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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野生荞麦种质资源的调查与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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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地区是荞麦的起源中心，其独特的气候类型和地理位置孕育了丰富独特的野生荞麦资源。为探

明西藏地区荞麦属种质资源的群体数量以及分布情况，中国农业科学院野生荞麦资源调查队于 2020-2021 年间历时 40 d 在

西藏自治区进行了系统的资源调查与收集工作。以金沙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尼洋河、帕隆藏布等河流为主线，在西藏的昌

都、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 5 个地区采集到荞麦属野生植物种质资源 189 份（苦荞野生种 122 份、野生金荞麦 36 份、甜荞野

生种 10 份、细柄野荞麦 8 份、心叶野荞麦 5 份、金沙野荞麦资源 5 份、小野荞麦 2 份、四倍体齐蕊野荞麦 1 份），其种间性状变

异丰富且与其他地区的野生荞麦资源在性状上存在明显差异。野生荞麦有部分荞麦栽培种所不具备的优异性状，为荞麦属遗

传育种提供了宝贵的基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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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imalayan region of Qinghai Tibet Plateau is the origin center of buckwheat. The specific climate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is region enabled the appearance of abundant wild buckwheat resources. In order to 
uncover the populations of buckwheat and their distribution in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the wild buckwheat 
resource investigation team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onducted a survey and collection for 
40 days from 2020 to 2021. Focusing on the important areas including Jinsha River，Lancang River，Brahmaputra 
River，Niyang River，Palong Zangbo and other rivers in Changdu，Nyingchi，Shannan，Lhasa and Shigatse，189 
buckwheat wild plant germplasm accessions were collected in this five areas （122 Fagopyrum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36 F. cymosum （Trevir.） Meisn.，10 F.esculentum subsp. ancestrale，8 F. gracilipes （Hemsl.） Dammer 
ex Diels，5 F. gilesii （Hemsl.） Hedberg，5 F. jinshaense Ohsako & Ohnishi，2 F. leptopodum Hedberg and  
1 F.homotropicum）. The abundant phenotypic variation among species collected from this region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haracteristics if compared to wild buckwheat accessions in other areas were observed. Since wild 
relatives of buckwheat has some elite characters，they might serve as a gene resources valuable for buckwheat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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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是一种起源于我国且栽培历史悠久的药

食同源谷物［1］。据《旧唐书·吐番传》记载，在公

元 7 世纪以前西藏已开始有荞麦等谷物种植，考

古发现，20 世纪 70 年代在昌都南 40 km 处（卡诺

村）出土的谷物种籽，已有 4600 余年的历史。说

明很早以前在藏东澜沧江局部河谷地区可能已有

谷物栽培，可见西藏的种植业已有非常悠久的历

史［2］。近代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地区是

多个物种的起源中心，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气候

类型多样，原始生态保护良好，一直以来是国内外

荞麦研究学者的重要考察区域［3］。20 世纪 80 年

代起国内外学者就已经在西藏地区进行野生荞麦

的资源考察活动［4］。其中日本学者 Ohnishi［5］根

据考察结果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西藏东部以及云

南、四川与西藏东部的交界地区是栽培苦荞的起源 
中心。

对西藏地区进行系统全面的野生荞麦种质资源

调查与收集工作，不仅能有效推动西藏农业体系的

创新优化和我国特色的民族作物产业发展，同时也

能极大地丰富荞麦属野生资源基因库，为开展荞麦

的起源驯化研究和现代荞麦育种研究等工作奠定材

料基础［6］。

1　野生荞麦的种质资源种类和分布

1.1　调查区域及收集野生荞麦的类型

2020-2021 年间，依托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野生荞麦资

源考察组在西藏自治区历时 40 d，在藏南谷地和 
藏东高山峡谷区（88°14′52″~99°0′42″ E，28°13′38″~ 
30°17′17″ N）进行了野生荞麦的调查与收集工作。

考察组以金沙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尼洋河、帕

隆藏布等河流为主线，深入西藏昌都、林芝、山南、

拉萨、日喀则 5 个地区，采集到荞麦属野生资源 189
份。通过对野生荞麦植株的表型鉴定发现，本次考

察收集到的荞麦属野生资源包括荞麦属的 8 个野生

种［1］。其中野生金荞麦（Fagopyrum cymosum (Trevir.） 
Meisn.）36 份、苦荞野生种（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
122 份、甜荞野生种（F. esculentum subsp. ancestrale）

10 份、细柄野荞麦（F. gracilipes （Hemsl.） Dammer ex 
Diels）8 份、心叶野荞麦（F. gilesii （Hemsl.） Hedberg）

