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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应用户级水平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方法, 在 2 个热带山地村寨 (大卡老寨、巴卡小寨) 和一个热

带坝区村寨 (曼那龙寨) 按 39%的比例随机抽取农户, 利用半结构访谈, 问卷调查等方法进行旱稻种植情况以

及社会经济状况调查, 并对传统旱稻品种进行收集和鉴定。结果表明: 在 3 个村寨中, 旱稻品种存在丰富的形

态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 一些需肥, 优质的旱稻品种已经或濒于消失, 而耐瘠 , 米质差的旱稻品种占绝对优势,

旱稻品种趋于单一化; 农户保存的旱稻品种数及类型不仅受旱稻种植面积、轮歇地面积的影响, 还受各农户饮

食习惯、种植技术、市场需要、以及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 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对旱稻品种多样性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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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tatus of Upland Rice Varieties Diversity in Xishuangbanna

) ) ) A Case from Baka , Daka and Mannalong Villages

GONG Zhi- Lian, GUO Hui- Jun, ZHOU Kai- Yuan, YIN Shou- Hua, WU Fang

( 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Mengla  666303 China)

Abstract: Upland rice varieties are collected in Daka, Baka and Mannalong villages. Socio- economy situation and upland rice

varieties diversity of 39% households in each village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structure and semi- structure interview based on

household based agrobiodiversity assessment.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upland rice resources and their diversity in morphology

and genetics were discover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n upland rice resources in the three villages. Some upland rice varieties of good

quality are disappearing and most are fit for poor soil. The number and varieties of upland rice which farmers plant are influenced

not only by the area of upland rice and swidden but also by farmersp hobbies, planting techniques, market, and culture. So we

must take measures to protect upland rice varieties.

Key words: Household- based agrobiodiversity assessment ( HH- ABA) ; Upland rice variety; Diversity in morphology and ge-

netics; Swidden cultivation

自中国学者郭辉军、刀志灵和澳大利亚学者Harold Brookfield联合提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概

念后 ( Guo等, 1996; 郭辉军, 1998) , 农业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引起生物多样性研究国际学术界的

关注 (陈灵芝, 1999; Wood& Lenne, 1999)。关于旱稻品种多样性的研究在国内外已有较多的报

道。而农户是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单元 (郭辉军等, 2000)。作物多样

性不仅是自然因素的产物, 更重要的是由于农民选择和管理的结果, 农民的决策完全决定了某一

作物品种和群体的继续保留与否 (卢宝荣, 1998)。本文将在村级水平研究的基础上 ( Fu 等,

2000) , 进一步深入到户级水平, 以巴卡小寨, 大卡老寨和曼那龙为例, 对社区旱谷品种多样性

现状进行研究, 为旱稻品种多样性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决策和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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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地区简介
西双版纳是中国西南地区保存轮歇农业, 尤其是刀耕火种最为典型、面积较大的地区, 也是

迄今保存旱稻品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为研究社区旱稻品种多样性形成机制和探索就地

