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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布朗族地区种植的地方稻种及其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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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对云南省 4个县选择 20个布朗族聚居村的 622户布朗族农户 ,采用参与式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调

查其种植的地方稻种 ,分析村级和户级水平的地方稻种分布特点。共调查收集到地方稻种资源 53个,其中有色稻种和糯稻种

各 14个 (各占 26� 4% )。318户种植地方稻种, 占被调查农户总数的 51� 1% ;种植地方稻种的面积占总稻作面积的 30� 0% ;种

植地方稻种的村级丰富度平均为 5�64, 最高达 9; 而户级丰富度平均为 1�29,最高达 4。种植地方稻种的村级均匀度平均为

0� 548, 户级均匀度平均为 0�172。地方稻种数量在调查县间差异显著,西双版纳州勐海县 27个 ( 50� 9% ) > 临沧市双江县 17

个 ( 32�1% ) >普洱市墨江县 9个 ( 17� 0% ) >保山市施甸县 0个。在乡镇级水平上,拥有地方稻种资源最丰富的是西双版纳

州勐海县西定乡 22个,然后依次为临沧市双江县邦丙乡 9个、临沧市双江县大文乡和普洱市墨江县景星乡均为 8个、勐海县

布朗山乡 5个、墨江县新抚乡 1个。各地区种植地方稻种数量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复杂的农业生态环境、丰富的民族

文化习俗和多样的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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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bstract: Indigenous rice var ie ties w ere collected and investigated from 622 representat ive househo lds of 20

Bu lang nat iona lity commun ities distribut ing cross 4 coun ties in Yunnan prov ince, through participa tory rura l ap�
praisa l( PRA ) and quest ionnaires. D 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 igenous rice varieties w ere analyzed at both

commun ity and household levels. A s a resul,t there w ere 53 ind igenous rice variet ies collected, inc luding 14 co l�
ored rice varieties and 14 non�g lutinous ones both accounting for 26�4% . Therew ere 318 househo lds grow ing in�
digenous r ice variet ies, account ing for 51�1% of the to ta l 622 househo lds invest igated. The area plan ted w ith the

indigenous rice var ie ties coverd 30�02% of the total area of rice g row ing. The mean richness o f ind igenous r ice

varieties at commun ity leve lw as 5�64 while the biggest 9. And that at household leve lw as 1�29 wh ile the b iggest

4. The average va lues o f evenness a t commun ity leve l and househo ld leve lw ere 0�548 and 0�172, respect ive ly.

A s for the evenness o f indigenous rice variet ies,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s of ind igenous rice varieties co llected be�
tw een am ong the 4 counties invest igated, .i e 27 variet ies inM enghai county, X ishuangbanna pre fecture( account�
ing for 50�9% ) > 17 ones in Shuang jiang county, L incang prefecture( 32�1% ) > 9 ones inM o jiang county, Puer

prefecture( 17�0% ) > none in Shidian county, B aoshan prefecture. There w as a lso d ifference in the numbers o f

indigenous rice var ie ties co llected be tw een among the 6 townsh ips invest igated, .i e 22 variet ies in X id ing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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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ip, M engha i coun ty, X ishuangbanna prefectu re, 9 ones in B angb ing tow nsh ip, Shuang jiang county, L incang

prefecture, 8 ones in both D aw en tow nsh ip, Shuang jiang coun ty, L incang pre fecture and Jingx ing tow nship, M o�
jiang coun ty, Puer pre fecture, 5 ones in Bu lang shan tow nsh ip, M engha i county, X ishuangbanna prefec ture ties.

It w as presum ed that the factors resu lted in the d ifference o f d istribut ion charac teristic from one p lace to ano ther

in the reg ions investig ated, m ight be the com plex ag ro�eco log ica l env ironment, r ich nationa lity cu ltu re and d i�
versiform d iet customs.