5 份、金沙野荞麦（F. jinshaense Ohsako & Ohnishi）5
份、小野荞麦（F. leptopodum Hedberg）2 份、四倍体

齐蕊野荞麦（F. homotropicum）1 份。收集到野生荞

麦的种类、数量及其分布地区和生长环境见表 1。

表 1　野生荞麦种质资源种类、数量及分布
Table 1　Species，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wild buckwheat germplasm resources 

种

Species
采集数量

Collection quantity
分布地区

Distribution area
生境地类型

Habitat type
海拔范围（m）

Altitude range

野生金荞麦 F. cymosum 36 林芝、山南 灌木丛、荒坡、碎石坡、草地 2080~3340

苦荞野生种 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 122 昌都、林芝、山

南、拉萨、日喀则

灌木丛、碎石坡、田埂、青稞地、 
河滩、林下草地

2520~4210

甜荞野生种 F.esculentum subsp. ancestrale 10 昌都 草坡、碎石坡 2520~3190

细柄野荞麦 F. gracilipes 8 昌都 农田、荒坡 2520~3120

心叶野荞麦 F. gilesii 5 昌都 碎石坡、沙土堆 2620~3170

金沙野荞麦 F. jinshaense 5 昌都 碎石坡、沙土堆 2450~2800

小野荞麦 F. leptopodum 2 昌都 沙土堆、荒坡 2470~2610

四倍体齐蕊野荞麦 F.homotropicum 1 昌都 碎石坡 2490

1.2　野生荞麦的分布

1.2.1 野生金荞麦的分布　西藏野生金荞麦分布

在海拔 2080~3340 m 之间，以林芝市的巴宜区、米

林县、工布江达县、波密县和山南市的加查县较为

集中。林芝市和山南市的气候为亚温带半湿润气

候，雨水丰富（年降雨量 450~650 mm），海拔较低

（2900~3700 m），主要植被是灌木丛和高大针叶林，

地势多为山地沟谷，河道险窄。其独特的气候和地

理环境因素造成了野生金荞麦主要沿雅鲁藏布江和

尼洋河分布，且具有群体密度大、形态多样性丰富等

特点。群体数量呈现沿江下游到上游递减的趋势，

主要生长在灌木丛、荒坡、碎石坡、藏民果园、溪边草

地等。野生金荞麦生活力较强，在山南和林芝这种

植被丰富、种间竞争较大的地区仍能成为优势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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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在一些地方连片生长，面积可达几百平方米以

上，群体密度最大约 40 株 /m2（图 1）。 
1.2.2 苦荞野生种的分布　考察发现，西藏苦荞野

生种分布于海拔 2520~4210 m 之间，在荒野处和藏

民生活区随处可见，是西藏地区分布范围最广泛的

野生种。整体来看，苦荞野生种在群体数量上呈现

由西至东的递减趋势。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仁布

县、谢通门县、南木林县和拉萨市墨竹工卡县、达孜

区、堆龙德庆区、林周县、城关区、曲水县等降水量少

（年 降 雨 量 200~450 mm），海 拔 高（3700~4000 m）

的温带干旱性气候区分布最为丰富。该地区地势相

对平坦，河滩广阔，苦荞野生种主要沿河谷两岸的低

海拔区域分布，主要生长在低矮灌木丛、落叶林和以

青稞地为主的农田结构区。而在山南市贡嘎县、桑

日县、加查县，林芝市朗县、巴宜区、米林县、工布江

达县、波密县和昌都南部的左贡县和芒康县，苦荞野

生种的生长受到高大灌木和针叶林为主的多样植被

区影响；主要沿雅鲁藏布江、尼洋河流域狭窄的河

谷农业带分布，集中生长于沿岸的低矮灌木丛、农

田、果园、牧场等植物群体竞争较弱的环境。苦荞野

生种适应性较强，能很好适应荒石坡、河滩沙地等恶

劣环境，在青稞地、落叶林、灌木丛中群体密度更是

高达 60 株 /m2（图 1），对苦荞的抗逆育种具有重要

的利用价值。

1.2.3 其他野生荞麦种类的分布　甜荞野生种零散

分布在昌都市东南部芒康县三江流域地区，生境海

拔为 2520~3190 m。芒康县三江流域地区气候温和

湿润、海拔较低、地势平坦、光照充足、水资源和植被

资源丰富，主要植被为灌木丛、针叶林和阔叶林，因

而多种荞麦属植物在此均有分布，包括苦荞野生种、

甜荞野生种、细柄野荞麦、心叶野荞麦、金沙野荞麦、

小野荞麦和四倍体齐蕊野荞麦等。甜荞野生种生长

在草坡、碎石坡等植被较为稀疏，竞争较弱的环境

（图 1）。

 ：野生金荞麦；  ：苦荞野生种；  ：甜荞野生种；  ：细柄野荞麦；  ：心叶野荞麦；  ：金沙野荞麦；  ：小野荞麦；  ：四倍体齐蕊野荞麦

 ：F. cymosum，  ：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  ：F.esculentum subsp. ancestrale，

