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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物野生近缘植物资源

郑殿升ꎬ杨庆文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中国地域辽阔ꎬ气候多样ꎬ地形复杂ꎬ土壤类型繁多ꎬ加之农业历史悠久ꎬ不仅作物种类众多ꎬ而且很多作物都有其

野生近缘种ꎬ从而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ꎮ 本文在介绍中国作物种类的同时ꎬ列出了各类作物的野生近

缘植物资源ꎬ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这些资源ꎬ以及国家制定野生植物保护有关政策提供基础数据和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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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主要从事作物种质资源研究ꎮ

作物的野生近缘植物是指与作物有一定的亲缘

关系ꎬ或者通过一般育种技术能向作物转移基因的

野生植物ꎮ 作物野生近缘植物通常含有一些作物没

有的有益基因ꎬ如抗病虫基因、抗逆基因、优质基因、
高产基因等ꎮ 这些优良基因可通过基因工程转育到

栽培品种ꎬ从而改善栽培品种的产量和品质[１]ꎮ 与

此同时ꎬ有些作物的野生近缘植物亦是时尚食品和

保健食品ꎬ或是饮品和保健品或轻工业用品的原料ꎮ
由此不难看出作物野生近缘植物的重要价值ꎮ 我国

地域辽阔ꎬ气候多样ꎬ地形复杂ꎬ土壤类型繁多ꎬ加之

我国是个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家ꎬ已有 １ 万年的农作

史ꎬ并以精耕细作著称ꎬ因此ꎬ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

合作用下ꎬ经长期的自然和人工选择ꎬ形成了中国丰

富的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资源[２]ꎮ

１　 中国作物种类

本文论述的作物仅为农作物ꎬ不包括药用作物

和林木作物ꎮ 农作物的种类可划分为 ６ 大类:粮食

作物、经济作物、蔬菜作物、果树作物、饲用及绿肥作

物、观赏作物ꎮ
粮食作物包括谷类、食用豆类、薯类ꎮ 经济作物

包括纤维类、油料类、糖料类、饮料类、染料类、香料

类、嗜好类、调料类、特用类ꎮ 蔬菜作物包括根菜类、
白菜类、甘蓝类、芥菜类、绿叶菜类、葱蒜类、茄果类、
瓜类、菜用豆类、薯芋类、水生菜类、多年生与杂菜

类、芽苗类、食用青蕈菌类ꎮ 果树作物包括仁果类、
核果类、浆果类、坚果类、柑果类、聚花果类等ꎮ 饲用

及绿肥作物中饲用作物分为饲草类即栽培牧草、饲
料类即饲用型食用作物ꎻ绿肥作物有豆科作物、非豆

科作物ꎮ 观赏作物包括一、二年生类ꎬ多年生类ꎬ球
根类ꎬ水生类ꎬ蕨类ꎬ多浆类ꎬ兰科类ꎬ木本类ꎮ 据不

完全统计ꎬ我国栽培植物有 ５２８ 类 １３３９ 个物种ꎬ在
经常栽培的 ６００ 余种植物中ꎬ约有一半起源于我国

或已在我国种植 ２０００ 年以上[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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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作物野生近缘植物资源

众所周知ꎬ中国是世界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

一ꎮ 因此ꎬ中国不仅作物种类多ꎬ而且很多作物都有

其野生近缘植物种ꎮ 我国作物野生近缘植物比较丰

富ꎬ据统计ꎬ全国与农业有关的野生植物多达 １ 万

种ꎬ其中栽培植物的野生近缘种有 １９３０ 个[３]ꎬ目前

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和种质资源圃已保存作物野生

近缘植物种质资源 ３ １５ 万份以上(略有重复)ꎬ其
中粮食作物的 １ ７２ 万份ꎬ经济作物的约 １ 万份ꎬ果
树作物的 ０ １３ 万份ꎬ饲用及绿肥作物的 ０ ３ 万份ꎬ
蔬菜作物的保存起步较晚ꎮ 现将产于中国的作物野

生近缘植物简列如下ꎮ
２ １　 粮食作物[２ꎬ４￣７]

２ １ １　 禾谷类 　 (１)水稻的野生种有普通野生稻

(Ｏｒｙｚａ ｒｕｆｉｐｏｇｏｎ Ｇｒｉｌｌ. )、疣粒野生稻(Ｏ. ｍｅｙｅｒｉａｎａ
Ｂａｉｌｌ. )和药用野生稻(Ｏ.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Ｗａｌｌ. )ꎬ另外还

有杂草稻(Ｗｅｅｄｙ ｒｉｃｅ)ꎬ又称穞稻或稆稻ꎮ
(２)小麦的野生种仅有西藏半野生小麦(Ｔｒｉｔｉｃ￣

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ｓｓｐ. ｔｉｂｅｔａｎｕｍ Ｓｈａｏ)ꎬ小麦的近缘属植物

有山羊草属(Ａｅｇｉｌｏｐｓ)、鹅观草属(Ｒｏｇｎｅｒｉａ)、披碱

草属(Ｅｌｙｍｕｓ)、赖草属( Ｌｅｙｍｕｓ)、冰草属 ( Ａｇｒｏｐｙ￣
ｒｏｎ)、旱麦草属 ( Ｅｒｅｍｏｐｙｒｕｍ)、新麦草属 ( Ｐｓａｔｈｙ￣
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 偃 麦 草 属 ( Ｅｌｙｔｒｉｇｉａ ) 和 猬 草 属

(Ｈｙｓｔｒｉｘ)等ꎮ
(３)大麦野生种有二棱野生大麦(Ｈｏｒｄｅｕｍ ｓｐｏｎ￣

ｔａｎｅｕｍ(Ｃ. Ｋｏｃｈ) ｅｍｅｎｄ Ｓｈａｏ)、六棱野生大麦(Ｈ.
ａｇｒｉｏｃｒｉｔｈｏｎ(Ａｂｅｒｇ)ｅｍｅｎｄ Ｓｈａｏ)、布顿大麦(Ｈ. ｂｏｇｄａ￣
ｎｉｉ Ｗｉｌｅｎｓｋｙ)、小药大麦(Ｈ. ｒｏｓｈｅｖｉｔｚｉｉ Ｂｏｗｄｅｎ)和内蒙

古大麦(Ｈ. 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Ｋｕｏ ｅｔ Ｌ. Ｂ. Ｃａｉ)等ꎮ
(４)燕麦的野生种有普通野燕麦(Ａｖｅｎａ ｆａｔｕａ

Ｌ. )、野红燕麦( Ａ. ｓｔｅｒｉｌｉｓ Ｌ. )、异颖燕麦( Ａ. ｐｉｌｏｓａ
Ｍ. Ｂ. )、裂稃燕麦又称细燕麦(Ａ. ｂａｒｂａｔａ Ｐｏｔｔ. )等ꎮ

(５)黑麦的野生近缘种为杂草型黑麦( Ｓｅｃａｌｅ
ｓｅｇｅｔａｌｅ Ｒｏｓｃｈｅｖ)ꎮ

(６)玉米的野生近缘植物是野生薏苡(Ｃｏｉｘ ｍａｙ￣
ｕｅｎ Ｒｏｍａｎ. 或 Ｃ. ｌａｃｒｙｍａ￣ｊｏｂｉ ｖａｒ. ｍａｙｕｅｎ Ｓｔａｐｆ)ꎮ

(７)粟的野生近缘植物有棕叶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ａｌｍｉｆｏｌｉａ( Ｋｏｅｎ. ) Ｓｔａｐｆ) 、皱叶狗尾草 ( Ｓ. ｐｌｉｃａｔａ
( Ｌａｍ) Ｔ. Ｃｏｏｋｅ ) 、 福 渤 狗 尾 草 ( Ｓ. ｆｏｒｂｅｓｉａｎａ
(Ｎｅｅｓ) Ｈｏｏｋ. ｆ. ) 、孚草 ( Ｓ. ｃｈｏｎｄｒｅｃｈｎｅ( Ｓｔｅｕｄ. )
Ｈｏｎｄａ) 、法氏狗尾草( Ｓ. ｆａｂｅｒｉｉ Ｈｅｒｒｍ. ) 、青狗尾

草( Ｓ. ｖｉｒｉｄｉｓ( Ｌ. ) Ｂｅａｕｖ. ) 、莠狗尾草( Ｓ. ｇｅｎｉｃｕｌａ￣
ｔａ( Ｌａｎ) Ｂｅａｕｖ. ) 和金色狗尾草 ( Ｓ. ｇｌａｕｃａ ( Ｌ. )

Ｂｅａｕｖ. )等ꎮ
(８)黍稷的野生种是野黍ꎬ又称野稷、野糜子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ｒｕｄｅｒａｌｅ ( Ｋｉｔａｇ ) Ｃｈａｎｇꎬ 或 Ｐ. ｍｉｌｉａｃｅｕｍ
ｖａｒ. ｒｕｄｅｒａｌｅ ＫｉｔａｇꎬＰ. ｍｉｌｉａｃｅｕｍ ｓｓｐ. ｒｕｄｅｒａｌｅ(Ｋｉｔａｇ)
Ｔｚｖｅｌ]ꎮ

(９)高粱的野生种有光高粱ꎬ又称草蜀黍、芦嫁

茅(Ｓｏｒｇｈｕｍ ｎｉｔｉｄｉｕｍ (Ｖａｈｌ)Ｐｅｒｓ. )和拟高粱(Ｓ. ｐｒｏ￣
ｐｉｎｑｕｕｍ(ｋｕｎｔｈ)Ｈｉｔｃｈｃ. )ꎮ
２ １ ２　 食用豆类 　 (１) 绿豆的野生种是滇绿豆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Ｗａｎｇ ｅｔ Ｔａｎｇ)ꎮ 豇豆的野生

种是野生豇豆(Ｖｉｇｎａ ｖａｘｉｌｌａｔａ(Ｌ. )Ｂｅｎｔｈ. )ꎮ
(２)木豆的野生种有 ７ 个ꎬ即粗大木豆(Ｃａｊａｎｕｓ

ｃｒａｓｓｕｓ(Ｐｒａｉｎ ｅｘ Ｋｉｎｇ)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ｅｓｅｎ)、句木豆(Ｃ.
ｇｏｅｎｓｉｓ Ｄａｌｓ. )、大花木豆(Ｃ.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ｓ (Ｂｅｎｔｈ. ｅｘ
Ｂａｋ.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ｅｓｅｎ)、柔软木豆(Ｃ. ｍｏｌｌｉｓ(Ｂｅｎｔｈ. )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ｅｓｅｎ)、白毛木豆(Ｃ. ｎｉｖｅｕｓ( Ｂｅｎｔｈ. )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ｅｓｅｎ)、蔓草木豆 ( Ｃ. ｓｃａｒａｄａｅｏｉｄｅｓ ( Ｌ. ) Ｔｈ￣
ｏｕａｒｓ)和木豆叶木豆(Ｃ. ｃａｊａｎｉｆｏｌｉｕｓ (Ｈａｉｎｅｓ)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ｅｓｅｎ)ꎮ

(３)食用豆类中还有野饭豆(Ｖｉｇｎａ ｓｐ. )和野小

豆(Ｖｉｇｎａ ｓｐ. )ꎬ它们的学名待定ꎮ
２ １ ３　 其他类　 (１)荞麦的野生种有 ９ 个ꎬ其中一

年生的有小野荞麦(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ｌｅｐｔｏｐｏｄｕｍ(Ｄｉｅｌｓ)
Ｈｅｄｂｅｒｇ)、 线 叶 野 荞 麦 ( Ｆ. ｌｉｎｅａｒｅ ( Ｓａｍｕｅｌｅｓｓ )
Ｈａｒａｌｄｓｏｎ)、 细柄野 荞 麦 ( Ｆ. 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 ( Ｈｅｍｓｌ. )
Ｄａｍｍｅｒ ｅｘ Ｄｉｅｌｓ)和岩野荞麦(Ｆ. ｇｉｌｅｓｉｉ(Ｈｅｍｓｌ. )
Ｈｅｄｂｅｒｇ)ꎻ多年生的有金荞麦(Ｆ. ｃｙｍｏｓｕｍ( Ｔｒｅｖ. )
Ｍｅｉｓｍ. )、硬 枝 野 荞 麦 ( Ｆ.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 Ｂｕｒ. ｅｔ
Ｆｒａｎｃｈ)Ｈ. Ｇｒｏｓｓ)和抽葶野荞麦(Ｆ. ｓｔａｔｉｃｅ (Ｌｅｖｌ. )
Ｈ. Ｇｒｏｓｓ)ꎮ

(２)籽粒苋有刺苋(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ｕｓ Ｌ. )、凹
头苋(Ａ. ｌｉｖｉｄｕｓ Ｌ. )、反枝苋(Ａ.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Ｌ. )等ꎮ
２ ２　 经济作物[２ꎬ８]

２ ２ １　 油料类 　 (１)大豆的野生近缘植物有一年

生的野生大豆(Ｇｌｙｃｉｎｅ ｓｏｊａ Ｓｉｅｂ. ＆Ｚｕｃｃ. )和多年生

的烟豆(Ｇ. ｔａｂａｃｉｎａ(Ｌａｂｉｌｌ. ) Ｂｅｎｔｈ. )及多毛豆(Ｇ.
ｔｏｍｅｎｔｅｌｌａ Ｈａｙａｔａ)ꎮ

(２)油菜的野生近缘植物有新疆野油菜(Ｂｒａｓｓｉ￣
ｃａ ｓｐ. )等ꎮ

(３)其他有野生油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ｐ. )ꎻ还有野苏

子(Ｐｅｒｉｌｌａ ｓｐ. )等ꎬ它们的学名尚不清楚ꎮ
２ ２ ２　 纤维类 　 (１)苎麻的野生种有悬铃叶苎麻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ｓ(Ｈａｎｃｅ)Ｍａｋｉｎｏ)、帚序苎麻(Ｂ.
ｚ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ｉａｎａ Ｗｅｄｄ. )、 序 叶 苎 麻 ( Ｂ. ｃｌｉｄｅｍｉｃｉｄｅ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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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ｑ. )、细野麻(Ｂ.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Ｃ. Ｈ. Ｗｒｉｇｈｔ. )、赤麻(Ｂ.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ｉ(Ｐａｍｐ. )Ｗ. Ｔ. Ｗａｎｇ)、长叶苎麻(Ｂ. ｌｏｎｇｉｓｐｉａ
Ｓｔｅｕｄ. )、大叶苎麻(Ｂ.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Ｄ. Ｄｏｎ)、水苎麻

