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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普格县野生荞麦资源的特征与地理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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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西昌 6 15 0 23 )

【摘 要】通过对凉 山州普格县 31 个乡镇 93 个不 同生态点野生养麦种质资源的考察
,

搜集到分布于不

同生态环境下的 4 个种和 1 个变种的 40 余份野生荞麦资源种子和标本
。

初步明确 了普格县境 内野生荞麦的

种类
、

特征和地理分布
,

并发现 了未见报道过的大花
、

大粒和叶片大而皱褶的野生荞麦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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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地处中国西南边睡
,

其地形
、

地貌错综

复杂
,

气候类型多种多样
,

复杂的生态环境和独特

的地理条件孕育着丰富的生物资源
,

这里是荞麦的

起源中心之一
。

荞麦 ( B
u e k w h e a t ) 是寥科 p o l y g o -

n a e e a e
荞麦属 ( F

a即 p yur m M i l l ) 植物
,

据相关报道
,

全世界有 巧 个种
,

中国分布有野生荞麦 7 个种和 2

个变种
。

普格县地处凉山州中心腹地
,

为了搞清楚

该县境内野生荞麦的种类及分布情况
,

西昌学院荞

麦课题组于 2 0 0 5 年 10 一 12 月考察了普格县 31 个

乡镇 (占普格县 34 个乡镇的 91
.

1% ) 的 93 多个不

同生态点
,

考察 的垂直海拔高度范围为 8 0 0 -

3 2 0 0m
。

搜集到 4 0 余份野生荞麦种子和标本
,

初步

明确了普格县野生荞麦的种类
、

特征特性及地理分

布
。

1
.

普格县野生荞麦的种类及特征特性

1
.

1 金荞麦 ( r
.

C y m o s u m )

多年生草本
。

株高 5 0 ~ 3 0 c0 m
。

块状根木质化
,

呈黑褐色
。

茎直立不分枝和分枝
。

直立不分枝的多

生长在半灌木丛中
,

一般茎秆粗状
,

比较高大
,

多在

1
.

s m 以上
,

叶片宽大
,

多呈浅绿色 ;直立分枝的较前

者分枝多
,

生长旺盛
,

叶片肥大呈深绿色或绿色
,

多

生长在路边
、

田埂
、

水边
、

草丛和乱石中
。

以上两种

类型与云南省王莉花等人的研究相同
。

金荞麦叶形

大多呈卵状三角形或戟状三角形
,

顶端渐尖
。

花序

呈伞房状
,

顶生
、

腋生
、

白色
。

籽粒呈正三棱锥形果

棱锐
、

三棱锥形果棱锐
、

三棱锥形果棱钝
,

籽粒的第

一种类型是本次考察发现的新类型
。

粒色有黑
、

褐
、

红褐色三种
,

外皮光滑
,

无光泽
,

长 6 一 s m m
,

露出于

宿存花被的 2 一 3 倍
。

1
.

2 硬枝万年荞 ( F
.

u or p h y l l u m )

多年生半灌木
,

高度大多在 l m 左右
。

茎直立或

攀援
,

坚硬
,

分枝多
,

老枝木质化
,

红褐色稍开裂
,

也

有灰色茎
。

一年生枝草质
,

绿色
。

叶形有披针状心叶

和耳垂状箭叶
,

多数植株基部和中下部叶呈披针状

心形
,

中上部叶呈耳状箭形
,

顶端渐尖或尾状尖
,

群

落中此类型居多
。

有的整株叶呈披针状心形
,

有的

整株叶呈耳状箭叶
。

花圆锥状聚伞花序簇
,

花序长

而排列稀疏
,

顶生或腋生
,

花梗有关节
,

花白色
,

花柱

为长花柱或短花柱
,

花被片长约 2 一 3m m
,

果三棱

形
,

长约 Zm m
,

外皮光滑
,

有光泽
,

呈褐色
,

微露出于

宿存花被之外
。

生长于小灌木丛
、

草丛
、

岩壁上和乱石中
。

1
.

