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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黎平县侗族村寨香禾糯资源
利用与保护现状的考察

焦爱霞１，王艳杰２，陈惠查１，谭金玉１，阮仁超 １

（ １贵州省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贵阳 ５５０００６；２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贵州特色稻种香禾糯是我国水稻研究的宝贵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这一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采取查阅文献、普查

资源、专业组队、地方座谈、制定方案、实地考察和采集样品等多种方式，对贵州省黎平县 ６ 个乡（镇）１５ 个行政村侗族村寨香

禾糯资源利用与保护现状进行了全面考察，结果发现黎平县作为香禾糯的主要产区和“糯食文化圈”的发祥地之一，至今仍保

留较为多样的遗传资源，凝聚了丰富的传统知识，采集样品 ４５ 份；香禾糯的利用、保护和传承与当地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相互

交融，已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民族文化元素，渗透到侗族百姓日常饮食、宗教祭祀和节日庆典的方方面面。 针对当前

黎平县香禾糯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持续利用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黎平县；侗族；香禾糯；利用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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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禾是指原产于黔东南从江、黎平、榕江、锦
屏等地区独特生境和侗族等少数民族农耕制度下，
经过长期自然和人工选择而形成的一类特殊稻种生

态类型［１⁃３］。 主要分布于林间深谷，具有地域性强

的特点以及与当地自然生态高度适应耐阴耐冷等抗

逆性［４］。 禾类品种资源丰富，遗传多样。 当地群众

有“禾”与“谷”之分，将易脱粒的称为“谷”，而将自

然情况下极难脱粒，在食用时才予脱粒的才称为

“禾”，其收获还是以原始的人工摘剪禾穗的方式［５］

进行采收。 鉴于现今种植的品种均为粳型糯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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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且一般都表现品质优良，香味浓郁，当地群众将

其统称为“香禾糯”。
黎平县是香禾糯的主要产区和“糯食文化圈”

的发祥地之一，地处 １０８°１３′ ～ １０９°３５′Ｅ，２５°９１′ ～
２６°４２′Ｎ，具有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特点，年均气温

１６ ２ ℃，年降水量 １２３５ ｍｍ。 聚居着侗、苗、水等少

数民族，其中侗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 ７１％ ，也是目

前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份。 该县种植香禾糯的历

史悠久，与原生态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已形成了一种

独特的民族文化，成为当地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在侗族百姓日常生产生活、民族风俗