(Ｂ.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 Ｄ. Ｄｏｎ )、 束序苎麻 ( Ｂ.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Ｃｒａｉｌ)、滇黔苎麻(Ｂ. ｐｓｅｕｄｏ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ｓ Ｗ. Ｔ. Ｗａｎｇ)等ꎮ

(２)黄麻的野生种有假黄麻(Ｃｏｒｃｈｏｒｕｓ ａｅｓｔｕａｎｓ
Ｌ. )、桠果黄麻(Ｃ.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Ｔｓｅｎ ｅｔ Ｌｅｅ. )、三室种

(Ｃ. ｔｒｉｌｏｃｕｌａｒｉｓ Ｌ. )ꎬ还有长果种(Ｃ. ｏｌｉｔｏｒｉｕｓ Ｌ. )的

野生类型和圆果种(Ｃ. ｃａｐｓｕｌａｒｉｓ Ｌ. )的野生类型ꎮ
(３)红麻的野生种有野西瓜苗(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ｔｒｉｏｎｕｍ

Ｌ. )、金钱吊芙蓉(Ｈ. ｒａｄｉａｔｕｓ Ｃａｖ. )和刺芙蓉(Ｈ. ｓｕ￣
ｒａｔｔｅｎｓｉｓ Ｌ. )ꎮ

(４) 亚麻的野生种有野生亚麻 ( Ｌｉｎｕｍ ｓｔｅｌｌｅ￣
ｒｏｉｄｅｓ Ｐｌａｎｃｈ. )、宿根亚麻(Ｌ. ｐｅｒｅｎｎｅ Ｌ. )、长萼亚麻

(Ｌ. ｃｏｒｙｍｂｕｌｏｓｕｍ Ｒｅｉｃｈｂ. )、异萼亚麻(Ｌ. ｈｅｔｅｒｏｓｅｐａ￣
ｌｕｍ Ｒｅｇｅｌ. )、黑水亚麻(Ｌ. ａｍｕｒｅｅｎｓｅ Ａｌｅｆ. )、垂果亚

麻 ( Ｌ. ｎｕｔａｎｓ Ｍａｘｉｍ. )、 短 柱 亚 麻 ( Ｌ. ｐａｌｌｅｓｃｅｎｓ
Ｂｕｎｇｅ. )和阿尔泰亚麻(Ｌ. ａｌｔａｉｃｕｍ Ｌｅｄｅｐ. )ꎮ

(５) 苘 (青) 麻的野生种有华苘麻 ( Ａｂｕｔｉｌｏｎ
ｓｉｎｅｎｓｅ Ｏｌｉｖ. )、红花苘麻(Ａ. ｒｏｓｅｕｍ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
恶味苘麻(Ａ. ｈｉｒｔｕｍ(Ｌａｍｋ. ) Ｓｗｅｅｔ)、磨盘草(Ａ. ｉｎ￣
ｄｉｃｕｍ ( Ｌ. ) Ｓｗｅｅｔꎬ)、 滇 西 苘 麻 ( Ａ. ｇｅｂａｕｅｒｉａｎｕｍ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和圆锥苘麻 ( 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Ｈａｎｄ. ￣
Ｍａｚｚ. )等ꎮ

(６)还有大麻(Ｃａｎｎａｂｉｓ ｓａｔｉｖａ Ｌ. )的野生类型ꎮ
２ ２ ３　 糖料类　 原产我国的糖料作物仅有中国种

甘蔗(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 Ｒｏｘｂ. )ꎬ中国种甘蔗的野生

种割手密ꎬ又称细茎野生种( Ｓ.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ｕｍ Ｌ. )ꎻ另
外ꎬ甘 蔗 的 野 生 近 缘 属 有 蔗 茅 属 ( Ｅｒｉａｎｔｈｕｓ
Ｍｉｃｈａｕ)、河八王属(Ｎａｒｅｎｇａ Ｂｏｒ. )和芒属(Ｍｉｓｃａｎｔ￣
ｈｕｓ Ａｎｄｅｒｓｓ)ꎮ
２ ２ ４　 嗜好类　 茶树的野生种有与茶树同为茶组

的大厂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ｔａ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Ｚｈｏｎｇ)、大理茶(Ａ.
ｔａｌｉｅｎｓｉｓ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 )、厚柚茶(Ａ. ｃｒａｓｓｉｃｏｌｕｍｎａ Ｃｈａｎｇ)
和秃房茶(Ａ. ｇｙｍｎｏｇｙｎａ Ｃｈａｎｇ)ꎮ
２ ２ ５　 调料类 　 (１)胡椒的野生种主要有大叶蒟

(Ｐｉｐｅｒ ｌａｅｔｉｓｐｉｃｕｍ Ｃ. ＤＣ. )、海南蒟 ( Ｐ.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ｅ
Ｈｅｍｓｌ. )、华南胡椒 ( Ｐ. ａｕｓｔｒｏｓｉｎｅｎｓｅ Ｔｓｅｎｇ)、萎叶

(Ｐ. ｂｅｔｌｅ Ｌ. )、假蒟(Ｐ. ｓａｒ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Ｒｏｘｂ. )等ꎮ
(２)野花椒(Ｚａｎｔｈｏｘｇｌｕｍ ｓｐ. )、野八角(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ｓｐ. )、野薄荷等(Ｍｅｎｔｈａ ｓｐ. )ꎬ它们的学名待鉴定ꎮ
２ ２ ６　 特用类 　 我国桑树共有 １５ 个物种ꎬ其中 ４
个为栽培种ꎬ１１ 个为野生种ꎬ野生种有山桑(Ｍｏｒｕｓ
ｂｏｍｂｙｃｉｓ Ｋｏｉｄｚ. )、 长 穗 桑 ( Ｍ. ｗｉｔｔｉｏｒｕｍ Ｈａｎｄ. ￣

Ｍａｚｚ. )、华桑(Ｍ. ｃａｔｈａｙａｎａ Ｈｅｍｓｌ. )、黑桑(Ｍ. ｎｉｇｒａ
Ｌ. )、蒙桑(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Ｓｃｈｎｅｉｄ. )、长果桑(Ｍ. ｌａｅｖｉ￣
ｇａｔａ Ｗａｌｌ. )、细齿桑(Ｍ. ｓｅｒｒａｔａ Ｒｏｘｂ. )、川桑(Ｍ. ｎｏ￣
ｔｏｂｉｌｉｓ Ｓｃｈｎｅｉｄ. )、唐鬼桑(Ｍ. ｎｉｇｒｉｆｏｒｍｉｓ Ｋｏｉｄｚ. )、滇桑

(Ｍ.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Ｋｏｉｄｚ. )和鸡桑(Ｍ.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Ｐｏｉｒ. )ꎮ
２ ３　 蔬菜作物

２ ３ １　 根菜类 　 胡萝卜是野生胡萝卜 (Ｄａｕｃｕｓ
ｃａｒｏｔａ Ｌ. )的栽培变种或亚种ꎮ 中国的野生胡萝卜

(Ｄ. ｃａｒｏｔａ ｖａｒ. ｃａｒｏｔａ)ꎬ２ｎ ＝ ２ｘ ＝ １８ꎻ还有一种野生

胡萝卜ꎬ２ｎ ＝ ２ｘ ＝ ２０ꎮ
２ ３ ２　 瓜类　 (１)黄瓜的野生种有野黄瓜(Ｃｕｃｕｍ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 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ｔｙ) 和西双版纳野黄瓜 ( Ｃ.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ｖａｒ.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ｅｎｓｉｓ Ｑｉ ｅｔ Ｙｕａｎ)ꎮ

(２)丝瓜的野生种在“云南及周边地区生物资源

调查”中发现并采集到样本ꎬ采集编号为 ２００８５３４５８２、
２００７５３４６３４ꎬ产地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勐海县ꎬ有待深

入鉴定和命名ꎮ
(３)苦瓜的野生种有云南木鳖(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ｄｉｏｉ￣

ｃａ Ｒｏｘｂ. ｅｘ Ｗｉｌｌｄ. )、 木 鳖 子 ( Ｍ.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 )Ｓｐｒｅｎｇ. )和凹萼木鳖(Ｍ. ｓｕｂａｎｇｕｌａｔａ Ｂｌ. )ꎮ

(４)甜瓜的野生种是野甜瓜亚种(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ｓｐ.
ａｇｒｅｓｔｉｓ(Ｎａｕｄ. )Ｇｒｅｂ. )ꎬ又称为马泡瓜ꎮ
２ ３ ３　 茄果类　 (１)茄子野生近缘植物有野茄(Ｓｏ￣
ｌａｎｕｍ 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ｓ Ｆｏｒｓｋ. )、乳茄(Ｓ. ｍａｍｍｏｓｕｍ Ｌ. )、红
茄(Ｓ. 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Ｐｏｉｒ. )、水茄(Ｓ. ｔｏｒｖｕｍ Ｓｗａｒｔｚ. )、
刺天茄(Ｓ. ｉｎｄｉｃｕｍ Ｌ. )和龙葵(Ｓ. ｎｉｇｒｕｍ Ｌ. )等ꎮ

(２)辣椒的野生种是灌木状辣椒的野生小米辣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Ｌ. )ꎮ
(３)在云南作物品种资源考察和云南及周边地

区生物资源调查中ꎬ均发现有野生番茄(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ｓｐ. )ꎬ表现抗性强ꎬ果实口感较涩ꎬ其学名尚不清楚ꎮ
２ ３ ４　 薯芋类　 (１)芋的野生种有大野芋(Ｃｏｌｏｃａ￣
ｓｉａ ｇｉｇａｎｔｅａ Ｈｏｏｋ. ｆ. )、李氏香芋(Ｃ. ｌｉｈｅｎｇｉａｅ Ｃ. Ｌ.
Ｌｏｎｇ ｅｔ Ｋ. Ｍ. Ｌｉｕ)、异色芋(Ｃ. ｈｅｔｅｒｏｃｈｒｏｍａ Ｈ. Ｌｉ ｅｔ
Ｚ. Ｘ. Ｗｅｉ)和龚氏芋(Ｃ. ｇｏｎｇｉｉ Ｃ. Ｌ. Ｌｏｎｇ ｅｔ Ｈ. Ｌｉ)ꎮ

(２)魔芋在中国有 ２１ 个物种ꎬ其中栽培的或

有食用价值驯化栽培的 １１ 个ꎬ其余野生的主要有

疣柄魔芋 ( 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 ｐａｅ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ｕｓ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
蛇枪头 ( Ａ. ｍｅｌｌｉｉ Ｅｎｇｌｅｒ)、梗序魔芋 ( Ａ. ｓｔｉｐｉｔａｔｕｓ
Ｅｎｇｌ. )、密毛魔芋(Ａ ｈｉｒｔｕｓ Ｎ. Ｅ. Ｂｒｏｗｎ)、台湾魔芋

( 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Ｎ. Ｅ. Ｂｒｏｗｎ)、滇越魔芋 ( Ａ. ａｒｎａｕｔｏｖｉｉ
Ｗ. Ｈｅｔｔ. Ｂｌｕｍｅａ)、桂平魔芋(Ａ. ｃｏａｅｔａｎｅｕｓ Ｓ. Ｙ. Ｌｉｕ
ｅｔ Ｓ. Ｊ. Ｗｅｉ)、曾君魔芋(Ａ. ｚｅｎｇｉｉ Ｃ. Ｌ. Ｌｏｎｇ ｅｔ Ｈ.
Ｌｉ)等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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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山药的野生近缘植物有三角叶薯蓣(Ｄｉ￣
ｏｓｃｏｒｅａ 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ｎ Ｗａｌｌ. )、黄独(Ｄ.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Ｌ. )、薯蓣

(Ｄ. ｂａｔａｔａｓ Ｄｅｃｎｅ)、穿龙薯蓣 (Ｄ.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Ｍａｋｉ￣
ｎｏ)、盾叶薯蓣(Ｄ.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ｅｎｓｉｓ Ｃ. Ｈ. Ｗｒｉｇｈｔ)等ꎮ
２ ３ ５　 葱蒜类 　 (１)大蒜的野生近缘植物有天蒜

(Ａｌｌｉｕｍ ｐａｅｐａｌ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Ａｉｒｙ￣Ｓｈａｗ)、小山蒜(Ａ. ｐａｌ￣
ｌａｓｉｉ Ｍａｒｒ. )、新疆蒜(Ａ. 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ｅ Ｗａｎｇ ｅｔ Ｃ. Ｙ.
Ｔａｎｇ)、星花蒜(Ａ. ｄｅｃｉｐｉｅｎｓ Ｆｉｓｃｈ ｅｘ Ｒｏｅｎ ｅｔ Ｓｃｈｕｌｔ)
和多籽蒜(Ａ. ｆｅｔｉｓｏｗｉｉ Ｒｅｇｅｌ)ꎮ

(２)韭菜的野生近缘植物有粗根韭(Ａｌｌｉｕｍ ｆａｓ￣
ｃ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Ｒｅｎｄｌｅ )、 玉 簪 叶 韭 ( Ａ. ｆｕｎｃｋｉａｅｆｏｌｉｕｍ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蒙古韭(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Ｒｅｇｅｌ)、卵叶

韭(Ａ. ｏｖａ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太白韭(Ａ. ｐｒａｔｔｉｉ Ｃ.
Ｈ. Ｗｒｉｇｈｔ)、青甘韭(Ａ. ｐｒｚｅｗａｌｃｋｉａｕｍ Ｒｅｇｅｌ )、山韭

(Ａ.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ｓ Ｌ. )、多星韭(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Ｋｕｎｔｈ)等ꎮ
２ ３ ６　 绿叶菜类 　 (１)莴苣的野生近缘植物有阿