保护的技术和政策措施, 我们选择了以勐仑镇为市场、信息和文化交流中心的周围二个山地民族

村寨 (哈尼族大卡老寨和基诺族巴卡小寨) 和一个坝区村寨 (傣族曼那龙寨) , 作为比较研究和

相互关系研究的村寨。

巴卡小寨隶属于西双版纳景洪市基诺乡巴卡村公所, 大卡老寨隶属于西双版纳大卡办事处,

有关两个村寨的情况和社会经济状况已有详细叙述 (付永能, 2000; 崔景云, 2000)。

傣族是一个以水稻种植为主体的民族, 少数村寨保留少量的轮歇农业。自 70年代以来, 杂

交水稻的推广, 替代了许多传统水稻品种。传统水稻品种都很少有保留, 那么, 在傣族村寨是否

还有传统旱稻品种的保留呢? 为此, 我们对勐仑周围的傣族进行了多个村寨的选点调查, 结果令

人鼓舞。所考察的 5个傣族村寨中, 尽管多数村寨种植的旱稻品种很少, 甚至停种。但仍然有曼

那龙寨种植了 11个旱稻品种, 比山地民族村寨大卡老寨的旱稻品种还多。因此, 为我们进行山

地民族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表 1)。

曼那龙是目前坝区傣族村寨中, 刀耕火种比较典型的村寨之一。距勐仑 53 km, 交通方便。

82年有 500亩山地划为保护区。现有水田 300多亩, 共有山地8 ~ 700亩。
表 1  傣族村寨选点调查情况

Table 1 Situat ion of f ive dai villages

村寨 曼昨 曼呢 曼那龙 曼的 曼迫

户数 36 94 60 69 13

人口 180 524 348 387 56

户均收入 7000 5000 8000 10000 4000

水田面积 (亩) 95 500 300 600 120

旱稻品种数 3 0 11 1 0

土地面积 (亩) 4000 7000 8700 10000 4000

经济作物面积 (亩) 2500 3000 2800 4000 2300

2  研究方法
主要应用 GEF/UNEP/UNU/ PLEC中国项目组发展的户级水平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方法 ( HH

- ABA) (郭辉军等, 2000)。

211  农户的选择  随机抽样 60%的农户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然后再在这 60%的农户中随机抽出

39%的农户进行旱谷品种的收集和旱稻种植情况的调查。

212  在室内对旱稻品种性状进行测定和品种鉴定

213  分农户对有关具体的问题, 如产量, 经济收入等设计严格的结构性问题, 并对调查结果进

行统计分析。通过设计一些开放性问题, 对旱谷地块管理情况以及有关品种的安排搭配, 间作,

轮作决策管理进行访问。

214  参与性剖面走访整个村寨, 记录其土地利用情况, 土壤肥力高低等, 从而发现当地存在的

问题与机会。

215  农户数- 旱谷品种数曲线分析, 以确定农户的最小抽样比例。

3  结果与分析
311  品种资源的多样性

由旱稻品种目录表 2- 4, 可以看出这些品种具有丰富的形态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经鉴定,

3个村寨现存的旱谷品种共有 28种, 大卡老寨和巴卡小寨同时保存的品种有小红谷, 魔王谷和

紫糯。另外曼那龙和大卡老寨还同时保存了红壳糯毫米罗叫 (傣语)。这 28种旱谷可分为粘、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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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类型, 其中糯稻占6017%。按熟期可分早、中、晚熟3种类型, 晚熟的占4218%。按米质好
坏可分为好、一般、不好。其中米质较好的占品种数的 5316%。按对土壤肥力的要求可分需肥、
中、瘦地 3种, 耐瘦的品种占 5316%。壳色有花、紫、黄、红等, 其中黄色 (包括深黄、金黄

等) 占 4219%。在脱粒性方面, 不好的仅占 11%。谷粒饱满, 其中千粒重达到 40g 以上的占

4614%, 最高的达到 4515g。是现代旱稻品种选育和生产的宝贵遗传资源。丰富的旱稻品种多样
性, 可以满足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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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巴卡小寨现有旱谷品种编目表