Key words: Bu lang nationality; Ind igenous rice varieties; D istribution characterist ic; Yunnan

� � 稻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 1]
。我

国作为亚州栽培稻起源地之一, 稻种资源非常丰

富。我国共编目稻种资源 77541份, 所编目的稻

种资源中 67732份是从国内收集保存的地方种质

资源,占编目总数的 87�35% [ 2]
。云南不仅拥有举

世瞩目的地方稻种资源, 同时还是中国最大的稻

种资源遗传多样化中心, 但是, 省内地区间稻种资

源多样性差异极大, 尤其以滇西南 (西双版纳、临

沧、普洱、德宏 )多样性最大
[ 3 ]
。稻种资源的多样

性还与民族的多样性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
[ 4]
。云

南省境内有 25个世居少数民族, 其中 15个少数民

族为云南所独有, 不同的民族文化对稻种资源的

需求呈现多样化。如有部分民族种植稻作, 除了

作为主食的稻米外,还把稻米加工成米线, 或制作

米糕、酿酒等,由于用途不同就需要种植不同的稻

作品种
[ 5]
。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当地的习俗、宗

教信仰、食谱构成、社会形式、市场需求以及地区

政策等
[ 6]
, 这些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稻种资

源的多样性及其种植保存的状况。

布朗族 ( B ulang nat ional ity )是云南独有的少

数民族, 也是云南古老的原住民之一
[ 7 ]
。从旧石

器时代的 �蒲缥人  算起, 布朗族已有约 8000年

的历史。根据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

计, 我国的布朗族人口数为 91882人, 其中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是全省布朗族人口最多

的县。云南全省 129个县 (市、区 )中仅有双江县

是唯一的布朗族自治县 (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和

傣族自治县 ) , 并且双江县也同时是其他 3个少

数民族的自治县; 全省其他县 (市、区 )中还有 6

个布朗族民族乡, 包括木老元布朗族彝族乡 (施

甸县 )、摆榔彝族布朗族乡 (施甸县 )、忙怀彝族

布朗族乡 (云县 )、芒洪拉祜族布朗族乡 (耿马

县 )、西定哈尼族布朗族乡 (勐海县 )和布朗山布

朗族乡 (勐海县 )。此外还在西双版纳州的勐海

县、景洪市, 临沧市的双江县、永德县、云县、耿马

县, 普洱市的澜沧县、墨江县, 以及保山市的施甸

县等 9个县中有分布。

云南省 26个民族发展和积累了丰富的土著知

识, 反映在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鲜

明的民族特色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农业生产

活动中就是农业土著知识, 包括具有特色的土地管

理与耕作制度、品种和物种的栽培管理技术、生物多

样性利用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同时, 这种知识可以

帮助当地居民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保护更

多的物种或品种, 进而丰富农业生物多样性
[ 8]
。在

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习俗,

为求得自身发展, 对自然生物多样性认识所形成的

农业土著知识也有差异。根据相关民族学等方面的

研究结果,发现布朗族在祭祀活动和民族节日中都

离不开稻谷
[ 9]
, 是一个拥有悠久稻作农业文化的民

族
[ 10]
。但是,关于当前布朗族地区所种植的地方稻

种及其分布特点,以及布朗族土著知识与地方稻种

关系的研究还未见报道。为此, 本研究采用参与

式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 在布朗族

地区调查种植的地方稻种, 分析村级和户级水平

的地方稻种分布特点, 收集与地方稻种保护利用

等方面相关的土著知识。为了解布朗族传统文化

与稻种资源遗传多样性保护关系积累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村寨的基本情况
根据布朗族的分布特点和地区间稻种资源多样

性的差异性,对云南省境内 4个州 (市 )的 4个县, 8

个乡 ( 4个布朗族乡和 4个布朗族分布较集中的

乡 ) ,共 20个自然村 (表 1)进行了调查。调查村寨

海拔范围为 1034 ~ 2389m, 平均为 1461m。经度为

99!17�448∀~ 101!17�279∀E, 相差 1!59�831∀。纬度
为 21!33�559∀~ 24!43�360∀N,相差 3!9�801∀。调查
村寨共覆盖国土面积 1657�5hm2

, 涉及人口 7804

人, 其中布朗族 7234(占 92�7% )人。

65



植 � 物 � 遗 � 传 � 资 � 源 � 学 � 报 12卷

表 1� 调查的地点基本情况

Table 1� The basic status of sites investigated

州 (市 )

Prefectu re

县

C ounty

乡镇

Tow nsh ip

自然村

Commun ity

海拔 (m )

A ltitud e

经度 ( E )

Long itude

纬度 (N )