尔泰莴苣(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ａｌｔａｉｃａ Ｆｉｓｃｈ. ｅｔ Ｍｅｙ. )、山莴苣

(Ｌ. ｉｎｄｉｃａ Ｌ. )、裂叶莴苣(Ｌ. ｄｉｓｓｅｃｔａ Ｄ. Ｄｏｎ)、飘带

果(Ｌ. ｕｎｄｕｌａｔａ Ｌｅｄｅｂ. )ꎮ
(２)芹菜的野生种为细叶旱芹(Ａｐｉｕｍ ｌｅｐｔｏｐｈｙｌ￣

ｌｕｍ Ｌ. )ꎮ
(３) 蕹菜 (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ａｑｕａｔｉｃａ Ｆｏｒｓｋ. ) 有其野生

类型ꎮ
２ ３ ７ 　 水生 类 　 ( １ ) 莲 藕 ( 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Ｇａｅｒｔｎ. )和美洲黄莲(Ｎ. ｌｕｔｅａ Ｐｅｒｓ. )均有野生类型ꎮ

(２)茭白(菰)的野生种是茭儿菜或称野茭草

(Ｚｉｚａｎｉａ ｃａｄｕｃｉｆｌｏｒａ(Ｔｕｒｃｚ.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ꎮ
(３)慈姑是野慈姑(Ｓａｇｉｔｔａｒｉａ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 Ｌ. )的一个

变种(ｖａ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ａｋｉｎｏ)ꎮ
(４)菱(菱角)的野生近缘植物有野菱(Ｔｒａｐａ

ｉｎｃｉｓ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四瘤菱 ( Ｔ. ｍａｍｍｉｌｌｉｆｅｒａ Ｍｉ￣
ｋｉ)、耳菱(Ｔ. 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 Ｖａｓｓｉｌ)、格菱(Ｔ. ｐｓｅｕｄｏｉｎｃｉｓａ
Ｎａｋａｉ)和细果野菱(Ｔ.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ｉ Ｋｏｒｃｈ)等ꎮ
２ ３ ８　 其他类 　 (１)黄花菜在中国有 １１ 个物种ꎬ
其中有 ４ 个可用作蔬菜ꎬ其余为野生种ꎬ如金夏萱草

(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 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ｃａ Ｂａｋｅｒ)、小萱草(Ｈ. ｄｕｍｏｒｔ￣
ｉｅｒｉ Ｍｏｒｒ)、北萱草(Ｈ.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 Ｋｏｉｄｚ. )、西南萱草

(Ｈ.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 Ｄｉｅｌｓ )、 大 苞 萱 草 ( Ｈ. ｍｉｄｄｅｎｄｏｒｆｉｉ
Ｔｒａｕｔｖ. )、多花萱草(Ｈ.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Ｓｔｏｕｔ)、短萱草(Ｈ.
ｎａｎａ Ｆｏｒｒｅｓｔ )等ꎮ

(２)百合的野生近缘植物中抗病性好的如岷江

百合 ( Ｌｉｌｉｕｍ ｒｅｇａｌｅ Ｗｉｌｓｏｎ)、毛百合 ( Ｌ. ｄａｕｒｉｃｕｍ
Ｋｅｒ￣Ｇａｗｌ. )、麝香百合(Ｌ. ｌｏｎｇｉｆｌｏｒｕｍ Ｔｈｕｎｂ. )ꎬ抗寒

性好的有东北百合(Ｌ. ｄｉｓｔｉｃｈｕｍ Ｎａｋａｉ)ꎬ耐热性好的

有淡花百合(Ｌ. ｓｕｌｐｈｕｒｅｕｍ Ｂａｋｅｒ)ꎬ耐碱性好的有渥

丹(Ｌ.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Ｓａｌｉｓｈ)ꎬ耐旱性好的有山丹(Ｌ. ｐｕｍｉ￣
ｌｕｍ ＤＣ. )等ꎮ

(３)枸杞的野生近缘植物有云南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 Ｋｕａｎｇ ｅｔ Ａ. Ｍ. Ｌｕ)、截萼枸杞(Ｌ. ｔｒａｎｃａ￣
ｔｕｍ Ｒ. Ｃ. Ｗａｎｇ)、黑果枸杞(Ｌ.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ｕｍ Ｍｕｒｒ. )、
新疆枸杞(Ｌ. ｄａｓｙｓｔｅｍｕｍ Ｐｏｊａｒｋ. )和柱筒枸杞(Ｌ. ｃｙ￣
ｌｉｎｄｒｉｃｕｍ Ｋｕａｎｇ ｅｔ Ａ. Ｍ. Ｌｕ)ꎮ
２ ４　 果树作物[２ꎬ１２]

２ ４ １　 仁果类 　 (１)苹果的野生近缘种有山荆子

(Ｍａｌｕｓ ｂａｃｃａｔａ(Ｌ. )Ｂｏｒｋｈ)、毛山荆子(Ｍ. ｍａｎｓｈｕｒｉ￣
ｃａ Ｋｏｍａｒｏｖ. )、丽江山荆子(Ｍ. ｒｏｃｋｉｉ Ｒｅｈｄｅｒ)、锡金

海棠 (Ｍ. ｓｉｋ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ｏｏｋ. ｆ. ) Ｋｏｅｈｎｅ)、湖北海棠

(Ｍ. 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 ( Ｐａｍｐ. ) Ｒｅｈｄ. )、新疆野苹果 (Ｍ.
ｓｉｅｖｅｒｓｉｉ ( Ｌｅｄ. ) Ｒｏｅｍ. )、 三 叶 海 棠 ( Ｍ.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Ｒｅｇ. )Ｒｅｈｄｅｒ)、陇东海棠(Ｍ.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Ｂａｔａｌ. )
Ｓｃｈｎｅｉｄ. )、山楂海棠(Ｍ. ｋｏｍａｒｏｖｉｉ(Ｓａｒｇ. ) Ｒｅｈｄ. )、
变叶海棠(Ｍ. ｔｏｒｉｎｇｏｉｄｅｓ(Ｒｅｈｄ. )Ｈｕｇｈｅｓ)、花叶海棠

(Ｍ. 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ｉａ ( Ｂａｔａｌ. ) Ｓｃｈｎｅｉｄ. )、 川滇海棠 (Ｍ.
ｐｒａｔｔｉｉ(Ｈｅｍｓｌ. ) Ｓｃｈｎｅｉｄ. )、沧江海棠(Ｍ. ｏｍｂｒｏｐｈｉｌａ
Ｈａｒｄ. ￣Ｍａｚｚ. )、河南海棠(Ｍ. ｈｏ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Ｒｅｈｄ. )、滇
池海棠(Ｍ.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 ) Ｓｃｈｎｅｉｄ. )、台湾林檎

(Ｍ.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Ｋａｗａｋ. ｅｔ Ｋｏｉｄｚ. ) 和尖嘴林檎 (Ｍ.
ｍｅｌｌｉａｎａ(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Ｒｅｈｄ. )ꎮ

(２)梨的野生近缘种有豆梨 ( Ｐｙｒｕｓ ｃａｌｌｅｒｙｎａ
Ｄｃｎｅ) 、杜梨(Ｐ. ｂｅｔｕｌａｅｆｏｌｉａ Ｂｇｅ. ) 、麻梨(Ｐ. ｓｅｒｒｕ￣
ｌａｔａ Ｒｅｈｄ. ) 、川梨( Ｐ. ｐａｓｈｉａ Ｂｕｃｈ. ￣Ｈａｍ. ) 、滇梨

(Ｐ. ｐｓｅｕｄｏｐａｓｈｉａ Ｙü) 、木梨( Ｐ. ｘｅｒｏｐｈｉｌａ Ｙü) 、杏
叶梨(Ｐ.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ｅｆｏｌｉａ Ｙü) 、河北梨( Ｐ. ｈｏｐｅｉｅｎ￣
ｓｉｓ Ｙü) 和 秋 子 梨 ( Ｐ. ｕｓｓｕｒｉｅｎｓｉｓ Ｍａｘｉｍ. ) 的 野

生类型ꎮ
(３)山楂的野生近缘种有野山楂(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ｃｕ￣

ｎｅａｔ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陕西山楂 (Ｃ. ｓｈｅｎｓｉｅｎｓｉｓ Ｐｏ￣
ｊａｒｋ. )、山东山楂(Ｃ.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Ｆ. Ｚ. Ｌｉ ｅｔ Ｗ. Ｄ.
Ｐｅｎｇ)、华中山楂(Ｃ.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Ｓａｒｇ. )、滇西山楂(Ｃ.
ｏｒｅｓｂｉａ Ｗ. Ｗ. Ｓｍｉｔｈ)、 橘红山楂 ( Ｃ. ａｕｔａｎｔｉａ Ｐｏ￣
ｊａｒｋ. )、毛山楂(Ｃ.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ｉ Ｓｃｈｎｅｉｄ. )、北票山

楂(Ｃ. ｂｅｉｐｉａｏｇｅｎｓｉｓ Ｔｕｎｇ ｅｔ Ｘ. Ｊ. Ｔｉａｎ)、虾夷山楂(Ｃ.
ｊｏｚａｎａ Ｓｃｈｎｅｉｄ. )、辽宁山楂(Ｃ. ｓａｎｇｕｉｎｅａ Ｐａｌｌ. )、黄
果山楂(Ｃ. ｗａｔｔｉａｎａ Ｈｅｍｓｌ. ｅｔ Ｌａｃｅ. )、光叶山楂(Ｃ.
ｄａｂｕｒｉｃａ Ｋｏｅｈｎｅ ｅｘ Ｓｃｈｎｅｉｄ. )、中甸山楂(Ｃ. ｃｈｕｎｇ￣
ｔｉｅｎｅｎｓｉｓ Ｗ. Ｗ. Ｓｍｉｔｈ )、 甘 肃 山 楂 ( Ｃ.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Ｗｉｌｓ. )、阿尔泰山楂(Ｃ. ａｌｔａｉｃａ(Ｌｏｕｄ. ) Ｌａｎｇｅ. )、裂
叶山楂(Ｃ. ｒｅｍｏｔｉｌｏｂａｔａ Ｐｏｐｏｖ)等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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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２　 核果类 　 (１)桃的野生近缘种中与桃密切

相关、可以产生可育种子的种有 ５ 个ꎬ即光核桃

(Ｐｒｕｎｕｓ ｍｉｒａ Ｋｏｅｈｎｅ )、甘肃桃 (Ｐ.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Ｒｅ￣
ｈｄ. )、陕甘山桃(Ｐ.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 Ｒｅｈｄ. )、
山桃(Ｐ.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Ｆｒａｎｃｈ. )和新疆桃(Ｐ. ｆｅｒｇａｎｅｎｓｉｓ
Ｋｏｓｔ. ｅｔ Ｒｉａｂ. )ꎮ

(２)杏的野生近缘种有西伯利亚杏 ( Ｐｒｕｎｕｓ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Ｌ. ) Ｌａｍ. )、辽杏(Ｐ.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Ｍａｘｉｍ. )
Ｓｋｖ. )、藏杏(Ｐ. ｈｏｌｏｓｅｒｉｃｅａ(Ｂｅｔａｌ. )Ｋｏｓｔ. )、紫杏(Ｐ.
ｄａｓｙｃａｒｐａ( Ｅｈｒｈ. ) Ｂｏｒｋｈ. )、志丹杏 ( Ｐ. ｚｈｉｄａｎｅｎｓｉｓ
Ｑｉａｏ Ｃ. Ｚ. )、政和杏(Ｐ. ｚｈｅｎｇｈｅｅｎｓｉｓ Ｚｈａｎｇ Ｊ. Ｙ. ｅｔ
Ｌｕ Ｍ. Ｎ. )等ꎮ

(３)樱桃的野生近缘种有 ３８ 个ꎬ其中 ８ 个有少

量栽 培ꎬ 其 余 的 野 生 种 如 四 川 樱 桃 ( Ｃｅｒａｓｕｓ
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ｉｃａ(Ｂａｔａｌ. )Ｙü ｅｔ Ｌｉ)、黑樱桃(Ｃ. ｍａｘｉｍｏｗ￣
ｉｃｚｉｉ ( Ｒｕｐｒ. ) Ｋｏｍ. )、 康 定 樱 桃 ( Ｃ. ｔａｔｓｉｅｎｅｎｓｉｓ
(Ｂａｔａｌ. ) Ｙü ｅｔ Ｌｉ)、迎春樱桃 ( Ｃ. ｄｉｓｃｏｉｄｅｓ Ｙü ｅｔ
Ｌｉ)、微毛樱桃(Ｃ. ｃｌａｒｏｆｏｌｉａ(Ｓｃｈｎｅｉｄ)Ｙü ｅｔ Ｌｉ )、多
毛樱桃(Ｃ.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Ｋｏｅｈｎｅ)Ｙü ｅｔ Ｌｉ)、西南樱桃

(Ｃ.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ｉ(Ｋｏｅｈｎｅ)Ｙü ｅｔ Ｌｉ)、云南樱桃(Ｃ. ｙｕｎ￣
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ｃｈ)Ｙü ｅｔ Ｌｉ)、华中樱桃(Ｃ. ｃｏｎｒａｄｉｎａｅ
(Ｋｏｅｈｎｅ)Ｙü ｅｔ Ｌｉ)、刺毛樱桃(Ｃ. ｓｅｔｕｌｏｓａ(Ｂａｔａｌ. )
Ｙü ｅｔ Ｌｉ)、川西樱桃(Ｃ. ｔｒｉｃｈｏｓｔｏｍａ(Ｋｏｅｈｎｅ )Ｙü ｅｔ
Ｌｉ)等ꎮ

