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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中国有三种野生稻。野生稻是栽培水稻的野生近缘种，已被列为濒危植物［5］，它们分布于中国

南方 6 个省（ 区）的热带、亚热带湿热生境中。近年来人为的 干 扰 和 生 境 的 破 坏 已 导 致 它 们 的 居 群 大 量

绝灭，其中濒危程度最高的是普通野生稻。本文阐述 了 它 们 的 生 物 学、生 态 学 特 性，研 究 了 它 们 的 群 落

学特征，初步报道了它们的濒危状况，探讨了致濒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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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引言

稻属（!"#$% QI ）分布 于 亚 洲、非 洲、大 洋 洲 和 美 洲 的 热 带、亚 热 带 地 区，目 前 认 为 有 UU
种［"、U］。野生稻是该属中栽培稻（!- .%/(0% QI ）和非洲栽培稻（!- +1%23""(4% -;8FDI ）以外的野

生种类的总称，不仅是现代水稻遗传育种的基础，也是适应未来环境变化和人类需求的变化培

育相应品种的前提，在诸多栽培作物及野生近缘种中是国际上最引人注目的。对栽培作物及

其野生近缘种的研究与保护是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优先项目［%］。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产稻大国，中国的粮食问题和农业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保存

水稻品种资源及其野生种类的遗 传 多 样 性。中 国 分 布 有 三 种 野 生 稻［V、W、$］：（"）普 通 野 生 稻

（ 下文简称普稻）!- "&’()*+*, N9?AAI ，（U）药 用 野 生 稻（ 药 稻）!- *’’(5(,%1(. X:CC 8M X:;;I 和

（%）疣粒野生稻（ 疣稻 ）!- 43#3"(%,% .:?CCI <FK<=I +"%,&1%/% +88< 8; S9GI 8M X:;;I ；均被列为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5］。其中以普稻与亚洲栽培稻（!- .%/(0% QI ）具有共同的基因组（SS）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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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关系最近，迄今大多常规育种以及杂交稻［!］、无融合生殖水稻［"#］等高产优质品种的培育均

以其作为亲本，而且，该种被公认为水稻的祖先种［""］，"!$% & "!%’ 年全国野生稻普查虽已报道

了野生稻的种类、分布与生态习性［(、)、%］，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的人口猛增，农业生产体系的现代

化和迅速的都市化，它们正常生长和繁衍的自然生境遭到毁灭，遗传多样性正在大量丧失。我

们于 "!!( & "!!) 年初步考察了中国野生稻的生境和濒危现状，结果令人焦虑不安，普稻的状

况尤为严重。

’* * 野生稻的地理分布

迄今的调查［(、)、%、"’］表明野生稻在中国现代分布的 % 个省（ 区）是：广西、广东、海南、云南、

江西、湖南、福建和台湾，分布于东起台湾桃园（"’"+"),-），西至云南盈江（!$+).,-），南起海

南三亚（"%+#!,/），北达江西东乡（’%+"(,/）的广阔地域（ 见图 "）。按种分述如下：

普稻广布于上述诸省（ 区），不连续地分布在五个区：（"）海南岛区；（’）两广大陆区（ 包括

两广大陆、湖南的江永和福建的漳浦）；（0）云南区（ 景洪和元江）；（(）湘赣区（ 湖南的茶陵和

江西的东乡）和（)）台湾区（ 桃园和新竹）。其中海南岛区分布密度最大，该区的湿热气候条件

最有利于其生长和繁衍；而两广大陆区为其主要分布区，北回归线以南和广东广西沿海地区分

布最多；东乡是该种分布区的北限（’%+"(,/）。它的海拔分布范围是 ’1 ) 2（ 广西合浦县公馆）

至 $## 2（ 云南元江县曼旦），多数海拔分布在 "0# 2 以下，分布点随着海拔下降而增多。

药稻分布于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 区），分布区也不连续，可分为三个区：（"）海南岛区；

（’）两广大陆区和（0）云南区。该种的海拔分布范围为 ’) 2（ 广西藤县南安）至 "### 2（ 云南

永德县大雪山公社），两广的分布上限为 ()# 2，大部分在 ’## 2 以下，而云南的则分布在 )’#
& "### 2 之间。

* * 图 !" 中国野生稻的地理分布（ 引自全国野生稻普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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疣稻分布于云南、海南和台湾，彼此明显间断。云南为主要分布区，有达 !""" 亩以上的栖

