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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及周边地区稀有农业生物种质资源

郑殿升,高爱农,李立会,刘　 旭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云南及周边地区生物资源调查”项目于 2006 - 2011 年,对云南省 31 个县、四川省 8 个县和西藏自治区 2 个县的农

业生物资源进行了系统调查。 系统调查的 41 个县的地形、地貌十分多样,气候类型很多,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

法。 加之,这些县份都集居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有各自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从而赋予了农业生物资源丰富的民族文化

内涵。 正因为这里的多样性气候和各异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 通过调查获得了大量基础数据和信息,收
集到 5300 多份农业生物种质资源,其中有一批稀有种质资源,这些稀有种质资源对相应农业生物的起源进化和系统分类研

究,以及新品种选育都具有重要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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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及周边地区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地形、地貌

多样,海拔高差悬殊(50 m ~ 6000 m),使该地区气

候类型很多,同样农业生态型亦复杂。 同时,该地区

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有彝、傣、白、哈尼、佤、纳西、傈
僳、拉祜、藏、景颇等 25 个少数民族,各民族有不尽

相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以及农事活动,从而

赋予了农业生物资源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 正因

为这里的农业生态类型多,民族文化不尽相同,在
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利用、保留了大量的作物和畜

禽种类,其中有不少种质资源是该地区特有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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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的[1]。
“云南及周边地区生物资源调查”项目对云南

省 31 个县、四川省 8 个县和西藏自治区 2 个县的农

业生物资源进行了系统调查。 获得了大量基础数据

和信息,收集到一大批农业生物种质资源,其中有一

些是少见的或稀少的即稀有种质资源,它们对相应

的农业生物的起源进化和分类研究,以及新品种选

育都具有重要利用价值。 本文主要介绍栽培和家养

的稀有种质资源。

1　 调查获得了 5000 多份种质资源并
鉴定筛选出 300 多份特异资源

本次调查共获得农业生物种质资源 5339 份,其
中粮食作物 2600 份,蔬菜作物 876 份,果树作物 351
份,经济作物 370 份(包括牧草等资源 17 份),食用

菌类 101 份(含标本 21 份),药用作物 986 份(含药

材样品和标本 841 份),畜禽类 55 份 (取组织样

2323 份和血液样 376 份)。
对上述的 5339 份农业生物种质资源进行了鉴

定,从中筛选出 300 多份特异种质资源,这些种质

资源大体可分为 5 类。 第一类,对基础研究具有

重要价值的资源,如具有糯性突变基因的白糯玉

米(采集号 2008532194 和 2008532024),利用分

子标记技术确定 1200 bp 片段为糯性基因标志条

带,糯性基因 waxy 基因位于玉米第九号染色体上,
为共显性标记,在玉米糯性育种中有重要利用价

值;辣椒品种小米辣、梨品种贡山滇梨、食用菌的

野生木耳、马品种文山矮马等,对研究起源进化和

分类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具有丰产性状的种质

资源,如主穗较长(39． 14 cm)或有效穗较多(19． 6
个 ) 的 稻 种 资 源 香 谷、 红 谷 ( 2007534606、
2008535459)。 第三,抗病性强的种质资源,如高

抗蔓枯病的黄瓜品种圆果黄瓜(2007534554)、抗
枯萎病的茄子资源小苦子 (2007530015) 等。 第

四,品质优的种质资源,如子粒含 β—葡聚糖超过

7% 的 青 稞 品 种 白 青 稞、 黑 青 稞 ( 2010514306、
2010513474),含芦丁超过 1． 7% 的荞麦品种阿火

额、苦荞(2010513040、2010512076),辣椒素含量

极高(52． 72 mg / g)的辣椒品种涮辣(2008532110)
等。 第五,抗寒性强的种质资源,如水稻品种红

米(2010514359)可在四川省得荣县海拔 2790 m
地带种 植,这 是 世 界 栽 培 稻 分 布 的 最 高 海 拔

高度。

2　 调查获得了一批稀有种质资源

本次调查获得的农业生物种质资源中,有一批

是少见的或稀少的种质资源,即稀有种质资源。
2． 1　 粮食作物稀有种质资源[1-4]