和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充分体现。 为进一步摸清该

县香禾糯资源利用和保存现状，探究自然条件、侗族

传统风俗与香禾糯资源利用的关系，笔者于 ２０１３ 年

以实施“贵州农业生物资源调查”项目为契机，对该

县侗族村寨香禾糯保护情况展开了专项考察，为深

入研究提供基础材料，也为加强这一特色资源的保

护与利用提出对策。

１　 调查方法和内容

１ １　 方法　 采取文献查阅⁃资源普查⁃专业组队⁃地
方座谈⁃方案制定⁃实地考察⁃样品采集⁃整理分析的

技术路线，对贵州黎平县侗族村寨香禾糯资源利用

与保护现状进行考察。 根据当地文献记载，对香禾

糯进行普查，组织专业调查队与当地农技人员进行

座谈，对 ６ 个重点乡镇、１５ 个行政村的侗族聚居村

寨香禾糯资源利用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并采集资源

样品。 样品采集方法参照郑殿升等［６］ 编写的《农作

物种质资源收集技术规程》。
１ ２　 内容　 详细调查黎平县侗族村寨香禾糯资源

分布的地理信息（ＧＩＳ、ＧＰＳ）、土壤类型、资源利用状

况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传统文化等［７］。 采集样品包

含采集地点、样品类型、生长繁育习性、种植历史、生
长环境、民族特殊用途、品种特点、样品提供者等基

本信息。

２　 香禾糯资源利用与保护现状

２ １　 黎平县香禾糯生产现状

２ １ １　 香禾糯分布情况　 对黎平县 ６ 个乡（镇）１５
个自然村侗族村寨聚居区香禾糯生产情况的考察发

现，尽管随着地方种植业结构调整，杂交稻普及推

广，当前香禾糯种植面积和品种数量都呈逐年减少

趋势，但每个村寨仍然保持着种植香禾糯的传统。
本次考察共收集香禾糯资源样品 ４５ 份（表 １），全部

为粳糯，保持了较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该县西南

部的双江镇香禾糯品种数量最多，占样品数的

４３％ ，种植面积也较大；其次是岩洞镇和肇兴镇，香
禾糯品种数占收集样品数的 ３０％左右；在北部海拔

较高的尚重镇、东部的德顺乡、南部的雷洞乡也有零

星分布。
２ １ ２　 香禾糯资源的基本特性　 香禾糯品种株型

松散，香味浓、糯性强、品质优，不耐肥、不抗倒，在当

地株高为 １１０ ０ ～ １５０ ０ ｃｍ，全生育期 １５０ ～ １８０ ｄ，
产量 ３００ ～ ４００ ｋｇ ／ ６６７ｍ２，且大多感光性强，在贵阳

不能正常抽穗结实；保持了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有一

定比例的有色稻米地方资源，其中，黄鳝血、黑糯为

黑米资源，荣懂禾、肇兴长芒大糯、肇兴黑糯、水牛

毛、纪登红禾、德顺糯禾等为红米资源；普遍具有耐

阴、耐冷的抗逆特性，在一般品种不能正常开花抽穗

的冷水田中，仍能正常生长发育和开花结实。 这与

陈惠查等［４］对贵州禾类资源的耐冷、抗旱特性鉴定

结果一致，是大部分育成品种不易达到的，这也正是

禾类资源作为育种亲本利用的价值所在［８］。
２ ２　 侗家民族文化与传统习俗在香禾糯资源保护

与利用中的作用

２ ２ １　 侗族饮食习俗对香禾糯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侗族人家有喜食糯食的习俗，带动了香禾糯的保护

与利用。 山高水冷、气候温和的生态环境，造就了侗

家种糯、食糯的生存策略。 在侗家饮食文化中离不

开香禾糯，以香禾糯加工出来的食品众多，如乌米

饭、黄花饭、血肠、扁米、糍粑、粽子、汤圆、米花、炒
米、侗果、甜酒、糯米酒等美食［９］。 香禾糯蒸米饭，
具有香味浓郁、口感松软、冷饭不回生、耐饥饿等优

点，且方便携带，侗家人不论是上山劳作或出门远

行，都习惯用饭钵、笋叶、树叶或手帕包糯米饭当午

饭。 黄岗、坑洞等地的村民依然每天都食用糯米饭，
种植的品种以列株禾为主，坑洞村以白香禾居多。
侗家人好客，不论是谁家蒸糯米饭，主人家都会掬一

小团热乎乎的糯米饭外加少许腌鱼、腌肉送给左邻

右舍以及来访或过路的客人，以示亲热和关怀。
“侗不离糯”是长期的饮食习惯所形成，也是民族文

化需求的结果。
２ ２ ２　 侗族生活习惯带动了香禾糯资源保护　 侗

族嗜酸和喜食油茶的生活习惯有效保护了香禾糯资

源。 在侗族食品中酸食冠于菜肴之首，每天所用菜

肴 ５０％都有酸味，鱼、肉、蘑菇、青菜均成为腌酸的

材料。 按侗家风俗，婚嫁丧娶、贺新房、满月酒均离

不开酸，酸草鱼更是招待贵宾的标志。 “侗不离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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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调查收集的香禾糯资源主要农艺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ｍｅ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Ｋａｍ Ｓｗｅｅｔ Ｒｉｃｅ