生地，海拔分布范围为 #" $ %%"" &!，海南的疣稻海拔分布范围是 #" $ ’"" &，大部分在 #" $
("" & 之间；而云南的则在 (!# $ %%"" & 之间，大部分在 )"" $ ’"" & 之间。

*+ + 野生稻的生物学与生态学特性

野生稻的形态学特征已有描述［(、#、,、’、%*、%(］。本文简述其生物学与生态学特性：

! - "# 普稻

常为多年生水生植物，宿根性强，有性和无性生殖兼有，但无性生殖是其重要繁殖方式，主

要通过高效率的营养繁殖（ 分蘖）来实现。在云南、海南、广东和广西，冬季若遇干旱或霜冻，

茎叶常枯死并停止生长，在湖南［%#］、江西［%)］则初冬时地上部分全部枯死，开春从宿根地表茎

节处长出蘖芽，在旁侧形成后迅速拔节并向四周匍匐伸出，当周围的生境为浅水层或沼泽等时

外露的第一节在适宜条件下又可长出新的不定根与芽，此芽又以同样的方式前伸拓展空间，周

围的生物因子（ 其它种类植物）及非生物因子（ 如风向、水流、潭埂等）决定其匍匐生长的形状：

四周匍匐、侧边匍匐或半匍匐等，伸向深水的枝条有漂浮习性并随水深而伸长。普稻每年 ’ 月

至 %! 月均可抽穗扬花，集中于 . 月下旬至 %" 月中旬，极少数在 %" 月以后抽穗，纬度高的居群

抽穗早，纬度低的则抽穗迟；开花时间长，同一植株，同一穗开花很不整齐，边抽穗，边扬花，边

成熟，边落粒。以异交为主，羽状柱头外露，风媒传粉，结实率约 !" $ ."/ ；种子休眠期很长，自

然状态下发芽率与成苗率均低。

普稻是喜温植物，感光性强，生长期间为温度高和雨量充沛的季节，其自然生长地年平均

气温在 %,- ’0 以上，绝对最低温在 1 .0 以上，无霜期长于 !,! 天。该种常出现在沼泽地、荒

水塘、溪河沿岸甚至稻田间、水沟等向阳水生的生境中，最适宜生长于终年滞流的浅水层；在各

类型土壤中均可生长，最适生长的土壤为 23 )- " $ ,- "。

! - $# 药稻

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系和地下茎均发达，宿根性强，除冬春的短期低温时节外，终年均可