(４)枣的野生种有蜀枣(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ｘ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Ｙ. Ｌ. Ｃｈｅｎ ｅｔ Ｐ. Ｋ. Ｃｈｏｕ Ｌｉ)、 大果枣 ( Ｚ. ｍａｉｒｅｉ
Ｄｏｄｅ)、山枣(Ｚ. ｍｏｎｔａｎａ Ｗ. Ｗ. Ｓｍｉｔｈ)、小果枣(Ｚ.
ｏｅｎｏｐｌｉａ Ｍｉｌｌ. )、球枣(Ｚ. ｌａｕｉ Ｍｅｒｒ)、滇枣(Ｚ. ｉｎｃｕｒｖａ
Ｒｏｘｂ. )、褐果枣(Ｚ. ｆｕｎｇｉｉ Ｍｅｒｒ)、毛果枣(Ｚ. ａｔｔｏｐｅｎ￣
ｓ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皱枣(Ｚ. ｒｕｇｏｓａ Ｌａｍ. )和毛脉枣(Ｚ. ｐｕ￣
ｂｉｎｅｒｖｉｓ Ｒｅｈｄ. )ꎮ
２ ４ ３　 浆果类　 (１)草莓的野生种有野草莓(Ｆｒａ￣
ｇａｒｉａ ｖｅｓｃａ Ｌ. )、东方草莓(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Ｌｏｚｉｎｓｋ. )、五
叶草莓 ( Ｆ.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Ｌｏｚｉｎｓｋ. )、 黄毛草莓 ( Ｆ.
ｎｉｇｅｒｒｅｎｓｉｓ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 )、 西 南 草 莓 ( Ｆ. 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Ｃａｒｄ. )、裂萼草莓(Ｆ. ｄｏｌｔｏｎｉａｎａ. Ｇａｙ)、纤
细草莓(Ｆ.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Ｌｏｚｉｎｓｋ. )和西藏草莓(Ｆ. ｎｕｂｉｃｏｌａ
(Ｈｏｏｋ. ｆ. )Ｌｉｎｄｉ. ｅｘ Ｌａｃａｉｔａ)ꎮ

(２)产于中国的猕猴桃属植物约有 ６０ 种ꎬ其中

栽培种 ５ 个ꎬ其余均为野生种ꎬ如毛花猕猴桃(Ａｃｔｉｎ￣
ｉｄｉａ ｅｒｉａｎｔｈａ Ｂｅｎｔｈ. )、金花猕猴桃(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 Ｃ.
Ｆ. Ｌｉａｎｇ)、阔叶猕猴桃(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Ｇａｒｄｎ. ｅｔ Ｃｈａｍｐ)
Ｍｅｒｒ. )、硬齿猕猴桃(Ａ. ｃａｌｌｏｓａ Ｌｉｎｄｌ. )、河南猕猴桃

(Ａ. ｈｅ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Ｆ. Ｌｉａｎｇ)等ꎮ

(３)葡萄的野生近缘植物共计 ３８ 种ꎬ主要的有

山葡萄(Ｖｉｔｉｓ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Ｒｕｐｒ. )、毛葡萄(Ｖ. ｈｅｙｎｅａｎａ
Ｒｏｅｍ. ＆ Ｓｃｈｕｌｔ. )、刺葡萄(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Ｆｏëｘ. )、变叶葡

萄 ( Ｖ.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 )、 葛 藟 葡 萄 ( Ｖ.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
Ｔｈｕｎｂ. )、 华 东 葡 萄 ( Ｖ.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Ｗ. Ｔ.
Ｗａｎｇ)、腺枝葡萄(Ｖ. ａｄｅｎｏｃｌａｔａ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菱
叶葡萄(Ｖ. 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ｉ Ｈａｎｃｅ)、秋葡萄(Ｖ. ｒｏｍａｎｅｔｉ Ｒｏ￣
ｍａｎ. ｄｕ Ｃａｉｌｌ. ｅｘ Ｐｌａｎｃｈ. )、美丽葡萄(Ｖ. ｂｅｌｌｕｌａ Ｗ.
Ｔ. Ｗａｎｇ)等ꎮ

(４)柿属植物在中国共有 ５７ 个物种ꎬ已被利用

的有 １９ 种ꎬ其中作为果树栽培的为 ８ 种ꎬ其余的主

要有山柿(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ｍｏｎｔａｎａ Ｒｏｘｂ. )、光叶柿子(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ｌｉｍｂａ Ｍｅｒｒ. ｅｔ Ｃｈｕｎ )、 延 平 柿 ( Ｄ. ｔｓａｎｇｉｉ
Ｍｅｒｒ. )、岭南柿(Ｄ. ｔｕｔｃｈｅｒｉ Ｄｕｎｎ. )、云南柿(Ｄ. ｙｕｎ￣
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 大 理 柿 ( Ｄ. ｂａｌｆｏｕｒｉａｎａ
Ｄｉｅｌｓ. )、老君柿(Ｄ. ｆｅｎｇｉｉ Ｃ. Ｙ. Ｗｕ)、黑柿(Ｄ. ｎｉｔｉｄａ
Ｍｅｒｒ. )、红枝柿(Ｄ. ｅｈｒｅｔｉｏｉｄｅ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Ａ. ＤＣ. )、苗
山柿(Ｄ. ｍａｉｏｓｈａｎｉｃａ Ｓ. Ｌｅｅ)等ꎮ
２ ４ ４　 坚果类　 (１)板栗的野生种有野板栗(Ｃａｓ￣
ｔａｎｅａ ｓｐ. )是板栗原始种、茅栗(Ｃ. ｓｅｇｕｉｎｉｉ Ｄｏｄｅ)、
锥栗(Ｃ. ｈｅｎｒｙｉ Ｒｅｈｄ. ＆ Ｗｉｌｓ)有少许栽培品种ꎮ

(２)核桃的野生种有核桃楸( Ｊｕｇｌａｎ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
ｒｉｃａ Ｍａｘｉｍ. )、野核桃(Ｊ.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 Ｄｏｄｅ)和河北核

桃(Ｊ. ｈｏｐｅｉｅｎｓｉｓ Ｈｕ)ꎮ
(３)榛树的野生种有 ８ 种ꎬ如平榛(Ｃｏｒｙｌｕｓ ｈｅｔ￣

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毛榛(Ｃ.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Ｍａｘｉｍ. )、川
榛 ( Ｃ.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Ｈｕ )、 华 榛 ( Ｃ.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绒苞榛(Ｃ.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Ｓｃｈｎｅｉｄ)、滇榛(Ｃ. ｙｕｎ￣
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 Ｃａｍｕｓ)、刺榛(Ｃ. ｆｅｒｏｘ Ｗａｌｌ. )、维西榛

(Ｃ. ｗａｎｇｉｉ Ｈｕ)ꎮ
２ ４ ５　 柑果类 　 (１)金柑属植物中栽培的是罗浮

(Ｆｏｒｔｕｎｅｌｌａ ｍａｒｇｒｉｔａ Ｓｗｉｎｇｌｅ)ꎬ野生种有山金柑(Ｆ.
ｈｉｎｄｉｓｉｉ Ｓｗｉｎｇｌｅ)、圆金柑(Ｆ.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Ｓｗｉｎｇｌｅ)、金弹

(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 Ｓｗｉｎｇｌｅ) 和长叶金柑 ( Ｆ. ｐｏｌｙａｎｄｒａ
Ｔａｎａｋａ)ꎮ

(２)柑橘属植物中的野生种有黎檬(Ｃｉｔｒｕｓ ｌｉｍｏ￣
ｎｉａ Ｏｓｂｅｃｋ)、宜昌橙(Ｃ. 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Ｓｗｉｎｇｌｅ)、红河

大翼橙(Ｃ. ｈｏｎｇｈｅｅｎｓｉｓ Ｙ. Ｌ. Ｄ. Ｌ. )、马蜂橙(Ｃ. ｈｙｓ￣
ｔｒｉｘ ＤＣ. )和宽皮柑橘(Ｃ.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Ｂｌａｎｃｏ)的野生类

型如道县野橘、莽山野橘、粗皮狗屎柑、细皮狗屎柑、
崇义野橘ꎮ
２ ４ ６　 亚热带和热带果树类　 (１)枇杷、荔枝和龙

眼ꎮ 枇杷的野生种有 １３ 个物种ꎬ主要是麻栗坡枇杷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 ｍａｌｉｐｏｅｎｓｉｓ Ｋｕａｎ)、栎叶枇杷(Ｅ. ｐｒｉｎｏｉｄｅ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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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ｈｄ. ｅｘ Ｗｉｌｓ. )、腾越枇杷 (Ｅ. ｔｅｎｙｕｅｈｅｎｓｉｓ Ｗ. Ｗ.
Ｓｍｉｔｈ)、怒江枇杷(Ｅ. ｓａｌｗ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香
花枇杷(Ｅ.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Ｃｈａｍｐ)、大花枇杷(Ｅ.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Ｒｅｈｄ. )、齿叶枇杷(Ｅ. ｓｅｒｒａｔａ Ｖｉｄａｌ)等ꎮ 野生荔枝

(Ｌｉｔｃｈｉ ｓｐ. )在广东、广西、海南均有成片的原始林ꎮ
龙眼的野生变种或类型有野生大叶龙眼 (Ｄｉｍｏ￣
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ａ ｖａｒ. ｍａｇｎｉｆｏｌｉｕｓ Ｌｅｅ Ｙｅｏｎｇｃｈｉｎｇ)、钝
叶龙眼(Ｄ. ｌｏｎｇａｎａ ｖａｒ. ｏｂｔｕｓｕｓ Ｌｅｅｎｈ)、云南野生龙

眼( Ｄ. ｌｏｎｇａｎａ ｖａｒ. )、 海南野生龙眼、 广西野生

龙眼ꎮ
(２)香蕉ꎮ 香蕉属于芭蕉属植物ꎬ香蕉和大蕉

广为栽培ꎬ野生近缘植物有野蕉 (Ｍｕｓａ ｂａｌｂｉｓｉａｎａ
Ｃｏｌｌａ)、小果野蕉(Ｍ.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Ｃｏｌｌａ)、阿宽蕉(Ｍ.
ｉｔｉｎｅｒａｎｓ Ｃｈｅｅｓｍ)、树头芭蕉(Ｍ.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Ｔｕｔｃｈ. )、阿
希蕉(Ｍ. ｒｕｂｒａ Ｗａｌｌ. ｅｘ Ｋｕｙｚ) 和红蕉 (Ｍ. ｃｏｃｃｉｎｅａ
Ａｎｄｒ. )ꎮ

(３)芒果ꎮ 芒果野生种有桃叶芒果(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ｐｅｒｓｉｃｉｆｏｒｍａ Ｃ. Ｙ. Ｗｕ ｅｔ Ｔ. Ｌ. Ｍｉｎｇ)、冬芒果(Ｍ. ｈｉ￣
ｅｍａｌｉｓ Ｊ. Ｙ. Ｌｉｎｇ)和林生芒果(Ｍ. 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ａ Ｒｏｘｂ. )ꎬ
另外在海南岛发现有臭芒果(Ｍ. ｆｏｅｔｉｄａ Ｌｏｕｒ. )ꎮ

(４)香榧ꎮ 香榧的野生近缘种有篦子榧(Ｔｏｒ￣
ｒｅｙａ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 )、长叶榧(Ｔ. ｊａｃｋｉｉ Ｃｈｕｎ)、云南

榧(Ｔ.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Ｌ. Ｋ. Ｆｕ)ꎮ
２ ５　 饲草作物[２ꎬ１３]

饲草作物(ｈｅｒｂａｇｅ ｃｒｏｐｓ)也称为栽培牧草ꎮ 栽

培牧草都是来源于它们的野生种ꎬ这些栽培牧草的

野生种经过长期人工栽培和选育而形成为饲草

作物ꎮ
２ ５ １　 禾本科　 (１)扁穗冰草ꎮ 扁穗冰草(Ａｇｒｏｐｙ￣
ｒｏｎ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ｍ(Ｌ. )Ｇａｅｒｔｎ. )栽培已有 １００ 多年ꎬ其野

生种分布于东北、华北、西北ꎮ 另外ꎬ沙生冰草(Ａ.
ｄｅｓｅｒｔｏｒｕｍ (Ｆｉｓｃｈ. )Ｓｃｈｕｌｔ. )、沙芦草(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Ｋｅｎｇ) 和 西 伯 利 亚 冰 草 ( 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 Ｗｉｌｌｄ. )
Ｂｅａｕｖ. )都有野生种ꎮ

(２)小糠草ꎮ 除野生小糠草外ꎬ野生种还有歧

序剪股颖(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ｉｓｓｉｍａ Ｍｅｚ. )、西伯利亚

剪股颖(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Ｖ. Ｐｅｔｒ. )和细弱剪股颖(Ａ. ｔｅｎｕｉｓ
Ｓｉｂｔｈ. )ꎮ

(３)草地看麦娘、苇状看麦娘ꎮ 草地看麦娘和

苇状看麦娘都有野生种ꎬ还有野生近缘种短穗看麦

娘(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ｕｓ ｂｒａｃｈｙｓｔａｃｈｙｕｓ Ｂｉｅｂ. )和喜马拉雅看麦

娘(Ａ. ｈｉｍａｌａｉｃｕｓ Ｈｏｏｋ. ｆ. )ꎮ
(４)白羊草ꎮ 白羊草的野生近缘种有臭根子草

(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 ｂｌａｄｈｉｉ Ｓ. Ｔ. Ｂｌａｋｅ)和孔颖草(Ｂ. ｐｅｒｔｕ￣

ｓａ(Ｌ. )Ｃａｍｕｓ)ꎮ
(５)无芒雀麦ꎮ 无芒雀麦在世界广为栽培ꎬ在

我国栽培的雀麦属植物还有雀麦、山地雀麦、毛雀

麦、河边雀麦、加州雀麦等ꎬ这些栽培雀麦的野生

种在中国均有分布ꎮ 另外ꎬ中国特有的雀麦野生

种有大雀麦(Ｂｒｏｍｕｓ ｍａｇｎｕｓ Ｋｅｎｇ)、多节雀麦(Ｂ.
ｐｌｕｒｉｎｏｄｉｓ Ｋｅｎｇ ｅｘ Ｋｅｎｇ. )、 假 枝 雀 麦 ( Ｂ. ｐｓｅｕｄ￣
ｏｒａｍｏｓｕｓ Ｋｅｎｇ ｅｘ Ｌ. Ｌｉｕ)、台湾雀麦(Ｂ. ｐｏｒｎｏｓａｎｕｓ
Ｈｏｎｄａ)、卑南雀麦(Ｂ. ｐｉａ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Ｏｈｗｉ) Ｌ. Ｌｉｕ)、
玉山雀麦(Ｂ.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ｅｎｓｉｓ Ｈｏｎｄａ)、光稃雀麦(Ｂ.
ｅｐｉｄｉｓ Ｋｅｎｇ)、梅氏雀麦(Ｂ. ｍａｉｒｅｉ Ｈａｃｋ. )、华雀麦

