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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方小米辣资源与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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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查阅整理相关资料，以实地调查为主，基层农科人员座谈和走访农户为辅的方式对云南 13 个地州 29 个县市小

米辣资源进行实地调查，分析云南小米辣资源分布特点、种类和民族利用现状，摸清云南小米辣分布特征及资源应用状况，保护

云南小米辣遗传多样性并进一步科学开发利用。调查收集到小米辣资源 86 份，分属黄白壳、浅绿壳、绿壳、深绿壳、紫黑壳、金黄

色 6 种类型，其中黄白壳、浅绿壳资源类型分布地域广泛，紫黑壳、金黄色资源类型分布区域狭窄；滇南低海拔区域小米辣资源分

布种类最为集中，分布数量及种类随着海拔升高而逐渐减少；低海拔气温高的地区小米辣果形小，果味辣；随海拔的逐渐升

高，果形逐渐增大，果肉增厚，辣味逐渐减少。傣族、哈尼族对小米辣资源的利用最为普遍，资源保存最为丰富，回族、傈僳族

小米辣资源利用较少，资源保存较少。本研究为云南小米辣资源分类、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建议和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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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onsulting and sorting relevant data of millet spicy resources，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discuss with grassroots agricultural personnel and visit farmers as a supplement，we carried 
out a field survey at 29 counties of 13 prefectures in Yunnan Province. Analyze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species and national utilization status of millet spicy resources in yunnan province，found out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source application status of millet spicy resources in yunnan province，protected the millet 
spicy genetic diversity and further developed and utilized it in a scientific way.86 of millet spicy resources were 
obtained，including six types of yellow and white shells，shallow green shells，green shells，dark green shells，

purple black shells and golden yellow shells. Among them，the resource types of yellow-white shell and pale 
green shell are widely distributed，while those of purple-black shell and golden shell are narrow distributed. These 
accessions were over-represented at the low altitude regions，southern parts of Yunnan. The density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the elevation of altitude. For instance，the germplasms found at areas with low altitude and high 
temperature were small and fruity. The altitude of germplasms showe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fruit shape and 
pulp thickened，bu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spicy flavor. Dai and hani nationalities make the most common 
use and the most abundant preservation of millet spicy resources. Hui and lisu nationalities make less u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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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preservation of millet spicy resources. Taken together，this study provided information and datasets for the 
classification，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Yunnan′s millet spicy resources.

Key words：Yunnan；millet spicy；resources；distribution

小米辣（Capsicum frutescens L.）是半驯化小果

型辣椒品种，属于灌木辣椒，是云南地方常规辣椒

品种雀辣、黄米辣、朝天椒的统称。主要生物学特

性为：植株灌木状，株高 60~200 cm，主茎不明显、退

化或生长缓慢，主要由基部长出侧枝挂果，花果主

要集中于侧枝，花绿白色或白色，单果重 1~8 g，果

长 0.5~10.5 cm。2015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云南省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泡椒小米辣》（DBS 53/020-
2014），其中小米辣的定义为：茄科辣椒属一年生或

多年生草本植物小米辣（Capsicum frutescens L.），果

实呈圆锥形或纺锤形，常带有宿萼及果柄，单果质量

2~6 g，果长 1.0~6.5 cm，涵盖了市场上大部分的小米

辣产品，雀辣由于商品种植少，没有纳入此范畴。

小米辣在云南栽培历史悠久，由于其营养成分丰

富、风味独特，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市场的认可，从事小

米辣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企业逐年增多，对小米辣的

需求逐年加大，种植面积逐年增加。据不完全统计，

2018 年云南省小米辣种植面积已突破了 5.3 万 hm2，

产量超过 120 万 t，产值达到 110 亿元，其中农业产值

突破 100 亿元，加工产值达 10 亿元以上；小米辣种植

面积占全省辣椒种植面积的 60% 以上，产值占云南辣

椒产值的 80% 以上。培育了云南宏斌绿色食品有限

公司、河口小米辣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文山华博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等 50 多家专门从事小米辣加工和

