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0，11(3)：335．342
Journal of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地区主要作物
地方品种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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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和勐腊县的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彝族地区的作物地方品种进行了调查，收

集了粮食作物、蔬菜、果树、经济作物的地方品种和野生资源样本共353份，分属40科7l属87种。通过分析上述调查资源的

特性及分布特点，基本明确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主要作物资源的保存现状，揭示了不同少数民族的传统喜好、宗教祭祀以

及不同生态环境对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保存的作用。针对该地区作物种质资源的特性，提出了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地区主要

作物地方品种的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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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vestigation，collection of main crops landrace resources of the Dai，Hani，Lahu and Yi national

minorities were carried out in Menghai and Mengla Counties in Xishuangbanna，Yunnan Province．The survey col—

lected landrace and wild types of food crops，vegetables，fruit trees and economic crops totally 353 which belong to

40 families．71 genuses and 87 species．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 and distribution for these collected resources re—

veal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in crops landrace in Xishuangbanna and that preferences，religion belief and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of different minoritie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protection．Some protection strategies were made to

landraees by their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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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下文简称西双版纳州)

位于云南省最南端，2l 008’一22036’N，990 56’一

101 050’E，海拔477—2429m，是北回归线以南，亚洲

大陆向东南亚半岛过渡地带。全州总面积

19184．45km2，人口79．6万，下辖景洪市和勐海、勐

腊两县。西双版纳州居住着傣族、哈尼族、彝族、布

朗族、基诺族、拉祜族、佤族、瑶族、汉族等十几个民

族，其中傣族占1／3、汉族占1／3、其他民族占1／3。

该州与老挝、缅甸、越南接壤，国境线长1069km。

西双版纳属热带雨林气候，日照充足，雨量充

沛，一年内分干季和湿季，年平均气温2l℃。干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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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46d，终年无霜雪。西双版纳地区有着种类繁

多的动植物资源，被称为动、植物王国¨五J。

国家曾经组织过对云南省的资源考察和品种

征集，但是没有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详细调查。

“云南及周边地区农业生物资源调查”项目组织专

业队员对勐海和勐腊两县傣族、拉祜族、佤族、彝

族等主要少数民族长期种植的粮食作物、蔬菜、果

树、经济作物地方品种及其野生资源进行了调查。

以期揭示西双版纳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民

族习俗、生态环境等与作物资源得以沿袭保存的

内在联系，为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保护、利用提供依

据和建议。

87种。其中以果树类的科、属、种最多，分别为20

科25属和33种；以蔬菜类数量最多为127份，隶属

10科20属26种。

2．I粮食作物地方品种种植情况

勐腊、勐海两县调查收集到少数民族依然种植

和利用的各类粮食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资源125

份，隶属禾本科、豆科、蓼科、苋科、旋花科和大戟科

等6科14属15种(表2)。

表1主要调查的乡镇、村及民族

Table 1 The main townships。villages and minorities in the

investigation

调查县 乡(镇) 村委会 海拔(n1)

1 调查方法和内容 County Township Village c。mmissi。n AItitude

1．1方法采取入户调查方式，每县抽取3个少数

民族聚居乡镇，每个乡镇抽取3个少数民族聚居村

委会，每村委会抽取1—3个村民小组中的5一lO户

(表1)。针对一些分布于非重点调查乡、村的特殊

资源，也做了必要的补充调查。资源样本采集方法

参照郑殿升等¨。编写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技术

规程》。

1．2 内容 以行政村为单位，设计村级系统调查

表，由基本情况、主要利用的农业生物资源等28个

条目组成；针对每份农业生物资源设计资源调查问

卷，由名称、类型、历史、认知、利用与保护方式等20

个条目组成。

2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调查是针对粮食、蔬菜、果树、经济作物等与

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并至今仍在种植的农

业生物资源地方品种的综合调查。调查共收集粮食

作物、蔬菜、果树、经济作物353份，隶属40科71属

主要民族

National

mlnorlty

表2少数民族中种植的粮食作物地方品种

Table 2 Food crops landraces which were planed by different min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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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科

Leguminosae

蓼科

Polygonum

苋科Amaranthaceae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高粱属Sorghum Moeneh中国高粱s．bicolor v“kaoliang