 ：F. gracilipes，  ：F. gilesii，  ：F. jinshaense，  ：F. leptopodum，  ：F.homotropicum

图 1　西藏野生荞麦资源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wild buckwheat resources in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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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柄野荞麦集中分布在昌都地区芒康县 214 国

道和 318 国道沿线，生境海拔为 2520~3120 m，细柄

野荞麦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分布较少，主要生境地

为农田及农户周边的碎石坡和沙土堆（图 1）。

心 叶 野 荞 麦 又 称 岩 野 野 荞 麦，分 布 在 芒 康

县 214 国 道 沿 线，主 要 生 长 于 澜 沧 江 两 岸 海 拔

2620~3170 m 的河谷平地，总体较为罕见，植株矮小

秀丽，抗贫瘠能力强，主要生境地为碎石坡和沙土堆

（图 1）。

金沙野荞麦具有抗旱耐瘠的特点，分布范围小，

仅分布在西藏、云南、四川金沙江流域。在西藏仅分

布于昌都地区芒康县，沿金沙江两岸河谷生长在碎

石坡和沙土堆，生境海拔为 2450~2800 m（图 1）。

小野荞麦主要分布于云南西部、西北部和四川

西南部，在西藏分布较少，此次西藏地区的野外考察

仅在西藏东南部与四川、云南两省交界的芒康县金

沙江流域收集到 2 份资源，生境海拔为 2470~2610 m，

生长在金沙江河岸边的沙土堆、荒坡（图 1）。

齐蕊野荞麦一般为二倍体，主要分布于云南丽

江市一带。四倍体齐蕊野荞麦非常罕见。此次的考

察行动仅在昌都地区芒康县采集到 1 份种质资源，

其生境海拔为 2490 m，生长在 214 国道旁的碎石坡

（图 1）。

2　主要种质资源的特点

2.1　苦荞野生种

西藏苦荞野生种株高范围为 5~155 cm，株型多为

匍匐型，直立型和半直立型也有分布（图 2），叶形有

宽三角形、心形和戟形 3 种，叶长范围为 1.5~2.7 cm，

叶宽范围为 1.2~2.8 cm，花色浅绿色，花序腋生或顶

生呈伞房状，开花结实期 8-9 月，有较高的结实率，

最高可达 50% 以上。瘦果形态有具翅和不具翅两

种类型，具刺的可分为大翅、小翅两种。果实通常为

长卵形，具三棱及三条纵沟，长度为 4.0~6.0 mm。果

皮颜色可分为黑色、褐色、灰色和白色 4 种（表 2）。

综合各种性状特点，本次西藏野外考察所收集的野

生苦荞果实有 10 种不同类型（图 3A），与栽培苦荞

果实（图 3B）呈现明显差异。

A：匍匐型；B：半直立型；C：直立型；D：极矮型　

A：Creeping species，B：Semi erect species，C：Erect species，D：Extremely dwarf species 

图 2　苦荞野生种的主要植株形态和生长类型
Fig.2　Main plant morphology and growth types of 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

表 2　西藏苦荞野生种的性状表现
Table 2　Trait of 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 in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性状 Trait 表现 Performance

株高（cm）Plant height 5~155

株型 Plant type 直立型、半直立型（斜生）、匍匐型

分枝 Branch 4~16

叶形 Leaf shape 宽三角形、心形、戟形

花序 Inflorescence 伞房状

瘦果形态 Achene form 具翅（大翅、小翅）、不具翅

果皮颜色 The color of pericarp 黑色、褐色、灰色、白色

果实大小（mm）The fruit size 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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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野生金荞麦

