民族，共收集样本 ５４ 份，其中蔬菜 ４７ 份，另外

包括 ４ 份花生、２ 份芝麻和 １ 份棉花。 这些资源分

属 １３ 科 ２１ 个属，分别为藜科（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百
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胡麻科（Ｐｅｄ⁃
ａｌｉａｃｅａｅ）、葫芦科 （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姜科 （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ａｃｅａｅ）、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蓼科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伞形科 （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薯蓣科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天南星科（Ａｒａｃｅａｅ）、芸香科（Ｒｕｔａ⁃
ｃｅａｅ）共 １３ 科，甜菜属（Ｂｅｔａ Ｌ． ）、葱属（Ａｌｌｉｕｍ Ｌ． ）、
落花生属（Ａｒａｃｈｉｓ Ｌ． ）、胡麻属（Ｓｅｓａｍｕｍ Ｌ． ）、冬瓜

属（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 Ｔｂｕｎｂ． ） Ｃｏｇｎ． ）、苦瓜属 （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Ｌ． ）、南瓜属（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Ｌ． ）、丝瓜属（ Ｌｕｆｆａ Ｍｉｌｌ． ）、
甜瓜属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Ｌ． ）、姜属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Ｍｉｌｌ． ）、棉属

（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 Ｌ． ）、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 ）、番茄属（Ｌｙ⁃

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Ｍｉｌｌ． ）、辣椒属（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Ｌ． ）、茄属（Ｓｏｌａ⁃
ｎｕｍ Ｌ． ）、 芹属 （ Ａｐｉｕｍ Ｌ． ）、 芫荽属 （ Ｃｏｒｉａｎｄｒｕｍ
Ｌ． ）、薯蓣属（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Ｌ． ）、魔芋属（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
Ｂｌｕｍｅ ｅｘ Ｄｅｃｎｅ． ）、芋属（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 Ｓｃｈｏｔｔ）、花椒属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Ｌ． ）共 ２１ 个属（表 ５）。

表 ５　 收集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物资源种类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ｏｐ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份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甜菜属 Ｂｅｔａ Ｌ． １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葱属 Ａｌｌｉｕｍ Ｌ． ７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落花生属 Ａｒａｃｈｉｓ Ｌ． ４
胡麻科 Ｐｅｄ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胡麻属 Ｓｅｓａｍｕｍ Ｌ． ２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冬瓜属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Ｔｈｕｍｂ． ）Ｃｏｇｎ． １

苦瓜属 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Ｌ． ２
南瓜属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Ｌ． ２
丝瓜属 Ｌｕｆｆａ Ｍｉｌｌ． ２
甜瓜属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Ｌ． ５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姜属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Ｍｉｌｌ． ４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棉属 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 Ｌ． １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 １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番茄属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Ｍｉｌｌ． ２

辣椒属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Ｌ． ４
茄属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 １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芹属 Ａｐｉｕｍ Ｌ． １
芫荽属 Ｃｏｒｉａｎｄｒｕｍ Ｌ． ８

薯蓣科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 薯蓣属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Ｌ． ２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魔芋属 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 Ｂｌｕｍｅ ｅｘ Ｄｅｃｎｅ． １

芋属 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 Ｓｃｈｏｔｔ １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花椒属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Ｌ． ２

２ ３ ３　 果树及多年生经济作物　 果树及多年生经

济作物调查涉及 ４ 个乡镇（九阡镇、打鱼乡、普安

镇、拉揽乡）１２ 个村委会 １４ 个小组。 收集的果树及

多年生经济作物共 ３４ 份。 其中九阡镇收集了 １４ 份

（水族 １３ 份、布依族 １ 份）资源，打鱼乡收集了 １２ 份

（苗族 ６ 份、水族 ３ 份、瑶族 ３ 份），拉揽乡收集资源 ４
份（均为水族），普安镇收集资源 ４ 份（水族 ２ 份、苗族

１ 份、布依族 １ 份）。 这些资源分属 ８ 科 １０ 属，分别为

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山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杨梅科（Ｍｙ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葡萄科（Ｖｉｔａｃｅａｅ）、柿科（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芸香科（Ｒｕｔａ⁃
ｃｅａｅ）共 ８ 科，栗属（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Ｍｉｌｌ． ）、枣属（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Ｍｉｌｌ． ）、杏属 （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Ｓｃｏｐ． ）、 桃属 （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Ｌ． ）、梨属（Ｐｒｕｎｕｓ Ｌ． ）、山茶属（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Ｌ． ）、杨梅