2． 1． 1　 稻种资源　 稻种资源的光壳稻品种地育谷

(2008532778,见图 1),富岩大白糯旱谷(2008533749)
等,这类稻种资源的稃壳无毛,籼粳分化不明显,属
于所谓“中间型”;软米资源是云南省独有的类型,
软米做的米饭冷不会生,口感特好,品种有老鼠牙

(2008532339,见图 2)、大白谷(2008535078)、黄板

所(2008533050)等。

图 1　 品种名称:地育谷;采集编号:2008532778

图 2　 品种名称:老鼠牙;采集编号:2008532339

2． 1． 2　 小麦资源　 小麦 Wx-B1 缺失突变材料白小

麦(2010546303)、阿巴小麦(2010513479)等,可作

为小麦 GBSS1(Wx)缺失类型育种亲本。
2． 1． 3　 杂粮及其他资源 　 玉米品种四路包谷

(2008533699,见图 3)的果穗仅有 4 行子粒,这是世

界上玉米的奇特类型。 苦荞的特有类型是苦刺荞,
其果实的 3 个棱有刺,叶片大而肥厚,品种有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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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荞(2010511015,见图 4)、苦刺荞 (2010512084、
2010512155)等。 还有一些稀有作物如穇子(当地

称小红米、鸡爪谷,见图 5)、小扁豆(当地俗称京豆、
鸡眼豆)、黎豆等等。

图 3　 品种名称:四路包谷;采集编号:2008533699

图 4　 品种名称:三角形苦荞,采集编号:2010511015

图 5　 品种名称:鸡爪谷,采集编号:2010545401,2008531570

2． 2　 蔬菜作物稀有种质资源[5-8]

2． 2． 1　 绿叶菜类资源　 芥菜资源的紫叶芥菜类品

种紫叶青菜(2007534153、2008532713,见图 6)的叶

片 紫 色; 缺 叶 芥 菜 品 种 青 菜 ( 2007531867、
2007533285、2007533290, 见图 7 ) 的叶缘浅裂至

深裂。

图 6　 品种名称:紫叶青菜;采集编号:2008532713

图 7　 品种名称:青菜;采集编号:2007533290

2． 2． 2　 茄果类资源　 辣椒资源的涮辣是云南省稀

有的辣椒种质资源,为多年生灌木状辣椒一个栽培

变种,辣味极强,不能直接食用,只能将果切开在热

汤中涮几下,整锅汤就已辛辣,故称涮辣,品种有多

年生 的 大 涮 辣 ( 2008532326, 见 图 8 )、 涮 辣

(2008532110)和一年生的涮辣(2008534100)。 多

年生茄子产于云南省南部、西南部,当地称之为树

茄,植株高度可达 2 m,一年四季结果,如树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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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535408)、树茄子(2008534513,见图 9)和茄子