Table 2  Inventory of upland rice variet ies found in Baka village

编号 当地名 熟期 类型 粒形 米皮色 谷壳色 米质 产量 土壤肥力 脱粒性 千粒重 倒伏

1 铐节呢 中 粘 小细 白 黄 硬不好吃 高 瘦 好 28 不易

2 罗立 早 粘 中圆 红 黄 好吃 高 肥 不好 28 易

3 黑节粑 中 粘 中圆 红 黄 不好吃, 有点硬 高 瘦 好 3215 不易

4 颠翠 早 粘 中圆 白 黄 一般, 有点硬 中 肥 好 33 不易

5 毛谷 晚 粘 短圆 红 紫 最好吃 中 瘦 好 28 不易

6 花谷 晚 粘 短圆 红 紫花 最好吃 中 瘦 好 28 不易

7 魔王谷 早 粘 大 白 黄 好吃 高 肥 好 38 易

8 禾奔 中 粘 长大 白 红 最好吃, 香 高 肥 好 40 不易

9 谷那 (紫米) 晚 糯 长大 紫 紫 香, 好吃软 低 肥 好 35 不易

10 细红 中 粘 长小 红 黄 不好吃有点硬 高 瘦 好 2415 不易

11 铐节呢谷鸟 晚 糯 细长 红 深黄 一般, 有点硬 高 瘦 好 4115 不易

12 小红谷 中 粘 短圆 红 黄 硬, 不好吃 高 瘦 不好 30 不易

13 谷鸟鸟舒鲁 晚 糯 长大 白 金黄 好吃, 甜软 低 肥 好 3315 易

14 谷鸟鸟扑鲁 晚 糯 长大 白 白 好吃, 甜软 中 肥 好 30 易

表 3  大卡老寨旱稻品种编目表

Table 3 Inventory of upland rice varieties found in Daka village

编号 当地名 熟期 类型 粒形 米皮色 谷壳色 米质 产量 土壤肥力 脱粒性 千粒重 倒伏

1 禾鸟呢 晚 长大 糯 白 红花 好吃, 软 高 肥 好 41 易

2 铐撇 晚 长大 糯 红 深红 一般 高 瘦 好 30 不易

3 阿媲米诺切(小红谷) 中 短圆 粘 红 黄 不好吃 高 瘦 不好 30 不易

4 禾鸟那 (紫米) 晚 长大 糯 紫 紫 香, 好吃 低 肥 好 35 不易

5 禾鸟思 晚 长大 糯 红 深黄 好吃, 软 一般 肥 好 3115 易

6 切呢 (大红谷) 中 中 粘 红 黄 不好吃 高 瘦 不好 30 易

7 切粑 (魔王谷) 早 大 粘 白 黄 好吃 高 肥 好 38 易

表 4  曼那龙村寨旱稻品种编目表

Table 4 Inventory of upland rice varieties found in mannalong village

编号 当地名 熟期 类型 粒形 米皮色 谷壳色 米质 产量 土壤肥力 脱粒性 千粒重 储留时间

1 毫买带 中 糯 大 白 红花 不好吃, 硬 高 瘦 好 41 长

2 毫琅 晚 糯 长大 白 红 好吃, 软 一般 肥 好 41 短

3 毫米糯叫 晚 糯 大 白 红花 好吃, 软 一般 中 好 40 中

4 毫钢 晚 糯 长大 紫 紫 好吃 低 肥 好 43 中

5 大白糯 晚 糯 长大 白 黄 软, 好吃 一般 肥 好 4515 短

6 毫龙乎 中 糯 长大 白 红花 好吃 最高 瘦 好 4315 长

7 毫打哩纶 中 糯 长大 白 红 不好吃 高 瘦 好 45 中

8 毫打哩毫 中 糯 长大 红 花 不好吃 高 瘦 好 45 中

9 毫打哩亮 中 糯 长大 红 红 不好吃 高 瘦 好 45 中

10 毫嘎睐 中 糯 大 红 红花 一般 高 瘦 好 44 长

11 毫龙火 早 糯 大 白 红花 好吃 高 中 好 41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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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旱稻品种在农户中的频度差异及分析

图 1  巴卡小寨旱稻品种- 农户数柱状图

Fig11 Upland rice variety - number of household in Baka village

旱稻品种: 1谷那  2谷鸟鸟扑鲁  3铐节呢  4罗立  5小红谷  6颠翠  7谷鸟鸟舒鲁  8禾奔  9毛谷  10花谷  11铐

节呢谷鸟  12魔王谷  13黑节粑  14细红

图 2  大卡老寨旱稻品种- 农户数柱状图

Fig12  Upland rice variety - number of household in Daka village

旱稻品种: 1禾鸟呢  2禾鸟思  3禾鸟那  4铐撇  5魔王谷 6大红谷  7小红谷

图 3  曼那龙旱稻品种- 农户数柱状图

Fig13  Upland rice variety - number of household in Mannalong village

旱稻品种: 1毫龙火 2毫琅  3大白糯  4毫米罗叫  5毫打哩毫  6毫钢  7好打哩纶  8好打哩亮  9毫买带  10毫嘎

睐  11毫龙乎

由图 1、2、3可以看出: 基诺族巴卡小寨种植和保存的旱稻品种最多, 其次为傣族曼那龙寨

和哈尼族大卡老寨。同时, 不同的村寨, 种植频度 (即某一品种在一个村寨内种植的农户数或种

植该品种的农户占全村农户总数的百分比) 较高的品种不同, 但都是耐瘠品种。如在巴卡小寨,

耐瘠, 耐旱而产量相对较高的黑节粑和细红, 种植频率竟达到 56%, 替代了许多品种。而紫米

谷那, 谷鸟鸟扑鲁, 罗立, 谷鸟鸟舒鲁, 禾奔, 魔王谷这 6个品种因为需要肥地, 而种植频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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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分别为 4% , 4% , 4%, 8%, 12% , 16%。耐瘠品种大红谷和小红谷在大卡老寨的种植频率