属（Ｍｙｒｉｃａ Ｌ． ）、葡萄属（Ｖｉｔｉｓ Ｌ． ）、柿属（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Ｌ． ）、柑橘属（Ｃｉｔｒｕｓ Ｌ． ）共 １０ 个属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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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收集果树及多年生经济作物资源种类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份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栗属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Ｍｉｌｌ． １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枣属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Ｍｉｌｌ． １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杏属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Ｓｃｏｐ． １

桃属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Ｌ． ８

梨属 Ｐｒｕｎｕｓ Ｌ． １３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山茶属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Ｌ． １

杨梅科 Ｍｙ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杨梅属 Ｍｙｒｉｃａ Ｌ． １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葡萄属 Ｖｉｔｉｓ Ｌ． ２

柿科 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柿属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Ｌ． ２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柑橘属 Ｃｉｔｒｕｓ Ｌ． ４

２ ３ ４　 药用植物　 水族人民生活在高温、高湿、山
高路远的大山深处，长期以来在同疾病作斗争的

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民族生活习惯和民族

医药知识。 据资料记载，三都水族人民在防病、治
病中所用到的药材有 １０００ 多种。 收集药用植物

样品 ５２ 份，包括 ４５ 份植物标本、６ 份活体材料、１
份其他样品。 访问民间医生 ６ 人。 从调查走访的

几个地区来看，三都县境内生态环境保护非常好，
甲才村、板甲村、拉揽乡尧人山公园等地的山区几

乎保存有完好的原始森林生态。 民族医药方面，
民族草医往往文化知识较低，不知道所用草药的

中文名，阻碍了民族医药知识的交流和传承。 另

外，本地区道地药材概念弱，没有发现较大规模的

人工药材栽培地，野生药材采挖也较少。 由于收集

的大多数药用植物均为俗称或者民族用语，很难直

接查询到其学名，经过初步鉴定至少涉及 １６ 科，主
要包括五加科（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鸢尾科（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龙胆科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毛茛科（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川续断科

（Ｄｉｐｓａｃａｃｅａｅ）、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杜鹃花科（Ｅｒｉ⁃
ｃａｃｅａｅ ）、 葫 芦 科 （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 葡 萄 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伞形科（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水龙骨科（Ｐｏｌｙｐ⁃
ｏｄｉａｃｅａｅ）、虎耳草科 （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百合科 （ Ｌｉｌｉ⁃
ａｃｅａｅ）、天南星科（Ａｒａｃｅａｅ）、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蔷
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２ ４　 特异资源

贵州省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以及少数

民族的多元性，孕育了大量的优良生物资源。 在调

查过程中，依据当地民众对该资源的认知（如种植

历史、面积、栽培管理等）、优异性状表现（产量、抗
病虫、耐贫瘠、熟性、品质等）以及民族生物学等相

关信息可以发掘出一些特异资源。 本次调查中收集

各类样本共 ２１３ 份，通过问卷和咨询，对样本进行特

用、特有、特优性质的分析，初步从 ２１３ 份样品中划

分出特异资源 ５９ 份（表 ７），其中特用资源 ６ 份，包
括药用植物 ４ 份、果树资源 ２ 份；特优资源 ２０ 份，
包括 １ 份粮食作物、９ 份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物、
１０ 份果树及多年生经济作物；特有资源共 １８ 份，
包括 ８ 份粮食作物、３ 份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物、７
份果树及多年生经济作物；特优兼特用资源 ９ 份，
其中包括 ５ 份粮食作物、４ 份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

物；特优兼特有资源 １ 份，为粮食作物；特有兼特

用资源共 ５ 份，全部为粮食作物。 这些特异资源

包括在当地种植上百年的地方粮食作物老品种，
如排尧长粒麦（采集编号：２０１２５２２１４７）、爆花玉米

表 ７　 特异资源类别及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ｉｔ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种类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特用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ｕｓｅ
特优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特有

Ｌｏ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特优、特用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ｕｓｅ
＆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特优、特有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 Ｌｏ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特有、特用

Ｌｏｃ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ｕｓｅ

合计

Ｔｏｔａｌ

粮食作物 Ｃｒｏｐｓ ０ １ ８ ５ １ ５ ２０

蔬菜及一年生经济作

物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 ９ ３ ４ ０ ０ １６

果树及多年生经济作

物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２ １０ ７ ０ ０ ０ １９

药用植物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６ ２０ １８ ９ １ ５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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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集 编 号： ２０１２５２２０２３、 ２０１２５２２１００、 ２０１２５２２０７４、
２０１２５２２１２０）等（图 １），具有民族食用特点的蔬菜资

源如宽叶韭菜（采集编号：２０１２５２２０２５）、姑夫辣子（采
集编号：２０１２５２２０２２）、魔芋（采集编号：２０１２５２２０２７）
等，一些品质优、适应性强的果树及多年生经济作物，