(2007531855)等。 树番茄是番茄资源中多年生常

绿半木本类型,树高可达 3 ~ 5 m,一般可连续采收

7 ~ 8 年,如西定树番茄(2007532402,见图 10)、树番

茄(2007532272)、永德树番茄(2008535552)等。

图 8　 品种名称:大涮辣 采集编号:2008532326

图 9　 品种名称:树茄;采集编号: 2008534513

图 10　 品种名称:西定树番茄,采集编号:2007532402

2． 2． 3　 瓜类资源　 黄瓜资源中果实圆形的极少见,
如华南型黄瓜的品种本地黄瓜(2008534405,见图

11),西双版纳黄瓜的品种曼佤圆棕黄地黄瓜和山

地黄瓜 (2007532415 和 2008533628,见图 12 和图

13),这些种质资源的果实均为圆形或近圆形。 南

瓜资源中黑籽南瓜是云南省特有的南瓜种质资源,
在当地称为米线瓜,其具有极强的抗黄瓜枯萎病能

力,因此是黄瓜、西瓜类非常好的砧木材料,品种有

米 线 瓜 ( 2008534707, 见 图 14 )、 黑 籽 南 瓜

(2007532020)等。 香冬瓜是云南省特有的冬瓜种

质资源,仅产于西双版纳地区,香冬瓜肉质较厚,煮
后有香味,并且抗病,耐瘠薄,很受当地农民喜爱,已
有百年种植历史,品种有香冬瓜(2007532363,见图

15)和小香冬瓜(2007534635)等。 辣椒瓜是新兴的

蔬菜,仅在云南省有少量种植,为一年生藤本蔬菜,
果实形似牛角椒,故此得名辣椒瓜,品种有卡牙辣椒

瓜(2008531105)、辣椒瓜(2007531431,见图 16)和

小脚瓜(2008533140)等。 瓠瓜资源中的砍瓜具有

非常特殊的性状,用刀砍下一块果实后,果实破伤处

可自行愈合,如勐腊县的砍瓜—1(200534713)和砍

瓜—2(2007534722),并且表现优质、抗病、抗瘠薄。

图 11　 品种名称:本地黄瓜;采集编号:2008534405

图 12　 品种名称:曼佤圆棕黄地黄瓜;采集编号:2007532415

图 13　 品种名称:山地黄瓜(圆);采集编号:200853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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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品种名称:米线瓜;采集编号:2008534707

图 15　 品种名称:香冬瓜;采集编号:2007532363

图 16　 品种名称:辣椒瓜;采集编号:2007531431

2． 2． 4　 葱蒜类资源　 根用韭菜是韭菜资源的稀有

种质资源,产于云、贵、川、藏部分地区,当地又称苤

菜、宽叶韭或大叶韭,其根肉质肥壮是采食的主要部

分,如苤菜(2008534632,见图 17)、根韭菜或宽叶韭

菜 ( 2007535449 )、 根 韭 菜 或 细 叶 苤 菜

(2007535450)等。

图 17　 品种名称: 苤菜;采集编号:2008534632

2． 2． 5　 薯芋类资源　 在芋资源中以球茎用芋为绝

大多数,叶柄用芋和花茎用芋是稀少种质资源,叶柄

用芋以叶柄为产品,如甜秆芋 (2007534693,见图

18)、大红芋 (2008534365 ) 、滴水芋 ( 20085327-
00) 、紫观芋(2007531845 ) 等;花茎用芋以花茎

为产品,如甜弯根(2008533450,见图 19 ) 、毛芋

(2008535665)等。 紫皮紫肉山药是稀有山药种质

资源, 在 我 国 其 他 地 区 罕 见, 品 种 有 紫 山 药

(2007533319,见图 20)、红山药(2008534096)、紫
皮山药(2008531594)等。 魔芋资源中一般是加工

后才可以食用,然而调查获得了 1 个可直接生食

的稀有品种生食魔芋(2007534515,见图 21),它
产于西双版纳的勐腊县象明乡倚邦村曼拱村

2 队。

图 18　 品种名称:甜秆芋;采集编号:200753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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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品种名称:甜弯根;采集编号:2008533450

图 20　 种质名称:紫山药;采集编号:2007533319

图 21　 品种名称:生食魔芋,采集编号:2007534515

2． 3　 果树作物稀有种质资源[3-4,7-8]

2． 3． 1 　 仁 果 类 资 源 　 梨 资 源 的 西 定 冬 梨

(2007532395,见图 22),突出特点是成熟期极晚,一
般于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当树叶脱落后,果实仍

挂在枝头;火把梨(2008534651,见图 23)和太平梨

(2008531171,见图 24)都是沙梨的地方品种,为云

南特有的梨种质资源,它们表现品质较好,抗逆

性强。

图 22　 种质名称:西定冬梨;采集编号:2007532395

图 23　 种质名称:火把梨;采集编号:2008534651

图 24　 种质名称:太平梨;采集编号:2008531171

2． 3． 2　 核果类资源　 冲天桃是桃的稀有种质资源,
为云、川、藏交界的高寒山区所特有,现已形成多种

果 形 的 品 系, 如 云 南 香 格 里 拉 的 冲 天 桃

(2007535002,见图 25 ) 和四川木里县的冲天桃

(2010511137),树势较旺,枝条长势直立性强。 芒

果资源中的一年生芒(2007532227,见图 26)是具特

色的种质资源,其最大的特点是腋花芽结果,并且树

体高大,抗性好,投产早。

图 25　 种质名称:冲天桃;采集编号:2007535002

2． 3． 3　 浆果类资源 　 藏葡萄 (2010514375,见图

27)是四川省藏族地区种植 40 年的地方品种,能抗

- 8 ℃低温,果小品质较差。 甜柿是柿树资源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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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种质名称:一年生芒;采集编号:2007532227