产品经营的企业。小米辣产品的出口需求在不断增

加，韩国、日本、墨西哥、新加坡、东南亚等已经成为本

省小米辣的常年进口国。小米辣产业已成为云南部

分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已成为

促进边疆地区广大农民增收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

但由于长期的人工选择和小米辣新品种的育成推

广种植，致使大量云南地方小米辣品种资源特别是一

些稀有的小米辣资源材料遭到淘汰，一些重要的种质

资源也随之遗失。鉴于此，本文在对云南小米辣种质

资源分布、利用情况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系统调查的

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研究与发掘利用云南省小

米辣资源对丰富全国辣椒遗传资源具有极其现实的意

义，对小米辣的起源、演化、分类有重要借鉴意义。

1　云南自然条件概述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地形地貌极为复杂，大

体上西北部是高山深谷的横断山区，东部和南部是

云贵高原［1］。最高峰是西北部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

县的梅里雪山，其主峰卡瓦格博峰海拔 6740 m，最低

点是河口县的元江河谷，海拔仅有 76.4 m，海拔高差

6663.6 m。 整个云南西北高、东南低，有 84% 多的面

积是山地，高原、丘陵占 10%，仅有不到 6% 是坝子、湖

泊之类。个别县市的山地比重超过 98%。全省气候

类型丰富多样，有北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

热带、南温带、中温带和高原气候区共 7 个气候类型。

云南气候兼具低纬气候、季风气候、山原气候

的特点。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气候的区域差异和垂

直变化十分明显。这一现象与云南的纬度和海拔这

两个因素密切相关。这种高纬度与高海拔相结合、

低纬度和低海拔相一致，即水平方向上的纬度增加

与垂直方向上的海拔增高相吻合的状况，使得各地

的年平均温度（除金沙江河谷和元江河谷外），大致

由北向南递增，各地年均气温在 4.7~23.8 ℃之间，南

北气温相差达 19 ℃左右，具有“立体气候”的特点。

二是年温差小，日温差大。由于地处低纬高原，空气

干燥而比较稀薄，各地所得太阳光热的多少除随太

阳高度角度的变化而增减外，也受云雨的影响。夏

季，最热天平均温度 19~22 ℃ ；冬季，最冷月平均温

度在 6~8 ℃以上。年温差一般为 10~15 ℃，但阴雨

天气温较低。一天的温度变化是早凉、午热，尤其是

冬、春两季，日温差可达 12~20 ℃。三是降水充沛，

干湿分明，分布不均。全省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

1100 ㎜，但由于冬夏两季受不同大气环流的控制和

影响，降水量在季节上和地域上的分配是极不均匀

的。降水量最多是 6-8 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60%。

11 月至次年 4 月的冬春季节为旱季，降水量只占全

年的 10%~20%，甚至更少。不仅如此，在小范围内，

由于海拔高度的变化，降水的分布也不均匀。

2　云南小米辣资源概述

云南地处低纬高原，地形地貌复杂，海拔高差

大，气候类型多样，特殊复杂的地形地貌和丰富的

自然气候条件非常有利于植物生长和多样性的保 
存［2］。云南各少数民族历来有嗜辣喜好［3］，小米辣

在全省各地广泛栽培，小米辣品种资源保存较为丰

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还有野生小米辣生长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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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之一［4］，是小米辣次生起源中心。