出芽生长。云南的药稻在雨季生长旺盛，干季茎杆枯萎，翌年继续生长［%,］。纬度高的地区药

稻则抽穗早，纬度低的则抽穗迟，穗大粒多，谷粒小，结实率高，极易脱落。种子休眠期长，在自

然状态下发芽率和出苗率也低。

与普稻相比，药稻的特点是喜温暖而宜荫凉，宜潮湿而不宜深水，感光性亦强，耐肥并宜微

酸性。23 #- # $ )- #。常生长在四周植被保存较完好的丘陵山冲中下段的小溪旁，常年有流

水，潮湿寡照，主要分布在沙壤、沙土和壤土而很少在粘壤土上。

! - !# 疣稻

疣稻是多年生的旱生草本，宿根性强，具发达的深根系，有地下茎，与别的旱生禾草一样具

极强的无性分蘖能力。我们对云南的疣稻进行野外调查与移栽观察表明，每年除隆冬外，( 月

至 %! 月均可抽穗结实，结实率高，每穗粒数约 ) $ %* 粒（ 在云南小橄榄坝的最多可达 !, 粒）。

种子的休眠期在国产种类中最长［’］。我们在云南澜沧县的铜厂、思茅市的竹林老普寨等地的

适宜生境中发现有不少实生苗。

疣稻是感光性弱、感温性强的旱生种类，耐荫；分布于竹林、橡胶林、野芭蕉林或杂木林下，

也见于上述群落边缘阳光散射甚至荫蔽的山坡上，土壤肥瘠均可生长，土壤的 23 #- " $ ,- "。

!)% 生 + 物 + 多 + 样 + 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 +

! !以前报道疣稻分布的海拔上限为 %""" &，高立志于 %..( 年考察思茅竹林老普寨时发现已达 %%"" &。



在过分阴潮、土壤透水性差的生境中生长不好。

!" " 野生稻的群落学特征

以前对三种野生稻生态环境的考察［#］和我们的调查表明，它们的群落学特征是不同的。

! $ "# 普稻

所在的群落（ 以下简称普稻群落）多毗邻人类活动频繁的水生或湿生区域，群落性质随人

为活动的方式与强弱而变化，但其种类组成、外貌和结构等仍具有比较一致的特征。

在普稻群落中，总盖度为 #% & ’#( ，主要常见的植物有 )! 科 *+ 属 ,) 种，多年生种类占

-%$ .( ，其中 普 稻、水 禾（ !"#$%$"&’ ’$()*’*’）、水 蓼（ +%,"#%-./ 0"1$%2(23$）、芦 苇（ +0$’#/(*3)
4%//.-()）、李氏禾（533$)(’ 036’-1$’）、柳叶箬（ 7)’40-3 #,%8%)’）、莲（93,./8% -.4(:3$’）、金鱼藻

（;3$’*%20",,./ 13/3$)./）、硬骨草（!"/3-’40-3 ’.$(*’）、碎米莎草（;"23$.) ($()）为优势种。由

于普稻有群聚优势，在最适于其生长繁衍的静止浅水层（,% /0 左右）中常为建群种而决定整

个群落的动态，但建群种也会随着水层深浅、土壤肥瘠程度或人为干扰强度等而变化，其中普

稻的盖度常在 )%( 至 ’%( 间变化。大多数群落外貌平整，稀疏或密集，夏季季相深绿色。而

位于水稻田旁、路旁水沟 等 人 类 干 扰 严 重 的 群 落 的 外 貌 则 参 差 不 齐。群 落 高 度 一 般 为 #% &
)%% /0，成层现象明显，分为挺水植物，浮水植物和沉水植物，其中以第一层挺水植物盖度最大

（ 1 +%( ）。种类最多（*# 种），占 -%$ .( ，成为群落的优势种甚至建群种。

从普稻所在的大多数群落看，普稻与伴生的多年生种类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它在群落中

优势度的高低以及种类的多少大致反映了普稻群落生境变化及受人为干扰的程度，例如在水

深超过 ) 0 的群落中，普稻、水禾占优势；在水深不足 ,% /0 甚至变干的群落中，外缘的半湿生

甚至旱生种类便明显占优势，如硬骨草、铺地黍（+’-(4./ $323-)）等。在普稻群落中重要的现

象是，普稻与亲缘关系较近的水禾和李氏禾常伴生。

! $ $# 药稻

所在群落（ 药稻群落）大多为乔木林或乔灌木林，总盖度为 +% & ’%( ，分乔木层，灌木层和

草本层，乔木层的常见优势种类为野芭蕉（<.)’ =(,)%-((）、杉木（;.--(-#0’/(’ ,’-43%,’*’）和橡

胶（!3>3’ 8$’)(,(3-)()）等；药稻位于草本层，在乔木层荫蔽下的山冲的小溪旁，灌木层和草本层

中常见的植物有 . 科 )+ 属 )- 种，其中水冬哥（ ?’.$’.(’ *$()*",(’）、斑茅（ ?’440’$./ ’$.-1(-’43@
./）、芒（<()4’-*0.) )(-3-)()）、刚莠竹（<(4$%)*3#(./ 4(,(’*./）、水蓼、东方乌毛蕨（A,340/./ %$(-@
*’,3）、野芋（;%,%4’)(’ ’-*(B.%$./）、棕叶狗尾草（ ?3*’$(’ 2’,/(:%,(’）、芦苇和小叶荩草（C$*0$’6%-
/(4$%20",,./）为优势种，即药稻的主要伴生植物，药稻在群落中丛生，盖度为 # & #%( ；灌木层

的层高度约 *$ % & ,$ % 0，因药稻具有高杆、深根的特征，其剑叶与穗常高过灌木层；草本层种

类多，它与根浅、株矮的湿生草本种类如李氏禾、日照飘拂草（D(/8$()*",() /(,(’43’）等聚集度大

而与高杆、多年生、耐瘠、旱生或水生的种类聚集度小。在干旱、土壤瘠薄的群落中，药稻的优

势度与盖度均急速下降，而斑茅、芒、菅（E03/31’ #(#’-*3’ 234$ 4’.1’*’）等变为建群种。从大

多数药稻群落看，药稻对乔木层的依赖性很大。

! $ %# 疣稻

所在群落大多为竹林，少数为乔灌木林或为前两类群落的乔木层遭破坏后演替成的次生

林或人工经济林，如芭蕉林、橡胶林等。乔木层主要优势种为苦竹（+,3(%8,’)*.) ’/’$.)）、大泡

竹（?40(&%)*’40"./ :.-#0%-((）、思 劳 竹（ ?F 2)3.1%,(/’）、黑 毛 滇 竹（G6"*3-’-*03$’ :3,(6）、思 茅 松

