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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全面了解广东省普通野生稻自然生存现状ꎬ更好地为我国野生稻资源的长远保护提供决策依据ꎬ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

我们对广东普通野生稻自然生存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ꎮ 结果查明ꎬ目前广东共有 ２５ 个县(市)尚存普通野生稻ꎬ尚有分布点

１１８ 个ꎬ其中 １０３ 个有历史资料记载ꎬ１５ 个为本次调查新发现ꎮ 根据历史资料统计ꎬ广东省原有普通野生稻分布点 １０８３ 个ꎬ但
截至目前野生稻已全部消失的分布点有 ９８０ 个ꎬ分布点丧失率 ９０ ４９％ ꎬ呈现严重濒危的趋势ꎮ 调查发现ꎬ造成野生稻大量消

失的原因主要有垦荒造田、水利建设、城镇建设、养殖业发展、除草剂使用、环境污染和外来物种侵袭等ꎮ 调查的同时ꎬ从 １１８
个点共收集了 １３７１ 份种茎样本进行异位保存ꎬ为普通野生稻资源持续利用提供了更大的物质保障ꎮ 此外ꎬ对广东普通野生稻

的长远保护提出了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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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野生稻是栽培稻的近缘野生种ꎬ蕴涵丰富

的抗病虫、抗逆、雄性不育等优异性状[１￣４]ꎬ是水稻

育种重要的物质基础ꎮ 如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袁隆平利

用海南普通野生稻胞质雄性不育株育成水稻雄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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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系ꎬ并成功实现杂交水稻三系配套ꎬ使水稻单产提

高 １０％ ~２０％ ꎮ
１９７８￣１９８２ 年ꎬ全国开展了野生稻普查考察与

收集工作ꎬ基本摸清了我国野生稻的种类和分布情

况[５]ꎬ其中ꎬ在广东省发现有 １０８３ 个普通野生稻分

布点ꎮ 但受当时人力物力条件限制ꎬ从每个小生境

收集的样本数量少ꎬ一般仅有 １ ~ ２ 份ꎬ不能很好地

代表原居群的遗传多样性ꎮ 该次普查收集距今已过

去 ３０ 多年ꎬ期间未曾对广东省野生稻生存状况做过

全面的调查ꎮ ３０ 多年来ꎬ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ꎬ
野生稻的生长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ꎬ对野生稻的

