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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变异类型在攀西地区的发现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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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对攀西地区野生番石榴+,-.-/0 1/23242 5-667的实地调查，发现了一种新的变

异类型，它属于番石榴的小叶和小果类型。经过我们的研究认为，这种番石榴变异新类型在我国尚

属于首次发现。它的发现不仅对摸清攀西地区以及我国的番石榴种质资源，深入研究其变异特点

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而且在改良品种，提高品质上也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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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中旬，我们对生长在攀西干热河谷流

域的野生番石榴资源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时，在德昌

县锦川乡安宁河谷成片生长的野生番石榴灌丛中，

意外地发现一种小枝短，节密集，节间短，叶片和果

实均小的番石榴，它完全不同于普遍种植，并在攀西

地区早已逸为野生的叶片较大型的番石榴+,-.-/0
1/23242 5-667 ，经研究，我们认为它可能属于野生

番石榴+,-.-/0 1/23242 5-667 的一个新变异类型。

这个新变异类型的数量较少，零星分散在野生番石

榴的群落中与野生番石榴混杂生长，同域分布，具有

相同的生态环境，都生长在安宁河干热河谷谷底的

沙石砾土壤上和河谷一侧的山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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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变异类型小枝短，节间密集，节间长"7);&7#
（;!7:）厘米，叶小，长椭圆形，狭椭圆形，长&7);#7#（;
’7#）厘米，宽"7:;!7%厘米，叶柄短，长&;*毫米，花小，

展开后径长!;!7(（;*7!）厘米，花梗短，长);’毫米，

果实小，直径!;)（;#）厘米。

野生番石榴小枝长，节疏散，节间长&7*;)7#厘

米，叶大，圆状椭圆形，椭圆形至长椭圆形，长（’;）

:;&#7!厘米，宽*7!;:厘米，叶柄长，长#;&"毫米，花

大，展开后径长*7#;)7%厘米，花梗长，长（&7!;）&7#;*
厘米，果实大，直径’;&"（;&!）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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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这一新变异类型性状的稳定性，在野

外实地观察中，我们特别注意将生长在不同地点、环

境和生育期的野生番石榴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这些

不同地点和环境的野生番石榴新变异类型的形态特

征仍无任何变化。在生长发育期上，无论是刚从种子

萌发长出不久的幼苗，高约&米的矮小幼株，还是高

达*米的多年生植株，它们的性状也都是非常一致

的。由此可见，野生番石榴的新变异类型在枝节密

集、节间短及叶的形态、大小上是不受地点、环境和

生长发育影响的。&(((年#月中旬，我们又去产地采

得花的标本，发现新变异类型与野生番石榴在花的

形态上并无明显区别，但花的大小和小花梗的长短

二者差异却十分显著。同时，我们还发现在相同或不

同的环境中，新变异类型与野生番石榴开花的时间

也不一样，前者较后者晚开半个月至一个月。同年%
月中旬我们再次在产地采集到新变异类型的成熟果

实，并对其进行了详细观察，新变异类型的果实小于

野生番石榴，成熟期前者也晚于后者。

事实上，新变异类型与野生番石榴的不同在当

地群众中早就有所区别的了，当地群众把番石榴变

异类型俗称为“米冬果”，而把野生番石榴+,-.-/0
1/23242 5-667俗称为“冬果”。一个“米”字就把新变

异类型的叶小、花小、果小的特点充分、形象地概括

了。因而，从名称的各异就可知二者的不同是由来已

久的了。另外，我们还在其它地点和环境中也发现了

这一新变异类群，虽然数量不多，但其性状十分稳

定，预示着这个新变异类群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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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范围也在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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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注意到，新的番石榴变异类型与野生番