Latitude

保山市 施甸县 木老元布朗族彝族乡 木老远 1522 99!20�020∀ 24!43�360

哈寨 2389 99!17�448∀ 24!43�051∀

摆榔彝族布朗族乡 大中 1829 99!17�958∀ 24!39�536∀

临沧市 双江拉祜族

佤族布朗族

傣族自治县

大文乡 胖品 1572 99!58�290∀ 23!16�151∀

大忙蚌 1563 99!56�538∀ 23!17�802∀

邦丙乡 邦丙 1638 99!51�472∀ 23!15�664∀

南直 1335 99!52�223∀ 23!17�277∀

普洱市 墨江哈尼

族自治县

景新乡 干塘村 1409 101!20�893∀ 23!22�306∀

挖墨新寨 1308 101!17�415∀ 23!31�530∀

挖墨大寨 1310 101!17�408∀ 23!31�584∀

新抚乡 好竜村 1393 101!17�279∀ 23!34�328∀

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

勐海县 西定哈尼族布朗族乡

布朗山布朗族乡

曼皮老寨

曼燕坎

曼帕傣

曼帕勒

曼佤新寨

曼佤老寨

老曼俄

新曼俄

勐昂

1410

1348

1034

1186

1463

1437

1650

1200

1220

100!00�136∀

99!59�708∀

100!02�497∀

100!01�289∀

100!04�451∀

100!04�436∀

100!20�568∀

100!22�633∀

100!21�749∀

21!52�921∀

21!51�037∀

21!54�348∀

21!53�528∀

21!53�264∀

21!53�318∀

21!34�509∀

21!33�845∀

21!33�559∀

1�2� 调查方法
2007- 2008年, 根据每个村的农户数, 每村随

机选择 15% ~ 50%的农户进行调查。调查由专业

技术人员、村干部、村小组长,以及当地农民构成的

调查小组实施,采用问卷式的调查方法对稻作品种、

种植面积等指标进行调查。

1�3� 多样性评价指标
分别对村级和户级,采用丰富度、均匀度和差异

度作为多样性度量指标
[ 11�12]
。丰富度指拥有地方

稻种的数量;均匀度指拥有种植地方稻种均匀程度;

差异度指不同单位之间的差异程度, 即在同一村内

随机选取两户农户, 他们种植不同地方稻种的 (潜

在 )可能性。户级丰富度 ( S) ( S表示该户拥有地方

稻种的数量 ) , 村级丰富度 =该村拥有地方稻种的

数量。户级均匀度 ( H ) = 1 - #
s

i= 1
p
2
i, 村级均匀度

( E) = 1- #
r

i= 1
p
2
i, 差异度 ( D ) = ( E - #

r

i= 1
H i ) /E, 其中

Pi为地方稻种 i占总地方稻种面积的比例, r为村内

种植地方稻种的农户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布朗族地区地方稻种概况
在调查的 20个村寨中, 共调查到具不同名称

的地方稻种 53个,其中色稻 14个 (红米 12个、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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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2个 ) ,占 26�4%; 糯稻 14个 (占 26�4% ); 水稻

40个 (占 75�5% ), 陆稻 13个 (占 24�5% )。 13个

陆稻全部集中在西双版纳州, 其他州 (市 )种植的

地方稻种均为水稻。从布朗族聚居地区看, 种植

地方稻种最丰富的地区是西双版纳州, 有 27个

(占 50�9% ); 而保山的布朗族则已不再种植地方

稻种。

调查农户总数为 622户, 种植地方品种的农

户数为 318户, 占被调查农户总数的 51�1%。所
调查农户总耕地面积为 520� 74hm 2

, 稻作种植面

积为 154�24hm2
, 仅占总耕地面积的 29� 6% , 其

中地方稻种的种植面积为 77� 55hm 2
, 占全部稻

作面积的 50�3% , 农户地方稻种种植面积平均

为 0�243hm2
。

在调查的 20个村寨中,调查的农户均种植地方

稻种的村寨共有 6个, 占总调查村寨的 30%。以村

寨为单位,在调查全部农户中种植地方稻种的农户

数高于 50%的有 11个村寨 ( 55% )。

调查的布朗族分布县级水平地方稻种种植面积

依次为:西双版纳州勐海县 61�48hm2
(占稻作总面

积 的 80�62% ) > 临 沧 市 双 江 县 13�62hm2

( 17�86% ) >普洱市墨江县 1�16hm2
( 1�52% ) >保

山市施甸县 0。种植地方稻种面积最多的乡是勐海

县西定哈尼族布朗族乡 (以下简称西定乡 )