生存影响很大ꎬ据报道国内有些地区野生稻居群已

经大量消失[６￣１１]ꎮ 因此ꎬ有必要对广东省普通野生

稻生存状况进行全面的调查ꎬ并进行抢救性收集ꎬ以
增加异地保存种质的数量ꎬ既为制定野生稻原生境

安全保护对策提供依据ꎬ又为普通野生稻资源长期

安全保存提供更大保障ꎮ 为此ꎬ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我们

对广东省各地区普通野生稻资源自然生存状况先后

进行了调查ꎬ并按居群取样原则对现有居群进行取

样送国家种质广州野生稻圃保存ꎮ

１　 调查与收集方法

根据广东普通野生稻普查考察历史资料ꎬ整理

出广东普通野生稻历史分布情况的相关信息ꎬ包括

普通野生稻原生境所在的镇(乡、公社)、村(大队)、
土名、生境类型、分布面积、原调查采集人等ꎬ然后将

这些信息资料发给当地县(市)农业局等农业管理

部门ꎬ由他们组织当地农技人员先进行摸查ꎬ再由调

查组根据摸查情况进行实地调查ꎮ 每到一地调查ꎬ
先尽可能多地走访当地老农ꎬ并通过野生稻植株照

片和实物标本展示ꎬ咨询他们可曾在哪里看见过这

样的植物ꎬ以便更快更多地了解到当地野生稻的分

布情况ꎬ能够更容易找到野生稻原有分布点ꎬ甚至发

现新的分布点ꎬ从而更全面地查清广东普通野生稻

的分布现状ꎮ
调查过程中要填写野生稻调查登记表ꎬ主要记

录野生稻生境类型、与稻田距离、光照状况、水深及

植株分布情况等信息ꎬ并拍摄野生稻生境和植株的

照片ꎮ 在调查基础上ꎬ对每一个生境按照居群取样

方法采集种茎样本ꎮ 除对个别形态生物学性状有明

显不同的植株进行定向采集外ꎬ居群内采用随机取

样方式ꎬ一般每隔 １０ ｍ 左右随机采集 １ 个种茎作

为 １ 份样本ꎬ给予一个采集编号ꎬ并用 ＧＰＳ 定位仪

定位ꎬ采集经纬度、海拔高度等地理数据ꎮ 每个居

群采集样本数依生境大小而定ꎬ一般为 ２０ 个左

右ꎮ 若生境较小ꎬ采集的样本数则相应减少ꎬ如果

野生稻分布面积较大ꎬ则适当增加取样份数ꎮ 对

于野生稻消失的生境调查记录野生稻消失的主要

原因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广东普通野生稻生存现状

根据广东省普通野生稻分布情况历史资料统

计ꎬ广东省原有 ５２ 个县(含县级市和区ꎬ下同ꎬ按照

目前的行政区划统计)２８８ 个镇 ７１８ 个村共 １０８３ 个

普通野生稻分布点ꎬ本次调查发现ꎬ原来记载的野生

稻分布点ꎬ有一部分虽然名字有差别但实为相连的

生境ꎬ因此将这样的分布点合并为同一个点统计ꎮ
本次对有记载的所有分布点均进行了调查ꎮ 调查结

果:仅在 ２５ 个县的 １０３ 个分布点还有普通野生稻ꎬ
亦新发现 １５ 个分布点ꎬ这 ２５ 个县其余 ５３８ 个原有

分布点的普通野生稻均已消失ꎬ分布点丧失率为

８３ ９３％ ꎻ其余 ２７ 个县全部 ４４２ 个原有分布点的普

通野生稻都已消失ꎬ分布点丧失率 １００％ ꎮ 按 ５２ 个

县统计全省总的分布点丧失率达 ９０ ４９％ ꎮ 现存普

通野生稻分布情况见表 １ꎮ

表 １　 广东省普通野生稻现存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分布点序号

Ｎｏ ｏｆ ｓｉｔｅ
县

Ｃｏｕｎｔｙ
分布点编号

Ｃｏｄｅ ｏｆ ｓｉｔｅ
生境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ｙｐｅ
分布情况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调查年份(年)
Ｓｕｒｖｅｙ ｙｅａｒ

１ 饶平县 饶平 １ 山腰 １ 株 ２００８

２ 普宁县 普宁 １ 小溪 集中 ２ ｋｍ ２００７

３ 普宁县 普宁 ２ 山谷 集中 ６６７ ｍ２ ２００７

４ 普宁县 普宁 ３ 山谷 集中 ６６７ ｍ２ ２００７

５ 惠来县 惠来 １ 沼泽地 集中 ６６７ ｍ２ ２００７

６ 惠来县 惠来 ２ 河流、沼泽地、荒田 集中 １５ ｈｍ２ ２００７

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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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续)

分布点序号

Ｎｏ ｏｆ ｓｉｔｅ
县

Ｃｏｕｎｔｙ
分布点编号

Ｃｏｄｅ ｏｆ ｓｉｔｅ
生境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ｙｐｅ
分布情况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调查年份(年)
Ｓｕｒｖｅｙ ｙｅａｒ

