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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户级水平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方法, 对云南省西双版纳州 3 个少数民族村寨(哈尼族大卡老寨、基诺族

巴卡小寨和傣族曼那龙寨)的旱稻( Ory za sativa)品种进行收集,就旱稻品种的管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

和农户访谈,并基于农艺性状的统计分析, 初步探讨了社区旱稻品种多样性的就地保护措施。结果如下: ( 1)在 3

个调查村寨共记载收集到 31 个旱稻品种, 多样的旱稻品种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求; ( 2)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旱稻

品种农艺性状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产量性状和剑叶形态两个方面, 其中巴卡小寨和大卡老寨的品种多样性均高于曼

那龙寨,并且这些旱稻品种中存在具优良性状的稻种资源; ( 3) 3 个少数民族村寨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不同民

族间或不同村寨农户间自发的种子交换以及他们传统的轮作、间作耕作方式,维持和提高了旱稻品种多样性; ( 4)

通过保护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充分利用当地民族的旱稻种植管理知识, 促进民间自发的种子交换, 由政府、科研

机构和农户共同参与,通过示范和培训加强科学指导, 是对西双版纳社区旱稻品种资源多样性进行就地保护的有

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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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 sing household-based agrobiodiversity assessment, we collected 31 upland rice variet ies

from three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 Daka, Baka and Mannalong Villages) of Xishuangbanna, Yunnan

Province, and invest igated the management and ut ilizat ion of them. Stat istical analyses w ere conduct-

ed on the basis of agronom ic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Based on the available data, w e dev ised

some in situ conserv at ion strateg ies for upland rice resources. T 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 1) Accord-

ing to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diversity of agronomic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w as main-

ly from the variat ion of product ion as w ell as the angle and shape of f lag- leaf . The scatter plot diagram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first tw o principal components showed that the diversity of the upland rice va-

riet ies w as much higher in Baka and Daka Villages than in M annalong Village, and some varieties w ith

good agronom ic characters w ere found; ( 2) The cultures of different ethnic m inorit ies, procedures of

seed exchange among farmers, intercropping , and rotat ion of different varieties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maintenance and improvement of upland rice variety diversity. Seed exchange among farmers of

different v illages or different ethnic m inorit ies enriched the diversity of upland rice varieties, and inter-

cropping and rotation of dif ferent varieties were beneficial to the evolut ion and hybridizat ion of upland

rice; and ( 3) protect ion of minority cultures and customs, promotion of indigenous know ledge of tra-

dit ional management , encouragement of seed exchange, and training and guidelines from the govern-

ment and inst itutes should be put in place for effect ive in si tu conservat ion of upland rice resourc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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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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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稻( Oryz a sat iva)又名陆稻、旱谷或地谷, 在