由于小米辣具有适应云南独特多样的生态环境

和能满足当地各民族生活消费习惯的特性［5］，小米辣

在云南各少数民族集居地区广泛栽培，品种资源保存

较为丰富［6］。在近 10 年对云南小米辣资源主要分布

区 13 个地州 29 个县市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共调查收

集到小米辣样品材料 86 份（包含云南地方常规小米

辣品种及外引栽培超过 30 年的常规朝天椒品种），一

些品种类型在云南栽培历史悠久（主要是果皮为黄

白、绿壳两种类型），这些品种类型经过长时间的自然

变异以及栽培过程中人工的不断选择，形成能适应云

南不同气候条件的优良的小米辣类型。

从果型大小看，有小如米粒的老鼠屎辣，其典

型特征是果型如米粒状，果长小于 0.5 cm，果皮绿

色，多年生，果单生，采收期长（当地 6-12 月都可采

食）；有果实长超过 10 cm 的朝天椒，其典型特征是

果实长普遍大于 10 cm，果肉较厚，辣味较淡，果皮

深绿色，一年生，果单生向上；云南多数小米辣果实

长多集中在 3~8 cm 之间，其典型特征是果皮黄白色

或绿色，果肉较薄，香辣味浓郁，果实侧生或向上。

从果色看，有黄白壳、浅绿壳、绿壳、深绿壳、紫

黑壳、金黄色 6 种类型（图 1），其中紫黑壳和金黄色

果皮的小米辣类型分布较少，仅在云南德钦调查发

现，在收集的 86 份材料中只有 1 份属于紫黑壳，2 份

属于金黄色果皮类型，这两种类型初步推断是外来

种，只是在云南栽培时间已超过 30 年，演变出一些

变种类型；多数小米辣属于黄白壳、绿壳、浅绿壳、深

绿壳 4 种类型，其中尤以黄白壳居多（31 份，占收集

材料的 36.04%），其次是浅绿壳（22 份，占收集材料

的 25.58%）、绿壳（18 份，占收集材料的 20.93%）、深

绿壳（18 份，占收集材料的 9.3%）（表 1）。老鼠屎辣

4 份，生长处于野生或逸生状态，果皮绿色。

图 1　不同类型小米辣的花和果实
Fig.1　The flower and fuit of different millet spicy

表 1　云南小米辣资源调查收集情况
Table 1　The survey and collection of millet spicy resources in Yunan province 

海拔（m）

Altitude
小米辣类型

Type of millet spicy

种植民族

Planting nation

调查县

Investigation county

份数

Number

≤ 600 雀辣、黄白壳 傣族 金平、沧源、江城、勐腊 8

601~800 黄绿壳 傣族 勐腊 4

801~1000 黄绿壳、浅绿壳 傣族、哈尼族、苗族、瑶族、汉族 勐腊、江城、屏边、潞西、孟连、河口、瑞丽 13

1001~1200 黄绿壳、浅绿壳、绿

壳、深绿壳

哈尼族、傣族、景颇族、哈尼族、彝族、

苗族、汉族

勐腊、元阳、建水、陇川、勐海、景谷、江城、屏

边、元江、潞西、巧家

18

1201~1400 浅绿壳、绿壳、深绿壳 佤族、苗族、傣族、景颇族、白族、汉族、

彝族、哈尼族

西盟、屏边、陇川、潞西、鹤庆、建水、元阳、新

平、罗平

14

1401~1600 浅绿壳、绿壳、深绿壳 哈尼、彝族、苗族、回族、佤族、汉族、哈

尼族、壮族、傣族、景颇族

罗平、丘北、景谷、砚山、沧源、罗平、澜沧、建

水、元江、河口、永德、石屏

21

1601~2000 绿壳、深绿壳 彝族、哈尼族、汉族、白族 腾冲、陇川、大姚、剑川 4

≥ 2000 黑色、金黄色 藏族、傈僳族 德钦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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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收集的小米辣样本材料中，其中不乏相