（+(-.) H0’)"’）、龙竹（I3-1$%4’,’/.) #(#’-*3.)）、香蕉（<.)’ -’-’）和橡胶，盖度约 #% & +%J ；

,.)" , 期 " " " " " " " " " " " " " " " 高立志等：中国野生稻的现状调查



灌木层的常见优势种为长叶苎麻（!"#$%#&’( )"*+’,-’.(）、马桑（/"&’(&’( ,’*’.(）、余甘子（0$1)2
)(*3$4, (,3#&(*3$4,）和密檬花（!455)#6( "77’.’*()’,）等，盖度约 !" # $"8 ；疣稻在不同群落草本

层中的盖度变化很大，在云南元江的马桑灌丛、孟连公信的长叶苎麻灌丛、普洱小黑江的思茅

松林等生境偏干多阳的群落中盖度仅 %8 左右，但在澜沧江两岸的景洪、澜沧等水、热、光、温

皆宜的大泡竹林下则可达 &"8 以上，并成为草本层的建群种；疣稻在群落中盖度大小指示群

落中生态因子的变化，在群落中过于干旱或潮湿，过于荫蔽或向阳的地段，盖度显著下降到不

见；草本层中常见的种类有：柳叶箬、茜草（94:’( ."&5’7")’(）、刺芒野古草（ ;&4*5’*#))( ,#3",(）、

飞机草（<4-(3"&’4% ."5"&(34%）、紫茎泽兰（<4-(3"&’4% ."#)#,3’.4%）、棕叶芦（=$1,(*")(#*( %(>’2
%(）、粗齿冷水花（0’)#( 7(,.’(3(）、野姜（?’*+’:#& .(,,4%4*(&）、多脉莎草（/1-#&4, 5’774,4,）、光叶

楼梯草（ <)(3",3#%( (.4%’*(34%）、茅 叶 荩 草（ ;&3$&(>"* )(*.#")(34,）、鳞 柄 毛 蕨（ /1.)","&4, .&’2
*’-#,）等。疣稻的无性分蘖力强，在水热条件好，干扰度小的群落中亦多见实生苗。稳定的乔

灌木上层的存在对疣稻是至关紧要的，一旦被破坏会导致疣稻在群落中消失。在云南元江和

景洪，恶性杂草紫茎泽兰和飞机草一出现，疣稻的盖度与优势度均急速下降。

%’ ’ 野生稻的濒危现状

三种野生稻已被我国公布为二级保护的渐危种［(］。我们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和

)**% 年 * 月至 )) 月两次考察了野生稻分布集中的广西、云南、广东、海南和湖南五个省（ 区）。

从我们掌握的居群的自然状况表明：从全国野生稻普查［%］至今的 )% 年中，野生稻的自然居群

已大量丧失而濒危，以育种利用价值最大的普稻濒危程度最高，药稻次之，亟待加紧开展研究

与保护；疣稻的状况亦不容乐观。

! , "# 普稻

分布于台湾桃园和新竹的普稻已于 )*(& 年消失［))］。

在云南，以前记载［)(］!- 个分布点，现已消失 !+ 个，消失率为 *!, $. 。居群数目很多的景

洪县现已缩小至 ) 个株数不足 !" 丛的小居群（ 嘎洒）；分布于元江东峨的居群残存于 ! 个水塘

中，尚在明显萎缩；在广东和海南，以前共记载［!"］))&! 个分布点，几乎县县、乡 乡 有 之。我 们

考察了 )% 个县（ 市）的 )( 个曾记载的分布点，现已消失 )$ 个。消失率为 (-, %. 。例如海南

乐东县新联居群是普稻的保护地，但其个体数量已由原来的不下 )" """ 丛减至 )"" 余丛；在

广东佛冈县浮梁水塘，原先布满 %"" /! 水面的居群，现只有 $" 余丛了；广西是我国普稻重要

的自然繁殖地，分 布 面 积 约 )%"" 亩［)!］，我 们 考 察 了 $" 个 县（ 市 ），现 存 的 仅 为 原 来 记 载 的

-". 。例如：贵港市麻柳塘是广西普稻连片最大的栖生地（+)*, $ 亩），现因生境遭毁灭性破坏

而基本消失；生态环境和类型特殊的崇左县江洲青龙塘的普稻亦基本消失；田东县的十里莲

塘，永福县的罗锦等地的普稻已消失；玉林市仁东乡 !" 亩的普稻仅有数丛，柳州市桥巩乡 +"
亩的普稻已全部消失；其它考察过的居群（ 如玉林市福绵乡、贵港市横岭、贵港市大圩镇长塘、