云南具有极悠久的种植历史。由于云南省山地面积

广,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因此旱稻种植面积远远大于

其他省份。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育, 形成了丰

富的旱稻品种资源,云南的旱稻品种数也居于全国

首位。1981 年全省旱稻种植面积曾达到 10 万公

顷,收集的旱稻地方品种达 1100 余份 (周季维,

1982)。这些品种中蕴藏着丰富的基因资源, 在栽培

稻品种的育种改良中具有重要价值。

云南的旱稻种植主要集中在南部、东南和西南

部的热带亚热带山区。刀耕火种的轮歇种植方式造

成了大面积的森林破坏和严重的水土流失。随着森

林面积的急剧减少和现代农业的迅速发展, 游耕性

质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已被禁止,大部分轮歇地都

已退耕还林,少量转为固定耕地; 随着橡胶( H evea

br aail iensis)和其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 适合

旱稻种植的轮歇地面积急剧减少,有的村社已完全

停止旱稻种植, 这使得大量的旱稻品种资源从此消

失,其中不乏高产优质的品种。这些资源的丧失, 不

仅使旱稻品种基因源的多样性受到了严重威胁, 使

栽培稻新品种选育的遗传基础更加狭窄, 而且与旱

稻有关的种植管理技术、传统知识以及民族文化等

也将随之逐渐消失。

西双版纳地区是云南南部主要的旱稻产区之

一。边疆少数民族都有种植旱稻的传统, 轮歇农业

方式较为典型, 旱稻品种资源也极为丰富,仅在基诺

族居住区就曾有 70多个地方旱稻品种(龙春林等,

1997)。目前西双版纳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社区仍

保留着传统的旱稻栽培模式, 这无疑为旱稻品种资

源的保存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近年来研究人员对该

区部分村寨的旱稻进行了品种记载 ( Fu & Chen,

1999;伍绍云等, 2000) ,但对社区旱稻品种资源多样

性的就地保护较少涉及。作者通过对西双版纳地区

3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 试图了解社区旱稻品种

资源多样性保存现状; 利用主成分分析对旱稻品种

的综合产量性状进行评价和种质资源分析, 以便为

品种选育和进一步的研究利用提供科学依据。通过

对不同民族社区和农户在种质资源管理上的传统策

略及有关农事活动的分析, 探讨旱稻品种多样性的

形成机制以及农家保护的方法, 以期为旱稻品种遗

传资源的就地保护寻找积极有效的对策。

1  研究方法

1. 1  农户调查与旱稻品种收集
应用户级水平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方法( HH-

ABA) (郭辉军等, 2000) ,在 3个少数民族村寨, 即大

卡老寨(哈尼族)、巴卡小寨(基诺族)和曼那龙寨(傣

族) ,随机抽取 60%的农户进行社会经济状况调查。

大卡老寨和巴卡小寨均位于半山腰, 曼那龙寨地处

低平的坝区, 3 个村寨彼此相距约 10- 50 km。该

区的海拔范围在 540- 1250 m 之间, 年平均气温

21. 5 e ,年降雨量 1556 mm,雨季( 5- 10月)降雨量

占全年降雨的 82%, 相对湿度 83%; 土壤为砖红壤

性红壤, pH 值 5. 5- 6. 5;植被为热带季节性雨林和

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调查采用半结构式访

谈,设计一些开放性问题, 对农户在作物品种的选

择、间作与轮作的种植管理、种子管理及农产品销

售、以及作物对土壤肥力和小气候的要求等方面进

行访问,并了解各村寨的土地利用情况、民族文化传

统与习俗等。以问卷方式调查各农户作物种植面

积、产量、生产投入、经济收入及开支等有关问题,并

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参与性剖面走访,

即在当地农户或村干部的陪同下, 对该村土地所在

的整个区域由低海拔到高海拔进行走访、观察、讨

论,并记录其土地利用情况、耕地肥力状况、海拔与

坡度、植被类型及覆盖等情况。

在完成上述调查的基础上, 根据/农户数- 旱稻

品种数0频率分布拟合曲线, 在各村寨又随机抽取

39%的农户进行旱稻品种的收集, 对稻种进行编号

并妥善保存,详细登记各品种的来源、生长习性、种

植管理以及传统知识等内容。

1. 2  种植试验及农艺性状的观测

将收集的所有旱稻品种进行种植试验。播种和

田间管理均按当地的传统方式进行, 于 2002年 5月

26日直播, 7- 8月手工除草 2次。随机区组设计, 3

次重复。每小区 31行,每行 20丛,株行距为 15 cm

@ 15 cm。田间记载和室内考种的项目及方法依据

文献(罗利军和应存山, 2002)记载标准进行。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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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了分蘖数, 有效分蘖数,剑叶的长、宽、角度, 主