51�81hm2
(占稻作总面积的 68�6% ),其次为勐海县

布朗山布朗族乡 (以下简称布朗山乡 ) 9�66hm2
, 再

次双 江县 大文 乡 6�89hm2
和 双江 县邦 丙乡

6�12hm2
,最后分别是墨江县景星乡 1�73hm2

和墨江

县新抚乡 0�05hm 2
。

村级地方稻种种植面积最多的村寨是西定乡的

曼帕勒村, 全村共种植 15�309hm 2
(达 94�5% ), 地

方稻种种植面积占全部稻作种植面积比例为

2�6% ~ 100% ,村寨内全部农户均种植地方稻种的

是西定乡的曼皮老寨和曼燕坎村。

在种植地方稻种的户级中, 农户地方稻种平

均种植面积最高的村寨是西定乡曼帕勒村, 农户

平均种植地方稻种 0�572hm2
, 最低的村寨是新

抚乡好竜村, 种植地方稻种的农户平均仅种

植 0�0015hm2
。

2�2� 布朗族地区地方稻种的多样性分析
2�2�1� 丰富度 � 县级丰富度在 4个县间差异明显,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 (丰富度为 27) > 临沧市双江县

( 17) >普洱市墨江县 ( 9) >保山市施甸县 ( 0) (表

2)。乡级丰富度最高的是勐海县西定乡丰富度为

22,然后依次为双江县邦丙乡 ( 9)、双江县大文乡

( 8)和墨江县景星乡 ( 8)、勐海县布朗山乡 ( 5)、墨

江县新抚乡 ( 1)。

在调查的 20个村寨的村级水平上, 种植地

方稻种的平均丰富度为 5� 642, 变幅为 1 ~ 9 (表

2)。邦丙乡邦丙村的丰富度最高, 品种分别是

K e sha、San gao、Huang n iang、小黄糯、小花糯、云

盘谷、红糯、百鬼糯和四川谷等共 9个; 其次是西

定乡的曼帕勒村和曼帕傣村与大文乡的胖品村

和大忙蚌村, 为 8; 丰富度最小的是新抚乡的好竜

村和布朗山乡的勐昂村, 仅为 1, 品种分别为糯谷

和 Y i lin bao a i。表示拥有的地方稻种在村寨间

存在较大的差异。 20个村寨中平均户级丰富度

变幅为 0� 027 ~ 2�32, 最高的村寨是曼帕勒, 丰

富度值为 2�32; 平均每户均种植 2个地方稻种 ,

全村 94� 5% 的农户种植地方稻种。最低的村寨
是勐昂, 丰富度仅为 0�027, 全村仅有 1户种植地

方稻种 (表 2)。

在调查的 318户种植地方稻种的农户中, 户级

丰富度平均为 1�29, 其中种植地方稻种最多为 4

个, 共有 14户 (占种植地方稻种农户数的 4�4% ),

种植 3个地方稻种的有 49户 ( 15�4% ),种植 2个地

方稻种的有 86户 ( 27% ), 种植 1个地方稻种的有

169户 ( 53�2% ),见表 2。

2�2�2� 均匀度 � 均匀度揭示了田间种植的地方稻

种构成情况。均匀度也分为村级和户级 2个水

平,在村级水平, 种植地方稻种的均匀度变幅为

0�20~ 0�82, 平均为 0�64(表 2) , 西定乡的曼佤老

寨最高, 为 0�82。在户级水平, 各村寨户级平均均

匀度变幅为 0~ 0�43,平均为 0�17; 其中户级均匀
度为 0的村寨, 分别是布朗山乡的老曼俄村、勐昂

村和新抚乡好竜村; 户级均匀度最高为西定乡的

曼帕傣村, 达 0�43, 亦是户级平均丰富度最高的
村寨。

2�2�3� 差异度 � 差异度在村寨之间, 它的变幅为

0�08~ 1�00, 平均为 0�63 (表 2) , 说明在调查的 20

个布朗族村寨中, 随机选取种植地方稻种的两户

农户, 他们种植不同地方稻作的 (潜在 )可能性为

63%。最高的村是布朗山乡的老曼俄村, 差异度

均为 100% , 每个农户均只种植 1个不同的地方

稻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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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期 张敦宇等:云南布朗族地区种植的地方稻种及其分布特点