序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ａｍｅ

收集地点

Ｓｏｕｒｃｅ

海拔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全生

育期

（ｄ）
ＷＧＳ

株高

（ｃｍ）
ＰＨ

结实

率

（％ ）ＳＲ

千粒

重

（ｇ）
ＴＫＷ

穗长

（ｃｍ）
ＰＬ

穗粒

数

ＳＰＰ

粒形

ＧＳ
颖色

ＧＣ

颖尖

色

ＧＴＣ

芒长

ＡＬ
种皮色

ＳＣＣ
备注

１ 无名禾 岩洞镇岩洞村 ５４９ １６８ １３８ ８６ ６ ２５ ８ ２５ ２ １８４ ５ 阔卵 赤褐 褐 中 白

２ 白香禾 岩洞镇岩洞村 ５４９ １６９ １２９ ８２ ６ ２４ ２ ２３ ６ １６７ ０ 短圆 黄 秆黄 短 白 香味浓郁

３ 黄鳝血 岩洞镇岩洞村 ５４９ １７８ １２５ ８２ １ ２８ １ ２４ ６ １５８ ０ 椭圆 黑 黑 长 黑

４ 黑芒禾 双江乡坑洞村 ３８０ １７２ １４３ ８２ ８ ２６ ８ ２３ ６ １８２ ０ 阔卵 黑 黑 特长 白

５ 牛毛禾 双江乡坑洞村 ３８０ １６６ １５８ ７８ ３ ２５ ６ ２５ ５ １３４ ０ 阔卵 黄 紫 中 白

６ 铜禾 双江乡坑洞村 ３８０ １６５ １３６ ８７ ０ ２４ ８ ２３ ５ １６１ ０ 阔卵 黄 秆黄 无 白

７ 荣懂禾 双江乡坑洞村 ３８０ １７６ １３５ ８２ ５ ２８ ３ ２３ ６ １５６ ０ 阔卵 赤褐 红 长 红

８ 公梗禾 双江乡坑洞村 ３８０ １６８ １２８ ８７ ８ ２５ ３ ２３ ６ １６２ ０ 阔卵 黄 黑 长 白

９ 大糯 双江乡坑洞村 ３８０ １６２ １０５ ８４ ５ ２４ ６ ２４ ４ １８６ ０ 阔卵 黄 红 短 白

１０ 黑糯 双江乡坑洞村 ３８０ １６８ １３１ ７８ ０ ２４ ２ ２３ ５ １４８ ０ 阔卵 银灰 秆黄 无 黑

１１ 老列株禾 双江乡黄岗村 ７３５ １６８ １３８ ８７ ８ ２６ ５ ２４ ５ １５６ ３ 阔卵 黄 红 中 白

１２ 红禾 １ 双江乡黄岗村 ７３５ １６５ １４０ ８７ ０ ２５ ２ ２４ １ １５０ ０ 短圆 赤褐 红 短 白

１３ 列株禾 双江乡黄岗村 ７３５ １５３ １３８ ８６ ８ ２６ ７ ２５ ２ １８１ ０ 阔卵 黄 红 短 白

１４ 六十天禾 双江乡黄岗村 ７３５ １３０ １２６ ８８ ２ ２５ ５ ２３ ３ １４３ ０ 阔卵 黄 紫 中 白

１５ 红禾 ２ 双江乡黄岗村 ７３５ １６８ １３８ ８７ ８ ２６ ８ ２４ ４ １５１ ０ 阔卵 赤褐 红 中 白 红护颖

１６ 七十天禾 双江乡黄岗村 ７３５ １３５ １２８ ８２ ０ ２５ １ ２３ ２ １３８ ０ 阔卵 黄 紫 无 白

１７ 金洞糯 双江乡黄岗村 ７３５ １５８ １１７ ８５ ８ ２５ １ ２３ ８ １５１ ０ 阔卵 黄 秆黄 中 白

１８ 黄岗洋弄 双江乡黄岗村 ７３５ １７７ １２８ ８８ ２ ２６ ４ ２５ ５ １８７ ０ 阔卵 黄 秆黄 长 白

１９ 扁龙图糯 双江乡黄岗村 ７３５ １７６ １４６ ８６ ０ ２６ ８ ２５ ７ １８４ ３ 阔卵 黄 红 中 白

２０ 白芒晚熟糯 双江乡黄岗村 ７３５ １７６ １４３ ９２ ５ ２４ ８ ２５ ２ １７１ ０ 阔卵 黄 秆黄 短 白

２１ 黑芒晚熟糯 双江乡黄岗村 ７３５ １７８ １３１ ８５ ０ ２３ ５ ２４ ８ １６８ ０ 阔卵 黄 紫 短 白