茎株高,穗颈长,第一护颖长, 谷粒的长、宽、厚,千粒

重,穗长度,穗粒数, 空秕数,穗实粒数, 穗梗长,全生

育期等 18 个数量性状; 对柱头色、种皮色、颖色、颖

尖色、柱头外露与否 5个非数值性状也作了记录。

1. 3  数据分析
首先进行原始数据标准化。标准化变量 xci =

( x i- �x i ) / S i , 其中 x i 为性状原始数据, S i 为标准

差, �x i 为性状原始数据平均数( i = 1, 2, 3 ,,m 原

性状指标数)。然后,应用 SPSS 11. 0统计软件对旱

稻品种的数量性状进行方差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以

获得收集旱稻品种的变异式样。

2  研究结果

2. 1  旱稻品种的多样性及其特点

通过实地调查访问,在 3个村寨共记载收集到

31个旱稻品种, 其中曼那龙寨 11 个, 巴卡小寨 13

个,大卡老寨 7个。表 1 列出了这些传统栽培品种

的种名含义及最初来源,由此可见品种的丰富程度。

表 2总结了各个旱稻品种的品质特征和生长习性。

这些品种可分为粘、糯两种类型;按熟期可分早、中、

晚熟 3种类型;按米质好坏可分为好、一般、不好;产

量也高、中、低不一。按其对土壤肥力的要求可分需

肥、中、瘦地3种。丰富的旱稻品种多样性, 可以满

表 1 3 个村寨的旱稻品种及其最初来源
T able 1 Upland r ice varieties from the three villag es and their origin

品种编号
Number

品种当地名
Local name

汉语意思
Chinese meaning

采集地
Origin

最初来源
Original source

1 毫嘎来 花壳谷 曼那龙 (傣族) 本村老品种

2 毫龙火 花壳谷 曼那龙 本村老品种

3 毫买带 从树上捡来的谷子 曼那龙 本村老品种

4 毫打哩毫 不挑地的白壳谷 曼那龙 本村老品种

5 毫琅 好亮 曼那龙 本村老品种

6 毫米糯叫 人名 曼那龙 本村老品种

7 毫勐富 引种的地名 曼那龙 勐富 (傣族)

8 大白糯 大粒的白糯米 曼那龙 墨江县(哈尼族)

9 毫打哩亮 不挑地的红壳谷 曼那龙 本村老品种

10 毫打哩纶 不挑地的无稃毛谷 曼那龙 本村老品种

11 毫钢 黑米 曼那龙 本村老品种

12 谷那 黑米 巴卡小寨 (基诺族) 本村老品种

13 禾奔 大、圆谷 巴卡小寨 曼飘寨(基诺族)

14 小红谷 小的红米谷 巴卡小寨 本村老品种

15 黑节巴 谷杆的节是黑的 巴卡小寨 曼空寨(基诺族)

16 铐节呢谷鸟 最细最硬的糯米 巴卡小寨 傣族

17 铐节呢 最细最硬 巴卡小寨 乡农技站

18 谷鸟鸟扑鲁 白壳糯米 巴卡小寨 傣族

19 勐旺谷 引种地名 巴卡小寨 勐旺傣族村

20 细红谷 细长的红米谷 巴卡小寨 盘尼寨(基诺族)

21 切屑表砂 有芒和桴毛 巴卡小寨 本村老品种

22 颠翠 冷凉的气候带 巴卡小寨 巴朵(基诺族)

23 罗立 人名 巴卡小寨 本村老品种

24 谷鸟鸟苏鲁 黄壳糯米 巴卡小寨 傣族

25 切粑 白米 大卡老寨(哈尼族) 勐旺傣族村

26 和鸟呢 红糯米 大卡老寨 傣族

27 禾鸟那 黑糯米 大卡老寨 本村老品种

28 禾鸟思 黄壳糯米 大卡老寨 傣族

29 毫撇 分蘖数多 大卡老寨 傣族

30 切呢 红谷 大卡老寨 本村老品种

31 阿媲米诺切 引种人名 大卡老寨 勐海县(哈尼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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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旱稻品种的特征
T able 2 Character istics of the upland rice varieties