大豆属Glycine WillJ． 大豆C．max(L．)Merr．

莱豆属Phaseolus L． 普通菜豆P．vulgaris L．

豌豆属pisttm L． 豌豆P．sativum L．

巢菜属Vic／a L． 蚕豆n丘妇L．

豇豆属y曾m Savi 饭豆E umbellata Ohwi&Ohashi

养麦属FagoFyrum Mill． 甜养F esculentum Moench．

苦养F．tataricum(L．)Gaertn．

苋属Amaranthus L．

番薯属枷moeu L．

繁穗苋A．panwuktus L．

甘薯』．batatas(L．)lsm．

大戟科 木薯属Manihot P．Mill． 木薯M．esculenta Grantz 0

Euphorbiaceae

末行数字为各栏目的合计数，下同The number in the last line are totals of each column．The same∞below

2．1．1 稻类资源地方品种的种植情况 稻米是少

数民族的主食，稻类也是种植最多的一类粮食作物，

调查收集地方品种48个，其中糯稻20个，占

41．67％；水稻、陆稻及水陆兼用品种数分别为10、

33和5个，所占比例分别为20．83％、68．75和

10．42％。傣族保留种植的地方品种9份，其中糯稻

4份，占44．44％；水稻8份，占88．89％；仅保留陆稻

1份，且为糯性陆稻(考糯囡)。哈尼族保留种植的

地方品种21份，其中糯稻9份，占42．86％；陆稻19

份，占90．48％。拉祜族保留种植的地方品种8份，

其中糯稻3份，占37．5％；水陆兼用品种5份，占

62．5％。彝族保留种植的地方品种10份，全部为陆

稻，其中糯稻4份，占40％。

在不同少数民族中，稻类地方品种种植数量由

多到少依次为，哈尼族(21)>彝族(10)>傣族

(9)>拉祜族(8)。从糯稻占的比重看，依次为傣族

(“．44％)>哈尼族(42．86％)>彝族(40％)>拉

祜族(37．5％)；从陆稻占的比例看，由多到少依次

为彝族(100％)、拉祜族(100％，其中含水陆兼用

型)>哈尼族(90．48％)>傣族(11．11％)。

互1．2 玉米地方品种种植情况 玉米是少数民族地

区种植的主要饲用粮食作物，共保留种植32个地方品

种，糯玉米21个，占65．63％。不同民族保留种植的玉

米品种数和糯玉米的比例不同。品种数量由多到少依

次为哈尼族(10)>傣族(8)>拉祜族(7)和彝族(7)；

糯性品种所占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傣族(100％)>

拉祜族(57．1％)和彝族(57．1％)>哈尼族(50％)。

2．1．3豆类和杂粮地方品种种植情况 豆类以自

给自足的菜用为主，无大规模种植，以优质和抗病

虫、耐贫瘠等环境适应性强而保留下来18份地方品

种。傣族仍然种植的有菜豆和饭豆，哈尼族种植的

有大豆和饭豆，彝族种植豌豆、蚕豆和菜豆，拉祜族

种植大豆、饭豆和蚕豆。哈尼族和拉祜族均有自制

豆豉和豆腐的习俗，使用的原料就是地方大豆品种，

所以至今仍有种植。

杂粮地方品种的种植面积也越来越少，调查共

收集荞麦2份，彝族和傣族各1份；彝族保留种植穆

子1份，具有抗病虫、耐旱、耐瘠薄的特点。高粱6

份，其中彝族种植4份，哈尼族种植2份。薏苡6

份，彝族3份，哈尼族2份，傣族1份。子粒苋8份

均为野生资源，饲用为主。

2．2蔬菜地方品种种植及野生种利用情况

调查共收集到少数民族保留种植或利用的蔬

菜、调料地方品种及野生或野生驯化种10科20属

26种，127份资源。主要有芥菜等十字花科类；茄

子、辣椒、南瓜、黄瓜、冬瓜等茄果类和瓜类；大蒜、韭

菜、葱等葱蒜类；生姜、山药、芋头、甘薯等薯芋类；紫

苏等香料。该地区的蔬菜资源中基本包括了我国主

要的栽培类型，调查中发现在辣椒、茄子、南瓜(主

要是中国南瓜)、山药、韭菜等作物中，其形态水平

的多样性较为丰富。还有苦子果、大芫荽等大量的

野生或野生驯化类型。其中野生种或野生驯化种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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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份，接近收集资源总数的1／3。详见表3。