２２ ｇｏｕ ｌｉ 双江乡黄岗村 ７３５ １６１ １３３ ８７ ２ ２５ ８ ２３ ６ １５７ ２ 阔卵 黄 红 中 白

２３ 肇兴红芒白糯 肇兴镇肇兴村 ４５８ １６８ １３７ ８８ ３ ２７ ８ ２５ ３ １５７ ６ 阔卵 赤褐 红 长 白 红护颖

２４ 肇兴长芒大糯 肇兴镇肇兴村 ４２４ １５８ １２７ ８８ ６ ２６ ４ ２３ ４ １３７ ０ 阔卵 银灰 秆黄 长 红

２５ 肇兴黑糯 肇兴镇肇兴村 ４５８ １７８ １３２ ８０ ０ ２６ ８ ２６ ３ １５３ ０ 阔卵 紫黑 紫 无 红 颖毛少

２６ 肇兴无芒大糯 肇兴镇肇兴村 ３５１ １６１ １２８ ９３ ４ ２６ ２ ２４ ６ １５６ ０ 阔卵 黄 秆黄 无 白

２７ 肇兴有芒大糯 肇兴镇中寨村 ４２４ １６５ １３５ ８８ ０ ２５ ６ ２５ ５ １５５ ０ 阔卵 黄 秆黄 中 白

２８ 肇兴红皮白糯 肇兴镇上寨村 ３５１ １７０ １２１ ８８ ５ ２５ ６ ２４ ５ １８６ ０ 阔卵 赤褐 紫 中 白

２９ 德顺八月禾 德顺乡德顺村 ４２０ １６４ １３９ ８３ ０ ２５ ２ ２４ ６ １７３ ０ 阔卵 黄 紫 无 白 红护颖

３０ 平甫八月禾 德顺乡平甫村 ５２０ １６８ １３５ ８８ ５ ２６ ７ ２５ ３ １９４ ０ 阔卵 赤褐 紫 短 白

３１ 德顺糯禾 德顺乡德顺村 ４２０ １６５ １１３ ８８ ２ ２５ ４ ２４ ５ １５１ ０ 阔卵 银灰 秆黄 中 红 颖毛多

３２ 大白禾 尚重镇绞洞村 ９２２ １７０ １２５ ８８ ３ ２５ ８ ２３ ８ １７６ ５ 阔卵 黄 秆黄 中 白

３３ 细白禾 尚重镇绞洞村 ９２２ １７４ １２９ ９２ ０ ２４ ８ ２５ ２ １８５ ０ 阔卵 黄 秆黄 长 白

３４ 中白禾 尚重镇绞洞村 ９２２ １６２ １２７ ８５ ０ ２８ ５ ２４ ９ １７２ ０ 阔卵 黄 秆黄 中 白

３５ 纪登红禾 尚重镇纪登村 ５９３ １６３ １２８ ８４ ５ ２８ １ ２４ ８ １７３ ５ 阔卵 黄 秆黄 长 红

３６ 牛芒禾 岩洞镇小寨村 ３９３ １７２ １３８ ８４ ５ ２７ ９ ２５ １ １９８ ０ 阔卵 黄 红 中 白

３７ 荣株禾 岩洞镇小寨村 ３９３ １５８ １３３ ９１ ２ ２４ ６ ２４ ６ １５７ ０ 阔卵 银灰 秆黄 无 白

３８ 归洋禾 岩洞镇小寨村 ３９３ １４８ １１２ ８７ ５ ２５ ８ ２３ ６ １５６ ０ 阔卵 黄 紫 短 白 颖毛少

３９ 懂岁禾 岩洞镇宰拱村 ３３５ １６６ １３６ ８６ ７ ２５ １ ２５ ２ ２０１ ３ 阔卵 黄 紫 无 白

４０ 榕禾 岩洞镇宰拱村 ３３５ １６１ １１５ ８９ ８ ２７ １ ２４ ８ １７２ ０ 阔卵 黄 红 中 白

４１ 苟寨各 双江镇乜洞村 ４４８ １６７ １３８ ８４ ８ ２６ １ ２４ ４ １３８ ５ 阔卵 黄 秆黄 长 白

４２ 无毛禾 雷洞乡岑管村 ５９６ １７４ １３０ ８６ ３ ２５ ８ ２４ ７ １９７ ０ 阔卵 黄 紫 短 白 紫护颖

４３ 水牛毛 雷洞乡岑管村 ５９６ １７０ １３８ ８６ ０ ２５ ２ ２４ ４ １５６ ０ 阔卵 黄 紫 特长 红

４４ 苟度畏 雷洞乡雷洞村 ２５１ １５８ １２８ ９２ ０ ２７ ８ ２４ ６ １６１ ０ 阔卵 黄 红 中 白

４５ 苟度胜 雷洞乡雷洞村 ２５１ １６８ １１３ ８１ ３ ２５ ２ ２４ ２ １７４ ０ 阔卵 紫褐 紫 短 白