７ 惠来县 惠来 ３ 河滩 集中 １ ｈｍ２ ２００７

８ 惠来县 惠来 ４ 鱼塘 分散 ０ １３ ｈｍ２ ２００７

９ 陆丰市 ∗陆丰 １ 排灌沟 分散于 １００ ｈｍ２稻田排灌沟 ２００８

１０ 陆丰市 陆丰 ２ 小溪 分散 １ ｋｍ ２００８

１１ 陆丰市 陆丰 ３ 山谷沼泽地 集中 ０ ３３ ｈｍ２ ２００８

１２ 陆丰市 陆丰 ４ 鱼塘 分散 １ ｈｍ２ ２００８

１３ 陆丰市 陆丰 ５ 排灌沟 零星分布于 ２６７ ｈｍ２稻田排灌沟 ２００８

１４ 陆丰市 陆丰 ６ 山塘 集中 １ ｈｍ２ ２００８

１５ 陆丰市 ∗陆丰 ７ 排灌沟 集中约 １４０ ｍ ２００８

１６ 陆丰市 陆丰 ８ 小溪 零星 ６０ ｍ ２００８

１７ 陆丰市 ∗陆丰 ９ 河流 集中 １４０ ｍ ２００８

１８ 陆丰市 陆丰 １０ 小溪 零星 １ ｋｍꎬ集中 ５００ ｍ ２００８

１９ 陆丰市 陆丰 １１ 鱼塘 １ 株 ２００８

２０ 陆丰市 陆丰 １２ 山塘 零星 ０ ３３ ｈｍ２ ２００８

２１ 陆丰市 ∗陆丰 １３ 小溪 集中 ６００ ｍ ２００８

２２ 陆丰市 陆丰 １４ 小溪 集中 １ ｋｍ ２００８

２３ 陆河县 陆河 １ 鱼塘 零星 ０ ３３ ｈｍ２ ２０１６

２４ 陆河县 陆河 ２ 小溪 零星 ２００ ｍ ２０１６

２５ 海丰县 海丰 １ 荒田 分散 ６ ６７ ｈｍ２ ２００９

２６ 海丰县 海丰 ２ 排灌沟 零星 ５ ｍ２ ２００９

２７ 海丰县 海丰 ３ 草塘 零星 ３３３ ｍ２ ２００９

２８ 海丰县 海丰 ４ 河流 零星 １００ ｍ ２００９

２９ 海丰县 海丰 ５ 小溪 零星 １ ｋｍ ２００９

３０ 海丰县 ∗海丰 ６ 排灌沟 分散 １ ｋｍ 以上 ２００９

３２ 海丰县 ∗海丰 ７ 小溪 零星 １００ ｍ ２００９

３２ 海丰县 海丰 ８ 小水洼 零星 ３３３ ｍ２ ２００９

３３ 源城区 源城 １ 山塘 集中 ３３３ ｍ２ꎬ分散 ６６７ ｍ２ ２０１２

３４ 紫金县 紫金 １ 小溪 零星 ３００ ｍ ２０１２

３５ 紫金县 紫金 ２ 小溪 集中 １０００ ｍ ２０１２

３６ 紫金县 紫金 ３ 沼泽地 集中 ０ ２ ｈｍ２ꎬ分散 １ １ ｈｍ２ ２０１２

３７ 惠东县 惠东 １ 小溪 零星 ８０ ｍ ２０１０

３８ 惠东县 惠东 ２ 排灌沟 １ ｍ２ ２０１０

３９ 惠东县 惠东 ３ 鱼塘 分散 ６７ ｍ２ ２０１０

４０ 惠东县 ∗惠东 ４ 小溪 分散 ２００ ｍ ２０１０

４１ 惠东县 ∗惠东 ５ 小溪 分散 １５０ ｍ ２０１０

４２ 惠东县 ∗惠东 ６ 小溪 １０ ｍ２ ２０１０

４３ 惠阳区 惠阳 １ 山谷 零星 ２００ ｍ２ ２０１０

４４ 惠阳区 惠阳 ２ 水渠、河流 分散 ８００ ｍ ２０１０

４５ 惠阳区 惠阳 ３ 小溪 １ ｍ２ ２０１０

４６ 惠阳区 惠阳 ４ 山塘 集中 ０ ２ ｈｍ２ ２０１０

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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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续)

分布点序号

Ｎｏ ｏｆ ｓｉｔｅ
县

Ｃｏｕｎｔｙ
分布点编号

Ｃｏｄｅ ｏｆ ｓｉｔｅ
生境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ｙｐｅ
分布情况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调查年份(年)
Ｓｕｒｖｅｙ ｙｅａｒ