如水昔梨（采集编号：２０１２５２２０１４）、九阡李（采集编

号：２０１２５２２０４８）、野葡萄（采集编号：２０１２５２２０６２）等，
也包括当地民族特用的药用植物如用于制作九阡酒

的 １００ 多种植物（图 ２）。 这些资源将为资源的深入

评价和民族植物学研究提供重要材料基础。

括号内编号均为采集编号，下同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ｂｒａｃｋｅｔ ａ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图 １　 部分粮食特异资源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ｔ ｏｆ ｅｌｉｔｅ ｆｏｏｄ ｃｒｏｐｓ

２ ５　 三都县农业生物资源消长原因分析　
三都水族自治县的野生食（药）用植物资源和

农业种质资源的整体分布特点主要是“五多五少”，
即山区多、坝区少，南部多、北部少，利用的野生植物

多、栽培作物少，多年生作物多、一二年生作物少，粮
食作物多、蔬菜作物少。 随着农业良种（特别是杂

交种）的推广，县境内的优质地方品种资源和播种

面积出现逐年减少趋势，一些特异生物资源因产量

低甚至失传。 粮食作物在当地少数民族地区栽培利

用有较长的历史，有的品种种植达上百年，并形成了

当地特有的地方老品种，与当地水族、苗族、布依族

的农耕演化及文化生活交融在一起，赋予了一定的

民族生物学特性。 本次资源调查涉及的九阡镇、打
鱼乡，由于山区交通不便、封闭、跟外界交流相对较

少以及新品种推广缓慢，同时当地少数民族对这些

地方品种的利用有着自己的风俗习惯，使得一些老

品种的粮食资源得以保留；但由于老品种产量低和

农村劳动力减少，加上经济效益不高，当地民族也较

少种植，导致老品种资源种类和存量也逐渐在减少，
甚至消亡。 调查中发现对地方品种种植和食用的原

因主要是地方品种相对新品种口感好、品质佳、投入

少。 如：拉写糯小米（采集编号：２０１２５２２００３）等，当

地村民大多在烧荒山坡上种植，春天播种，秋天收

获，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粗放管理，一些地方品种

适应性强，得以保留；介赖糯玉米 （采集编号：
２０１２５２２１１９），播种施一次农家肥，施化肥反倒不

糯；巫捞糯米（采集编号：２０１２５２２１６４），也是适合

种植于中等土地，太肥沃土地反倒易感稻曲病；双
桂（采集编号：２０１２５２２２０８）在太肥沃土地结实率

不高。 部分粮食作物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用途

也是能得以流传下来的原因，如：九阡镇百姓喜欢

用摘糯酿当地特色酒—九阡酒，觉得味道更醇香；
打鱼乡介赖村喜欢种植黄芒或红芒摘糯，因为当

地民俗中必须使用，在这遥远偏僻的山村，家家户

户都会少量种植。
三都县蔬菜种植面积较小，尤其是在偏远的

山区，蔬菜只有零星种植，主要为自家食用［９］ 。 从

种植的品种看，主要以青菜（叶用芥菜）、辣椒为

主，加以各种调味蔬菜，每家种植蔬菜种类较多，
以大蒜、辣椒、姜、南瓜和青菜（叶用芥菜）为主。
在距离县城和州府较近的乡镇，地方品种被商业

品种替换严重，而在山区由于交通不便，村小组之

间农业物资交流不便，地方品种保存较完整，资源

交换主要发生在村小组内，同时当地民族对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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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蔬菜和果树特异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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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的利用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使得大部分资源得