图 27　 种质名称:藏葡萄;采集编号:2010514375

的类型,果实成熟后,不用人工脱涩即可食用,如屏

边县的甜柿(2007531886,见图 28)是地方品种,在
当地种植已有百年历史。 花瓣柿(2007531875,见图

29)的果实奇特似花瓣,这是迄今未见报道的柿树

种质资源,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也是柿育种、分类、
研究的资源材料。 象腿蕉(2007534559,见图 30)是
芭蕉科象腿蕉属植物,产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地

区,当地称其为大屁股芭蕉,浆果果皮厚,革质,果肉

少,种子较大,食用价值低,傣族民众利用其粗壮假

茎作饲料,常种于庭院周围。

图 28　 种质名称:屏边甜柿;采集编号:2007531886

图 29　 种质名称:花瓣柿子;采集编号:2007531875

图 30　 种质名称:象腿蕉;采集编号:2007534559

2． 3． 4　 坚果类和柑果类资源　 核桃资源中果仁紫

色的种质资源是非常稀少的,在四川省金阳县收集

的乌仁核桃(2010513171,见图 31),其果皮薄,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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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味香,出仁率较高。 在柑果类香橼资源中香橼

杂 种 是 罕 见 的, 本 次 调 查 收 集 的 大 麻 瘤

(2008535522,见图 32)即是香橼杂种,其为灌木,树
冠呈不规则形;叶片大,卵圆形,叶尖渐尖,叶柄短,
这与香橼的叶片明显不同。 苦柚是柚资源中的特殊

类型,其特殊性状主要是叶片革质,翼叶特大,刺多,
果实皮厚且汁多味苦,如在云南省河口县收集的苦

柚(2008531622,见图 33)。

图 31　 种质名称:乌仁核桃; 采集编号: 2010513171

图 32　 种质名称:大麻瘤;采集编号:2008535522

图 33　 种质名称:苦柚;采集编号:2008531622

2． 4　 经济作物稀有种质资源[1,3-4]

2． 4． 1　 油料类资源　 适应高海拔地区的大豆品种,
如四川省盐源县的小黄豆和褐色黄豆(2010512149
和 2010512075),它们产地的海拔高度分别为

3095 m 和 2951 m。 蓝花子是萝卜的一个变种,种
子用来榨油,因此亦称之为油萝卜,蓝花子仅在云

南 省 西 北 部 地 区 种 植, 如 宁 蒗 县 的 蓝 花 籽

(2007533148,见图 34),香格里拉的小中旬蓝花

籽(2007535229)等。

图 34　 品种名称:蓝花籽,采集编号:2007533148

2． 4． 2　 糖料类资源　 甘蔗资源的稀有种质资源是

小黑蔗(2008532755,见图 35),为地方品种,突出特

点是茎较细(茎粗度仅 2 cm),节间短直(节间长度

为 15 cm),侧芽极易萌发。

图 35　 品种名称:小黑蔗,采集编号:200853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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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3　 饮料类资源　 红花茶树是茶树的稀有种质

资源,如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勐腊县的红花大树茶

(2007534507,见图 36),其花红色,属国内外特有茶

树资源。

图 36　 品种名称:红花大树茶,采集编号:2007534507

2． 5　 食用菌类稀有种质资源[1,9]

2． 5． 1　 黑木耳资源　 本次调查获得的食用菌类稀

有种质资源主要是木耳属的黑木耳,在云南的黑木

耳中,野生黑木耳与现已栽培的黑木耳不同,经聚类

分析表明,吉林、黑龙江、四川省的黑木耳聚为一类,
云南省的黑木耳聚为另一类。 栽培评价结果表明,
云南野生黑木耳的颜色不呈黑色,而呈浅红褐色,并
且背面无绒毛(见图 37)。 同时,对收集到野生黑木