４７ 博罗县 博罗 １ 小溪 零星 １ ｋｍ ２０１２

４８ 博罗县 ∗博罗 ２ 河流 零星 １５０ ｍ ２０１２

４９ 博罗县 博罗 ３ 水塘 １ ｍ２ ２０１３

５０ 博罗县 博罗 ４ 沼泽地 ２ ｍ２ ２０１３

５１ 龙门县 ∗龙门 １ 小溪 分散 ２０ ｍ２ ２０１２

５２ 龙门县 龙门 ２ 河流 集中 １０ ｍ２ ２０１２

５３ 佛冈县 佛冈 １ 山塘 集中 １３３ ｍ２ ２０１４

５４ 佛冈县 佛冈 ２ 山塘 分散 ２０ ｍ２ ２０１５

５５ 英德市 英德 １ 水塘 分散 ０ ７ ｈｍ２ ２００６

５６ 英德市 英德 ２ 水塘 零星 ２０ ｍ２ ２００６

５７ 英德市 英德 ３ 水塘 １ 株 ２００６

５８ 台山市 台山 １ 小溪 分散 ３０ ｍ２ ２０１０

５９ 台山市 台山 ２ 小溪 分散 ２６０ ｍ ２０１０

６０ 台山市 台山 ３ 小溪 分散 ４００ ｍ ２０１０

６１ 台山市 台山 ４ 山塘 集中 ０ ２７ ｈｍ２ ２０１０

６２ 台山市 台山 ５ 山塘 集中 ３０ ｍ２ꎬ分散两处 ２０１０

６３ 开平市 开平 １ 小溪 １ ｍ２ ２０１１

６４ 开平市 开平 ２ 小溪 零星 ０ ３３ ｈｍ２ ２０１１

６５ 开平市 开平 ３ 鱼塘 集中 ６６７ ｍ２ ２０１１

６６ 开平市 开平 ４ 小溪 分散 ０ ６７ ｈｍ２ ２０１１

６７ 开平市 开平 ５ 小溪 分散 ３３３ ｍ２ ２０１１

６８ 开平市 开平 ６ 小溪 分散 １００ ｍ ２０１１

６９ 恩平市 恩平 １ 小溪 零星 ３０ ｍ２ ２０１１

７０ 恩平市 恩平 ２ 小溪 分散 ３３３ ｍ２ ２０１１

７１ 恩平市 恩平 ３ 山塘 分散 ０ ３３ ｈｍ２ ２０１１

７２ 恩平市 恩平 ４ 大水沟 分散 １００ ｍ ２０１１

７３ 恩平市 ∗恩平 ５ 山塘、小溪 集中 ６６７ ｍ２ꎬ分散 ６６７ ｍ２ ２０１１

７４ 恩平市 恩平 ６ 小溪、水陂 分散 ６６７ ｍ２ ２０１１

７５ 恩平市 恩平 ７ 山塘 集中 ０ ２ ｈｍ２ ２０１１

７６ 恩平市 恩平 ８ 小溪 零星 １９０ ｍ ２０１１

７７ 恩平市 恩平 ９ 小溪 零星 ３３０ ｍ ２０１１

７８ 恩平市 恩平 １０ 小水洼 零星 １３０ ｍ２ ２０１１

７９ 阳东县 阳东 １ 河流 分散 ２００ ｍ ２０１０

８０ 阳东县 阳东 ２ 沼泽地 分散 ０ ４７ ｈｍ２ ２０１０

８１ 阳东县 阳东 ３ 河流 ４ ｍ２ ２０１０

８２ 阳西县 阳西 １ 水陂 零星 ５０ ｍ２ ２０１０

８３ 阳春市 阳春 １ 山塘 集中 ３３３ ｍ２ ２０１１

８４ 阳春市 阳春 ２ 小水洼 零星 ３０ ｍ２ ２０１１

８５ 阳春市 ∗阳春 ３ 小水洼 分散 ０ １３ ｈｍ２ ２０１１

８６ 电白县 电白 １ 山塘 分散 ０ １３ ｈｍ２ ２０１０

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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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续)

分布点序号

Ｎｏ ｏｆ ｓｉｔｅ
县

Ｃｏｕｎｔｙ
分布点编号

Ｃｏｄｅ ｏｆ ｓｉｔｅ
生境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ｙｐｅ
分布情况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调查年份(年)
Ｓｕｒｖｅｙ ｙｅａｒ

８７ 电白县 电白 ２ 河流 零星 ５００ ｍ ２０１０

８８ 电白县 电白 ３ 小溪 分散 ５００ ｍ ２０１０

８９ 电白县 电白 ４ 小溪 分散 ５００ ｍ ２０１０

９０ 电白县 ∗电白 ５ 荒田 零星 ５０ ｍ２ ２０１０

９１ 电白县 电白 ６ 小溪 集中 ５００ ｍ ２０１０

９２ 高州市 高州 １ 山塘 集中 ０ ２ ｈｍ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９３ 高州市 高州 ２ 河流 集中 ０ ２ ｈｍ２ꎬ分散 ６ ７ ｈｍ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９４ 高州市 高州 ３ 小溪 集中 ０ ２ ｈｍ２ꎬ分散 ４ ｈｍ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９５ 高州市 高州 ４ 水沟 分散 １５０ ｍ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９６ 高州市 高州 ５ 沼泽地 集中 ２ ｈｍ２ꎬ分散 ５ ３ ｈｍ２ ２００５

９７ 高州市 高州 ６ 荒田 集中 ６６７ ｍ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９８ 高州市 高州 ７ 小溪 分散 ５００ ｍ ２００５