同的种和变种，因为每次调查都是分组进行，组与组

之间在调查取样的时候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取舍

每个样品，这就造成了同一个品种或材料的重复收

集。但总体而言云南小米辣品种类型丰富，多样性

突出。

3　云南省小米辣资源分布特点

3.1　分布区域广，小米辣资源的分布与纬度、海拔

密切相关

云南海拔高差大， 海拔每上升 100m，气温下

降 0.5℃。因此， 云南的气候从南向北存在着平

面分布的多样性， 地区不同，气候不同， 在同一

个区域范围内也因为海拔的不同而存在着明显的

立体气候特点。但总体来看， 全省纬度变化对气

候的影响导致对小米辣资源分布的影响不及海

拔影响那样明显。全省小米辣资源类型随纬度、

海拔变化而呈现立体分布的规律：南部北回归线

以南低海拔地区（海拔低于 600 m），气温较高， 
湿度较大， 属热带雨林气候， 在沧源、江城、勐腊

等原始森林边缘地带分布有野生或逸生的小雀

辣，保留种植的小米辣果色多为黄白色；南部北

回归线以南中低海拔地区（海拔 600~1000 m），

是傣族、哈尼族集居区域，主要是以满足当地民

族自身生活需求在房前屋后零星种植，主要以黄

绿色果皮的黄米辣为主，绿色果皮的朝天椒在局

部地区也有种植；北回归线以北至 25°N，海拔多

在 1000~1600 m 之 间，纬 度、海 拔 逐 步 增 加， 气

温下降， 为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气候， 是云南多

民族混居主要区域，小米辣资源类型最为丰富，

分布有大量黄绿、浅绿色的黄米辣，绿色、深绿色

的朝天椒品种资源，建水、石屏、砚山、丘北等地

小米辣已规模商品化种植，原有黄米辣、朝天椒

品种已逐步被外引小米辣品种替代；再向北，在

25°~27°N， 海拔多在 1600~2000 m 之间，小米辣

主要以浅绿色黄米辣和深绿色朝天椒为主，以满

足当地农民自身生活需求在房前屋后零星种植；

在 25°~30°N，高海拔地区（海拔 2000 m 以上），

调查发现有紫黑壳、金黄色等特殊品种资源，现昆

明、玉溪、丘北等地已引种种植。

总体上云南省小米辣资源的分布呈垂直生态

型，海拔低气温高的地区辣椒品种果形小，果味

辣；随海拔的逐渐升高，气温降低，果形逐渐增大，

果肉增厚，辣味逐渐减少。低海拔地区小米辣总

体上生长势旺，一年生或多年生，果实小、果肉薄，

辣味浓郁，品种类型多样（图 2）；随着海拔高度的

增加其品种种类逐渐变少且多为一年生，植株长

势逐渐变弱，果实逐渐变大，果肉逐渐变厚，香辣

味逐渐降低。这从另一侧面证实了小米辣起源于

热区的说法。

图 2　不同海拔区域小米辣分布
Fig.2　Counting of millet spicy germplasms at different altitudes

3.2　品种类型丰富，小米辣资源种类数量在全省各

地分布不均

小米辣在云南省的分布随各地气候而异，对

云南小米辣资源的初步调查反映出，云南小米辣栽

培历史悠久，品种类型丰富（图 3），多样性突出，但

全省各地小米辣资源种类和数量分布不均。

在调查的 29 个县市中以勐腊、江城两地小米

辣资源最为丰富，分别收集到小米辣材料 7 份和 6

份，包含了老鼠屎辣、黄白壳、浅绿壳、绿壳、深绿

壳 5 种类型，多样性最为丰富；其次建水、屏边、元

阳各收集到 5 份小米辣材料，主要以黄白壳、浅绿

壳、绿壳 3 种类型为主；其他几个分布比较集中的

地点是沧源县、河口县、潞西县、罗平县、勐海县、丘

北县和元江县，以黄白壳、绿壳两种类型居多；德钦

县收集到 4 份小米辣材料，分属紫黑壳、金黄色两

种类型。勐腊县、沧源县和江城县还分布有老鼠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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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云南小米辣种类统计分析
Fig.3　Statistics of the species of millet in Yunnan