ＷＧＳ：Ｗｈｏ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ＰＨ：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ＳＲ：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ＴＫＷ：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ｋｅｒｎｅｌ ｗｅｉｇｈｔ，ＰＬ：Ｐａｎｉｃ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ＳＰＰ：Ｓｅｅｄ ｐｅｒ ｅａｒ，ＧＳ：Ｇｒａｉｎ ｓｈａｐｅ，ＧＣ：
Ｇｌｕｍｅ ｃｏｕｌｏｒ，ＧＴＣ：Ｇｌｕｍｅ ｔｉｐ ｃｏｕｌｏｒ，ＡＬ：Ａｗｎ ｌｅｎｇｔｈ，ＳＣＣ：Ｓｅｅｄ ｃｏａｔ ｃｏｕｌ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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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在于侗家以黏性强、难消化的糯米饭为主

食，必须用酸去中和方易消化［１０］。 通过品尝和咨询

村民，了解到侗族腌酸之所以味道好，除了跟当地水

质和气候有关，另一重要因素源于腌酸所用的糯米

饭、甜酒糟、糯米酒均选择当地香禾糯制作而成。 每

个村寨喜欢种植香禾糯是来腌酸，虽会选择不同的

品种，但都不用杂交稻品种，其中种植普遍的品种有

白香禾、无名禾、列株禾等。 这些生活习惯体现了侗

家人的生存智慧，无形中也使得香禾糯资源得以

保护。
侗家虽没有品茗的习惯，却有常年吃油茶的习

俗。 黎平县境内侗族甚至把能否吃油茶或者陪客吃

油茶的人数多少，视为待客规格高低的标准。 德顺

地区习惯食用油茶作为早点招待客人，油茶的制作

需要香禾糯。 油茶是用糯米饭、糯米粑粑（或汤圆）
配以米花、花生、黄豆、炒猪肝、小肠等佐料加油茶汤

调制而成。 油茶清香可口不腻，清心明目，解除疲

劳，吃油茶成了德顺地区百姓日常生活一部分，尤其

是老人尤为如此。 而在雷洞乡调查发现，一日四餐

中村民通常有两餐是吃油茶。 在这 ２ 个地区家家户

户种植香禾糯以供自己日常食用。
２ ２ ３　 侗族民间传统习俗加强了香禾糯资源的保

护与利用　 侗族人走亲访友、节日庆典和宗教祭祀

活动中都利用了香禾糯。 侗族在进行较大祭祀活动

时，都要用香禾糯做祭品。 如六月六的吃新节，人们

会在清晨于田里取 ５ ～ ７ 根稻穗，在菜、饭、酒中放入

一些嫩稻米，之后祭祀祖先，感谢祖先保佑农业丰

收［１１］；肇兴、岩洞地区的四月八乌饭节，在节日中让

牛休息，给牛喂食鲜嫩青草，而人们需要将糯米用树

叶染成黑色后蒸熟食用，吃乌米饭佯装吃牛屎，表示

对牛的尊重；平甫地区在农历十月十二祖宗节时，喜
欢用香禾糯制作侗果招待客人。 侗族以糯米最为珍

贵，因此红白喜事、满月酒也送糯米酒、稻谷或蒸熟

的糯米饭，为了美观，米饭还会被染成粉红色、黑色

等；肇兴镇、双江镇四寨村等地的满月酒多以送糯禾

居多。 雷启义等［１２］ 也认为少数民族的生老病死无

不与糯禾有关，而这种传统沿袭至今，很多老人仍然

秉持糯米的拥有是财富的象征，从这些意义上说，糯
禾在侗族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２ ２ ４　 侗族传统生产推动了香禾糯资源在利用中