品种名
Variety name

类型
Type

米色
Rice
color

米质*

Taste
贮存期
Storage
period

熟期
Mature
t ime

产量
Productivity

适生土壤
Soil

脱粒性
T hreshing

倒伏
Lodging
resistance

1毫嘎来 糯 红 一般 长 中 高 瘦 易 易

2毫龙火 糯 白 很软,好吃 短 早 高 中 易 不易

3毫买带 糯 白 硬,不好吃 长 中 高 瘦 易 不易

4毫打哩毫 糯 红 不好吃 中 中 高 瘦 易 不易

5毫琅 糯 白 软,好吃 短 晚 中 肥 易 不易

6毫米糯叫 糯 白 软,好吃 中 晚 中 中 易 易

7毫勐富 糯 白 好吃 长 中 很高 瘦 易 不易

8大白糯 糯 白 软,好吃 短 晚 中 肥 易 易

9毫打哩亮 糯 红 不好吃 中 中 高 瘦 易 不易

10毫打哩纶 糯 白 不好吃 中 中 高 瘦 易 不易

11毫钢 糯 紫 好吃 中 晚 低 肥 易 易

12谷那 糯 紫 香,好吃 中 晚 低 肥 易 不易

13禾奔 粘 白 软,好吃 短 中 高 肥 易 不易

14小红谷 粘 红 硬,不好吃 长 中 高 瘦 不易 不易

15黑节巴 粘 红 硬,不好吃 长 中 高 瘦 易 不易

16铐节呢谷鸟 糯 红 硬,一般 长 晚 高 瘦 易 不易

17铐节呢 粘 白 硬,不好吃 长 中 高 瘦 易 不易

18谷鸟鸟扑鲁 糯 白 软,好吃 短 晚 中 肥 易 易

19勐旺谷 粘 白 软,好吃 中 早 高 肥 易 易

20细红谷 粘 红 硬,不好吃 长 中 高 瘦 易 不易

21切屑表砂 粘 红 很好吃 中 晚 中 瘦 不易 不易

22颠翠 粘 白 硬,一般 中 早 中 肥 易 不易

23罗立 粘 红 好吃 中 早 高 肥 不易 易

24谷鸟鸟苏鲁 糯 白 软,好吃 短 晚 低 肥 易 易

25切粑 粘 白 软,好吃 中 早 高 肥 易 易

26和鸟呢 糯 白 软,好吃 短 晚 高 肥 易 易

27禾鸟那 糯 紫 香,好吃 短 晚 低 肥 易 不易

28禾鸟思 糯 红 软,好吃 短 晚 中 肥 易 易

29毫撇 糯 红 一般 长 晚 高 瘦 易 不易

30切呢 粘 红 不好吃 长 中 高 瘦 不易 易

31阿媲米诺切 粘 红 不好吃 长 中 高 瘦 不易 不易

* 米质评价主要是依据农户对米饭的软硬度、香味和口感等的感性经验评价。
* Taste is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qualitat ive evaluat ion of the farmers.

足不同社区、不同农户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复杂的

自然环境的需要,而且有可能成为旱地节水农业重

要的粮食作物。

2. 2  旱稻品种农艺性状的主成分分析及种质资源

评价

对 31个旱稻品种 18个数量性状进行的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谷粒厚和第一护颖长这两个性状在品

种间的差异不显著, 其余 16个性状在品种间的差异

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以此进行主成分分析(表 3)。

前 4个特征值向量占总遗传方差的 79. 253%, 已基

本能说明总的遗传方差。

在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向量中, 载荷较高且为正

值的性状依次为: 有效分蘖数、穗实粒数、分蘖数、穗

粒数;载荷较高且为负值的性状依次为:千粒重、谷

粒长、谷粒宽。以上各性状皆与产量有关,可称为产

量因子。随着第一主成分值的增加, 有效分蘖数、穗

实粒数、分蘖数、穗粒数增加, 而千粒重、谷粒长、谷

粒宽则减小。在第二主成分的特征向量中,载荷最

高的是剑叶宽,其次是穗长度、剑叶角度, 且均为正

值,表明这几个性状的变化和主成分保持一致, 它们

之间存在正相关, 据此称第二主成分为剑叶形态因

子。第三主成分的特征向量中, 空秕数的载荷最高

且为负值。第四主成分的特征向量中, 穗梗长的载

荷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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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旱稻品种农艺性状主成分分析特征值、特征向量及其累计百分率
Table 3 Eigenvalue, eigenvectors and percentage of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upland rice agronomic

characters

1 2 3 4 分量来源 Vector origin

特征值 Eigenvalue 5. 643 4. 261 1. 638 1. 138

累积百分率 ( % )

