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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凉山地区野生荞麦资源的原生境和主要分布中心研究%

蔡光泽，吴 昊，夏明忠，任迎虹，王安虎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

【摘 要】通过对四川凉山地区 !& 个县市 #’$ 个乡镇的 !#"$ 个不同生态点野生荞麦资源的系统考察，

明确了分布于该地区不同生态点的野生荞麦资源有 & 个和 ’ 个变种，同时也了解了该地区野生荞麦的原生

境和三大主要分布中心，即海拔高度在 !$$$( 左右，温度较高的东部和南部金沙江沿岸分布中心，海拔高度

在 ’$$$( 左右，较低温度的中部分布中心和海拔高度在 ’#$$( 左右，温度较低的西部分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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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 麦 （123456789） 是 蓼 科 :;<=>;?83787 荞 麦

属 （@8>;A=B2( CD<<）植物 E ! F。据相关报道，全世

界有 !# 个种，中国野生荞麦有 & 个种和 ’ 个变种
E ! F，近年来，国外学者报道了新定名的 ’ 个种 E # F。

四川凉山地区地形地貌复杂，生态类型多种多样，

野生荞麦种 类多，是荞麦的起源 中心之一 E !， !$，

!! F。长期以来，野生荞麦资源未被系统研究和充分

利用，多数野生荞麦资源处于自生自灭的自然状

态，其原始生态环境也正在遭遇人畜等因素的严重

破坏，野生荞麦这种珍贵资源正在逐渐减少。

’$$# 年 - G !’ 月，在四川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等

基金的资助下，西昌学院荞麦课题组分三个考察小

组对凉山地区 !& 个县市 #’$ 个乡镇 !#"$ 个不同生

态点的野生荞麦资源进行系统考察，明确了该地区

野生荞资源的种类、原生境和三大主要分布中心，

为野生荞麦资源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提供参考。

! 野生荞麦原生境考察方法

凉山地区各种野生荞麦资源分布的生态环境、

群体大小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调查取样时重点注意

以下几方面：一是详细记录野生荞麦在各种自然状

态下的群落数和群落中一定面积 . ’$(’ /内各种野生

荞麦的数量。二是详细观察各种野生荞麦生长环境

遭受的破坏方式、破坏程度以及村民的耕作制度和

耕作精细程度。三是分析各种野生荞麦生存的土壤

和拍摄周围的自然环境。四是详细观察各种野生荞

麦的根系、叶形、叶色、花柱长短及授粉方式，以

便了解野生荞麦生长发育与后代繁衍的关系。

’ 结果与分析

’H ! 凉山地区野生荞麦资源的种类和原生境分析 E! I -F

’H !H ! 金荞麦 （@H 3=(;J2(）

主要生长于阴冷潮湿的路边、山坡和田埂，伴

生于草丛中和小灌木林内。考察中发现金荞麦生长

旺盛，植株健壮，能在草丛灌木林中以及茂盛的紫

茎泽兰群落中良好生长，这可能与其有较大的多年

生块状根提供生长所需营养物质和金荞麦叶片肥

厚、宽大、深绿色、光合速率强等因素有很大关

系。由于金荞麦生境与人畜活动环境密切相关，因

而金荞麦常常受到人畜不同程度破坏，这导致了金

荞麦生态群落中以种子繁殖后代的几率很低，影响

到生态群落大小和群落中植株数量扩大，只有人畜

不易破坏的灌木林等环境中金荞麦以种子繁殖的几

率才很大，群落中新生植株较多，植株密度很大，

群落面积较大。后者也是金荞麦的理想生长环境。

’H !H ’ 硬枝万年荞 （@H 2B;A6=<<2(）

主要生长于路旁、山坡、山岩、灌木林和草丛

中。考察中发现硬枝万年荞不易被破坏，能在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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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草丛等环境中生长发育和繁殖后代，可能有以