(Ｂ.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Ｋｅｎｇ)等ꎮ 另外的野生种有沙地雀麦

(Ｂ. ｉｒｃｕｔｅｎｓｉｓ Ｋｏｍ. )、西伯利亚雀麦 ( Ｂ.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ｓ
Ｄｒｏｂ. )等ꎮ

(６)虎尾草ꎮ 虎尾草的野生近缘植物有台湾虎

尾草(Ｃｈｌｏｒｉ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Ｈｏｎｄａ)Ｋｅｎｇ)、异序虎尾草

(Ｃｈ. ａｎｏｍａｌａ Ｂ. Ｓ. Ｓｕｎ ｅｔ . Ｚ. Ｈ. Ｈｕ)和孟仁草(Ｃｈ.
ｂａｒｂａｔａ Ｓｗ. )ꎮ

(７) 狗牙根ꎮ 栽培狗牙根在我国的野生种

(Ｃｙｎｏｄｏ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Ｌ. ) Ｐｅｒｓ. )广为分布ꎬ其变种双

花狗牙草(Ｃ.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 ｖａｒ. ｂｉｆｌｏｒｕｓ Ｍｅｒｉｎｏ)分布在江

苏、浙江及云南等省ꎮ 另有野生种弯穗狗牙草(Ｃ.
ａｒｃｕａｔｓ Ｊ. Ｓ. Ｐｒｅａｌ ｅｘ Ｃ. Ｂ. Ｂｒｅｓｌ)ꎮ

(８)十字马唐ꎮ 十字马唐的野生近缘植物有止

血马唐(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Ｓｃｈｒｅｂ. ｅｘ Ｍｕｈｌ. )、升马

唐(Ｄ. ｃｉｌｉａｒｉｓ Ｋｏｅｌ. )、毛马唐(Ｄ. ｃｈｒｇｓｏｂｌｅｐｈａｒａ Ｆｉｇ.
ｅｔ Ｄｅ Ｎｏｔ. )等ꎮ

(９)老芒麦ꎮ 老芒麦为披碱草属(Ｅｌｙｍｕｓ)中最

主要的栽培牧草ꎬ本属中栽培种还有披碱草 (Ｅ.
ｄａｈｕｒｉｃｕｓ Ｔｕｒｃｚ. )、垂穗披碱草(Ｅ. ｎｕｔａｎｓ Ｇｒｉｓｅｂ. )ꎬ
这些栽培种都有野生分布ꎮ 其他野生近缘植物主要

有黑紫披碱草(Ｅ. ａｔｒａｔｕｓ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短芒披碱

草(Ｅ. ｂｒｅｖｉａｒｓｔａｔｕｓ Ｋｅｎｇ ｆ. )、圆柱披碱草(Ｅ.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
ｃｕｓ Ｈａｎｄａ)、肥披碱草(Ｅ. ｅｘｃｅｌｓｕｓ Ｔｕｒｃｚ. )、无芒披碱

草(Ｅ. ｓｕｂｍｕｔｉｃｕｓ Ｋｅｎｇ ｆ. )等ꎮ
(１０)扁穗牛鞭草ꎮ 扁穗牛鞭草属于牛鞭草属

(Ｈｅｍａｒｔｈｒｉａ)ꎬ其野生近缘种有牛鞭草(Ｈ.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Ｓｔａｐｆ ｅｔ Ｃ. Ｅ. Ｈｕｂｂ)、长花牛鞭草(Ｈ. ｌｏｎｇｉｆｌｏｒａ Ａ.
Ｃａｍｕｓ)和小牛鞭草(Ｈ. ｐｒｏｔｅｎｓａ Ｓｔｅｕｄ)ꎮ

(１１)羊草ꎮ 羊草属于赖草属(Ｌｅｙｍｕｓ)ꎬ其野生

种分布东北、华北等地ꎮ 其近缘野生种有窄颖赖草

(Ｌ. ａｎｇｕｓｔｕｓ Ｐｉｌｇｅｒ)、宽穗赖草(Ｌ. ｏｖａｔｕｓ Ｔｚｖｅｌ. )、赖
草(Ｌ. ｓｅｃａｌｉｎｕｓ Ｔｚｖｅｌ. )和天山赖草( Ｌ. 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ｕｓ
Ｔｚｖｅｌ. )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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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圆果雀稗ꎮ 圆果雀稗属于雀稗属(Ｐａｓｐａｌ￣
ｕｍ)ꎬ其野生近缘种有雀稗(Ｐ. ｔｈｕｍｂｅｒｇｉｉ Ｋｕｎｔｈ ｅｘ
Ｓｔｅｕｄ. )、双穗雀稗(Ｐ. ｐａｓｐａｌｏｉｄｅｓ Ｓｃｒｉｂｎ. )、双耳草(Ｐ.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ｕｍ Ｂｅｒｇｉｕｓ)、海雀稗(Ｐ. ｖａｇｉｎａｔｕｍ Ｓｗ. )等ꎮ

(１３)象草ꎮ 象草属于狼尾草属(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ꎬ
从国外引进栽培多年ꎬ产于中国的同属栽培种为多

穗狼尾草(Ｐ. ｐｏｌｙｓｔａｃｈｙｏｎ Ｓｃｈｕｌｔ. )ꎮ 其野生近缘种

有狼尾草 (Ｐ.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Ｓｐｒｅｎｇ. )、双穗狼尾草

( Ｐ. ｄｉｓｐ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Ｃｈｉａ ) 和 白 草 ( Ｐ. ｆｌａｃｃｉｄｕｍ
Ｇｒｉｓｅｂ. )等ꎮ

(１４)草地早熟禾ꎮ 草地早熟禾属于早熟禾属

(Ｐｏａ)ꎬ从国外引进栽培ꎬ产于中国的本属栽培种是

冷地早熟禾(Ｐ. ｃｒｙｍｏｐｈｉｌａ Ｋｅｎｇ ｅｘ Ｃ. Ｌｉｎｇ)ꎮ 其野

生近缘种有扁秆早熟禾(Ｐ. ａｎｃｅｐｓ Ｂｏｒ. )、细叶早熟

禾 ( Ｐ.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 )、 高原早熟禾 ( Ｐ. ａｌｐｉｇｅｎａ
Ｌｉｎｄｍａｎ)、砾沙早熟禾 ( Ｐ. ｓａｂｕｌｏｓａ Ｔｕｒｃｚ. ｅｘ Ｒｏ￣
ｓｈｅｖ. )、狭颖早熟禾(Ｐ. ａｎｇｕｓｔｉｇｌｕｍｉｓ Ｒｏｓｈｅｖ. )、湿
地早熟禾(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ａ Ｌｉｎｄｍａｎ)ꎮ

(１５) 新麦草ꎮ 新麦草 ( Ｐｓａｔｈｙ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ｊｕｎｃｅａ
Ｎｅｖｓｋｉ)的野生型分布于新疆和内蒙古ꎬ其他野生近

缘种有华山新麦草 (Ｐ. ｈｕａｓｈａｎｉｃａ Ｋｅｎｇ ｅｘ Ｐ. Ｃ.
Ｋｕｏ)、单花新麦草(Ｐ. ｋｒｏｎｅｎｂｕｒｇｉｉ Ｎｅｖｓｋｉ)和毛穗新

麦草(Ｐ. ｌａｎｕｇｉｎｏｓａ Ｎｅｖｓｋｉ)ꎮ
(１６)朝鲜碱草ꎮ 朝鲜碱草为碱草属(Ｐｕｃｃｉｎｅｌ￣

ｌｉａ)多年生草本植物ꎬ本属的栽培种还有小花碱草

(Ｐ. ｔｅｎｕｉｆｌｏｒａ Ｓｃｒｉｂｎꎬｅｔ Ｍｅｒｒ. )ꎮ 其野生近缘种有鳞

茎碱草(Ｐ. ｂｕｌｂｏｓａ Ｇｒｏｓｓｈ. )、科氏碱草(Ｐ. ｋｏｅｉｅａｎａ
Ｇｒｏｓｓｈ. )、沼泞碱草(Ｐ. ｌｉｍｏｓａ Ｈｏｌｍｂ. )、柔枝碱草

(Ｐ.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ｅｎｓｉｓ Ｏｈｗｉ. )、纤细碱草 (Ｐ. ｔｅｎｕｉｓｓｉｍａ
Ｌｉｔｖ. ｅｔ Ｋｒｃｅｚ. )、德格碱草(Ｐ. ｄｅｇｅｅｎｓｉｓ Ｌ. Ｌｉｕ)、吉隆

碱草(Ｐ. ｇｙｉｒ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Ｌ. Ｌｉｕ)ꎮ
(１７)纤毛鹅观草和多秆鹅观草ꎮ 这两种鹅观

草在中国均有野生分布ꎬ它们的野生近缘种有毛叶

鹅观草 (Ｒｏｅｇｎｅｒｉａ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Ｎｅｖｓｋｉ)、毛花鹅观草

(Ｒ. ｈｉｒｔｉｆｌｏｒａ Ｃ. Ｐ. Ｗａｎｇ ｅｔ Ｈ. Ｌ. Ｙａｎｇ)和竖立鹅观

草(Ｒ. ｊａｐｏｎｅｎｓｉｓ Ｋｅｎｇ)ꎮ
２ ５ ２　 豆科 　 (１)链荚豆ꎮ 链荚豆的野生近缘种

有柴胡链荚豆(Ａｌｙｓｉｃａｒｐｕｓ ｂｕｐｌｅｕｒｉｆｏｌｉｕｓ ＤＣ. )、云南

链荚豆(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Ｙａｎｇ ｅｔ Ｈｕａｎｇ)、皱缩链荚豆

(Ａ. ｒｕｇｏｓｕｓ ＤＣ. )ꎮ
(２)沙打旺ꎮ 沙打旺为黄芪属(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多年

生草本植物ꎬ它的主要野生近缘种有直立黄芪(Ａ.
ａｄｓｕｒｇｅｎｓ Ｐａｌｌ. )、 灰叶黄芪 ( Ａ.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Ｂｕｎｇｅ ｅｘ
Ｍａｘｉｍ. )、糙叶黄芪(Ａ. ｓｃａｂｅｒｒｉｍｕｓ Ｂｕｎｇｅ)、白花黄

芪 ( Ａ. ｇａｌａｃｔｉｔｅｓ Ｐａｌｌ. ) 和单叶黄芪 ( Ａ. ｅｆｏｌｉｏｌａｔｕｓ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ꎮ

(３)柠条锦鸡儿、小叶锦鸡儿和中间锦鸡儿ꎮ
它们同属于锦鸡儿属(Ｃａｒａｇａｎａ)ꎬ野生近缘种有沙

地锦鸡儿(Ｃ. ｄａｖａｚａｍｃｉｉ Ｓａｎｃｚ. )、秦晋锦鸡儿(Ｃ.
ｐｕｒｄｏｍｉｉ Ｒｅｈｄ. )、二连锦鸡儿(Ｃ. ｅｒｅｎｅｎｓｉｓ Ｌｉｏｕ ｆ. )、
北京锦鸡儿(Ｃ.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Ｋｏｍ. )、金州锦鸡儿(Ｃ.
ｌｉｔｗｉｎｏｗｉｉ Ｋｏｍ. )ꎮ

(４)塔落岩黄芪和细枝岩黄芪ꎮ 它们属于岩黄

芪属(Ｈｅｄｙｓａｒｕｍ)ꎬ野生近缘种有红花岩黄芪(Ｈ.
ｍｕｌｔｉｊｕｇｕｍ Ｍａｘｉｍ. ) 和 山 竹 黄 芪 ( Ｈ.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ｕｍ
Ｐａｌｌ. )ꎮ

(５)鸡眼草ꎮ 鸡眼草有栽培种也有野生种ꎬ其
野生近缘种为长萼鸡眼草 (Ｋｕｍｍｅｒｏｗｉａ ｓｔｉｐｕｌａｃｅａ
Ｍａｋｉｎｏ)ꎮ

(６)山黧豆ꎮ 山黧豆的野生型主要分布于西

北、华北和东北地区ꎬ其野生近缘种有三脉山黧豆

(Ｌａｔｈｙｒｕｓ ｋｏｍａｖｏｖｉｉ Ｏｈｗｉ)、五脉山黧豆(Ｌ. ｑｕｉｎｑｕｅ￣
ｎｅｖｉｕｓ Ｌｉｔｖ. )、牧地山黧豆( Ｌ. ｐｒａｔｅｎｓｉｓ Ｌ. )、玫红山

黧豆(Ｌ.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ｓ Ｌ. )ꎮ
(７)兴安胡枝子、二色胡枝子和截叶胡枝子ꎮ

这 ３ 种胡枝子都有野生分布ꎬ它们的野生近缘种有

大叶胡枝子(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 )、春花胡枝子

(Ｌ. ｄｕｎｎｉｉ Ｓｃｈｉｎｄｌ. )、尖叶胡枝子(Ｌ. ｊｕｎｃｅａ Ｐｅｒｓ. )、
展枝胡枝子(Ｌ. ｐａｔｅｎｓ Ｎａｋａｉ)、牛胡枝子(Ｌ. 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
Ｖａｓｓ. )、 路 生 胡 枝 子 ( Ｌ. ｖｉａｔｏｒｕｍ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 )、细梗胡枝子( Ｌ. ｖｉｒｇａｔａ ＤＣ. )和南胡枝子

(Ｌ.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 Ｒｉｃｋ. )ꎮ
(８)百脉根ꎮ 百脉根为百脉根属(Ｌｏｔｕｓ)的多年