分别达到了 28%和 41%。在曼那龙, 不拣地的旱稻品种毫龙乎、毫嘎睐、毫买带和好打哩, 种

植频率都很高, 尤其是毫龙乎, 因为产量最高, 好吃, 储留时间长, 而种植频率最高, 达到了

58%。

同时轮歇地的环境, 品种的其它特性也影响其种植频率。如耐瘠的毛谷、花谷、小红谷, 由

于不适合巴卡小寨的海拔而濒于消失。曼那龙的毫龙火, 毫琅由于需要肥地, 而且毫龙火的毛比

较多, 毫琅储留时间短, 所以种植频率最低, 仅为 4%。紫米毫钢尽管市场价格好, 但由于拣

地, 傣族上庙时忌讳黑米而种植频率低。

313  旱稻品种多样性在同一社区内农户间的差异及分析

31311  旱稻品种多样性在农户间的差异

图 4  巴卡小寨农户- 旱稻品种数柱状图

Fig14  Household - number of upland rice varieties in Baka village

图 5  大卡老寨农户- 旱稻品种数柱状图

Fig15  Household - number of upland rice varieties in Daka village

图 6  曼那龙农户- 旱稻品种数柱状图

Fig16  Household - number of upland rice variety in Mannalong

由图 4、5、6可以看出, 即使在同一个村寨, 相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 不同的农

户种植和保存的旱稻品种数存在很大的差异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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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巴卡小寨, 大卡老寨, 曼那龙寨旱稻品种多样性在农户间的差异

Table 5  Diversity of upland rice varieties among households in Baka, Daka, Mannalong villages

保存品种数村寨 0 1- 2 2个品种以上

巴卡小寨农户比例 12% 40% 48%

大卡老寨农户比例 23% 73% 4%

曼那龙寨农户比例 33% 25% 42%

31312  不同农户旱稻品种多样性影响因素分析

一部分农户已停种旱稻。原因主要有: 第一, 是由于水田面积大。如大卡老寨的 24号农户

沙河因承包水田, 而未种旱稻。曼那龙停种旱稻的农户, 1号波望捧, 12号波项应腊, 8号波万

光其人均水田面积分别达到了 212亩, 218亩和 412亩。第二, 是由于劳动力缺乏。如巴卡小寨

的1号农户阿木拉。第三, 非农事收入也影响种植的旱稻品种数。如巴卡小寨的7号农户李成钟

因为行医以及地块的平均面积较小而停种旱稻, 19号农户张东, 由于做蝴蝶生意和开小卖部,

经济收入高而已有 7年未种旱稻。曼那龙的 3号波应香在外管理企业, 7号波项尖和在外做橡胶

生意, 每年可获得 1万元以上的非农事收入而停种旱稻。第四, 由于退耕还林政策规定, 有大树

的地方不能作为轮歇地。因而, 轮歇地肥力下降, 投入的劳动多, 而旱稻的产量不高, 导致部分

农户不愿种植旱稻。

相反, 部分农户保存了较多的旱稻品种, 如巴卡小寨的 25号农户李志华人均轮歇地面积最

大 ( 1218亩/人) , 主要靠耕种旱地获得收入, 保持了最多的旱稻品种 ( 6种)。曼那龙的 10号农

户波望老师, 21号农户波万香保存了最多的旱稻品种, 分别种植了7种和 6种品种。这一方面是

由于其人均轮歇地面积大 (分别为 35亩/人和 44亩/人) , 旱稻地块的面积大, 因而在不同高度

和坡度上种植不同的品种。另一方面, 便于收割时的时间安排, 分别种植了早、中、晚熟品种。

同时, 多品种的种植可以避免因气候变化而引起的粮食无收。

同时, 不同的农户保存的旱稻品种类型不一样。一方面是由于农户饮食习惯的原因, 如巴卡

小寨 9号农户李从保, 14号农户杨文新, 13号农户李荣华, 大卡老寨 14号农户杰胖分别保存了

自己喜欢吃, 但濒于消失的颠翠, 栲结勒谷鸟, 魔王谷和禾鸟勒。同时, 李荣华家由于人口多,

还种植了耐瘠高产品种黑节粑, 细红谷和小红谷。另一方面, 由于较好市场价格的原因, 8号农

户白柏和 25号农户李志华分别种植了香米禾奔, 紫米谷那, 并且分别从中获得了 500 元和 200

元的收入。再者,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不同, 其种植的品种类型不一样。如在曼那龙, 年收入在