９９ 化州市 化州 １ 小溪 ２ ｍ２ ２０１０

１００ 化州市 化州 ２ 小溪 零星 １ ５ ｋｍ ２０１０

１０１ 化州市 化州 ３ 小溪 零星 １００ ｍ ２０１０

１０２ 化州市 ∗化州 ４ 小溪 分散 １ ｋｍ ２０１０

１０３ 化州市 化州 ５ 河流 零星 ５０ ｍ ２０１０

１０４ 化州市 化州 ６ 荒田沼泽地 集中 ０ １３ ｈｍ２ꎬ零星 ０ ６７ ｈｍ２ ２０１０

１０５ 化州市 化州 ７ 小溪ꎬ陂头 零星 ６６７ ｍ２ ２０１０

１０６ 化州市 化州 ８ 小水洼 集中 ３３３ ｍ２ ２０１０

１０７ 遂溪县 遂溪 １ 鱼塘 集中 ６６７ ｍ２ ２０１０

１０８ 遂溪县 遂溪 ２ 山塘 集中 ６６７ ｍ２ ２０１０

１０９ 遂溪县 遂溪 ３ 山塘 集中 ０ ２７ ｈｍ２ꎬ分散 ０ ６７ ｈｍ２ ２０１０

１１０ 遂溪县 遂溪 ４ 小溪 分散 ２００ ｍ ２０１０

１１１ 遂溪县 ∗遂溪 ５ 低田 零星分布 １５ ｍ２ ２０１０

１１２ 遂溪县 遂溪 ６ 小溪 集中 ３３３ ｍ２ꎬ分散 ０ １３ ｈｍ２ ２０１０

１１３ 遂溪县 遂溪 ７ 小溪 零星分布 ２０ ｍ２ ２０１０

１１４ 雷州市 雷州 １ 河流 集中 １０ ｍ２ ２００９

１１５ 雷州市 雷州 ２ 小溪 集中 １０ ｍ２ ２００９

１１６ 雷州市 雷州 ３ 河流 集中 ６５０ ｍ ２００９

１１７ 雷州市 雷州 ４ 排灌沟 分散 ８５０ ｍ ２００９

１１８ 雷州市 雷州 ５ 排灌沟 分散 ２００ ｍ ２００９

标∗的分布点为本次调查新发现点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ｋ∗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ｎｅｗｌ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 ２　 广东普通野生稻的收集及异地保存

在调查基础上ꎬ从 １１８ 个普通野生稻分布点共

收集了 １３７１ 份种茎样本ꎮ 其中有 １５ 个点为本次新

发现的分布点ꎬ从中收集了 １５ 个居群 １８１ 份种茎样

本ꎮ 其他 １０３ 个分布点以前虽已收集过ꎬ但多数点

收集的样本仅有 １ ~ ２ 份ꎬ本次调查大大增加了收集

的样本数量ꎬ既提高了样本的代表性ꎬ又丰富了样本

的遗传多样性ꎮ 同时发现并收集了一些具有特异性

状的新种质ꎬ如高州 ７ 分布点的野生稻植株在 ７ 月

初调查时已抽穗ꎬ其中可能存在早熟或弱感光性的

种质材料ꎬ而普通野生稻多具有较强的感光性ꎬ一般

要到 ９ 月初才陆续开始抽穗ꎮ 对新收集的样本经过

形态生物学、品质特性和抗性等性状的初步观察和

鉴定ꎬ发现了一批优质、早熟、高抗白叶枯、抗稻瘟、

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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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耐冷材料ꎮ 所有收集的种茎样本已送国家种质广

州野生稻圃保存ꎬ同时ꎬ对新收集样本繁种入中期库

保存ꎬ进一步提高了种质保存的安全性ꎮ 通过这次

调查收集ꎬ不仅丰富了异地保存样本的遗传多样性ꎬ
而且为野生稻资源持续安全保存和研究利用大大增

加了物质支撑ꎮ
２ ３　 广东普通野生稻的濒危状况

通过对有资料记载的广东省 １０８３ 个普通野生

稻分布点逐一进行调查ꎬ发现有 ９８０ 个分布点野生

稻已不复存在ꎬ野生稻分布点已丧失 ９０ ４９％ ꎬ对原

来有记录野生稻分布面积的分布点的原有面积与现

有面积比较ꎬ发现现存大部分分布点的分布面积也

已大大减少(表 ２)ꎮ 按照 ＩＵＣＮ[１２] 的标准ꎬ广东普

通野生稻已处极危状态ꎮ 有普通野生稻分布记载的

各个地级市普通野生稻的濒危状况见表３ꎮ 从表３ 可

以看出ꎬ广东省有普通野生稻分布的 １７ 个地级市中ꎬ
有 ７ 个市普通野生稻已野外灭绝ꎬ７ 个市普通野生稻

处于极危状态ꎬ３ 个市普通野生稻处于濒危状态ꎮ

表 ２　 部分分布点普通野生稻原有分布面积与现有分布面积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Ｏ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所在市