蔬菜资源类型多样，分布范围广，种植面积小，

少数民族以家庭为单位，家家户户种植于房前屋后、

菜园、沟边等地，一般只有几株或一小畦，自家食用，

随吃随取。既方便管理，又不会占用大块的土地而

影响主要作物的种植。而且他们善于利用丰富的野

生资源h 51，流传于当地的俗语“见绿就是菜”即是

最生动的描述。

表3 少数民族中种植利用的蔬菜地方品种及野生资源

Table 3 Vegetables landraces and wild resources which were planting in different minorities

科Faimly 属Genus 种Spieies 资翌数尸 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彝族 野生(驯化)种 置黧誊例
№。0t Dai Hani Labu Yi Wild species ¨”t．y

accesslon exampie

百合科 葱属AUium L．

Liliaceae

唇形科

Labiatae

葫芦科

Cucurbitaceae

姜科

Zingiberaceae

蓼科

Polygonaeeae

茄科

Solanaceae

伞形花科

Umbellfferae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薯蓣科

Dioscoreaceae

天南星科
Araceae

冬瓜属Benincasa L．

葫芦属Lagenada L．

甜瓜属Cucumis L．

南瓜属

Cucurbia L

丝瓜属

Luffa L．

姜属Zingiber Boehmer

番茄属Lycopersw On Mill

辣椒属Capsicum L_

茄属Solanum L．

树番茄属

Cyphomandra Sendt．

刺芹属Eryngium L．

萝h属Raphanus L．

芸薹属Brassica L．

葱A．fistulosum L．

大蒜A．sativum L．

根用韭菜(宽叶韭)
A．hooked Thwaites

墓头A．chinense G．Don

韭菜A．tuberosum

Rottl．ex Spreeng

水香蔫

E．kachinensis Prain

冬瓜

B．hispida Cogn．

瓠瓜L siceraria SmndL．

黄瓜C．sativus L，

野黄瓜C．ep．

甜瓜C．melo L．

苦瓜

M．charantia babamina L．

南瓜

C moschata Duch．“Point

丝瓜

工．cylindrica(L．1 Roem

姜z．o．肫inale Rose．

香蓼P．viscosum

Buch．flam．ex D．Don

番茄L esculentum Mill．

灌木状辣椒

C．frutescens L．

茄子S．melongena L．

野茄S．coagulans Forsk

树番茄C．betacea Sendt．

大芫荽(假芫荽)

E．foetidum L．

野萝h R．raphanistrum L．

叶芥B．juncea var．

multicecta Bailey

山药D．batatas Decne．

1

3

5

3

15

2

3

5

0

2

1

O

O

O

O

l

O O O

0

0

2 O

紫葱

勐遮红皮蒜

曼佤

苤菜

(常绿)
曼佤菇头

丕菜

水香薷

香冬瓜

甜葫芦

地黄瓜、

小刺黄瓜
野黄瓜

曼迈香瓜

勐阿苦瓜

6 2 1 0 3 0 西定南瓜

4 0 l O 3

7 2

2

10

6

ll

2

l

4

0 0 O

0

5

O

4

l

0

3

0

2

4

2

l

l

2

0

l

O

1

l

l

4

O

0 0 0

0

l

0

0

1

O

4 1 0 3

魔芋属Amorphoph allus 魔芋A．r／v／er／Durien 4 0 1 0

B1．ex Decne．

小丝瓜

3 勐遮黄姜

l

3

3

11

l

l

0

2

芋属Colocasia Sehott 芋c．esculenta(L．)Schott 12 6 2 0 4 2

香蓼

野生小番茄

小米辣

小苦茄

苦子果

树番茄

大芜荽

野萝h菜

傣族青菜

毛山药

野魔芋

九头芋
10 20 26 127 46 32 9 4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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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少数民族食用的菜类是多样性最丰