本次调查发现，西藏野生金荞麦除了数量多、分

布广外，性状的变异类型也相当多，有些性状变异较

为罕见。如在云贵川及中部地区，野生金荞麦花被

颜色通常为白色，但西藏地区的野生金荞麦除了有

常见的白色花被以外，还有粉红色花被的类型，其中

一些是花蕾期花被呈粉红色，一些是子房膨大形成

幼果时花被变为粉红色。除此之外西藏野生金荞麦

的地下茎与其他地区的也有差异，西藏地区野生金

荞麦的地下茎多数为块状，其体积普遍大于其他地

区的野生金荞麦（图 4）。花序有顶生和腋生两种，

呈伞房状，花序密集程度差异明显，导致其结实率也

有很大差异（3%~15% 之间）。此外，西藏地区野生

金荞麦的落粒性很强，大部分果实成熟不久便脱落。

植株形态包括直立型与匍匐型，其株高差异很大，最

高可达 300 cm，而最矮的仅有 10 cm。叶形为卵状

三角形和戟状三角形，叶长范围为 4.6~11.7 cm，叶

宽范围为 4.1~15.1 cm。果实形态类型丰富，果皮颜

色包括黑色、黄褐色和灰白色，同样有光滑和褶皱的

差别，瘦果形态有具翅和不具翅两种类型，具翅的可

分为大翅 、小翅两种（表 3）。经过对比发现，此次

收集的野生金荞麦果实有 9 种不同类型（图 3C）。

A：苦荞野生种；B：栽培苦荞；C：野生金荞麦

A：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B：cultivated tartary buckwheat，C：F. cymosum （Trevir.） Meisn.

图 3　西藏苦荞野生种、野生金荞麦和栽培苦荞果实形态
Fig. 3　Fruit morphology of 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F. cymosum （Trevir.） Meisn.  

and cultivated tartary buckwheat in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A：极矮野生金荞麦；B：花簇密集型野生金荞麦；C：大密度野生金荞麦群体；D：野生金荞麦根茎；E：粉花红角果野生金荞麦； 
F：白花绿角果野生金荞麦；G：粉花野生金荞麦；H：白花野生金荞麦

A：Very short F. cymosum（Trevir.）Meisn.，B：Flower cluster intensive F. cymosum（Trevir.）Meisn.，C：High-density F. cymosum（Trevir.）Meisn. 
population，D：F. cymosum （Trevir.）Meisn. rhizome，E：Pink flower red horned F. cymosum（Trevir.）Meisn.，F：White flower green horned F. 

cymosum（Trevir.）Meisn.，G：Pink flower F. cymosum（Trevir.）Meisn.，H：White flower F. cymosum（Trevir.）Meisn.

图 4　西藏野生金荞麦类型
Fig. 4　Type of F. cymosum（Trevir.）Meisn. in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表 3　西藏野生金荞麦的性状表现
Table 3　Trait of F. cymosum（Trevir.） Meisn. in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性状 Trait 表现 Performance 性状 Trait 表现 Performance

株高（cm）Plant height 10~300 花序 Inflorescence 伞房状

株型 Plant type 直立型、匍匐型 瘦果形态 Achene form 具翅（大翅、小翅）、不具翅

分枝 Branch 6~24 果皮颜色 The color of pericarp 黑色、黄褐色、灰白色

叶形 Leaf shape 卵状三角形、戟状三角形 果实大小（mm）The fruit size 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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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西藏野生荞麦种质资源考察工作