20 000以上的 10号农户波望老师, 21号农户波万香, 同时保存了优良米质的大白糯、毫钢。而

年收入在 3 000元以下的贫困户波涛才、波香朵只种植了高产的毫龙乎、好打哩亮。

因此, 农户种植和保存的旱稻品种数量及类型, 与农业生产方式的传统习惯、土地资源人

口、市场经济影响和相关政策等有极大的关系。

在分农户调查的基础上, 对其相关因素进行统计分析 (表 6~ 9)。
表 6  巴卡小寨抽样农户社会经济和土地资源情况表

Table 6  Social- economy and land resource of households in Baka village

农户

编号
农户姓名 人口

劳动

力

水田

面积

轮歇地

面积

旱稻品

种数

旱稻种

植面积
经济收入

经济作物

面积

1 阿木拉 6 2 317 5813 0 0 1952 3713

2 大药纳 4 3 012 5115 4 1415 3800 4

3 周志明 4 2 0 31 2 6 1136 25

4 木腊伍 4 2 0163 5112 3 7 3900 2212

5 纳遮 4 3 0 4112 3 1117 1060 1415

6 小腰波 5 3 016 4717 2 616 960 19

7 李成忠 2 2 0 816 0 0 2000 0

8 白柏 5 2 115 4014 4 912 515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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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农户

编号
农户姓名 人口

劳动

力

水田

面积

轮歇地

面积

旱稻品

种数

旱稻种

植面积
经济收入

经济作物

面积

9 李从保 7 4 016 46 4 719 6850 24

10 布鲁初 5 4 0. 8 3914 2 1414 1530 15

11 张二 5 2 012 4216 2 12 2100 516

12 杨继东 4 2 0 44 2 11 2300 33

13 李荣华 9 5 2 103 4 70 9850 27

14 杨文新 7 4 011 3113 4 713 4980 12

15 阿劳 4 2 0 22 2 12 2700 10

16 杨小二 4 2 013 1318 3 514 4300 11

17 张来顺 3 3 514 3515 1 3 2270 26

18 李永昌 4 2 0 4019 2 019 5000 6

19 张东 4 2 6 2116 0 0 12800 0

20 杨德洪 6 2 113 3312 3 9 2500 614

21 岩香 4 2 112 3917 1 8 1500 1913

22 杨德明 4 2 0 54 3 1115 8080 1815

23 李明 6 1 1 4914 3 16 1425 16

24 大波且 5 4 013 1717 1 515 2900 0

25 李志华 4 3 0 5112 6 1616 3000 1312

表 7  大卡老寨农户旱稻品种数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Table 7  Correlat ion of upland rice variet ies number and factors in Daka village

影响因素

Factor

人口

Popul- at ion

劳动力

Labor

水田面积

Paddy field area

轮歇地面积

Swidden area

旱稻植面积

Upland rice field area

经济收入

Income

经济作物面积

Cash crop area

旱谷品种数

Upland rice variety No. - 0101 0109 - 0111 0112 0171 - 0117 0124

  R0101= 0150; R0105= 0139

表 8  巴卡小寨农户旱稻品种数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Table 8  Correlation of upland rice variet ies number and factors in Baka village

影响因素

Factor

人口

Popul- at ion

劳动力

Labor

水田面积

Paddy field area

轮歇地面积

Swidden area

旱稻植面积

Upland rice field area

经济收入

Income

经济作物面积

Cash crop area

旱稻品种数 0151 0143 - 0141 0151 0155 0120 0114
Upland rice variety No.