耳进行了耐碱性鉴定评价,结果证明野生黑木耳菌

株的最适 pH 为 6． 58 ~ 6． 80,绝大多数菌株不耐

pH10 以上碱性,并从中筛选出能耐 pH10． 11 的菌

株 5 个,能耐 pH10． 63 的菌株 3 个,这 3 个菌株编号

分别为 1083、1084 和 AU2。

图 37　 云南黑木耳野生种质与栽培种质子实体形态比较 左:云南野生种质,中、右:栽培种质

2． 5． 2　 多孔菌类资源　 山地刺孢多孔菌(2008531248,
见图 38)的学名为 Bondarzewia montana,属于珍稀

种类,子实体个大而厚,主要分布在滇中和滇南地

区。 沧源县的多孔菌亦称蜂窝菌(2008532442)的

学名:Polyporus sp. ,其肉质不同于一般的多孔菌,菌
丝培养生长快,是不可多得的可直接食用的多孔菌。

图 38　 山地剌孢多孔菌,采集编号 2008531248

2． 6　 药用植物稀有种质资源[10-12]

在调查获得的药用植物资源中,有一些是云南

特有的种质资源。
2． 6． 1　 乌头资源 　 滇南乌头(Aconitum austroyun-
nanense W. T. Wang)属于毛茛科乌头属,采集编号

为 2008535614(见图 39),仅产于云南省景东、新平、

个旧、永德等县。 药用根,切成薄片晒干,泡酒喝,具
有消炎功效,用于治疗睾丸肿大。
2． 6． 2　 重楼资源 　 滇重楼(Paris polyphylla Smith
var. yunnanensis ( Fr. ) H-m) 为百合科重楼属植

物,分布于云南省海拔 1400 ~ 3100 m 的林下、灌
木丛中。 药用根,切片阴干,开水冲服,消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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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止血止痛。 样本采集编号为 2008532369 (见

图 40) 。

图 39　 滇南乌头,采集编号 2008535614

图 40　 滇重楼,采集编号 2008532369

2． 6． 3　 黄芩资源 　 灰毛滇黄芩(Scutellaria amoena
G. H. Wright var. cinerea Hand. -Mazz. )为唇形花科

黄芩属植物,分布于滇中、滇西北等地海拔 1300 ~
2700 m 的稀疏林下、草丛中。 药用根,具有消炎、止
痛功效。 样本采集编号 2007531132(见图 41)。

图 41　 灰毛滇黄芩,采集编号 2007531132

2． 6． 4 　 龙胆资源 　 滇 龙 胆 ( Gentiana rigescens
Franch. ex Hemsl)为龙胆科龙胆属植物,分布于云

南省西双版纳、楚雄、昆明、大理、思茅等地海拔

1900 ~ 2500 m 的山坡荒草地。 药用根、茎、叶,鲜品

或晒干备用。 具有祛火、清热解毒、消炎功效,用于

消炎、 清 热、 去 火、 清 肝。 样 本 采 集 编 号 为

2008534623(见图 42)。

图 42　 滇龙胆,采集编号 2008534623

2． 7　 畜禽稀有资源[13-14]

2． 7． 1 　 牛资源 　 牛 的 稀 有 资 源 有 云 南 瘤 牛

(2008535718,见图 43),突出特点是公牛鬐甲前上

方有一大的瘤状突起,状如驼峰,一般瘤高 12 ~
15 cm,高者可达 18 ~ 20 cm。 大额牛又称独龙牛

(2007534011,见图 44)仅产于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

一带,为半野生半家养畜种,主要供肉食,屠宰率高,
肉质细嫩。

图 43　 云南瘤牛,采集编号 2008535718

图 44　 独龙牛,采集编号 2007534011

2． 7． 2　 羊资源 　 羊的稀有资源为宁蒗黑头山羊

(2007533055,见图 45),仅分布在云南省宁蒗县,突
出特征是头两侧毛黑色,并且骨骼肌肉发育良好,肌
肉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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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宁蒗黑头山羊,采集编号 2007533055