2�3� 多样性评价指标间及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
分析

� � 从表 3可知, 在 318户种植地方稻种的农户

中, 分别在户级和村级两个不同水平,对户级丰富

度等 8个评价指标进行了部分相关分析。在户级

水平,户级丰富度与均匀度和户级地方稻种种植

面积呈极显著正相关; 户级均匀度与户级地方稻

种种植面积呈极显著正相关; 户级地方稻种种植

面积与户级人口数呈极显著正相关, 而与差异度

呈显著负相关。在村级水平, 村级丰富度与村级

均匀度呈极显著正相关, 与其他因素未表现出相

关关系;村级均匀度与其他因素均未表现出相关

关系;差异度与其他因素均未表现出相关关系。

总之,不论在户级还是村级水平,丰富度与均匀度

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农户人口数量的增加, 种植地

方稻种的面积呈增加趋势。

表 3� 户级与村级的多样性指标相关分析

Table 3� Corre lation coefficients be tween am ong d iversity

index and grown areas at household and

village levels

X Y

相关系数

C orrelation

coef ficien ts

户级均匀度 户级丰富度 0�888* **

户级丰富度 户级地方稻种种植面积 0�380* *

户级均匀度 户级地方稻种种植面积 0�343* *

户级地方稻

种种植面积

差异度 - 0�664*

户级地方稻

种种植面积

户级人口 0�241* *

村级均匀度 村级丰富度 0�843* *

村级丰富度 差异度 0�103

村级丰富度 村级地方稻种种植面积 0�397

村级均匀度 村级地方稻种种植面积 0�497

差异度 村级地方稻种种植面积 - 0�418* **

* ** 表示 0�1%显著水平; * * 表示 1%显著水平; * 表示 5% 显著

水平

* ** m eans s ign if ican t d if feren ce at 0�1% leve;l * * m eans s ign ifican t