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具特有的不易被破坏的坚硬

木质化茎，不易被人畜破坏。二是有能够提供营养

物质的多年生木质化根。三是硬枝万年荞有较高的

结实率，种子易落粒，种子较小，长约 # $ %&&，

宽约 ! $ #&&，易传播，有的种子稍大些。以上三

方面的原因，使硬枝万年荞群落面积很大，群落中

既有多年的老植株，也有当年种子萌芽的嫩植株，

且植株密度大，并在有的环境中成为主要植物群

体。

#’ !’ % 小野荞 （(’ )*+,-+-./&）

主要生长于含石灰岩的路旁、山坡、草丛内和

粗放耕作的农田内。考察中发现小野荞在石灰岩含

量高的贫瘠干旱环境中生长良好，可能有以下几方

面原因：一是小野荞种子极小，结实率极高，易落

粒，长宽约 !’ 0 $ #&&，易传播，是新形成的岩石

环境的先锋植物，并能较快形成高密度群落。二是

在雨水等湿润环境中，石灰岩中可能含有的特殊矿

质元素可满足其对营养物质的需求，促进其生长发

育。三是小野荞主要生长于裸露环境中，植株基部

叶片较多，光照充足，叶片光合作用强，合成有机

物质多，能满足植株生长发育。四是小野荞有发达

根系，根系和茎杆半木质化，有利于营养物质的吸

收传递和抵御不良因素的影响。

疏穗小野荞 （(’ )*+,-+-./& 123’ ）与小野荞的

区别主要在于其花序排列稀疏。其生长环境与小野

荞麦相似。

#’ !’ 4 细柄野荞 5(’ 63278)8+*9 :
主要生长于玉米地、马铃薯地、萝卜地、园根

地、菜地和栽培荞麦地内。春季，细柄野荞主要生

长于玉米地、马铃薯地和其它作物的田间内，当作

物收割后再次耕地播种萝卜、园根和白菜等时，种

子又会再次萌发出苗，因而细柄野荞一般要完成春

季和秋季生长发育。细柄野荞在上述生境中常被当

作杂草根除。但在考察中发现，其分布范围极广，

几乎遍及考察所有地区，且群落内植株数量大，就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细柄野荞小花数相当