以保存。 但对于有性繁殖资源，尤其是异花授粉蔬

菜作物，如十字花科的叶用芥菜（青菜）、白菜等地

方品种，由于新品种的逐渐渗透，存在地方品种和商

业品种混种的情况，使地方品种种植面积逐渐减少，
遗传结构遭到破坏，逐渐失去原有品种的特性。 但

对于无性繁殖的蔬菜资源，由于资源本身的特性，加
之当地民族对老品种在品质上的认可，可得以较为

完整地保存。 野生蔬菜是各民族蔬菜的重要来源，
尽管大部分品种仍然得以保存，但面积与 １０ 年前比

有减少趋势，而且不同种类野生蔬菜资源的开发利

用存在不平衡现象，如当地对广菜的利用较其他野

生蔬菜采摘和食用需求量更大，这种状况势必导致

对某种资源的过度开发而加速多样性的失衡。
果树及多年生无性繁殖作物基本没有减少，而

且在良种推广的情况下，还增加了不少新品种。 果

树种类较县志记载的民国时期种类增加了近 １０ 个

品种，如温州蜜柑、水晶葡萄、红提葡萄、大五星枇

杷、苹果梨、泡核桃等。 此次没有收集到地方品种西

厢梨、金钱桔，在实际调查中发现，这些品种现在基

本已经不存在，即使有，也只是少量分散存在，品种

极不纯正。 这可能与当地植被破坏和栽培管理粗放

导致品种退化和消失相关，如当地农民种植的梨粗

放管理没有进行土肥水及防虫治病等栽培措施，导
致品种退化，品质变差，进而没有更多的人愿意种植

而逐步消失。 而一些老品种资源得以继续保留的原

因，一是性状优良如抗病、口感好、适应性强，如三都

县的九阡李，其皮薄、肉厚、汁多、肉脆、成熟早、口感

好、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等营养元素，果实成熟

期从 ５ 月中旬至 ６ 月上旬，正值炎炎烈日春夏之交

的水果淡季，颇受贵州及周边地区消费者的青睐，得
以扩大种植发展；二是与民族生活和风俗习惯特用的

相关资源得以保留，如九阡镇水昔村拉写组一户水族

群众种植的一株野柑桔，在食用牛、羊、狗等腥味较重

的肉食时，采此株树的叶片切细成丝拌入这些肉中一

起炒，可以去腥味，所以水族人家有种野柑桔的习俗。
三都县水族人民生活在高温、高湿、山高路远

的大山深处，长期以来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
逐渐积累了丰富的民族生活习惯和民族医药知

识。 据资料记载，三都水族人民在防病治病中所

用到的药材有 １０００ 多种。 从调查走访的几个地

区来看，三都县境内生态环境保护非常好，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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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板甲村、拉揽乡尧人山公园等地的山区几乎有

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生态。 另外，没有发现较大

规模的人工药材栽培地，野生药材采挖也较少。
同时，一些药用植物在当地具有特殊用途。 如：靛
蓝（马蓝），为爵床科马蓝，水族几乎家家户户都种

植，用作提取靛蓝染布；木姜子，既可作药也可作

日常饮食中的调料；爬地香、透骨香等 １２０ 余种药

用植物用于制作九阡酒酒曲。

３　 讨论

３ １　 收集资源丰富了我国保存的农业生物资源多

样性　
本次收集的资源共 ２１３ 份，与国家资源库中进

行比较，新收集资源占总收集资源的 ９８ １２％ 。 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果树资源和药用植物暂时没有

可参考的国家库（圃）保存资源，本次收集的资源均

视为新收集的资源。 另外，与资源库中现有资源进

行的对比，只是根据品种名称进行的，由于调查中当

地民众对资源的称呼不同，本次实际收集的资源可

能有部分资源仍为重复资源，这需要进一步进行鉴

定和核实。 这些种质资源是贵州少数民族世代相传

的珍贵遗产，也是贵州少数民族生活和生产的物质

基础，对这些资源的收集与保存必将丰富我国生物

资源保存的遗传多样性，为生物开发和利用提供重

要基础材料［１０⁃１１］。
３ ２　 农业生物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建议　

结合本次调查，对三都县农业生物资源利用

与保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１）地方品种的保护和

开发利用结合起来。 一方面组织力量摸清：“家

底”，建立档案；另一方面组织对于优异品种的开

发利用。 如当地优质糯米包装成礼品箱的方式进

行销售，增加附加值。 （２）加强野生资源（如鱼腥

草、竹笋等）的开发利用。 在有条件的地方，可利

用当地有利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结合特色旅

游开辟野生特色蔬菜采摘园，开办民族风味餐馆，
推出野生蔬菜特色佳肴。 （３）对于野生蔬菜开展

保鲜和深加工，克服这些蔬菜生产的季节性和区

域性限制，打造民族品牌（如鱼包韭菜等） ［１２⁃１３］ 。
（４）加强野生果树资源的挖掘。 在访问调查中发

现，水族、苗族、布依族均有采集和食用野生水果

的习惯，可对一些有特点的野生果树资源有选择

的进行栽培驯化，开发出其潜在价值。 （５）加强药

用植物的保护和研究。 建设药用植物资源圃，打
造民族品牌，加强保护意识。
３ ３　 收集的样本需要进一步鉴定评价　

贵州是国家重要的天然药物宝库［１４］ ，水族医

药同其他民族医药一样是我国少数民族医药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医药的宝贵财富［１５］ 。
由于时间所限，本次调查选择了几个重点乡镇进

行，其他乡镇的资源分布情况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和研究。 收集的样本需要进行繁殖入库、深入鉴

定评价以便确定其科学利用价值。 由于大多数收

集的药用植物均为俗称或者民族用语，很难直接

查询到其学名，经初步鉴定至少涉及 １６ 科，但还

需进一步鉴定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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