辣，是否属于野生或变种仍需进一步考证。其他 16
个县市小米辣分布类型较少，品种较为单一，收集材

料每个地方都是 1~3 份不等。

总体上看，云南各地都有小米辣分布，但主要集中

在热区，热区收集的资源样本数占所有资源收集量的

70% 以上，且变异类型丰富；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在

高海拔冷凉地区小米辣资源的蕴藏量越来越少，其果

形逐渐变大，辣味逐渐降低，果色逐渐变深。但丘北县

是一个特例，在资源调查过程中，共收集了 4 个小米辣

样本，查阅资料结合对当地农户的调查，原因是丘北有

悠久的辣椒栽培历史，其土壤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宜辣

椒的生长发育，小米辣在长期的栽培演变过程中，由于

自然气候条件的作用，容易演变出不同的变种。

3.3　小米辣资源分布与各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密切

相关

云南低热河谷地区多为少数民族集聚区［7］，天

气炎热潮湿，风湿病是常见病，小米辣具有祛风除

湿、发散解表的功能［8］，以小米辣为主的各种佐料对

风湿病可以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9］，云南各民族

长期的饮食生活习惯中小米辣成了不可缺少的调

料［10］，培养了各少数民族嗜辣喜好。由于小米辣具

有适应当地独特多样的生态环境和能满足当地民

族生活消费习惯的特性，小米辣在傣族、哈尼族、彝

族、苗族、佤族、景颇族集聚区得以大量保留［11］，主

要在房前屋后零星种植。在收集的 86 份材料中傣

族 25 份，占收集材料的 29.07；哈尼族 17 份，占收集

材料的 19.77%；彝族 11 份，占收集材料的 12.79%；

苗族 6 份，占收集材料的 6.9%；佤族、景颇族和白

族各 4 份，各占收集材料的 4.65%；其他 15 份材料

来 源 于 6 个 少 数 民 族，占 收 集 材 料 的 17.44%（图

4）。傣族、哈尼族、佤族以老鼠屎辣、黄白壳、浅绿

壳传统小米辣为主，由于气候炎热，冬季最低气温

都在 5 ℃以上，小米辣多为多年生，生长势旺，有的

树形高达 2 m 以上，演变形成了逸生或半野生的小

图 4　小米辣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分布情况
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millet in various ethnic minorities in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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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辣品种资源；彝族、苗族、景颇族由于居住地相对较

高（海拔 1000 m 以上），气候相对冷凉，品种以绿壳、

深绿壳为主，多数地方为一年生，少数地方能多年生。

小米辣在云南各少数民族集聚区广泛种植是各少数

民族为了适应特殊的自然环境而进行物种选择的最

终结果，种植品种与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物

产资料以及人的生理需要等多种因素有关，具有深刻

的文化内涵［12］。

4　云南小米辣资源的保护利用建议

4.1　加强云南小米辣资源调查与收集保护

物种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13］，世界各国都极

其重视资源的保护工作［14］，但云南小米辣资源绝大

多数尚处在放任不管状态。长期以来，小米辣资源

聚集区，小米辣种植多为满足自身饮食习惯的需求

在房前屋后零星种植，种植面积少且分散，多数小米

辣生长处于逸生或半野生状态，在漫长的繁衍过程

中，经历各种不良气候条件和各种病虫害的侵袭考

验和选择，得以保存下来 ，延至今天，使它们保持有

良好的适应性、抗逆性以及其他许多优异性状。但

由于长期的人工选择和自然环境的改变，致使大量

云南地方小米辣品种特别是一些稀有的小米辣资

源材料遭到淘汰，一些重要的野生近缘种生境遭受

破坏，面积缩小或消失，如：云南野生小米辣只在局

部地区有分布，这些小米辣资源的灭绝不仅意味着

一种资源的消失，更重要的是它所携带的种质资源

（也就是基因资源）也将随之永远消失。这些小米

辣资源的灭绝对我们特色蔬菜育种和生产的长远发

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对生态环境和物

种安全的破坏性也是致命的，对这些地方特色种质

资源若不及时保护和合理利用，必将威胁本省特色

蔬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在前期调查、种质评

价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小米辣非主要分布区的调

查收集工作，以完善云南小米辣的种质资源基因库。

通过对收集保存资源的改造和创新，可望得到一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米辣新品种，成为本省蔬菜