富、民族地方特色最突出的一类资源。生食魔芋、食

叶生姜、芋头等各具民族特色，还有食用不多的野生

类型，如野生黄瓜、野生小丝瓜等。

2．2．1特有的西双版纳黄瓜西双版纳黄瓜当地

叫地黄瓜，调查收集11份，是适应热带雨林气候而

仅分布在我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地区的特有种质。当

地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和彝族中均有种植，其中山

区的哈尼族和彝族种植较多，多与玉米等套种。版

纳黄瓜果实大，有的可达5kg以上，果形有长圆、短

圆、近圆形等，果皮颜色有棕黄、浅棕色及灰白色等，

果肉有白色、橘红色等，集中成熟期为7—8月。初

步认为西双版纳黄瓜是黄瓜的一个变种，很有可能

是黄瓜和甜瓜之间的过渡类型旧o。

2．2．2倍受青睐的野生山药调查收集山药8份，

均为野生或半野生的类型，在傣族、哈尼族和彝族中

均有食用。有些山药长在深山里，块茎伸入土中深

达2m多，如四棱山药，肉质细腻润滑，以前粮食不

足，曾经是当地人解决饥饿的重要食物来源。现在

野生山药越来越少，已经非常难找了。

2．2．3生活必需的小米辣调查收集到辣椒10份

均为小米辣，在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和彝族中均有

种植。辣椒是当地村民做菜必不可少的原料，几乎

每道菜都会用到，没有其他菜的时候，甚至用辣椒蘸

盐也可以吃一顿饭。而小米辣由于适应性强，辣味

浓香而保留种植并分布广泛p’。小米辣一般多年

生，每年结果，每户种植3—5株，随吃随采。也有野

生小米辣，当地又叫老鼠屎辣，是云南特有种质，其

果实极小，平均长度不到1cm，果皮红色，成熟期

4—11月。分布在海拔800～1200m的山区，数量

少，其种子需要经过处理后才能发芽，不易成活。

2．3果树地方品种种植及野生种利用

调查到果树地方品种及野生资源20科29属

35种，共6l份资源，还有8份野生资源无法确定分

类地位，但在少数民族中亦有食用或利用。

果树种类多，但是分布极为零星，仅村寨边、房

前屋后或菜园边有1～2棵生长，无规模化种植；野

生种类也多零星分布于山间。据当地村民介绍，较

以前果树资源的种类变化不明显，但由于生存环境

越来越受到威胁，个体存活数量已大大减少。

能够长期保留种植的果树以热带的芒果、荔枝、

阳桃、芭蕉、柚、牛心果、三桠果等和温带的李、桃、葡

萄、樱桃、柿、柑橘等为主。还有一些野生类型如咖

喱罗、野板栗、悬钩子、买麻藤等，详见表4。

表4 少数民族中种植利用的果树地方品种种植及野生资源

Table 4 Fruit trees landraces and wild resources which were planted by different min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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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麻京、麻傍、五星果、麻芡、酸扁果、独籽酸

角、青果、绣球果(冷饭团)等8份果树类资源的植

物学分类地位待研究确定。

能够保留种植的果树资源多在环境适应性等

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对于遗传育种研究具有一定

价值。如本地葡萄品种，具有生长势强，抗性好，

特别是抗高温、高湿和霜霉病的性状。果实圆球

形，深紫色，成熟期为7月中旬，为不可多得的抗

性资源材料。冬梨品种，树体高大，生长势强，果

实圆球形，果皮褐色，果肉粗糙。其成熟期在1 1

月底到12月，是目前调查中已知最晚熟的地方品

种之一，可作为极晚熟梨种质创新的育种材料。

苦樱桃，本地野生种，小乔木，在年均温20．5℃地

区能正常开花结实，果实近圆形、小，果皮红色，成

熟期在2月。所需的低温时数极低，是不可多得

的樱桃短低温种质之一。也有一些果树资源是因

某些特殊用处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如海船果、

构树、芭蕉等。

2．4 经济作物地方品种种植及野生种利用情况

调查到经济作物地方品种及野生类型10科12

属13种，共42份资源(表5)。调查棉花资源3份，

以大树棉为主，傣族和哈尼族仅有一两户种植几株。

勤劳的妇女从田里劳作回家，还要用自制的简单机

器纺线织布，并用原始的靛蓝染成黑色，缝制民族服

装和布包，结实耐磨，美观而又带有民族特色。向日

葵、花生和芝麻也以自家做零食或做菜食用为主，花

生保留种植的是小粒浓香型，有红皮和白皮两种

类型。

表5 少数民族中种植的经济作物地方品种

Table 5 Economic crops landraces and wild resources which were planted by different min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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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是西双版纳半山区主要经济作物之一，现