  R0101= 0151; R0105= 0140

表 9  曼那龙农户旱稻品种数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Table 9  Correlat ion of upland rice variet ies number and factors in mannalong

影响因素

Factor

人口

Popul- at ion

劳动力

Labor

水田面积

Paddy field area

轮歇地面积

Swidden area

旱稻植面积

Upland rice field area

经济收入

Income

经济作物面积

Cash crop area

旱稻品种数 0135 0135 - 0133 0174 0195 0149 - 0118

Upland rice variety

  R0101= 0152; R0105= 0140

由上面三个表可以看出: 旱稻品种数与旱稻种植面积的相关性存在极显著的水平。在巴卡小

寨和曼那龙, 旱稻品种数还与轮歇地面积存在极显著的相关性。在巴卡小寨, 旱稻品种数还与人

口存在极显著的相关性, 同时与劳动力、水田面积存在显著相关。这与巴卡小寨人均水田面积

少, 主要依靠刀耕火种的轮歇农业有关。并且由于部分土地被划为保护区, 人均山地面积减少

(仅 8亩/人) , 必然导致轮歇周期缩短、土壤肥力下降、劳动力投入大, 而产出少的恶性循环。

在曼那龙, 旱稻品种数还与经济收入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314  旱稻品种在山区民族和坝区民族中的差异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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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旱稻品种的编目表 2- 4可以看出, 山区少数民族和坝区傣族种植的旱稻品种存在明显的

差异。在曼那龙傣族村寨, 旱稻全为糯米品种, 而在巴卡小寨和大卡老寨这两个山区少数民族村

寨, 旱稻主要是粘米品种, 达到了 61%, 而且其糯稻品种的种植频率很低。同时在曼那龙, 主

要种植白米品种, 达到了 64% , 而在大卡老寨和巴卡小寨, 白米仅占 39%。这与他们的民族饮

食习惯有关, 坝区少数民族傣族喜欢吃糯米、白米; 而基诺族和哈尼族同属山区少数民族, 喜欢

吃粘米, 红米, 糯米只是在老人过生日、过节及婚丧嫁娶的时候用。另一方面, 由于坝区傣族村

寨的旱谷地不高, 大多粘米品种不适合种在低海拔地区。

315  最小抽样农户数分析

户级水平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抽样比例的大小与研究对象的特殊规律有关, 通过抽样调查农

户由少到多, 绘出农户数- 旱稻品种数曲线, 当抽样户数达到一定的数量, 而品种数量不再增加

时的农户数和农户比例即为一个村寨的抽样比例。从图 1可看出, 旱稻品种抽样农户扩大到 25

户, 抽样比例达到 39%的范围内已出现明显的转折点, 曲线趋于平缓。同时, 通过品种- 面积

曲线的拟合与评价方法 (刘灿然等, 1999) , 选择曲线 S= b+ alnB作为农户数- 品种数曲线的拟

合模型, 拟合结果好, 说明 25户已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旱稻品种多样性。

图 7  西双版纳巴卡小寨旱稻品种- 农户散点图

Fig17  Upland rice varieties - household curve in Baka village, Xishuangbana

4  讨  论
411  全面地看待刀耕火种, 结合实际情况, 保留适当面积的轮歇地

根据西双版纳少数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 合理分析轮歇农业。轮歇地轮歇周

期的缩短和刀耕火种系统的濒于崩溃并不是山地民族村社人口增长的简单结果, 而常常是由于刀

耕火种农户所能利用的林地数量的减少所引起的。所以要正确看待旱谷所依赖的刀耕火种系统,

保留适当面积的轮歇地是当前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 保护旱稻品种多样性的措

施之一。

412  通过典型农户的示范带动, 借鉴这些成功农户的经验, 对落后农户进行改良设计。如巴卡

小寨的 9号农户白柏根据旱谷地自然环境条件以及旱谷品种适应性的不同, 安排种植不同的品

种。并且采用在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地方对旱谷增施化肥, 和种植绿篱的方法保持了 4种旱稻品

种, 包括香米禾奔, 谷鸟鸟扑鲁这些需肥, 产量高, 米质优良但濒于消失的旱稻品种。并且, 每

年通过销售禾奔获得至少 500元的收入。

413  利用当地居民的土著知识进行选种、留种、间作、轮作 (伍绍云等, 1999)。根据不同地

块, 不同的环境条件或同一地块不同的坡度、高度, 进行不同品种的搭配, 从而适应不同的小环

境, 达到最高产量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14  结合当地农民的民族风俗习惯, 保护相关的旱稻品种。

415  开发具有市场潜力的优质旱稻品种, 如紫米, 香米。进一步开发, 形成产业化, 农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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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种植这些旱稻品种, 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 促进农民保存旱稻品种多样性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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