Ｃｉｔｙ
分布点

Ｓｉｔｅｓ
原分布面积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ｒｅａ
现分布面积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汕尾 陆丰 １１ 集中 １ ｈｍ２ꎬ分散 ２ ３３ ｈｍ２ １ 株

海丰 ２ 分散 １ ｈｍ２ ５ ｍ２

海丰 ８ 集中 ６６６ ７ ｍ２ꎬ分散 １ ｈｍ２ 零星分布 ３３３ ｍ２

河源 源城 １ 集中 ０ ２ ｈｍ２ 集中 ３３３ ｍ２ꎬ分散 ６６７ ｍ２

惠州 博罗 ３ 集中 １０００ ｍ２ １ ｍ２

博罗 ４ 在 １ ｋｍ 长水沟中零星分布 ２ ｍ２

江门 台山 ３ 分 ４ 处分别集中 ６６６ ７ ｍ２、０ ２ ｈｍ２、０ １３ ｈｍ２、６６６ ７ ｍ２ 分散分布于 ４００ ｍ 长小溪两岸

台山 ５ 集中 ０ ３３ ｈｍ２、分散 ４００ ｍ２ 分 ２ 处集中 ３０ ｍ２

开平 １ 分散 ０ １３ ｈｍ２ １ ｍ２

开平 ２ 分散 １ ２ ｈｍ２ 零星 ０ ３３ ｈｍ２

开平 ３ 集中 ０ ２ ｈｍ２ 集中 ６６７ ｍ２

恩平 ６ 集中 ０ ２ ｈｍ２ 分散 ６６７ ｍ２

恩平 ９ 分散 ０ ２ ｈｍ２ 零星 ３３０ ｍ２

表 ３　 广东省相关地级市普通野生稻濒危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Ｏ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ｆｆ. ｉ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地级市

Ｃｉｔｙ

原有分布点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分布点丧失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ｌｏｓｓ

丧失率(％ )
Ｌｏｓｓ ｒａｔｉｏ

濒危等级(ＩＵＣ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ｍ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

潮州市 １ ０ ０(生境里仅存 １ 株野生稻) 极危

揭阳市 ２４ １７ ７０ ８３ 濒危

汕尾市 １１１ ９３ ８３ ７８ 极危

河源市 ２０ １６ ８０ 极危

惠州市 ２２５ ２１３ ９４ ６７ 极危

东莞市 １１ １１ １００ 野外灭绝

深圳市 ２６ ２６ １００ 野外灭绝

广州市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００ 野外灭绝

清远市 ４９ ４４ ８９ ８０ 极危

韶关市 １６ １６ １００ 野外灭绝

肇庆市 ７ ７ １００ 野外灭绝

云浮市 ７ ７ １００ 野外灭绝

佛山市 ４８ ４８ １００ 野外灭绝

江门市 ２７２ ２５２ ９２ ６５ 极危

阳江市 ２８ ２２ ７８ ５７ 濒危

茂名市 ４７ ２８ ５９ ５７ 濒危

湛江市 ７２ ６１ ８４ ７２ 极危

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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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广东普通野生稻濒危原因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ꎬ造成广东普通野生稻濒危的主

要原因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１)垦荒造田ꎮ 普通野生稻主要生长在一些沼

泽地、低洼地ꎬ由于这些地多数开垦为农田ꎬ或曾经

开垦为农田后丢荒ꎬ生境遭到破坏致使野生稻消失ꎮ
(２)水利建设 ꎮ 原来野生稻生长的水渠、水沟ꎬ

由于灌溉需要经常清理ꎬ或建成水泥渠、修建小水

坝ꎬ致使野生稻消失ꎻ有少数原来有野生稻的山塘建

成水库或深挖蓄水ꎬ野生稻被淹没消失ꎮ
(３)城镇建设 ꎮ 城镇扩建ꎬ厂房、开发区、居民

楼以及道路的修建等将大量野生稻生境填埋ꎬ野生

稻分布点已不复存在ꎮ
(４)养殖业发展ꎮ 普通野生稻原来生长的水

塘、沼泽地经过深挖成大鱼塘ꎬ生境遭到破坏使野生

稻消失ꎬ这一点在海丰县尤其突出ꎬ因为海丰县渔业

发达ꎬ有的地方成片养鱼ꎬ原来的生境早已不复存

在ꎮ 另外把有野生稻分布的水塘、沼泽地圈围起来

大量养鸭、养鹅也是普通野生稻消失的原因ꎬ因为

鸭、鹅能把野生稻连根吃掉ꎮ
(５)除草剂的使用ꎮ 现代农业生产除草剂使用

频繁ꎬ在农田、菜地、山地及周边水沟使用除草剂来

除草非常普遍ꎬ喷洒除草剂对生长在这些农田、山地

及邻近的水沟边的野生稻将是毁灭性的ꎮ
(６)环境污染ꎮ 随着工农业发展但环保措施不

到位造成环境污染ꎬ如一些地方开办的工厂、养猪场

等产生大量的污水、有毒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ꎬ严
重污染周边小溪、小河等野生稻生长的环境ꎬ致使野