生草本植物ꎬ有野生分布ꎬ它的野生近缘种有细叶百

脉根( Ｌ. ｔｅｎｕｉｓ Ｗａｌｄｓｔ. ｅｘ Ｗｉｌｌｄ. )、密叶百脉根( Ｌ.
ｋｒｙｌｏｖｉｉ Ｓｃｈｉｃｈｋ. ｅｔ Ｓｅｒｇ. )和高原百脉根( Ｌ. ａｌｐｉｎｕｓ
Ｓｃｈｌｅｉｃｈ. ｅｘ Ｒｏｍｏｎｄ)ꎮ

(９)紫花苜蓿、黄花苜蓿和天蓝苜蓿ꎮ 这 ３ 种

栽培苜蓿都有野生分布ꎬ它们的野生近缘种有阿拉

善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ａｌａｓｃｈａｎｉｃａ Ｖａｓｓ. )、小苜蓿 (Ｍ.
ｍｉｎｉｍａ Ｇｒｕｆｂ. )、圆苜蓿(Ｍ.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Ｂａｒｔ. )、南苜

蓿 ( Ｍ.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ａ Ｌ. )、 小 花 苜 蓿 ( Ｍ.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Ｖａｓｓ. )、扭果苜蓿(Ｍ. ｓｃｈｉｓｈｋｉｎｉｉ Ｓｕｍｎ. )、大花苜蓿

(Ｍ. ｔｒａｕｔｖｅｔｔｅｒｉ Ｓｕｍｎ. )和杂种苜蓿(Ｍ. ｖａｒｉａ Ｍａｒｔｙｎ)ꎮ
(１０)扁蓿豆ꎮ 扁蓿豆为扁蓿豆属(Ｍｅｌｉｌｏｔｏｉｄｅｓ)

多年生草本植物ꎬ有野生分布ꎬ它的野生近缘种有青

海扁蓿豆(Ｍ. ａｒｃｈｉｄｕｃｉｓ￣ｎｉｃｏｌａｉ Ｙａｋｃｖｌ. )、阔荚扁蓿

豆(Ｍ.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ｐｏｓ Ｓｏｊａｋ. )、帕米尔扁蓿豆(Ｍ. ｐａｍｉｒ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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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 Ｓｏｊａｋ. )、毛扁蓿豆(Ｍ.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Ｙａｋｏｖｌ. )ꎮ
(１１)红豆草ꎮ 红豆草属于驴食草属(Ｏｎｏｂｒｙ￣

ｃｈｉｓ)ꎬ野生近缘种有 ２ 个ꎬ即美丽红豆草(Ｏ. ｐｕｌｃｈｅｌ￣
ｌａ Ｓｃｈｒｅｎｋ. )和顿河红豆草(Ｏ. ｔａｎｅｉｔｉｃａ Ｓｐｒｅｎｇ. )ꎮ

(１２)蓝花棘豆ꎮ 蓝花棘豆属于棘豆属(Ｏｘｙｔｒｏ￣
ｐｉｓ)ꎬ其野生近缘种有线叶棘豆(Ｏ. ｆｉｔｉｆｏｒｍｉｓ ＤＣ. )和
紫花棘豆(Ｏ. ｓｕｂｆａｌｃａｔａ Ｈａｎｃｅ)ꎮ

(１３)葛藤、越南葛藤和爪哇葛藤ꎮ 这 ３ 种栽培

葛藤都有野生分布ꎬ它们的野生近缘种有苦葛藤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ｒｉｓ Ｂｅｎｔｈ. )、 食用葛 ( Ｐ. ｅｄｕｌｉｓ
Ｐａｍｐ. )、喜马拉雅葛藤(Ｐ.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ＤＣ. )、密花葛

(Ｐ.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Ｃｒａｉｂ. )、黄毛萼葛藤 (Ｐ. ｃａｌｙｃｉｎａ
Ｆｒａｎｃｈ. )和小花葛藤(Ｐ. ｓｔｒｉｃｔａ Ｋｕｒｚ. )ꎮ

(１４)红三叶和白三叶ꎮ 它们属于三叶草属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ꎬ其野生近缘种有野火球 ( Ｔ. ｌｕｐｉｎａｓｔｅｒ
Ｌ. )、大花三叶草(Ｔ. ｅｘｉｍｉｕｍ Ｓｔｅｐｈ ｅｘ ＤＣ. )和延边

三叶草(Ｔ. ｇｏｒｄｅｊｖｅｉ Ｚ. Ｗｅｉ)ꎮ
(１５)山野豌豆、广布野豌豆和肋脉野豌豆ꎮ 均

属于野豌豆属(Ｖｉｃｉａ)ꎬ它们都有野生分布ꎮ 另外ꎬ
与山野豌豆和肋脉野豌豆亲缘关系较近的野生变种

有绢毛山野豌豆(Ｖｉｃ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 ｖａｒ. ｓｅｒｉｃｅａ Ｋｉｔａｇ. )、
狭叶山野豌豆(Ｖ. ａｍｏｅｎａ ｖａｒ. 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Ｒｅｇｅｌ. )、
白花野豌豆(Ｖ. ａｍｏｅｎａ ｖａｒ. ａｌｂｉｆｌｏｒａ Ｐ. Ｙ. Ｆｕ ｅｔ Ｙ.
Ａ. Ｃｈｅｎ)等ꎻ与广布野豌豆较近缘的种或变种有灰

野豌豆(Ｖ. ｃｒａｃｃａ ｖａｒ. ｃａｎｅｓｃｅｎｓ Ｍａｘｉｍ. ｅｘ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ｔ
Ｓａｖ. )、细叶野豌豆(Ｖ.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 Ｒｏｔｈ)等ꎮ
２ ５ ３　 菊科 　 (１)白沙蒿和黑沙蒿ꎮ 这 ２ 种沙蒿

隶属于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ꎬ野生近缘种主要有盐蒿(Ａ.
ｈａ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ｕｒｃｚ. ｅｘ Ｂｅｓｓ. )、柔毛蒿 ( Ａ.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Ｌｅｄｅｂ. )、猪毛蒿(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Ｗａｌｄｓｔ. ｅｔ Ｋｉｔ. )等ꎮ

(２)伊犁绢蒿ꎮ 伊犁绢蒿隶属于绢蒿属 ( Ｓｅ￣
ｒｉｐｈｉｄｉｓａｍ)ꎬ它的野生近缘种主要有新疆绢蒿( Ｓ.
ｋａｓｃｈｇａｒｉｃｕｍ Ｐｏｌｉａｋ)、纤细绢蒿 ( Ｓ. ｇｒａｃｉｌｅｓｃｅｎｓ Ｐｏ￣
ｌｉａｋ. )和白茎绢蒿(Ｓ. ｔｅｒｒａｅ￣ａｌｂａｅ Ｐｏｌｉａｋ. )等ꎮ

(３)翅果菊(山莴苣)ꎮ 翅果菊隶属于翅果菊属

(Ｐｔｅｒｏｃｙｐｓｅｌａ)ꎬ它的野生近缘种有翼柄翅果菊(Ｐ.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ａ Ｓｈｉｈ)、毛脉翅果菊(Ｐ. ｒａｄｄｅａｎａ Ｓｈｊｈ)和
高大翅果菊(Ｐ. ｅｌａｔａ Ｓｈｉｈ)ꎮ
２ ５ ４　 藜科 　 (１)驼绒藜和华北驼绒藜ꎮ 这 ２ 种

驼绒藜均隶属于驼绒藜属(Ｃ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ꎬ都有野生分

布ꎬ另外的野生近缘种有心叶驼绒藜(Ｃ. ｅｗｅｒｓｍａｎｉ￣
ａｎａ Ｂｏｔｓｃｈ. ｅｔ Ｉｋｏｎｎ )、 垫状驼绒藜 ( Ｃ. ｃｏｍｐａｃｔａ
Ｔｓｉｅｎ. ｅｔ Ｃ. Ｇ. Ｍａ)、内蒙驼绒藜(Ｃ. ｉｎｔｒａ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Ｈ. Ｃ. ＦｕꎬＪ. Ｙ. ｙａｎｇ ｅｔ Ｓ. Ｙ. Ｚｈａｏ)ꎮ

(２)木地肤ꎮ 木地肤隶属于地肤属(Ｋｏｃｈｉａ)ꎬ
本属的野生种有地肤(Ｋ.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Ｓｃｈｒａｄ. )、全翅地

肤 ( Ｋ. ｋｒｙｌｏｖｉｉ Ｌｉｔｖ. )、 黑 翅 地 肤 ( Ｋ. ｍｅｌａｎｏｐｔｅｒａ
Ｂｕｎｇｅ)、尖翅地肤(Ｋ. ｏｄｏｎｔｏｐｔｅｒａ Ｓｃｈｒｅｎｋ)等ꎮ
２ ５ ５　 蓼科 　 (１)沙拐枣ꎮ 沙拐枣隶属于沙拐枣

属(Ｃａｌｌｉｇｏｎｕｍ)ꎬ有野生分布ꎬ其野生近缘种主要有

阿拉善沙拐枣(Ｃ. ａｌａｓｃｈａｎｉｃｕｍ Ａ. Ｌｏｓ. )、白皮沙拐

枣(Ｃ. ｌｅｕｃｏｃｌａｄｕｍ Ｂｕｎｇｅ)、中国沙拐枣(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Ｌｏｓ. )、昆仑沙拐枣(Ｃ. ｒｏｂｏｒｏｖｓｋｉｉ Ａ. Ｌｏｓ. )、红皮

沙拐枣(Ｃ. ｒｕｂｉｃｕｎｄｕｍ Ｂｇｅ. )等ꎮ
(２)巴天酸模ꎮ 隶属于酸模属(Ｒｕｍｅｘ)ꎬ有野生

分布ꎬ其野生近缘种有皱叶酸模(Ｒ. ｃｒｉｓｐｕｓ Ｌ. )和天

山酸模(Ｒ.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ｃｕｓ Ａ. Ｌｏｓ. )ꎮ
２ ５ ６　 鸢尾科　 (１)马蔺ꎮ 马蔺隶属于鸢尾属( Ｉ￣
ｒｉｓ)ꎬ有野生分布ꎬ其野生近缘种主要有细叶鸢尾( Ｉ.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 Ｐａｌｌ. )、白花马蔺( Ｉ. ｌａｅｔｅａ Ｐａｌｌ. )、大苞鸢

尾( Ｉ. ｂｕｎｇｅｉ Ｍａｘｉｍ. )等ꎮ
２ ６　 绿肥作物 [２ꎬ１３]

２ ６ １　 豆科 　 (１)紫云英ꎮ 紫云英隶属于黄芪属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ꎬ有野生分布ꎬ其野生近缘种有洞川黄

芪( Ａ. 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Ｓｉｍｐｓ. )、扬子黄芪 ( Ａ. ｙａｎｇｔｚｅａｎｕｓ
Ｓｉｍｐｓ. )、 巫山黄芪(Ａ. ｗｕｓｈａｎｉｃｕｓ Ｓｉｍｐｓ. )、蜀西黄

芪 ( Ａ. ｓｏｕｌｉｅｉ Ｓｉｍｐｓ. )、 房 县 黄 芪 ( Ａ. ｆ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Ｓｉｍｐｓ. )、四川黄芪(Ａ. ｓｕｔｃｈｕ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和文县

黄芪(Ａ. ｗｅｎｘ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Ｙ. Ｃ. Ｈｏ)ꎮ
(２)菽麻和大叶猪屎豆ꎮ 这 ２ 种栽培绿肥均属

于猪屎豆属(Ｃｒｏｔａｌａｒｉａ)ꎬ都有野生分布ꎬ它们的野

生近缘种有吊裙草(Ｃ. ｒｅｔｕｓａ Ｌ. )ꎮ
(３)黄花草木樨、白花草木樨和细齿草木樨ꎮ

这 ３ 种绿肥作物均隶属于草木樨属(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ꎬ都
有野生分布ꎬ它们的野生近缘种有西伯利亚草木樨

(Ｍ. ｄｅｎｔａｔａ ｓｓｐ.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Ｓｕｖ. )和印度草木樨(Ｍ. ｉｎ￣
ｄｉｃａ Ａｌｌ. )ꎮ

(４)田菁和大花田菁ꎮ 这 ２ 种绿肥作物均隶属

于田菁属(Ｓｅｓｂａｎｉａ)ꎬ都有野生分布ꎬ它们的野生近

缘种有剌田菁(Ｓ. ｂｉｓｐｉｎｏｓａ Ｗ. Ｆ. Ｗｉｇｈｔ. )和沼生田

菁(Ｓ.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Ｍｉｇ. )ꎮ
(５)箭筈豌豆和毛苕子ꎮ 这 ２ 种绿肥作物均隶

属于野豌豆(Ｖｉｃｉａ)ꎬ都有野生分布ꎬ它们野生近缘

种有野豌豆(Ｖ. ｓｅｐｉｕｍ Ｌ. )、窄叶野豌豆(Ｖ. ａｎｇｕｓｔｉ￣
ｆｏｌｉａ Ｌ. )、大龙骨野豌豆(Ｖ. ｍｅｇａｌｏｔｒｏｐｉｓ Ｌｅｄｅｂ. )和
察隅野豌豆(Ｖ. ｂａｋｅｒｉ Ａｌｉ. )等ꎮ

(６)多花木兰ꎮ 多花木兰(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 ａｍｂｌｙａｎ￣
ｔｈａ Ｃｒａｉｂ)为木兰属的灌木植物ꎬ其野生型分布于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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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广大地区ꎮ
(７)胡卢巴ꎮ 胡卢巴(Ｔｒｉｇｏｎｅｌｌａ ｆｏｅｎｕｍｇｒａｅｃｕｍ

Ｌ. )为隶属于胡卢巴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ꎬ其野生

型广布我国ꎮ
２ ６ ２　 天南星科　 水浮莲ꎮ 为大浮属(Ｐｉｓｔｉａ)的一

个单种(Ｐ. ｓｔｒａｔｉｏｔｅｓ Ｌ. )ꎬ在我国有野生分布ꎮ
２ ６ ３　 满江红科　 满江红ꎮ 满江红隶属于满江红

属(Ａｚｏｌｌａ)ꎬ有野生分布ꎬ其野生近缘种或变种有多

果满江红(Ａ.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ａ ｖａｒ.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常绿满江红