3 线叶野荞麦 ( F
.

l i n e a er )

一年生草本
。

高 10 ~ 7 c0 m
,

茎直立
,

分枝多
,

细

长
,

茎秆有红
、

绿两种
,

群落中以红色为主 ; 叶片细

小
,

基部叶略宽
,

中上部叶呈线形
,

叶的基部戟形
,

顶

部极尖
,

长 1 一 2
.

sc m
,

中上部叶边缘略向下反卷
,

叶

色有红色和绿色两种
,

群落中以红色为主
。

花序顶

生或腋生
,

分枝或不分枝
,

聚伞花序簇排列成穗状
,

花序梗细长 ; 花梗具关节
,

每个聚伞花序有花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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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朵
,

花白色或粉红
,

花被片长约 Zm m
,

花柱为短花

柱
。

果三棱形
,

长约 Zm m
,

褐色
,

有光泽
,

微露出于宿

存的花被
。

生长于草丛
、

石灰岩山坡及耕地内
。

1
.

4 细柄野荞 ( F
.

脚
e i l i p e s

)

一年生草本
,

高约 10 一 12 c0 m
,

无毛或被柔毛
,

茎直立
,

多分枝
,

叶片多为心状卵形
,

顶部渐尖
,

叶

色呈绿色
,

长 2 一
c4 m

,

下部的叶有与之等长的柄
,

上

部的叶柄变短至无柄
。

花序纤细
,

分枝或不分枝
,

聚

伞花序簇疏离
,

花白色或粉红色
,

花梗无关节
,

长

1 一 2~
,

花柱等长
。

果三棱形
,

外皮光滑
,

有光泽
,

呈褐色
,

长约 3m m
,

微露出于宿存花被之外
。

多生长

于玉米耕地
、

圆根地
、

苦荞麦地
、

山坡
、

路边和草丛

内
。

1
.

5 齿翅野荞麦 ( F
,

脚
e l i p e s v a r

,

)

该变种与细柄野荞的区别在于其籽粒上有粉

红色或浅红色翅
。

多生长于玉米耕地
、

圆根地
、

苦荞

麦地
、

山坡
、

路边和草丛内
。

2 普格县野生荞麦的分布中心

普格县野生荞麦主要集中在东边和西边山脉
,

形成了东部和西部分布中心
,

野生荞麦种类的数量

和平均密度较大
,

北部和南部野生荞麦种类的数量

和平均密度相对较少 (图 1 )
。

究其原因
,

可能与土壤

条件和生境等因素有关
,

东边和西边山脉农户耕地

多
,

土壤肥沃
,

有利于野生荞麦的生长和繁衍
,

而从

南到北主要为贫痔的荒山野岭
,

耕地少
,

导致野生

荞麦种类的数量和密度相对较少
。

在南边
,

由于海

2 3 4 5 6 7

种的数量
: ▲ ▲ ▲ ▲▲ ▲

平均密度 (级 )
: .

…2 3 4 5

图 1 普格县野生荞麦种的数量与密度

拔高度较低 ( 800 m 左右 )
,

其气候条件也只适应于少

数品种生存
。

3
.

普格县野生荞麦分布的海拔高度及

密度

表 1 普格县野生荞麦的分布情况

种类 分布范围 (乡镇 ) 海拔高度 (m )

12 0 0 ~ 2 5 0 0

密度

细柄野荞 ( F
.

脚
e i l i p e s

) 向阳 普乐 荞窝 特补 东山 祝联 吉乐 五道

管 大槽 辉隆 瓦洛 特兹 夹铁 采乃

特补 螺髻山 东山 普乐 吉乐 五道警 大槽 辉

隆 瓦洛 特兹 夹铁 采乃

特兹 西洛 辉隆 吉乐 螺髻山 荞窝 东山

甘天地 乌洛沟

采子

1 一 5 级

齿翅野荞 ( F
.