实现保护　 由于香禾糯抗病虫害能力较强，无需农

药，因此可同时饲养鱼和鸭，形成了原生态稻⁃鱼⁃鸭
共生系统，这是侗族百姓在长期生活与生产实践中

创新的一种生态农业模式，许多学者对此开展了相

关研究［１３⁃１５］，在稻田养鱼、鸭可以实现稻、鱼、粮 ３
份收成，不仅满足了粮食需求，同时也为这些生活在

偏远地区的村民补充了蛋白质。
２ ２ ５　 香禾糯的副产物促进了对资源的充分利用

在日常生活中侗族人家习惯将香禾糯的淘米水发

酵，上层酸汤煮鱼、煮菜，下层沉淀物可洗头发。 至

今，岩洞镇、双江镇等地的中老年妇女仍用这种传统

方法洗发，村民认为长年累月使用能使头发黑亮、柔
顺，且少有白发。 另外，香禾糯的茎秆通常较杂交稻

的茎秆柔软且更富弹性，村民用来制作各类生活用

品，逢年过节用其包粽子、捆糯米糍粑等；以稻秆烧

制的草木灰可做肥料或当染料染布，或将草木灰放

在水里浸泡，以其上层清澈部分用来泡发糯米，制作

的粽子和粑粑，有草香味，且粽子不容易煮散，粑粑

不易开裂和腐败。

３　 香禾糯保护与利用的对策和建议

３ １　 加强贵州香禾糯这一特殊稻类种质资源的保

护已迫在眉睫

通过对黎平县侗族村寨香禾糯的生产应用情况

调查发现，侗族传统文化保留越完整、受外来文化影

响越少和信息越封闭的村寨，至今保留的香禾糯资

源越丰富，但这样的村寨已为数不多。 而且，随着产

业结构调整，杂交稻的推广，各地交通条件改善，农
村劳动力短缺，香禾糯种植区域逐渐萎缩，种植的品

种也逐渐减少。 同时，香禾糯虽品质好，是制作传统

美食的重要食材，但是其品种本身也存在一些缺点，
如植株高大，不抗倒伏，产量低，生长期普遍较长，常
因需水量大在干旱年份易减产，成熟期若遇连阴雨

天种子易发芽，人工逐穗收获费时费力等，这些问题

将给区域传统特色资源的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困

难，也使得香禾糯的持续利用受到极大威胁，因此，
建立相应的保护机制已显得非常重要。
３ ２　 在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增强年轻农民对

香禾糯的保护意识

调查中发现，黎平县内大多数侗族聚居区都会

种植香禾糯品种，有些地区种植面积较大，如双江镇

不仅具有浓郁、古朴而丰富的民族文化，也是侗族大

歌的原生地，享有侗族大歌走出国门第一乡的美誉。
该镇的黄岗村和坑洞村，８０％的土地都种植香禾糯，
除了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适合种植外，更重要的是

当地侗族自古以来食用香禾糯的传统习俗，为了保

护香禾糯品种资源，提高农民种植香禾糯的积极性，
老年人有必要积极引导年轻人继续种植，增加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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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糯文化价值的认同感。 同时，针对大量外出打工

的年轻人，政府应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先发展地

方特色产业，为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在家乡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让他们继续保持种植香禾糯的传统。
３ ３　 推广“禾⁃鱼⁃鸭”共生系统，提高农户综合效益

黎平大部分种植香禾糯的地区都有养鱼和养鸭

的习惯。 智慧的侗族人创新发明了禾⁃鱼⁃鸭的和谐

共生系统［１５］，成为黄岗村和坑洞村保护和利用香禾

糯资源最为成功的模式之一。 香禾糯一般较耐冷、
阴、烂田环境，稻田通常蓄水较深，在鱼、鸭的不断游

动下，不仅能够搅动水田浅层泥土，同时也将排泄物

排入田中，促进了糯禾根系的生长，滋养了浮游生

物，成为鱼的饵料，这种模式不仅有助于香禾糯的生

长发育，还可同时获得鱼和鸭，提高了农户的综合效

益，实现了农业生态效益的最大化［１６］。
３ ４　 推广“公司 ＋合作社 ＋农户”等多种模式，推

动香禾糯特色产品的产业化开发

香禾糯以其突出品质和生态特性及其承载的浓

郁民族文化，黎平县侗乡米业有限公司开发的黎平

香禾糯于 ２００９ 年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该公司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

模式开发有机香禾糯系列产品，成效显著。 不仅为

沉寂已久的香禾糯打开了销路，增加了农民的收益，
而且宣传了侗族的香禾糯文化，使香禾糯种质资源

在开发利用中得到有效保护。 目前，坑洞村香禾糯

专业合作社依托米业公司，指导农户生产，已形成了

一套规范的种植、管理和购销系统。 在黄岗村、乜洞

村等种植香禾糯较多的地区亦可借鉴此种模式。 在

有条件的地区，还可采取政府引导 ＋ 专家指导 ＋ 农

户参与的农家保护（ｏｎ ｆａｒｍ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７］ 模式来

保护和利用诸如香禾糯此类的传统特色资源。
致谢：衷心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郑殿升老师在本文撰写中给予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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