(Ａ.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ａ ｖａｒ. ｓｅｍｐｅｒｖｉｒｅｎｓ)、细叶满江红 ( Ａ. ｆｉ￣
ｌｉｃｕｌｏｉｄｅｓ Ｌａｍ. )ꎮ
２ ６ ４　 菊科 　 肿柄菊ꎮ 肿柄菊( 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ｏｌｉａ Ａ.
Ｇｒａｙ)隶属于肿柄菊属(Ｔｉｔｈｏｎｉａ)ꎬ是一年生草本植

物ꎬ在我国有野生分布ꎮ
２ ７　 观赏作物[２ꎬ１４]

观赏作物中有些与前述的果树作物、蔬菜作物

在植物分类上是重复的ꎬ如梅花、桃花、百合、荷花、
海棠等ꎬ故在此不再复述ꎮ 众所周知ꎬ中国的花卉作

物种类繁多ꎬ不易全部介绍ꎬ在此仅将名花类的野生

近缘种综述如下ꎮ
２ ７ １　 樱花　 樱花隶属于李属(Ｐｒｕｎｕｓ)ꎬ中国樱花

的野生近缘种有 ４８ 种ꎬ主要的有高盆樱(Ｐ. ｃｅｒａ￣
ｓｏｉｄｅｓ(Ｄ. Ｄｏｎ)Ｓｏｋ. )、华中樱(Ｐ. ｃｏｎｒａｄｉｎａｅ Ｋｏｔｈｅ)、
山楂叶樱(Ｐ. ｃｒａｔａｅｇｉｆｏｌｉｕｓ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尾叶樱(Ｐ.
ｄｉｅｌｓｉａｎａ Ｓｅｈｎｅｉｄ. )、 黑腺樱 ( Ｐ.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ｉ Ｒｕ￣
ｐｒ. )、偃樱(Ｐ. ｍｕｇｕｓ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山樱花(Ｐ. ｓｅｒ￣
ｒｕｌａｔａ Ｌｉｐｄｌ. )、崖樱(Ｐ. ｓｃｏｐｕｌｏｒｕｍ Ｋｏｅｈｎｅ. )等ꎮ
２ ７ ２　 牡丹　 隶属于芍药属(Ｐａｅｏｎｉａ )牡丹组ꎬ其
主要野生近缘种有矮牡丹(Ｐ. ｊ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 Ｈｏｎｇ ｅｔ
Ｗ. Ｚ. Ｚｈａｏ)、卵叶牡丹 (Ｐ. ｑｉｕｉ Ｙ. Ｌ. Ｐｅｉ ｅｔ Ｄ. Ｙ.
Ｈｏｎｇ)、杨山牡丹(Ｐ. ｏｓｔｉｉ Ｔ. Ｈｏｎｇ ｅｔ Ｊ. Ｘ. Ｚｈａｎｇ)、紫
斑牡丹(Ｐ. ｒｏｃｋｉｉ Ｔ. Ｈｏｎｇ ｅｔ Ｊ. Ｊ. Ｌｉ)、四川牡丹(Ｐ.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 紫 牡 丹 ( Ｐ.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Ｆｒａｎｃｈ. )和大花牡丹(Ｐ. ｌｕｄｌｏｗｉｉ Ｄ. Ｙ. Ｈｏｎｇ)ꎮ
２ ７ ３　 芍药 　 芍药隶属于芍药属(Ｐａｅｏｎｉａ)芍药

组ꎬ它的野生近缘种有草芍药(Ｐ. ｏｂｏｖａｔａ Ｍａｘｉｍ. )、
美丽芍药(Ｐ. ｍａｉｒｅｉ Ｌｅｖｌ. )、多花芍药(Ｐ. ｅｍｏｄｉ Ｗａｌ￣
ｌｉｃｈ ｅｘ Ｒｏｙｌｅ)、白花芍药(Ｐ. ｓｔｅｒｎｉａｎａ Ｈ. Ｒ. Ｆｌｅｔｃｈ￣
ｅｒ)、新疆芍药(Ｐ. ａｎｏｍａｌａ Ｌ. )和块根芍药(Ｐ. ｉｎｔｅｒ￣
ｍｅｄｉａ Ｃ. Ａ. Ｍｅｙｅｒ)ꎮ
２ ７ ４　 菊花 　 菊花隶属于菊属(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ꎬ
本属的其他种有 １７ 个ꎬ主要的有野菊(Ｃ. ｉｎｄｉｃｕｍ
Ｄｅｓ Ｍｏｕｌ. )、毛华菊(Ｃ. ｖｅｓｔｉｔｕｍ Ｌｉｎｇ ｅｘ Ｓｈｉｈ)、小红

菊( Ｃ. ｅｒ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Ｔｚｖｅｌ. )、甘菊 ( Ｃ. 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ｅｆｏｌｉｕｍ

Ｌｉｎｇ ｅｔ Ｓｈｉｈ)、紫花野菊(Ｃ. ｚａｗａｄｓｋｉｉ Ｔｚｖｅｌ. )、楔叶

菊(Ｃ. ｎａｋｔｏｎｇｅｎｓｅ Ｔｚｖｅｌ. )、菊花脑 (Ｃ. ｎａｎｋｉｎｇｅｎｓｅ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细叶菊(Ｃ.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ｉ Ｔｚｖｅｌ. )、黄
花小山药(Ｃ. ｈｙｐａｒｇｙｒｕｍ Ｌｉｎｇ ｅｔ Ｓｈｉｈ)、拟亚菊(Ｃ.
ｇｌａｂｒｉｕｓｃｕｌｕｍ Ｓｈｉｈ)等ꎮ
２ ７ ５　 兰花 　 兰花是兰科兰属(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植物

的总称ꎬ其中有一些种在我国为栽培花卉ꎬ如春兰、
建兰、墨兰、寒兰、蕙兰和大花蕙兰ꎬ其中大花蕙兰为

人工杂交种ꎬ其他种均有野生分布ꎮ 本属的野生种

还有 ２０ 多 个ꎬ 如 纹 瓣 兰 (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ａｌｏｉｆｏｌｉｕｍ
Ｓｗ. )、莎叶兰(Ｃ. ｃｙｐ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Ｗａｌｌ. ｅｘ Ｌｉｎｄｌ. )、冬凤

兰 ( Ｃ. ｄａｙａｎｕｍ Ｒｃｈｂ. ｆ. )、 莎 草 兰 ( Ｃ. ｅｌｅｇａｎｓ
Ｌｉｎｄｌ. )、兔耳兰(Ｃ. 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Ｈｏｏｋ. )、菅草兰(Ｃ.
ｔｏｒｔｉｓｅｐａｌｕｍ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 独 占 春 ( Ｃ. ｅｂｕｒｎｅｕｍ
Ｌｉｎｄｌ. )、碧玉兰(Ｃ. ｌｏｗｉａｎｕｍ Ｒｃｈｂ. ｆ. )、美花兰(Ｃ.
ｉｎｓｉｇｎｅ Ｒｏｌｆｅ)、多花兰(Ｃ.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ｕｍ Ｌｉｎｄｌ. )、虎头

兰(Ｃ. ｈｏｏｋｅｒｉａｎｕｍ Ｒｃｈｂ. ｆ. )、西藏虎头兰(Ｃ. ｔｒａｃｙａ￣
ｎｕｍ Ｌ. Ｃａｓｔｌｅ)、短叶虎头兰(Ｃ.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Ｖｅｉｔｃｈ. )、黄
蝉兰(Ｃ. ｉｒ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Ｄ. Ｄｏｎ)等ꎮ
２ ７ ６　 月季 　 月季隶属于蔷薇属(Ｒｏｓａ)ꎬ原产我

国的本属植物 ７０ 多种ꎬ其中比较重要的野生近缘种

有 ２０ 多种ꎬ 如 美 蔷 薇 ( Ｒ. ｂｅｌｌａ Ｒｅｈｄ. ｅｔ Ｅ. Ｈ.
Ｗｉｌｓ. )、小檗叶蔷薇(Ｒ. ｂｅｒｂｅｒｉｆｏｌｉａ Ｐａｌｌ. )、硕苞蔷薇

(Ｒ.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Ｗｅｎｄｌ. )、 复 伞 房 蔷 薇 ( Ｒ. ｂｒｕｎｏｎｉｉ
Ｌｉｎｄｌ. )、异味蔷薇(Ｒ. ｆｏｅｔｉｄａ Ｈｅｒｒｍ. )、月季花(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Ｊａｃｑ. )、伞房蔷薇(Ｒ. ｃｏｒｙｍｂｕｌｏｓａ Ｒｏｌｆｅ. )、
软条七蔷薇(Ｒ. ｈｅｎｒｙｉ Ｂｏｕｌｅｎｇ. )、黄蔷薇(Ｒ. ｈｕｇｏｎｉｓ
Ｈｅｍｓｌ. )、金樱子(Ｒ.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 Ｍｉｃｈｘ. )、野蔷薇(Ｒ.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Ｔｈｕｎｂ. )等ꎮ
２ ７ ７　 杜鹃花　 杜鹃花是杜鹃花科杜鹃花属(Ｒｈｏ￣
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植物的总称ꎬ在我国栽培的主要是隐脉

杜鹃(Ｒ. ｍａｄｄｅｎｉ Ｈｏｏｋ. ｆ. )、映山红(Ｒ. ｓｉｍｓｉｉ Ｐｌ. )和
锦绣杜鹃(Ｒ. ｐｕｌｃｈｒｕｍ Ｓｗｅｅｔ)等ꎮ 本属植物我国有

５６０ 种ꎬ其中有代表性的野生种ꎬ如马缨花(Ｒ. ｄｅｌａ￣
ｖａｙｉ Ｆｒａｎｃｈ. )、大喇叭杜鹃 ( 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ｓ Ｈｅｍｓｌ. ｅｔ
Ｗｉｌｓ. )、糙毛杜鹃(Ｒ. ｔｒｉｃｈｏｃｌａｄ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 )、炮仗杜

鹃( Ｒ. ｓｐｉｎ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 )、羊踯躅 ( Ｒ. ｍｏｌｌｅ Ｇ.
Ｄｏｎ)、迎红杜鹃(Ｒ. ｍｕｃｒｏｎｕｌａｔｕｍ Ｔｕｒｃｚ. )、红马银

花(Ｒ. ｖｉａｌｉｉ Ｄｅｌａｖ. ＆ Ｆｒ. )、叶状苞杜鹃(Ｒ. ｒｅｄｏｗｋｉａ￣
ｎｕｍ Ｍａｘｉｍ. ｅｔ Ｈｕｔｃｈ. )等ꎮ
２ ７ ８　 茶花 　 茶花是山茶科山茶属(Ｃａｍｅｌｌｉａ)植

物中仅供观赏的种类的总称ꎬ其中最具观赏价值的

是红山茶 (Ｃ.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Ｌ. )ꎬ栽培的还有滇山茶花

(Ｃ.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ｉｎｄｌ. )、金花茶(Ｃ. ｎｉｔ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Ｃｈｉｈ)、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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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红山茶(Ｃ. ｕｒａｋｕ Ｋｉｔａｍ. )等ꎮ 与红山茶为野生

近缘种的有浙江红山茶(Ｃ. 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ｏｌｅｏｓａ Ｈｕ)、尖
萼红山茶(Ｃ. ｅｄｉｔｈａｅ Ｈａｎｃｅ)、西南红山茶(Ｃ. ｐｉｔａｒｄｉｉ
Ｃｏｈ. Ｓｔ. )、 怒 江 红 山 茶 ( Ｃ. ｓａｌ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Ｓｔａｐｆ ｅｘ
Ｂｅｅｎ)、香港红山茶(Ｃ.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Ｓｅｅｍ. )等ꎻ与
滇山茶为野生近缘种的有大苞山茶(Ｃ. ｇｒａｎｔｈａｍｉ￣
ａｎａ Ｓｅａｌｙ)、南山茶(Ｃ. ｓｅｍｉｓｅｒｒａｔａ Ｃｈｉｈ)等ꎻ与金花

茶为野生近缘种的有薄叶金花茶(Ｃ.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Ｃｈａｎｇ)、显脉金花茶(Ｃ. ｅｕｐｈｌｅｂｉａ Ｍｅｒｒ. ｅｘ Ｓｅａｌｙ)、龙
州金花茶(Ｃ. ｌｏｎｇ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Ｊ. Ｙ. Ｌｕｏ)、东兴金花茶

(Ｃ. ｔｕｎｇ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ａｎｇ)、凹脉金花茶(Ｃ.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ｅ￣
ｒｕｉｓ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Ｓ. Ｙ. Ｌｉａｎｇ)等ꎮ
２ ７ ９　 桂花 　 桂花隶属于木樨科木樨属(Ｏｓｍａｎ￣
ｔｈｕｓ)ꎬ栽培种有桂花、厚边木樨、野桂花、齿叶桂花

等 １１ 种ꎬ野生种有牛矢果(Ｏ. 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ｎｕｓ Ｈａｙａ￣
ｔａ)、离瓣木樨(Ｏ. ｄｉｄｙｍｏｐｅｔａｌｕｓ Ｐ. Ｓ. Ｇｒｅｅｎ)、狭叶木

樨(Ｏ.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ｕｓ Ｐ. Ｓ. Ｇｒｅｅｎ)、网脉木樨(Ｏ. ｒｅｔｉｃｕ￣
ｌａｔｅｓ Ｐ. Ｓ. Ｇｒｅｅｎ)、无脉木樨(Ｏ. ｅｎｅｒｖｉｕｓ Ｍａｓｍｕｎｅ ｅｔ
Ｍｏｒｉ)、海南桂(Ｏ.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等ꎮ
２ ７ １０　 丁香 　 丁香隶属于木樨科丁香属( Ｓｙｒｉｎ￣
ｇａ)ꎬ本属原产我国的有 ２２ 种ꎬ其中栽培的 １６ 种ꎬ野
生的有藏南丁香(Ｓ.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Ｐ. Ｙ. Ｂａｉ)、光萼丁香(Ｓ.
ｊｕｌｉａｎａｅ Ｃ. Ｋ. Ｓｃｈｎｅｉｄ. )、皱叶丁香 ( Ｓ. ｍａｉｒｅｉ Ｒｅ￣
ｈｄ. )、松林丁香(Ｓ. ｐｉｎｅｔｏｒｕｍ Ｗ. Ｗ. Ｓｍｉｔｈ)、山丁香