来宾市五里塘、恭城县和平八角塘、南宁市江西藤村和宾阳县黎塘帽子村等）也受到很大的破

坏。湖南江永的普稻亦处于濒危，湖南茶陵的也相继绝灭了［)&、)*］。

! , $# 药稻和疣稻

海南的保亭、白沙、乐东和广东的高要等县分布的药稻，因生境破坏个体数目已在减少；广

西梧州（ 地区）苍梧市、梧州市等的山冲里原先冲冲有之，现大多数山冲的药稻已经消失，梧州

市扶典乡杜背冲的药稻原来沿山冲分布约 !"" /，现仅 )" / 左右；云南药稻自然分布于耿马

县的孟定，永德县的大雪山和思茅市的思茅港，现仅在思茅港有之，且只剩 ) 丛。

+-) 生 ’ 物 ’ 多 ’ 样 ’ 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 ’



我们考察了云南的思茅、普洱、澜沧、景洪、勐腊、绿春、潞西、盈江、龙陵等县的疣稻，居群

消失面积不足原来记载的 !" ，遭受明显破坏的是元江疣稻居群和孟连疣稻居群，前者仅约 #$
余丛，后者仅约 % 丛，约占原来的 !" 。此次新发现分布面积至少 &$$$ 亩，如思茅市的竹林，

景洪县的嘎洒和澜沧县的雅口等地；海南的东方、陵水 ’ 个县的 ! 个居群亦无明显的消减趋

势。但疣稻会随着所生长的热带、亚热带森林的消失而日渐遭受威胁。

() ) 野生稻为何濒危

生物多样性丧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自然灭绝，二是人类的强烈干扰。野生稻生长于热

带、亚热带开旷向阳的沼泽、池塘、水沟等或热带、亚热带森林下或林缘的山冲、山坡等生境中，

这些地区人口稠密，人类经济活动活跃，环境严重恶化。任何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对人类的损失

都是无可挽回的，然而没有任何类群的遗传多样性的丧失乃至绝灭对中国的隐患与威胁可与

野生稻相比。在中国这样的产稻大国中，野生稻遗传资源的濒危现状与后果已到足以引起政

府和民众警觉的时候。中国野生稻濒危的主要原因是：

!" #$ 普稻

*+ 生境损失：修建工厂、道路、飞机场和城镇化，使普稻的栖生地大片毁灭；

,+ 生境质量恶化：农民从事养鱼、种稻等经济活动，将沼泽、池塘、水沟等开挖成鱼塘或

稻田，水分条件的急剧改变以及强有力的干扰（ 除草、垦植、鱼食）使其退缩至塘缘田角而逐渐

消失；

-+ 外来种入侵：人类活动使生境发生了变化，环境旱化导致一些湿生甚至旱生杂草的生

态入侵。积水过多和强度的放牧与割草影响它的正常繁衍，使它在群落中的优势度下降；人工

种植茭白、莲等活动改变了其所在群落的生境、结构和性质，同样致使它在群落中的优势度下

降而逐渐衰落。

!" %$ 药稻和疣稻

毁林开荒，种植橡胶、香蕉、玉米等经济作物，使药稻和疣稻正常生长繁衍所需的特殊生境

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云南热带和亚热带森林遭破坏的迹地普遍侵入了恶性杂草紫茎泽兰和

飞机草，它们的适合度超过其它任何物种，正严重威胁着疣稻的自然繁衍。

据我们目前的调查，野生稻致濒的重要原因是人为破坏活动致使生境质量恶化。然而，由

于未能充分认识野生稻的巨大价值，国家有关部门及民众尚无忧患意识，尚未采取切实的保护

措施。如果不抓紧抢救，开展保护生物学研究，按目前的消失速率，野生稻（ 尤其是普稻）在中

国的绝灭将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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