Cumulative percentage
35. 271 61. 901 72. 141 79. 253

特征向量 Eigen vectors - 0. 790 0. 344 0. 222 0. 143 千粒重 1000-grain w eight

0. 783 - 0. 511 0. 160 - 0. 086 有效分蘖数 Ef fect ive t illers

0. 779 0. 474 - 0. 100 - 7. 83E- 02 穗实粒数 Filled grains per panicle

- 0. 728 - 0. 129 0. 242 0. 352 谷粒长 Grain length

0. 720 - 0. 537 0. 132 - 0. 039 分蘖数 No. of t illers

0. 716 0. 535 - 0. 246 - 5. 73E- 02 穗粒数 T otal grains per panicle

- 0. 659 0. 362 0. 216 - 0. 214 谷粒宽 Grain width

0. 625 0. 624 0. 284 0. 027 主茎株高 Stemcs height

0. 606 0. 047 0. 466 - 0. 364 穗颈长 Panicle- neck length

0. 601 0. 414 - 0. 165 0. 420 剑叶长 Flag-leaf length

- 0. 527 0. 752 0. 047 0. 100 剑叶角度 Flag- leaf angle

0. 518 - 0. 283 0. 452 0. 496 穗梗长 Panicle branch length

0. 305 0. 780 0. 133 0. 453 穗长度 Panicle length

- 0. 176 - 0. 536 - 0. 162 0. 414 全生育期 Grow th period

0. 109 0. 407 - 0. 808 0. 053 空秕数 No. of em pty and shrink grains

- 0. 058 0. 815 0. 378 - 0. 025 剑叶宽 Flag-leaf w idth

  第一主成分从有效分蘖数和穗实粒数等因素考

虑应越大越好, 但会导致千粒重及谷粒变小而影响

产量, 所以第一主成分值宜为中等或中等偏大。第

二主成分中,剑叶宽度越大、角度越大, 则光合作用

的能力越强,稻穗也就越长,所以第二主成分值越大

越好。

当然,品种选育不仅仅根据丰产性状、形态性

状、熟期性状等, 还要考虑其抗病性、抗逆性及其他

特性, 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全面。农户对旱稻品种

的选择除了考虑产量之外, 还从米质、米粒色泽、味

道、油分,以及在不同土地上的表现、适应的气候带

等方面来进行品种的选择。当地居民具有极为丰富

的品种分类知识和选种经验。

根据特征值和相应的特征向量及各性状的标准

化基因型值,计算出各品种的第一、第二主成分值。

以第一主成分值为纵坐标, 第二主成分值为横坐标

作二维平面图(图 1)。

结果表明, 31个旱稻品种可分为 5大类。第一

类包括曼那龙寨的 11个品种和大卡老寨的 1个品

种,其第一主成分值最小, 表明该类是有效分蘖数、

穗实粒数较少而千粒重较高、谷粒较大的品种。第

二类有 7个品种, 分属于巴卡小寨和大卡老寨, 其第

一主成分值和第二主成分值均为中等, 表明它们的

千粒重、有效分蘖数、穗实粒数、穗长度、剑叶宽及角

度均为中等。第三类包括巴卡小寨的 4个品种, 其

第一主成分值最大,属分蘖数、穗粒数较多而谷粒较

小、千粒重较低的品种。据野外调查,这些品种适合

在海拔较高、凉爽而土壤肥力不高的山坡上种植。

第四类有 6个品种,分别来自巴卡小寨和大卡老寨,

其第二主成分值最小, 表明它们的剑叶较窄、角度较

小,稻穗也较短。第五类包括大卡老寨的 25号切粑

和巴卡小寨的 19号勐旺谷, 其第二主成分值最大,

表明剑叶较宽且披散, 稻穗也较长。该类品种分蘖

数中等,光合能力强,属大穗大粒型, 且米质较好,是

值得开发的优质稻米资源。第一、三类均有各自的

某些优良性状,都是较好的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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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旱稻 31 个品种的第一和第二主成分向量值散点图