2． 7． 3　 鸡资源　 鸡的稀有资源有翻毛鸡(2007532468,
见图 46),又称松鸡、卷毛鸡,特殊外征是飞羽和绒

羽羽枝卷曲。 矮脚鸡(2007532453,见图 47)的突出

特征是腿脚很短,清秀。

图 46　 翻毛鸡,采集编号 2007532468

图 47　 矮脚鸡,采集编号 2007532453

3　 讨论

本次调查获得的大量农业生物稀有种质资源,
有的或是新物种、变种和新类型,有的是研究起源进

化的重要资源材料,有的对遗传育种具有利用价值。
3． 1　 或是新物种、变种和新类型的稀有种质资源

在获得的稀有种质资源中,花瓣柿是尚未见报

道的柿树种质资源,从果实形态上看与现有的各物

种、变种均不同,并且差别很大。 云南黑木耳中的野

生黑木耳,其颜色与一般黑木耳不同,不是黑色而呈

浅红褐色,并且背面无绒毛。 沧源多孔菌的肉质不

同于一般的多孔菌,并且菌丝培养生长快。 这些稀

有种质资源的分类地位亟待深入研究,或是新物种、
新变种。

稀有种质资源中的新类型较多,如粮食作物的

苦刺荞,蔬菜作物中风味特殊的香冬瓜,果实圆形的

山地黄瓜,果实被刀砍后可自行愈合的瓠瓜品种砍

瓜,果实形似牛角椒的辣椒瓜,紫色叶和缺刻叶的芥

菜品种,食秆用的甜秆芋,生食魔芋,紫皮紫肉山芋

等。 果树作物的新类型如极晚熟的定西冬梨,半栽

培状态的栘依和云南栘依,近年驯化栽培的羊奶果,
紫色果仁的核桃品种,还有藏葡萄,象腿蕉等。 畜禽

中的云南瘤牛,宁蒗黑头山羊,大额牛,翻毛鸡和矮

脚鸡。
3． 2　 对研究起源进化具有重要价值的稀有种质

资源

调查获得的稀有种质资源中,有的对研究起源

进化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 如稻种资源的光壳稻,
稃壳无毛,并且籼粳分化不明显,对稻的起源进化研

究有重要价值。 四路包谷(四路糯)是糯玉米品种,
其每个果穗只有 4 行子粒,这对研究玉米特别是糯

玉米的起源具有一定的价值。 获得的西双版纳黄瓜

无刺圆形类型,其中有果肉橘黄色的,类似前人定名

为栽培黄瓜变种西双版纳黄瓜,也有果肉为白色的,
并且其雌性发育较橘黄色果肉类型的早很多,加之

果皮颜色和果形的多样性,这对研究西双版纳黄瓜

的起源进化是宝贵的种质资源。 涮辣是云南特有的

辣椒资源,其中有多年生的大涮辣和一年生的涮辣,
它们的辣椒素含量很高,无疑是研究辣椒起源进化

和辣椒素遗传的重要材料。 云南野生黑木耳与其他

地区已栽培的黑木耳是不同的另一类,同时在调查

中发现滇南和滇西南的木耳属资源非常丰富,有 5
个物种,并且生态类型亦较多,因此初步认为这一地

区是木耳属资源的起源和发育中心。
3． 3　 对育种有重要价值的稀有种质资源

在获得的稀有种质资源中,有的对育种具有利

用价值,如糯性突变玉米品种白糯玉米,若作为糯玉

米育种的母本,可在后代苗期通过分子标记快速检

验去除非糯株,大大加速糯性的筛选速度。 小麦

Wx-B1 缺失突变体材料可作为小麦育种亲本,特别

是特殊的 GBSSI(Wx)缺失类型的育种亲本。 涮辣

的辣椒素含量很高,辣味极强,是辣椒高辣椒素育种

的宝贵供体材料。 西双版纳黄瓜资源中胡萝卜素含

量高的品种曼佤圆棕黄地黄瓜,其 β—胡萝卜素含

量为 205． 05 mg / kg DW,d 胡萝卜素的峰面积为

198707,叶黄素含量为 0． 426 mg / kg DW,它是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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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胡萝卜素育种比较理想的材料。 甜柿和花瓣柿均

可作为柿育种的亲本和分类研究的资源材料。 乌仁

核桃的果实皮薄、核仁紫色、出仁率高,藏葡萄可耐

- 8 ℃低温,它们都可作为育种的亲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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