生稻无法生存而消失ꎮ
(７)外来物种侵袭ꎮ 直接导致广东普通野生稻

消失最严重的外来物种是水葫芦ꎬ各地河沟、水塘水

葫芦泛滥成灾ꎬ直接挤占普通野生稻的生长空间导

致野生稻消失ꎮ 还有一种带刺灌木ꎬ俗称簕仔树ꎬ学
名为光荚含羞草(Ｍｉｍｏｓａ ｓｅｐｉａｒｉａ Ｂｅｎｔｈ. )ꎬ是豆科

含羞草属下的一个种ꎬ据说由美国引入ꎬ有“绿篱之

王”称号ꎬ有很多地方引种作篱笆用ꎮ 由于其适应

性强ꎬ生长、传播极快ꎬ在局部地区已成为不可控制

的入侵种ꎬ造成野生稻生长的小溪、河流两岸等环境

荫蔽严重ꎬ已不适合普通野生稻生长ꎬ同时也侵占了

野生稻生长空间ꎬ从而使野生稻慢慢消失ꎮ 此外ꎬ薇
甘菊、福寿螺的危害也是有些生境野生稻消失的

原因ꎮ
(８)气候剧变ꎮ 严重干旱、洪涝等极端气候灾害

的影响ꎬ造成野生稻无法正常生长而逐步死亡消失ꎮ

３　 广东普通野生稻保护建议

３ １　 建立野生稻档案信息ꎬ加强科普和法制宣传ꎬ
提高民众对野生稻的认识和保护意识

通过调查发现ꎬ造成广东普通野生稻濒危严重

的最主要原因ꎬ是随着社会经济建设快速发展ꎬ野生

稻的自然生态环境不断遭受人为因素的严重破坏ꎮ
而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及广大民众对野生稻资源缺

乏认识以及法制观念和保护意识不强ꎮ 据我们调

查ꎬ很多地方大多数农民都不知道野生稻资源有何

价值ꎬ甚至部分基层年轻农技干部也不认识野生稻ꎬ
有些地方农业主管部门对野生稻资源的保护重视不

够ꎬ执行国家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乏力ꎮ 因此必须加

大对野生稻资源重要价值及其保护的重要性的宣

传ꎮ 野生稻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ꎬ各级农业

主管部门要全面掌握本辖区野生稻资源的本底情

况ꎬ建立健全野生稻野外生存档案信息ꎬ设置保护标

志ꎬ有的放矢地进行法制宣传教育ꎬ并建立有相关专

家参与的监测保护机构ꎬ制定具体实施办法ꎬ禁止基

建、环境污染、垦荒种植、养殖等所有人为因素对野

生稻生境的破坏ꎬ严格依法保护野生稻资源ꎮ 监测

保护机构必须对所辖地区野生稻的原位生存状态进

行有效监控ꎬ对于非人为因素对野生稻生存造成的

影响ꎬ根据具体情况ꎬ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加以调

控ꎬ确保野生稻持续生存和繁衍ꎮ
３ ２　 加强野生稻原生境保护ꎬ建立原位保护点ꎬ给

予稳定的保护经费并列入政府财政预算持续

支持

普通野生稻在原生境条件下ꎬ其进化过程能随

着原生境自然环境的不断变化而继续进行ꎮ 采取措

施将普通野生稻在原生境保护起来即原位保护ꎬ可
使这种适应环境变化而产生的新的遗传适应性被选

择下来和固定起来ꎬ是一种动态的长期的保护行为ꎬ
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１３￣１４]ꎮ 国际上原生境保护方

法分为两类即物理隔离保护方法和主流化方法ꎬ两
种方法在我国野生稻保护中都得到了实践ꎮ 鉴于我

国野生稻资源的濒危状况ꎬ农业部于 ２００１ 年开始启

动野生稻原位保护项目ꎬ目前全国已建立野生稻原

位保护点 ２８ 个[１５]ꎮ 广东是我国普通野生稻最主要

分布地区之一ꎬ曾有 ５２ 个县有普通野生稻分布ꎬ现
在濒危严重ꎬ但仍有 ２５ 个县 １１８ 个分布点ꎬ然而ꎬ到
目前为止由农业部项目资助在广东建立的普通野生

稻原位保护点仅高州 １ 个ꎬ采用的方法为物理隔离

法ꎮ ２００２ 年广州市政府曾投资在增城区采用铁丝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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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围住约 ６６７ ｍ２ 建立了一个普通野生稻原位保护