d ifference at 1% leve;l * m eans sign ificant d ifferen ce at 5% level

2�4� 布朗族稻作相关的土著知识
地处半山区、山区种植水稻的布朗族, 采用梯

田管理模式, 以解决水资源匮乏,水稻播种时期较

晚, 称之为只能等待雨季的来临才能耕作的 �雷响

田  。种植旱稻的布朗族采用传统的刀耕火种种

植模式, 耕地分为新地和老地。新地为第 1次耕

作或隔了 5年以上才种植的耕地; 老地即连续种

植没有轮歇的耕地。在新地上, 耕作之前进行 �涮

地 , 即用砍刀将地上植物砍倒, 对其进行焚烧, 布

朗族农户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为即将耕作的作物

提供肥料也能有效的防治地下害虫对旱稻的危

害。旱稻播种时, 男的用一根一头比较细的竹杠,

在土地上戳一个洞, 女的将种子播到洞中后再用

泥土将其盖住, 每隔 15~ 20cm播一丛 (株 )。在分

蘖盛期时, 需对耕地进行除草, 新地只需除一次

草,就可以到收获的时候了。在老地上耕作,为了

使土地利用达到最佳效果, 对作物进行轮作和套

作是比较好的选择。旱稻 ∃ 黄豆第 2年玉米 ∃ 旱
稻轮作, 旱稻与茶苗、本地冬瓜、本地黄瓜、向日

葵、高粱、薏苡等作物套作。糯稻是布朗族日常生

活中重要的粮食作物, 在布朗族聚居地区, 糯米及

其糯米制品是从日常居家到宗教祭祀活动的贡

品,是布朗族的传统民族节日中不可或缺的一种

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布朗族对本地种植的地方稻

种有自己的分类方法, 他们通常以稻作的形态性

状作为分类的标准。这些形态性状包括株高、株

型、叶宽、芒状 (长、短、无 )、穗型和粒型、种皮色

(白、红、黄、紫 )、颖尖色。有的品种是以香味来命

名的, 还有的以地名进行命名, 也有用提供者的名

字进行命名。另外还可根据生育周期, 也可以用

其口感的粘性命名, 还有的用其医疗功效命名的。

3� 讨论

本研究分别在户级水平和村级水平, 利用多

样性评价指标对布朗族所种植地方稻种进行评

价,两个水平的多样性评价指标显示了布朗族现

今保护地方稻种多样性的管理策略, 以及布朗族

选择的地方稻种是时下的需要和目的。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与之相关的传统农业系

统下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利用及保护上所起

的重要作用, 前人做了大量研究。方利英等
[ 13]
通

过对西双版纳傣族村寨湿地植物的传统利用研

究,得出传统知识的传承对植物多样性保护是十

分重要的。刀志灵等
[ 14]
研究怒族对植物的传统利

用主要表现在食用、药用、观赏、宗教崇拜和文化

利用等方面, 及其传统文化在当地植物多样性利

用和管理中的作用和意义。龙春林等
[ 15]
通过研究

基诺族刀耕火种农耕文化, 发现其中有不少值得

借鉴、研究和利用的知识, 提出了古朴的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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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孕育着生物多样性管理的论点。李亚

莉
[ 16]
研究了云南迪庆藏族传统文化影响下的青

稞传统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 表明迪庆藏区青稞

的遗传多样性与当地藏族文化密切相关, 同时提

出利用传统文化的力量来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有

效的途径。这些对少数民族地区农业资源的调

查研究都表明了少数民族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也有学者建议制

定适宜的保存及利用地方品种的鼓励机制, 支持

农户继续种植本地的地方品种, 以便保护地方品

种多样性 ,促进生物遗传资源多样性利用的可持

续发展
[ 17]
。研究不同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

农业生物资源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从中发掘不同

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共

性和个性 ,据此可制定更完善更有效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利用策略。

布朗族是云南独有的少数民族, 以往主要以

人类学及民族学等方式从社会形态、文学艺术、语

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女性等 6个方面对

布朗族进行系统的研究
[ 18]
。但关于当前布朗族所

种植利用的地方稻作品种, 布朗族管理利用和保

护地方稻种资源及其分布特点的研究还未见报

道。研究表明, 布朗族地区之间地方稻种分布存

在较大的差异。其中, 地方稻种种植最丰富的勐

海县西定乡布朗族聚居地处于低纬度高海拔的亚

热带地区, 布朗村寨地处经济比较落后的偏远山

区或半山区, 还在采用传统刀耕火种及广种薄收

的生产方式, 种植地方推广品种或杂交品种的投

入远远大于产出, 当地布朗人民还保留一些具有

医用疗效的地方稻种。当地布朗人信仰小乘佛教

受傣族文化影响非常深,民族节日与傣族大致相同,

在民族传统节日需要食用糯米,同时具有偏好食用

有色米以及米线、米糕、米酒等有色米制品的饮食习

惯。而施甸县木老元布朗族彝族乡和摆榔彝族布朗

族乡的布朗族已经不种植地方稻种, 该地区种植育

成品种和杂交品种的收益远远大于种植地方稻种,

加之当地政府实施了 �水改旱  的政策,对不适宜耕

作的水田改为旱地, 种植烟草、甘蔗、鱼腥草等经济

作物以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雨季多水而旱季

干旱, 大量的山地和较少的稻作耕地所形成的农业

生态环境,不同民族文化习俗相互之间的影响,具有

偏好食用有色米的饮食习惯,现代与传统并用的生

产方式,地方发展经济作物的政策等是形成临沧市

双江县邦丙乡、大文乡,普洱市墨江县景星乡及勐海

县布朗山乡等地区地方稻种丰富程度的主要因素。

只在过节或招待贵客时所需要的特定糯米以及村舍

的迁移是墨江县新抚乡布朗族仅只种植 1个地方品

种的原因。各地布朗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 为

求自身发展其土著知识产生了差异。这种差异具体

表现为对稻作土地管理和耕作制度, 以及对于地方

稻种品种的保留和栽培管理技术等方面。

综上所述, 复杂的农业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习

俗是影响布朗族地区地方稻种分布的主要因素, 而

宗教传统、生产方式、饮食习惯、社会经济、市场需求

以及国家或地方的政策等因素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都

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地方稻种品种多样性及其保存

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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