F ig. 1 Scattered dot diagr am of the first two principal components in t he 31 upland r ice varieties

  由散点图可知,在千粒重、有效分蘖数、穗实粒

数、谷粒大小、穗长度、剑叶大小与角度等性状上, 曼

那龙傣族村寨的 11个品种全都归属于同一类,呈现

较低的多样性水平;而巴卡小寨和大卡老寨的旱稻

品种则分别归属于 4种类型。

3  讨论

3. 1  不同社区旱稻品种多样性的保存及其影响因

素

作物品种不仅是自然进化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

农民不断选择和管理的产物。农民的农事活动和决

策决定着农作物品种及其多样性的保留或丧失(卢

宝荣, 1998)。然而,农民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又受

制于许多其他因素, 如当地的文化习俗、宗教传统、

食谱构成、饮食习惯、社会经济、市场需求以及国家

或地方的政策等等。

首先,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密不可分的

整体( Sinha, 1996)。不同的民族文化对旱稻品种的

多样性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曼那龙傣族村寨, 因

喜食糯米和白米并且傣族群众上庙时忌讳黑米等有

色米,所以该村的旱稻品种全是糯米, 82%的品种是

白米。而大卡老寨哈尼族和巴卡小寨基诺族群众平

时喜食粘米和有色米, 过年过节时则需要糯米, 所以

这两个村寨既有粘米, 又有糯米, 约 61%的品种为

红米。哈尼族在老人节用禾鸟那做紫米糕,表示对

老人的尊重和孝敬。基诺族人们用紫糯米谷那的米

浆涂在鸡蛋的外壳上, 以乞求神灵赐予子女并安全

出生;每年旱稻播种之前, 用切屑表砂祭祀以求丰

产。这些与旱稻种植有关的民族文化传统,对于维

持旱稻品种的多样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 农户自发地引进优良品种及相互之间交

换稻种, 对旱稻品种多样性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从表 1可知,曼那龙村仅 18%的品种是外来

品种,这是因为傣族村民自己有较多的优质稻种资

源。而大卡老寨和巴卡小寨的村民常从外族村寨引

进优质稻种, 其外来品种数分别达到 71%和 69%,

其中 87. 5%的糯稻品种是从傣族引进的; 同时在本

民族村寨内, 农户之间常常交换优良品种种植。品

种的引进和交换因民族间的婚嫁及亲戚关系而更为

便利,有的品种甚至以引种人命名。如大卡老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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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媲米诺切,意为改嫁过来的嚼槟榔的老奶奶带过