大面积种植的多以云南农科院培育品种为主，农户

庭院还保留着～些多年生的地方品种，而割手密和

斑茅均为甘蔗的近缘植物，对于甘蔗育种具有一定

价值。

随着普洱茶的熟销，大叶种古茶树蕴藏着巨大

的经济效益。西双版纳集中倚邦、漫洒、莽枝、蛮砖、

革登、攸乐等六大古茶山，也是茶马古遭的起源地。

调查发现了上百年的野生大叶茶、黑茶、西定野红

茶、坝子茶、白花大树茶、红花大树茶等珍贵的古茶

树品种。

3地方品种被保留种植的影响因素

对于主要作物地方品种的保留种植因不同民族

而差异较大，在不同民族中保留和使用的品种数量、

特性等均有深刻的民族烙印，受多方面因素影

响¨]，主要有民族喜好、民族传统∽J0|、宗教信

仰¨¨、居住环境及地理气候特征等。

3．1 民族喜好

少数民族多有食糯习俗，尤其是傣族，日常生活

中也喜糯食，原来交通不便时，用芭蕉叶包一团糯米

饭，就可以下田劳动一天，既禁饿又方便。因此，少

数民族保留种植的稻类和玉米糯性地方品种均占很

大比例。如傣族仍保留种植的四棱玉米糯性很强，

仅有少量种植且以鲜食为主，小花糯玉米也是傣族

喜食的糯玉米地方品种；彝族种植的紫糯包谷，特别

适宜老人、产妇及体弱者食用，以青食为主。

此外，哈尼族仍然保留种植一种爆裂玉米，子粒

红色，果穗长仅lOem，爆裂性很强，是逢年过节、亲

朋聚会给小孩炒制零食的上好材料；高粱、小红米

(穆子，彝族，抗病虫、耐旱、耐瘠薄的特点，广种薄

收)等杂粮仍然用于酿酒或饲料而有少量种植，高

粱的穗子脱粒后也被用做笤帚。

3．2民族传统

傣族饮食上最注重精细制作和营养保健搭配，

因居住在低热河谷坝区，喜食苦辣酸凉的食物，而且

对于烤鱼烤肉、腌鱼腌菜情有独钟。傣族种植和利

用的蔬菜类多达46份，其中的野生或野生驯化种有

19份。从对于蔬菜的利用上看出，香料类的紫苏、

香茅草、大芜荽等均是烧烤类食品的天然调味品；

葱、蒜、韭菜、姜、水香薷、小米辣、苦子果、树番茄等

则是舂菜、凉拌、蘸水的必备原料，这类地方品种因

其口味香浓得以长期保存。如食叶生姜，食用嫩茎

叶，是傣族做“喃咪”必需佐料之一(喃咪是傣语，即

“酱”)，通常与一些煎炸的食品共吃。喃咪的制作

方法是用西红柿在炭火上烧熟，去皮，然后与葱、蒜、

芜荽、香蓼草、野花椒、姜、食叶生姜、剁碎的小米椒、

盐拌和而成。柠檬和盐肤木的果实是天然优质酸

醋，在制作蘸水或者凉拌菜的时候常用作调味品。

还有一类是少数民族传统的药食兼用资源。薏

苡种子具有营养保健作用，可药食两用，根亦可药

用，还具有优质、抗病、耐贫瘠的特点，彝族人认为用

薏苡种子喂鸡后下蛋勤，效果比玉米饲料好。接骨

糯是一种糯性紫米。不仅自身的糯性强，有“碎米煮

出整粒饭”的说法，而且有药用传统¨。”1，如骨折、

扭伤等病症可采用接骨糯连同草药一起煮吃或者捣

碎直接包敷于患处，有类似用途的还有特黑糯米。

海船果味道非常苦，具有一定的清凉去火功效，也是

傣族喜食的药菜兼用资源。

3．3民族宗教信仰

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特有的宗教节日，如傣族

的新米节、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等，节日期间举行

传统的宗教祭祀活动¨“，必用稻米做的糯米粑粑，

与其他肉、菜等食物一起用来做祭祀贡品，祈求风调

雨顺、来年丰收、人畜兴旺。用到的代表品种如发谷

糯、黑糯米等。有一种野生的青山药也是彝族端午

节祭祖必用的贡品。芭蕉为傣族群众在进行佛事活

动(赕佛)中不可缺少的物品之一，因为傣族群众认

为芭蕉是吉祥的象征，芭蕉会给他们带来幸福和财

富。构树的利用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树皮的纤维

造纸、质地坚韧，可用于抄写经书，且历经多年不褪

色，是傣族宗教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为每一个缅寺必

备品之一；还可用于做伞，做孔明灯的灯罩，包茶叶

等；构树果实亦可食用。

3．4居住环境和地理特征

不同民族分布区域有一定差异，如傣族在海拔

1300m以下的坝区傍水而居，交通较发达，气候和灌

溉条件便利，以种植水稻为主，引进新品种也比较容

易；哈尼族、拉枯族和彝族居住在海拔范围较高

(794—1787m)的山区，灌溉条件有限，很多是靠天

吃饭的雷响田，引进的品种往往表现不佳，难以推