点ꎬ但由于缺少后续维护经费ꎬ该保护点现已遭受严

重破坏ꎬ保护点内种植了芋头ꎬ周边种植了果树ꎬ野
生稻已完全消失ꎮ 广东省普通野生稻原位保护点的

建设数量与其分布点数量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ꎬ
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努力增加投入ꎬ根据野生稻

分布点面积大小ꎬ分布密度ꎬ遗传多样性丰富程度等

划分等级ꎬ选择有代表性的分布点建立不同等级

(如国家级、省级、地市级或县级等)的原位保护点ꎬ
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ꎬ把普通野生稻的原生境保

护管理好ꎬ有效遏制野生稻生境继续丧失ꎮ
从考察结果可以看出广东仍有一批分布集中、

面积较大的普通野生稻分布点ꎬ可以根据各个点的

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法ꎮ 如分布点惠来

２ꎬ普通野生稻分布集中ꎬ分布面积达 １５ ｈｍ２ꎬ生境

为河流、沼泽地等ꎬ是普通野生稻的典型生境类型ꎬ
但生境面临破坏ꎬ已见到在生境周边开挖水沟ꎻ分布

点紫金 ３、阳东 ２、化州 ６ꎬ普通野生稻均集中分布面

积较大ꎬ生境为荒田沼泽地ꎬ周围都已是水稻田ꎻ分
布点台山 ４ꎬ普通野生稻集中分布 ０ ２７ ｈｍ２ꎬ生境为

山塘ꎬ是典型的普通野生稻生境类型ꎬ但周围山上已

种植桉树ꎬ会喷洒除草剂ꎬ且山塘四周有挖排水沟ꎬ
生境开始遭到破坏ꎮ 建议采用物理隔离原位保护法

对以上生境进行保护ꎮ
分布点普宁 １ 地处山冲小溪ꎬ分布密集ꎬ在

２ ｋｍ 长范围内均有分布ꎬ但周围有种水稻ꎬ生境存

在破坏的可能性ꎻ分布点惠来 ３ꎬ普通野生稻生境为

河滩ꎬ分布集中ꎬ面积大ꎬ但受河水冲刷影响较大ꎻ分
布点海丰 １ꎬ是水库尾部荒田ꎬ分布面积 ６ ６７ ｈｍ２ꎬ
但存在被开垦的危险ꎻ分布点恩平 ７ 是山塘ꎬ普通野

生稻集中分布约 ０ ２ ｈｍ２ꎬ该处四周都是山ꎬ离稻田

较远ꎬ受栽培稻基因漂移影响可能性不大ꎬ具有较好

的研究价值ꎬ但周围山上种植桉树ꎬ可能会对生态环

境产生不利影响ꎻ分布点遂溪 １、遂溪 ２、遂溪 ３ 地处

同一水库区域范围ꎬ普通野生稻分布密集ꎬ分布范围

大ꎬ周边有的地方已开始开垦种水稻ꎮ 建议对以上

分布点采用主流化原位保护法进行保护ꎬ通过加强

政策法规建设ꎬ加强宣传教育和对当地民众培训ꎬ提
高民众的野生稻保护意识ꎬ改善农民生活条件ꎬ调整

产业结构ꎬ消除对野生稻的威胁因素ꎮ

３ ３　 采取原生境、异地种质圃、种质库等多种保护

方式ꎬ确保野生稻资源长期安全保存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及城镇化的进程ꎬ野生

稻自然生境遭到破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ꎮ 建立野生

稻原位保护点需要长期稳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

持ꎮ 因此ꎬ对地处偏僻及欠发达地区的野生稻分布

点有选择地建立原位保护点较为切实可行ꎻ而对于

那些分布面积小、处在城镇边缘或农田附近遭受严

重威胁的普通野生稻ꎬ必须抢救性收集起来送国家

种质资源圃进行异位保存ꎬ同时繁殖种子入库保存ꎬ
增加保存种质的安全性ꎬ才是野生稻资源永久保存

之良策ꎮ
致谢:调查收集工作得到各县(市)农业局及野

生稻分布点当地镇政府、农业办公室、农技站、村委

会的热心支持和大力协助ꎬ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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