来的谷子。这种交换和引种丰富了旱稻的品种资

源。

此外,长期的旱稻种植实践,使人们积累了丰富

的作物轮作和间作的经验, 保持和提高了旱稻品种

多样性。在基诺族巴卡小寨, 每户有 3- 6片轮歇

地,因地块小且分布零散, 故较少进行间作, 但旱稻

的轮作比较典型,包括不同旱稻品种的轮作及旱稻

与其他作物的轮作。如烧地后的第 1年种喜肥的品

种勐旺谷,第 2年种要求中度肥力的谷鸟鸟苏鲁等,

第 3年种耐瘠薄品种黑节巴或细红谷; 或第 1 年种

旱稻, 第 2 年种玉米或花生,第 3年再种旱稻, 第 4

年种花生。通过与豆科作物轮作,可恢复和提高土

壤肥力。在曼那龙寨和大卡老寨,旱稻的间作比较

典型。由于每户只有一片旱谷地,地块面积较大且

地角田边的生态条件不一,适合种植不同品种。平

均一块地上搭配种植 2- 4个品种。较多的如大卡

老寨农户马日在一块地里种植 5个旱稻品种, 曼那

龙农户波望和波万香则分别进行了 8个和 6个品种

的搭配间作。

旱稻是以自交为主的作物, 但调查发现有 1/ 3

的品种存在柱头外露现象。农民进行不同旱稻品种

的间作配置, 为品种间的杂交和进化提供了机会。

另外,大卡老寨村民在柱头外露的旱稻品种(如和鸟

那、和鸟思、毫撇 )的周围种上玉米、向日葵 ( He-

l ianthus annuus )等作物, 以防与其他品种发生杂

交。这种隔离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旱稻品种的

纯度。而曼那龙傣族村民则只在不同品种周围种植

低矮的蔬菜作为地表覆被。大卡老寨旱稻品种数不

多,但早稻品种的多样性较高;曼那龙寨旱稻品种数

虽然较多, 但品种的多样性较低。这是否与隔离保

护措施有关,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3. 2  旱稻品种多样性就地保护的对策和措施

农作物的就地保护是指农民在作物得以进化的

农业生态系统中继续对已具有多样性的作物种群进

行种植和管理的过程( Bellon, 1997)。如何进行农业

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 国内外学者对此作了许多

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如: 通过维持传统耕作体系进

行就地保护( Alt ieri & M errick, 1987; Oldf ield &

Alcorn, 1987; Brush, 1991) ; 典型农户示范带动的

试验示范和推广(郭辉军, 2000) ;通过以生物多样性

合理布局为基础的不同农作物品种混合间栽模式的

推广来有效保护地方品种( Zhu et al . , 2000, 2003;

卢宝荣等, 2002)。

对于西双版纳少数民族社区旱稻品种遗传资源

多样性的就地保护,目前似乎处于进退维谷的局面。

由于绝大多数社区现在已无轮歇地或轮歇地面积很

少,试图大范围地维持当地旱稻种植的传统耕作体

系已不可能。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可以开展一些工

作,尽力保护旱稻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

不同民族社区目前尚存的各种旱稻品种,实际

上都有一定的理由促使当地农户将其继续种植保存

下去。这些品种要么是当地粮食生产的主打品种,

或者对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在宗教文化上至关重要,

或能较好地满足当地的消费需求和饮食习惯,或具

有某方面的优良性状、或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抗

性,或有较好的市场前景,等等。在政策允许的范围

内,当地政府部门应鼓励农户种植各种旱稻品种。

更进一步,应通过保护民族文化传统和健康文明独

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创立品牌、开拓更大的消费市场

等措施使农民获益, 从而达到保存旱稻品种资源的

目的。

长期以来,农民对不同旱稻品种的轮作、间作等

种植管理,为品种的杂交和继续进化提供了机会,维

持和提高了旱稻品种多样性,其土著知识中蕴含了

许多科学道理。Zhu 等 ( 2000) 通过利用不同水稻

( Oryz a sativa)品种混合间栽的实践,证明生物多样

性的合理布局不仅解决了稻瘟病的控制问题,同时

还可以提高水稻的单产, 大大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

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旱稻地方品种

的种植保护借鉴这一重要的研究成果则更有群众基

础。由政府立项, 科研机构、地方农技部门和当地农

户共同参与, 来发掘和总结原有旱稻种植间作套种

的传统经验和成功模式,通过示范和培训,使农民对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有更高的认识, 同时使农

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提高农民种植地方品种的积极

性,扩大种植面积,从而使旱稻品种资源多样性的就

地保护走上一条科学、有效、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致谢: 本文在调查过程中得到了大卡老寨村民散

龙,巴卡小寨村民小腰波、紫母拉, 曼那龙寨村民波

南要、波务甩的帮助,数据分析得到卢宝荣、李杰、殷

寿华、付永能、胡华斌等先生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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