脚
e i l i p e s

v a r
·

o d o n to p t e o m )

金荞麦 ( F
.

e y m o s u m )

梗枝万年荞 ( F
.

u or p h y ll u m )

线叶野荞 ( F
.

h n e a er )

14 0 0 ~ 2 5 0 0 2 一 5 级

15 0 0 ~ 2 4 5 0

13 0 0 ~ 15 0 0

1 2 0 0 ~ 15 0 0

2 一 5 级

2 一 5 级

2 一 5 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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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格县典型的立体型气候为野生荞麦的生长和

分布提供了天然的自然条件
。

通过考察
,

不同野生

荞麦种类分布的范围
、

海拔高度和密度不同
,

如表

由表 l 可看出
,

细柄野荞在普格县海拔 1200
-

25 00 m 均有分布
,

细柄野荞之变种齿翅野荞在

14 00
一
25 0 0m 也有大量分布

,

前者分布的海拔高度

和地理范围要大些
,

但两种野生荞麦一般生长在共

同的生态环境中
,

形成混生大群落 ;金荞麦主要分布

海拔在 巧oo
一
24 5m0 高度范围

,

其地理范围也较

广
。

细柄野荞及其变种 (齿翅野荞 )和金荞麦是普格

县主要的野生荞麦资源
,

分布广泛
,

但它们各 自所处

的生态环境又完全不同
,

细柄野荞及其变种多分布

在干早
、

贫瘩的荒地
、

农田和山坡上
,

是玉米
、

荞麦和

圆根等农作物的主要杂草
,

是本次考察中发现分布

数量最多
、

群体最大的一个种
,

原因是它为自花授

粉
、

结实率高
,

后代繁殖快
,

尤其是它的变种 (齿翅野

荞麦 )除了具有自花授粉的特性外
,

其种子的三个棱

上均有翅
,

更易于传播
,

所 以其分布数量多
,

范围

广
。

金荞麦主要分布在阴凉潮湿的沟边
、

田埂
、

阴

坡
、

路边和灌木丛电
,

常伴生于多年生的草本和半灌

木丛中
。

另外
,

在考察中还发现
,

在一定的海拔高度

范围内
,

细柄野荞和齿翅野荞在普格县的分布密度

变化与海拔高度变化之间无规律
,

即在适宜环境下
,

两种野生荞麦均可大量生长
,

形成大群落
,

两种野生

荞麦密度的不同
,

主要受当地耕作方式和植被破坏

程度的影响
,

如相同海拔高度
,

两种野生荞麦在水稻

田中比在玉米田中要少得多
,

粗放耕作田地比精细

耕作田内密度大
。

硬枝万年荞和线叶野荞分布的范围较窄
,

仅在

甘天地乡和乌洛沟乡发现硬枝万年荞
,

在采子乡发

现有线叶野荞
,

但两种野生荞麦分布的密度较大
,

在

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分别达到 2 一 5 级
。

4
.

结果与讨论

4
.

1 普格县野生荞麦资源比较丰富
,

除发现了

上述的 4 个种和 l 个变种外
,

考察中还发现了未见

报道过的大花
、

大粒和叶片大而皱褶的野生荞麦资

源
,

它是否为新种或新变种及多倍体野生荞麦种有

待进一步研究鉴定
。

4
.

2 野生荞麦在普格县分布较广泛
,

除了形成

东边和西边山脉的分布中心外
,

北边
、

南边和中部山

脉也有分布
,

但种的数量和密度较少
。

这可能与该县

的生态环境和人们的耕作方式有关
。

4
.

3 硬枝万年荞和线叶野荞多见于含有石灰

岩的小灌木丛内
、

草丛内和乱石中
,

这可能与两种野

生荞麦的耐贫瘩能力强和人畜破坏程度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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