(Ｓ. ｐｏｔａｎｉｎｉ Ｓｃｈｎｅｉｄ. )、北京丁香( Ｓ.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ｕ￣
ｐｒ. )ꎮ
２ ７ １１　 玉兰和木兰　 它们均隶属于木兰科木兰属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ꎬ在本属内分为玉兰亚属和木兰亚属ꎮ
玉兰亚属的主要野生种有天目木兰 (Ｍ. ａｍｏｅｎａ
Ｃｈｅｎｇ)、黄山木兰(Ｍ.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Ｗｉｌｓ. )、宝华玉兰

(Ｍ. ｚｅｎｉｉ Ｃｈｅｎｇ)、滇藏木兰(Ｍ. ｃａｍｐｏｂｅｌｌｉｉ Ｈｏｏｋ. ｆ.
ｅｔ Ｔｈｏｍｓ. )、 凹 叶 木 兰 ( Ｍ. 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Ｒｅｈｄꎬ ｅｔ
Ｗｉｌｓ. )、光叶木兰(Ｍ. ｄａｗｓｏｎｉａｎａ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ꎮ
木兰亚属的野生种主要有绢毛木兰(Ｍ. ａｌｂｏｓｅｒｉｃｅａ
Ｃｈｕｎ ｅｔ Ｃ. Ｔｓｏｏｎｇ )、 香 港 木 兰 ( Ｍ.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Ｂｅｎｔｈ. )、大叶玉兰(Ｍ. ｈｅｎｒｙｉ Ｄｕｎｎ)、长叶木兰(Ｍ.
ｐａｅｎｅｔａｌａｕｍａ Ｄａｎｄｙ)、圆叶木兰(Ｍ.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ｔａｐｆ)、
西康玉兰(Ｍ.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Ｒｅｈｄ. )、长喙厚朴(Ｍ. 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Ｗ. Ｗ. Ｓｍｉｔｈ )、 毛叶玉兰 (Ｍ. ｇｌｏｂｏｓａ Ｈｏｏｋ. ｆ. ｅｔ
Ｔｈｏｍｓ. )ꎮ
２ ７ １２　 腊梅　 腊梅隶属于腊梅科腊梅属(Ｃｈｉｍｏ￣
ｎａｎｔｈｕｓ)ꎬ 本属有 ４ 个物种ꎬ 即腊梅 ( Ｃ. ｐｒａｅｃｏｘ
Ｌｉｎｋ)、山腊梅(Ｃ. ｎｉｔｅｎｓ Ｏｌｉｖ. )、柳叶腊梅(Ｃ. ｓａｌｉｃｉ￣
ｆｏｌｉｕｓ Ｓ. Ｙ. Ｈｕ)和西南腊梅(Ｃ.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ｔｕｓ Ｒ. Ｈ.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Ｃ. Ｓ. Ｄｉｎｇ)ꎬ它们均为栽培种ꎬ同时也有野

生分布ꎮ
２ ７ １３　 紫薇 　 紫薇隶属于千屈菜科紫薇属( Ｌａ￣
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ꎬ本属的栽培种有紫薇、南紫薇和大花紫

薇、南泽紫薇(后两者为引进种)ꎬ野生种有 １４ 个ꎬ
如光紫薇(Ｌ. ｇｌａｂｒａ Ｋｏｅｈｎｅ)、尾叶紫薇( Ｌ. ｃａｕｄａｔａ
Ｃｈｕｎ ｅｔ Ｈｏｗ ｅｘ Ｓ. Ｌｅｅ ｅｔ Ｌ. Ｌａｕ)、狭瓣紫薇(Ｌ. ｓｔｅｎｏ￣
ｐｅｔａｔａ Ｃｈｕｎ)、川黔紫薇(Ｌ. ｅｘｃｅｌｓａ Ｃｈｕｎ ｅｘ Ｓ. Ｌｅｅ ｅｔ
Ｌ. Ｌａｕ)、福建紫薇(Ｍ. ｌｉｍｉｉ Ｍｅｒｒ. )、云南紫薇(Ｌ. ｉｎ￣
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Ｋｏｅｈｎｅ)、广东紫薇 ( Ｌ. ｆｏｒｄｉｉ Ｏｌｉｖ. ｅｔ Ｋｏｅ￣
ｈｎｅ)等ꎮ
２ ７ １４　 石竹 　 石竹隶属于石竹科石竹属(Ｄｉａｎ￣
ｔｈｕｓ)ꎬ本属栽培种有石竹(Ｄ.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 )、须苞石

竹(Ｄ. ｂａｒｂａｔｕｓ Ｌ. )和香石竹(Ｄ. ｃａｒｙｏｐｈｌｌｕｓ Ｌ. )、少
女石竹 (Ｄ. 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ｓ Ｌ. )、常夏石竹 (Ｄ. ｐｌｕｍａｒｉｕｓ
Ｌ. )ꎬ后 ３ 者为引进种ꎮ 前 ２ 种在我国均有野生分

布ꎬ本属的野生种还有瞿麦(Ｄ. ｓｕｐｅｒｂｕｓ Ｌ. Ｐｅｒ. )、高
山石竹 ( Ｄ. ａｌｐｉｎｕｓ Ｌ. )、 东北石竹 ( Ｄ.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Ｊａｃｑ. )、树石竹(Ｄ. ａｒｂｏｒｅｕｓ Ｌ. )、短茎石竹(Ｄ. ｂｒｅｖｉ￣
ｃａｕｌｉｓ Ｆｅｎｚｌ. )等ꎮ
２ ７ １５　 报春花 　 报春花系报春花科报春花属

(Ｐｒｉｍｕｌａ)植物的总称ꎬ我国有 ３００ 多种ꎬ其中栽培

的主要有报春花 (Ｐ. ｍａｌａｃｏｉｄｅｓ Ｆｒａｎｃｈ. )、鄂报春

(Ｐ. ｏｂｃｏｎｉｃａ Ｈａｎｃｅ )、 钟 花 报 春 ( Ｐ. ｓｉｋｋｉｍｅｎｓｉｓ
Ｈｏｃｋ. )、藏报春(Ｐ.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ａｂｉｎｅ ｅｘ Ｌｉｎｄｌ. )、橘红

报春(Ｐ. ｂｕｌｌｅｙａｎａ Ｆｏｒｒ. )、球花报春(Ｐ.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Ｓｍｉｔｈ. )、小报春(Ｐ. ｆｏｒｂｅｓ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 )等ꎬ这些栽培种

均有野生分布ꎮ 另外ꎬ有重要价值的野生种也很多ꎬ
如粉被灯台报春(Ｐ. ｐｕｌｖｅｒｕｌｅｎｔａ Ｄｕｔｈｉｅ)、翠南报春

(Ｐ.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Ｅ. Ｍｏｒｒｅｎ. )、凉山灯台报春 (Ｐ. ｓｔｅｎｏ￣
ｄｏｎｔａ Ｂａｌｆ. ｆ. ｅｘ Ｗ. Ｗ. 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寒地报春

(Ｐ. ａｌｇｉｄａ Ａｄａｍ)、茴香灯台报春(Ｐ. ａｎｉｓｏｄｏｒａ Ｂａｌｆ.
ｆ. ｅｔ Ｆｏｒｒ. )、白心球花报春 ( Ｐ. ａｔｒｏｄｅｎｔａｔａ Ｗ. Ｗ.
Ｓｍｉｔｈ)、菊叶穗花报春(Ｐ. ｂｅｌｌｉｄｉｆｏｌｉａ Ｋｉｎｇ ｅｘ Ｈｏｏｋ.
ｆ. )、暗紫脆蒴报春 ( Ｐ. ｃａｌｄｅｒｉａｎａ Ｂａｌｆ. ｆ. ｅｔ Ｃｏｏｐ￣
ｅｒ. )、头序报春(Ｐ. ｃａｐｉｔａｔａ Ｈｏｏｋ. )、条裂垂花报春

(Ｐ. ｃａｗｄｏｒｉａｎａ Ｗａｒｄ. )等ꎬ共 ４０ 多种ꎮ
２ ７ １６　 石蒜 　 石蒜隶属于石蒜科石蒜属( Ｌｙｃｏ￣
ｒｉｓ)ꎬ本属的栽培种有石蒜(Ｌ. ｒａｄｉａｔａ Ｈｅｒｂ. )、忽地

笑(Ｌ. ａｕｒｅａ Ｈｅｒｂ. )、鹿葱( Ｌ. ｓｑｕａｍｉｇｅｒａ Ｍａｘｉｍ. )、
换锦花(Ｌ. ｓｐｒｅｎｇｅｒｉ Ｃｏｍｅｓ ｅｘ Ｂａｋｅｒ)和秀丽石蒜(Ｌ.
Ｘｅｌｅｇａｎｓ Ｊ. Ｚ. Ｌｉｎ ｅｔ Ｈｓｕ)、绣球石蒜( Ｌ. 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
ａｌｕｍ Ｊ. Ｚ. Ｌｉｎ ｅｔ Ｈｓｕ)ꎬ后 ２ 种为人工杂交种ꎬ其他种

均有野生分布ꎮ 其他野生种如中国石蒜(Ｌ. ｃｈｉｎ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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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ｓ Ｔｒａｕｂ)、长筒石蒜 ( Ｌ. ｌｏｎｇｉｔｕｂａ Ｙ. Ｈｓｕ ｅｔ Ｑ. Ｊ.
Ｆａｎ)、玫瑰石蒜(Ｌ. ｒｏｓｅａ Ｔｒａｕｂ ｅｔ Ｍｏｌｄｅｎｋｅ)、广西石

蒜(Ｌ.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Ｙ. Ｈｓｕ ｅｔ Ｑ. Ｊ. Ｆａｎ. )、白花石蒜

(Ｌ. ａｌｂｉｆｌｏｒａ Ｋｏｉｄｚ. )、安徽石蒜(Ｌ. ａｎｈｕｉｅｎｓｉｓ Ｙ. Ｈｓｕ
ｅｔ Ｑ. Ｊ. . Ｆａｎ )等 １１ 种ꎮ
２ ７ １７　 鸢尾　 鸢尾与饲草作物中的马蔺同隶属于

鸢尾属( Ｉｒｉｓ)ꎬ其主要野生近缘种有扁竹兰( Ｉ. ｃｏｎｆｕ￣
ｓａ Ｓｅａｌｙ)、蝴蝶花( Ｉ.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小花鸢尾( Ｉ.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ｒｉｘ Ｈａｎｃｅ)、台湾鸢尾( Ｉ.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Ｏｈｗｉ)、扇
形鸢尾( Ｉ. ｗａｔｔｉｉ Ｂａｋｅｒ)、红花鸢尾( Ｉ. ｍｉｌｅｓｉｉ Ｂａｋｅｒ
ｅｘ Ｍ. Ｆｏｓｔｅｒ)和小鸢尾( Ｉ. ｐｒｏａｎｔｈａ Ｄｉｅｌｓ)等ꎮ
２ ７ １８　 郁金香 　 郁金香隶属于百合科郁金香属

(Ｔｕｌｉｐａ)ꎬ其主要野生近缘种有 １５ 个ꎬ如老鸦瓣(Ｔ.
ｅｄｕｌｉｓ Ｂａｋｅｒ)、二叶郁金香(Ｔ. ｅｒｙｔｈｒｏｎｉｏｉｄｅｓ Ｂａｋｅｒ)、
准噶尔郁金香(Ｔ. ｓｃｈｒｅｎｋｉｉ Ｒｅｇｅｌ)、迟花郁金香(Ｔ.
ｋｏｌｐａｋｏｗｓｋｉａｎａ Ｒｅｇｅｌ)、伊犁郁金香 ( Ｔ. 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Ｒｅ￣
ｇｅｌ)等ꎮ

３　 讨论与建议

３ １　 加大资金投入ꎬ加强考察收集[１５￣１６]

中国作物种质资源的考察收集虽然组织了多

次ꎬ但是主要侧重于作物品种的收集ꎬ对作物野生近

缘植物的收集还不够ꎬ特别是园艺作物野生近缘植

物的考察收集更显欠缺ꎮ
因此ꎬ应加大国家专项资金投入和吸引国际合

作资金支持ꎮ 加强作物野生近缘植物的考察收集和

调查ꎬ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集居

地区更应加快步伐ꎮ
３ ２　 建立健全保护体系

建立健全作物野生近缘植物资源的保护体系ꎬ
全面实施各种保护方法ꎬ并将异位保存和原生境保

护有机连接为一体ꎬ形成完整的保护体系ꎮ 种质圃

和原生境保护点的设施和设备ꎬ需要加强维护或更

新换代ꎻ管理队伍和管理力度需要提高ꎮ 原位保护

点应适当增加ꎮ 只有足够的投资和各项工作的很好

完成ꎬ才能确保中国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的可持

续发展ꎮ
３ ３　 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和国家计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

八大开幕式报告中提出ꎬ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ꎬ绿
色发展ꎬ这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ꎮ 这完全说明我国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ꎬ已经将生态环境建设和绿色发

展提到重要位置ꎬ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ꎮ
不言而喻ꎬ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是生态环境建设

和绿色发展的重要部分ꎮ 在这大好形势下ꎬ国家和

地方政府应尽快制定和完善与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

护的相关政策和发展计划ꎬ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ꎬ将
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纳入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计划ꎬ从而使此项工作得到政策保障和有

计划地可持续发展ꎮ
３ ４　 加强保护生物学研究

保护生物学是研究物种的生存条件、灭绝机制

和自然保护区理论及相关环境保护问题的科学ꎮ 目

前ꎬ国内外有关作物野生近缘植物种质圃和原生境

保护点领域的保护生物学研究罕见报道ꎮ 因此ꎬ应
积极开展保护生物学研究ꎬ为中国作物野生近缘植

物种质圃和原生境保护提供理论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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