对西藏野生荞麦种质资源的专项考察工作不

多。20 世纪 80 年代初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农

牧渔业部的委托，西藏作物品种资源考察队对西藏

藏南谷地的农区进行了作物品种资源的调查，附带

调查了荞麦种质资源，收集到的野生荞麦种类主要

是苦荞野生种和野生金荞麦［7］。日本学者 Ohsako
等［8-9］在 20 世纪 90 年代间曾对我国的西藏东部地

区进行过野生荞麦的考察，在收集到苦荞野生种和

野生金荞麦的同时，还收集到了细柄野荞麦和心叶

野荞麦，并发现金沙野荞麦（F. jinshaense Ohsako & 
Ohnishi）新种。除此以外，西藏荞麦属野生资源的

相关考察工作鲜有报道。相对于之前的考察行动，

此次考察组对西藏野生荞麦种质资源的调查规模

大、历时长、范围广，不仅收集到在西藏地区已有报

道的 5 种野生荞麦资源，还收集到甜荞野生种、小野

荞麦和四倍体齐蕊野荞麦，这些在西藏地区从未报

道过的荞麦属野生资源，不仅摸清了西藏野生荞麦

的种类，而且探明了分布范围和群体数量，获得了大

量的种质材料和丰富的基础数据。

3.2　西藏野生荞麦的分布特点

前人的研究中，如王天云［7］研究员指出了在

西藏地区的考察范围，并对西藏地区的栽培荞麦

和野生荞麦的性状进行了描述。日本学者 Ohsako 
等［8-9］的研究记录了其考察路线及野生荞麦资源分

布情况，但其在西藏地区的考察范围仅限于西藏地

区东部的三江流域。这些研究均没有详细阐述西藏

地区野生荞麦资源的分布情况。因此，本研究详细

地把西藏野生荞麦资源的分布情况进行了介绍，对

西藏野生荞麦资源的收集利用以及保护有较好的参

考价值。

中国荞麦属植物共有 22 个种，西藏地区具有 8
个种，除云南、四川之外分布数目居全国第 3 位。这

8 个种在西藏的分布面积差异显著，其分布除受气

候类型、地形地貌的限制外，还与海拔高度及物种适

应性密切相关。根据本研究的考察结果可以看出，

西藏野生荞麦属种质资源分布具有从西藏东南部起

由东向西，随着经度的降低，物种类型逐渐减少的规

律。在 95°49′83″~99°0′42″ E 范围内，野生金荞麦、

苦荞野生种、甜荞野生种、细柄野荞麦、心叶野荞麦、

金沙野荞麦、小野荞麦和四倍体齐蕊野荞麦 8 个种

均有分布；往西至 98°80′42″ E 以内小野荞麦以及

金沙野荞麦已经不能适应环境及气候，只有野生金

荞麦、苦荞野生种、甜荞野生种、细柄野荞麦、心叶野

荞麦和四倍体齐蕊野荞麦 6 个种分布；92°30′83″ ~ 
95°49′83″ E 范围内只有野生金荞麦、苦荞野生种 2
个种分布；88°14′52″~92°30′83″ E 范围内仅有苦荞

野生种能很好的适应气候及环境；这种分布特点显

然与西藏本身位于青藏高原主体区域、地势由西北

向东南倾斜有关。8 个野生种中，苦荞野生种分布

范围最广，在西藏的大部分区域均有分布，且在海拔

2520~4210 m 范围内均能生存，表现出很强的环境

适应能力及耐受性；野生金荞麦分布范围次之，在

海拔 2080~3340 m 范围内能正常生长，也有较好的

环境适应能力；其余的野生种环境适应性较差，均

分布在藏东南，特别是小野荞麦和金沙野荞麦，前者

主要分布在三江并流的澜沧江流域，后者则主要分

布于金沙江流域，分布范围较为狭窄。

3.3　西藏野生荞麦种质资源是未来研究和利用的

宝贵材料

通过对此次考察收集的西藏野生荞麦种质资源

的初步研究，发现西藏野生荞麦变异类型丰富，具有

栽培荞麦不具有的一些特殊优异性状，特别是在抗

逆性方面表现突出，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育种利用

价值。苦荞野生种和甜荞野生种作为青藏高原的原

始物种，在河谷两岸的发达农区随处可见，资源类型

独特，遗传多样性丰富，在经历了悠久的自然选择后

保留了大量优质的原始基因，为荞麦分子育种研究

奠定丰厚的材料基础。苦荞野生种和甜荞野生种在

低温干旱的高海拔环境中表现出优异的抗寒耐旱和

抗病等特性，是很多栽培荞麦不具备的，苦荞野生种

和甜荞野生种与栽培种亲缘关系较近，育种利用较

为容易，应当得到高度重视。通过对这些野生种质

资源的充分研究和利用，可以将其优异性状导入栽

培荞麦中，对解决现有荞麦遗传基础狭窄、品种同质

化严重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10］。

西藏是公认的荞麦起源中心。Ohnishi 等［11-13］

和 Konishi 等［14］通过对我国西南地区的苦荞野生

种和甜荞野生种进行大量野外考察和分子生物学研

究得出结论，认为甜荞野生种（F. esculentum subsp. 
Ancestrale）是栽培荞麦甜荞的祖先，并据此确定中

国西南部的三江并流地区是栽培甜荞的起源地，中

国西藏东部和云南、四川、西藏东部交界处是栽培苦

荞的起源中心。Zhang 等［15］通过对包括西藏苦荞

野生种的 510 份苦荞资源进行全基因重测序证明了

苦荞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因此，西藏地区的荞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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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种质资源的系统收集和研究对摸清荞麦属植物的

演化规律，理清荞麦属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揭示栽

培荞麦的起源与驯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一

提的是，此次考察中发现了翅果蓼（Parapteropyrum 
tibeticum A. J. Li），翅果蓼是特产于我国西藏林芝

和山南市的木本小灌木，近年来的分子生物学研

究表明，该种与荞麦属的亲缘关系非常近，提出该

种应当划归于荞麦属中［16］。但是，现有的证据尚

不足以支持将翅果蓼划归于荞麦属中，还需要从形

态学、细胞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研究它与荞麦属的

关系。因此，将对考察收集的西藏野生荞麦进行

深入研究，为荞麦属的系统进化和利用提供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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