广，抗病虫害、耐旱、耐寒、耐贫瘠等某些适应环境的

陆稻、玉米、豆类等地方品种存在优势如老挝田谷、

十月糯、黄皮旱谷、烂地谷、小粒蚕豆等。

4 讨论及建议

4．1 少数民族对生物资源的保护

西双版纳地区因其特殊的热带雨林气候，占有

万方数据



342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11卷

充足的水热能源，也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生物类型，蕴

藏着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少数民族是这些生物资源

的自发守护者，他们用传统的习俗和淳朴的信仰捍

卫着它们。比如傣族有祭奄的传统，村寨边几株最

繁茂的古树被定为毫树，在指定的日期接受人们的

朝拜，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兴旺。奄树周围不许人随

便接近和破坏，原始的信仰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使得很多野生资源免于遭受严重破坏，体现了最朴

素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民族偏好、宗教祭祀、药

用保健等因素也使得一些地方品种在少数民族中保

留下来，长期积累的优异特性得以延续，并对科学研

究和育种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可供发掘利用。

4．2地方品种已处濒危状态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建设，经济收入的

提高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橡胶‘14-t5]、香蕉¨61、茶叶

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以及稻类、玉米等新

品种逐渐替代种植已久的地方品种，地方品种经

受着严重的威胁，品种数量大大减少，能长久保留

下来的寥寥无几。地方品种适应性虽强，但大多

存在产量较低的缺陷，就算现在依然种植的地方

品种，种植数量和面积也极其有限，有些品种如四

棱玉米仅几户人家种植，每户面积不足667m2，以

自家食用为主；有些品种如小红米等去年还有

1—2户种植，今年可能就因不种而消失了。也有

一些急功近利的人，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将野生

的古茶树砍伐以采摘茶叶，造成了百年古茶树等

野生珍贵资源的人为破坏。民族混居地区，少数

民族汉化情况严重，有些民族传统的习俗也因汉

化而逐渐淡化。因此，在相对偏远的少数民族地

区地方品种亦处于濒危边缘。

4．3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品种保护建议

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而世代传承的地方品种资源是民族传统的依托

载体，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对于地方农业生物资源的

保护不仅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亦是对于民族传

统和文化遗产的捍卫。

综上所述，加快组织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品种及

其相关栽培利用方式的调查收集、记录整理工作，提

高资源保护意识；采用分子技术、遗传育种等手段加

强资源优质特性的研究工作，尽快实现优异基因的

成果利用；国家各级政府为种植地方品种的农民提

供农资补贴，增强主动保护意识，鼓励原生境种植保

护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都将是今后保护少数民

族地区农业生物资源地方品种所需面临的重要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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