多，结实率极高，易落粒，有利于后代群落内植株

密度增大。二是上述生境土壤肥沃，能够提供其生

长发育的营养物质，植株生长茂盛，光合效率高。

三是细柄野荞种子较小，长约 # $ %&&，宽约 ! $
#&&，借助风力易传播。

齿翅野荞 5(’ 63278)8+*9 123’ : 与细柄野荞的区

别主要在于其籽粒上有翅，其生长环境与细柄野荞

极其相近。由于其种子较小且三棱上具有翅，借助

风力传播的范围较细柄野荞广，考察中发现齿翅野

荞除了在细柄野荞的原生境中生长外，也在陡峭的

山岩壁、农田围墙壁和田边地角生长。

#’ !’ 0 线叶野荞 5(’ )8;*23* :
主要生长于新开采的裸露无杂草的山坡、岩石

和路边。其籽粒极小，长 （宽）!’ 0 $ #&&，借助

风力极易传播，是新形成的山坡和岩石环境的先锋

植物，但由于其叶片细小，长约 ! $ #7&，因而光

合效率低，光合作用合成的有效成分较少，影响其

生长发育，线叶野荞分布的群落数较小，群落内植

株数量较少。

#’ !’ < 抽葶野荞 （(’ 9,2,87*）

主要生长于路边、石灰岩山坡的小灌木林和草

丛中，分布范围较窄，生态群落中植株密度较大。

群体中植株密度较大，主要有以下有三个原因：一

是其属多年生草本，根部膨大，易吸收土壤内的营

养物质，抗干旱和抗破坏能力强。二是植株小花数

多，结实率高，落粒性强，吸水易萌发出苗，生长

发育良好。三是其生长在山坡等环境中，遭遇人畜

破坏程度不严重，群落中既有多年生植株也有当年

生植株。

#’ !’ " 岩野荞麦 5(’ 68)*988 :
主要生长于山坡、草地和沟边，生态群落中植

株密度大。主要原因是植株小花数较多，结实率

高，易落粒，遭受人畜破坏程度不严重等因素有

关。但其分布的地域较窄，主要是受温度和光照气

候因素影响较大。

#’ # 凉山地区野生荞麦的三大分布中心

凉山地区野生荞麦种类多，在 !" 个县市均有

分布，但在不同气候环境和地理条件下分布的种

类、数量和密度又有区别 （表 !）。

由表 ! 及考察中发现各种野生荞麦的分布分

析，凉山地区野生荞麦主要有三个分布中心：一是凉

山 地 区 金 沙 江 沿 岸 中 心 ， 该 中 心 是 海 拔 高 度 在

<== $ !===& 左右，温度相对较高，主要有雷波县、金

阳县、宁南县、会东县和会理县，分布的野生荞麦有

小野荞、疏穗小野荞、线叶野荞、硬枝万年荞和抽葶

野荞麦等，平均密度达 4 $ 0 级。二是凉山地区中部

分布中心，该中心是海拔高度在 #===& 左右，温度

相对较低的甘洛县、越西县、冕宁县、喜德县、美姑

县、昭觉县、布拖县、德昌县和西昌等县> 分布的野生

蔡光泽等：四川凉山地区野生荞麦资源的原生境和主要分布中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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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主要有齿翅野荞、细柄野荞、金荞麦，平均密度

达 # $ % 级。三是凉山地区西部分布中心，该中心是

海拔高度在 &’(() 左右的盐源县和木里县，分布的

野生荞麦主要有金荞麦、细柄野荞、齿翅野荞、硬枝

万年荞、小野荞和疏穗小野荞，平均密度达 # $ %
级。线叶野荞和岩野荞麦分布的范围较窄。

表 ! 凉山地区野生荞麦的分布情况

*+,-. !/ 01. 234053,60378 79 :3-2 ,6;<:1.+0 38 =3+8>41+8 +5.+

密度

?.8430@
& $ ’ 级

& $ ’ 级

& $ ’ 级

# $ ’ 级

! $ & 级

! 级

& $ ’ 级

& $ ’ 级

& 级

种类

A+53.0@
细柄野荞（BC >5+;3-3D.4 E
齿翅野荞（BC >5+;3-3D.4
F+5C 727807D0.56)）

金荞麦（BC ;@)746)）

硬枝万年荞（BC 657D1@--6)）

线叶野荞（BC =38.+5.）

岩野荞麦（BC >3-.433）
小野荞（BC -.D07D726)）

疏穗小野荞（BC -.D07D726)
F+5G >574433）
抽葶野荞麦（BC 40+03;.）

分布范围

?34053,60378 5+8>.
分布范围极广，遍布于凉山地区 !H 个县市

分布范围极广，遍布于凉山地区 !H 个县市

分布范围极广，遍布于凉山地区 !H 个县市

金阳 雷波 美姑 普格 冕宁 会东 木里

金阳 雷波 会东 会里

盐源 木里

金阳 雷波 会东 宁南 盐源 木里 会里

金阳 雷波 会东 宁南 盐源 木里 会里

金阳 雷波

海拔高度 I)E
J-03062. I)E
!&(( $ &K((
!&(( $ &K((

!’(( $ &%’(
’#( $ !’((
’#( $ !’((
"%( $ !!((
’#( $ !’((
’#( $ !’((

L&( $ !!L(

# 讨论

#C ! 各种野生荞麦的分布与海拔高度和温度高低有

较大关系。如小野荞、疏穗小野荞、线叶野荞、硬枝

万年荞和抽葶野荞麦主要分布于海拔较低和温度较

高的东部和东南部金沙江沿岸分布中心，但海拔高

度为 &’(( 米左右，平均气温较低的木里县和盐源县

西部中心也有一定数量的小野荞、疏穗小野荞、线叶

野荞和硬枝万年荞分布，这种高海拔低温地区分布

上述野生荞麦的现象可能与土壤特别适宜其生长的

特性有关，且该生态环境中生长的硬枝万年荞为红

花，叶片腊质层增厚，小野荞和疏穗小野荞多数是红

杆和开红花，植株叶片数量少。

#C & 各种野生荞麦在适宜生长的海拔高度范围，其

密度大小主要与生境、当地的耕作精细程度、人畜破

坏方式和破坏程度有较大关系，而与海拔高度变化

关系不大。

#C # 各种野生荞麦在三大中心的分布界限是相对

的，如金荞麦、硬枝万年荞、线叶野荞、细柄野荞和齿

翅野荞在三大中心均有分布，但也表现出上述主要

地域的分布特性，这可能与凉山地区多元气候和复

杂的地形地貌形成特殊原生境等因素有关。

#C % 各种野生荞麦在生长发育、遗传演变过程中，与

其原生境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当某种野生荞麦生长

在人畜活动频繁的环境中，受到破坏很严重，该种类

群落数少，群落类植株数量少，会逐渐灭绝，相反亦

然，因此在保护野生荞麦资源方面，重点保护其原生

境不易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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