石榴在枝节疏密、节间长短，叶和花的大小及小花梗

的长短之间均未出现数量关系上的连续变化，二者

截然可分，充分说明了这两种同域分布（"#$%&’()）的

番石榴彼此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生殖隔离机制。因

此 ， 若 按 照 生 物 学 种 的 概 念 （*(+,+-()., "%/)(/"
)+0)/%&），那么，这个番石榴就不仅仅是野生番石榴

1"(2(3$ -3.4.5. 6(007的一个变异类型，而应该是一

个好的或非常好的新种了。

我们认为，番石榴新变异类型的发现不仅仅是

一个与分类命名有关的问题，可能也是一个在攀西

干热河谷特殊环境气候条件下特化的一个新变异类

群，是野生番石榴长期生长在干热环境中而产生的

一个植物进化的实例。因为这两种番石榴之间的遗

传关系，显然不仅仅是由单个等位基因之差，所引起

的以简单的孟德尔方式遗传的花色差异，虽然，控制

这些性状的基因可能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枝节疏

密、节间长短、叶、花、果的大小和叶柄、花梗长短的

变异一般是受多基因控制的数量性状，而不能与象

花色那样是由单个基因控制的性状同等看待。再加

上在同一自然环境条件下开花和果实成熟时间上的

明显不同，都为新变异类型与野生番石榴之间在遗

传关系上存在着质的差异提供了佐证。

番石榴1"(2(3$ -3.4.5. 67（89:!）原产热带美

洲，是一个多型种（如果作为不同的种处理，名称是：

1"(2(3$ )34.5(,,3" ;3’$7 <7 =,7 >027 88?7 89@A；

B3$%C7 D/’*7 E$*+(0 8：&.*7 ?F7 89?8； D+3&&7
D.02,7 1,7 /& G’3(2H7 I： &.*7 88， <(-7 87 899?；

;.)H7 J& ;.HC7 =,7 K.5. 8：!!:7 8F@!7—17 %3$(,3$
L.C,，M#$*7 ;+&7 I：:@7 89F87），林奈（89@I）发表的

17 %#’(</’3$ 67和17 %+$(</’3$ 67 如今也已被并入

17 -3.4.5.。由于该种变异较大又有许多异名，特别

是当归化种到了新的生态环境中产生新的变异类群

时，分类上一般仍作为广义种处理，更多地采用广义

的番石榴17 -3.4.5. 67 学名。因此，我们认为，在攀

西地区发现的这个番石榴新变异类型，虽然在形态

特征和遗传特性上与野生番石榴有着本质的差异，

但是，目前在国内外，争议较大的外来归化植物不宜

作为新种类群发表。鉴于此，我们也就这样做了，仍

采用广义的分类方法，将其归为番石榴，学名仍为番

石榴17 -3.4.5. 67

? +%,-./

据了解，番石榴1"(2(3$ -3.4.5. 6(007自8@F@年

引进我国，在我国南方广为栽培和归化已有!NN年的

历史了。而在攀西地区种植生长，在此遗为野生种，

并在金沙江、雅砻江、安宁河干热河谷发展壮大，构

成独特的成片生长的单一野生种群也有INN多年的

历史了。在地理分布上，就目前所知，攀西干热河谷

流域生长的野生番石榴应属最北部的了。攀西干热

河谷流域虽属南亚热带，但特殊的生态环境条件还

是明显不同于我国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岛、台湾、

云南及世界其它种植、生长番石榴的地区。海拔较

高，年降雨量少，风沙大，空气干燥，日照多，气温日

差较大，干雨季分明，冬季气温较低，有时还有降雪，

再加上小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可能都是导致野生番

石榴1"(2(3$ -3.4.5. 6(007发生基因突变，产生新变

异类型的原因。因为叶、花、果主要营养和生殖器官

的变小有利于度过干旱和寒冷的季节；有利于适应

干热河谷的特殊环境；有利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 01234

我们认为，番石榴新变异类型的发现具有如下

的 重 要 价 值 和 经 济 、 生 态 、 社 会 意 义 ：87 番 石 榴

1"(2(3$ -3.4.5. 6(007自引种我国后，在逸为野生种

群中发现变异性状稳定的新分类群，就目前所知这

在我国还属首次发现和首次报道。它的发现对摸清

攀西地区乃至我国的番石榴种质资源，深入研究其

变异特点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I7用新变异种

类作为抗旱、抗寒的原始材料，培育适应于攀西地区

干热河谷气候条件下生长的番石榴新型栽培品种，

有利于扩大种植范围，对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

山区的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

意义。!7新变异类型具有抗旱、抗寒和适应性强的特

点，它繁殖容易，生长快，终年常绿，对恢复自然植

被，绿化荒山、荒坡、荒沟，改善攀西干热河谷流域的

环境和气候条件大有裨益，因而又具有较高的生态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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