产业新的增长点。

4.2　加大小米辣资源研究与创新力度

近年来，市场上对辣椒产品的需求逐渐向多样

化和特需化转变［15-16］。云南小米辣由于其营养成

分丰富、风味独特，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市场的认可，

引起了国内外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市场需求量逐

年增加，种植面积不断扩大。2017 年云南小米辣种

植面积已突破 40 万亩，产量近 60 万 t，产值达 50

亿元，单位土地面积产值远高于其他大宗蔬菜。但

由于其果实小，采摘困难，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欧

美发达国家及我国发达地区很少有人愿意从事小米

辣相关研究，因此在研究的系统性、研究水平以及提

升应用技术的能力上与其他大宗蔬菜作物相比差距

较大，通过研究筛选出的具有突出利用价值的优异

品种很少，能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没有，这既

不能满足发展云南特色小米辣产业的需求，也不能

适应日益激烈的蔬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建议利用

好资源优势和地域气候条件优势，加强地方小米辣

品种的研究和开发力度，培育出具有云南地方特色

的辣椒品种，创建云南辣椒品牌，对促进本省辣椒产

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3　分层次开发利用云南小米辣资源

随着农产品加工业的科技进步，蔬菜加工业快

速发展，我国外向型蔬菜加工产业布局已基本形成，

蔬菜及其加工制品在我国农产品贸易中已占据了重

要地位［17-19］。但目前我国蔬菜加工研究多集中在

大宗蔬菜方面［20-22］，针对小米辣研究相对较少，对

小米辣产品的深度开发不够，精深加工程度低，多年

来一直以销售鲜椒、泡椒、剁椒等初级产品和半成品

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云南小米辣产业的发展

壮大，影响了云南小米辣品牌的创建。充分发挥云

南小米辣资源种类多的优势，针对市场需求，分层次

对不同类型小米辣进行精深加工利用研究，走精细

加工路子，综合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云南小米辣资源。

5　讨论

历时 10 年完成了云南省小米辣主要分布区 29
个县市 80 多个乡镇的小米辣种质资源调查收集工

作，收集保存了 86 份小米辣材料，可以说基本完成

了云南省小米辣资源的收集保存工作，但由于云南

省小米辣种质资源分布极其广泛，全省各地均有栽

培，调查收集样本侧重于栽培品种的收集，对小米辣

野生近缘种的收集还不够，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远

山区和少数民族集居地区样本采集量少，收集的样

本依然有限，所收集保存的样本还不能完全代表云

南小米辣种质资源的特性。今后需进一步开展小米

辣非主要分布区的调查收集工作，以完善云南小米

辣的种质资源基因库。

调查收集的 86 份小米辣材料有 64 份来源于热

区，占整个收集总量的 74.41%，而云南热区多为少

数民族地区，小米辣的种植多为满足自身饮食习惯

的需求，种植面积少且分散，农民多数采取在围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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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地角种植几棵供自家采食，没有形成商品开发，

单一品种蕴藏量极少，种植的品种若遇到自然灾害

或毁灭性的病害容易丢失；而在云南小米辣主产区

玉溪、文山等地，由于小米辣已经规模商品化种植，

原有老品种因产量或外观商品性等原因逐步被外引

品种替代，保留种植品种比较单一，品种类型蕴藏量

少，长期的人工选择和自然环境的改变，致使大量云

南地方小米辣品种特别是一些稀有的小米辣资源材

料遭到淘汰。建议将小米辣产业纳入云南高原特色

和地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使小米辣研究得

到政策保障和有计划的可持续发展，为不同地理条

件下生长的小米辣种质资源提供保存及创制研究工

作提供保障。

云南小米辣遗传多样性丰富，学术界对云南小

米辣的标准界定不一，可以说本研究通过对云南省

小米辣主要分布点的实地考察和初步分类，初步核

定了云南小米辣的主要性状标准。但对其内含物，

如辣椒素、各种营养元素等没有进行测量，存在很大

的局限性，要准确定义云南小米辣，还需要进一步测

量其内含物的各项数据后对比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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