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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野生荞麦资源的调查与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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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川复杂多样的地形环境孕育了丰富的植物资源。为摸清四川省荞麦属种质资源的分布及群体数量，2022-2023

年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野生荞麦资源调查组对四川省野生荞麦资源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收集工作，考察地区主要为川

西北、川西南、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在30个县（区）内进行了野生荞麦的调查与收集工作，采集到荞麦属野生植物种质资源

156份，其中金荞麦103份、苦荞野生种23份、甜荞野生种3份、细柄野荞麦17份、小野荞麦5份、疏穗野荞麦2份、理县野荞麦2

份、灌野荞麦1份。调查结果表明，川西北地区是四川省野生荞麦种类最丰富的地区。金荞麦是分布量最大的野生荞麦，主要

分布在川中丘陵地段，理县野荞麦和灌野荞麦的分布具有极明显的地域性。不同生境地的野生荞麦资源之间存在着广泛的遗

传变异。对野生荞麦资源的伴生植物统计发现，荨麻和鬼针草是数量最多的伴生植物。此次调查收集不但丰富了荞麦资源种

质库，也为研究野生荞麦的分布规律和制定保护措施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四川省；野生荞麦；种质资源；调查收集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of Wild Buckwheat Resources in 
Sichuan Province of China

CHEN Meiqi1，DING Ziqi1，ZHOU Min1，DING Bingru1，WU Yiyang1，TANG Yu2，WANG Tao1，

LI Qingfeng1，BU Tongliang1，TANG Zizhong1，LI Chenglei1，WU Qi1，WANG Junzhen3，

ZHANG Kaixuan4，ZHOU Meiliang4，CHEN Hui1

（1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an 625014；2College of Culinary and Food Science Engineering， 

Sichuan Tourism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0；3Institute of Alpine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Liangshan， Liangshan 615000，Sichuan；4Institute of Crop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Sichuan's complex and diverse terrain has nurtured rich plant resources. To clarify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size of buckwheat germplasm resources， in 2022-2023， the Wild Buckwheat 

Resource Survey Team（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onducted a survey and 

collection of resources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mainly for the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mountains， and the 

Chengdu Plain， Sichuan Hills， including 30 counties （districts）. We collected a total of 156 wild plant 

germplasm resources of the genus Fagopyrum ［103 F. cymosum （Trevir.） Meisn.， 23 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 3 F. esculentum subsp. ancestrale， 17 F. gracilipes （Hemsl.） Dammer. ex Diels， 5 F. leptopodum 

（Diels） Hedberg， 2 F. caudatum （Sam.） A. J. Li， 2 F. macrocarpum Ohsako et Ohnishi， 1 F. rubifolium Ohsako 

et Ohnishi］. The northwest of Sichuan province was found with the richest wild buckwheat species. F. cymo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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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vir.） Meisn. is the wild buckwheat with the largest distribution，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hilly areas of central 

Sichuan. The distribution of F. macrocarpum and F. rubifolium has extremely obvious regionality. There is a wide 

range of genetic variation between wild buckwheat resources in different habitats. Statistics on the companion plants 

of wild buckwheat resources show that Urtica fissa E. Pritz. and Bidens pilosa L. are the most numerous companion 

plants. This survey and collection not only enriches the buckwheat resource germplasm bank， but also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studying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wild buckwheat and formulating protec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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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 麦 原 产 于 亚 洲 东 北 部 ，隶 属 于 蓼 科

（Polygonaceae）荞麦属（Fagopyrum）。中国荞麦属

已报道的种类有 22个种，2个亚种［1］。中国作为荞

麦的原产地之一，其荞麦属种质资源是世界上最丰

富的［2］。荞麦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粮食作物和救荒

作物，在我国不仅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其种植地

区也较为广泛。因其具有极高的食用、药用及文化

等价值，一直都是我国人民生活中极为重要的杂粮

之一［3］。荞麦生育期短、对环境的适应性强［4］，营养

全面均衡，尤其富含芦丁等黄酮类活性化合物，具

有较高的医疗保健功效，是出口创汇的重要杂粮作

物。此外，荞麦花大、颜色多样且色泽鲜艳，可作为

乡村旅游观光作物，帮助农民增收致富［5］。

研究表明，世界公认的荞麦属植物的起源中

心、分布中心以及多样化中心均在中国西南地区，

主要以四川、云南、贵州、西藏 4 个省（自治区）为

主［6］。早在 1998 年，Ohnishi［7］就调查发现，甜荞麦

的起源地是西藏、四川和云南三省（自治区）交界地

区。四川因特殊的地形、独特多变的地貌、多样的

气候以及错综复杂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多样化的荞

麦植物资源，为多种荞麦提供了适宜的生境，其中

皱叶野荞麦（F. crispatifolium J. L. Liu）、灌野荞麦

（F. rubifolium Ohsako et Ohnishi）、理县野荞麦（F. 

macrocarpum Ohsako et Ohnishi）等野生荞麦仅分布

于四川省。因此在四川省开展全面系统的野生荞

麦种质资源收集调查工作，不仅可以了解和保护野

生荞麦的遗传多样性，还有可能在收集过程中发现

特殊材料，对荞麦的生产、产品开发以及品种改良

和选育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四川省野生荞麦考察范围

2022-2023 年，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野

生荞麦资源调查组历经30 d的野外考察，在四川西

部高海拔地区和东部低海拔地区进行了野生荞麦

资源的调查与收集工作。考察路线主要依托国道、

省道和县道，以 5 km为一间距，沿途进行野生荞麦

资源的考察工作。本次野生荞麦资源的收集调查

途径30个县（区），考察地区主要为川西北、川西南、

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

1.2　调查与收集

调查的内容主要为野生荞麦的生存环境（地

理分布范围、生境特点等）、种群特征（数量特征、

形态特征等）以及常见的伴生植物，对样本采集位

点的经纬度及海拔进行详细记录，并对原生境野

生荞麦的生长状态进行拍照留存，收集已成熟的

野生荞麦果实并记录野生荞麦的特殊性状。按荞

麦属分类标准对收集的野生荞麦进行分类，并统

计其主要表型性状（如株高、株型、叶形、花序形

状、花被色、果皮颜色、瘦果形态等），对各区域野

生荞麦的形状特征进行分类总结并分析各区域群

体结构特点。

2　结果与分析

2.1　四川省野生荞麦资源的类型

在此次野生荞麦资源调查与收集工作中，共收集到

野生荞麦资源156份（图1）。通过表型鉴定，可划分为8

个荞麦野生种资源，其中金荞麦［F. cymosum （Trevir.） 

Meisn.］103 份 、苦 荞 野 生 种（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23 份、甜荞野生种（F. esculentum subsp. 

ancestrale）3 份、细柄野荞麦［F. gracilipes（Hemsl.）

Dammer ex Diels］17 份、小野荞麦［F. leptopodum 

（Diels） Hedberg］5份、疏穗野荞麦［F. caudatum （Sam.） 

A. J. Li］2份、理县野荞麦（F. macrocarpum Ohsako et 

Ohnishi）2 份、灌野荞麦（F. rubifolium Ohsako et 

Ohnishi）1份（表1）。

2.2　野生荞麦分布

2.2.1　野生金荞麦　在四川省海拔 227~2545 m之

间，稀疏分布着野生金荞麦。野生群体主要集中在

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的资阳市、内江市

等低海拔地区（300~800 m），雅安市的宝兴县、荥经

县、天全县等川中部中海拔地区（600~1800 m），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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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泸定县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

冕宁县、喜德县、越西县等川西南中高海拔地区

（1600~2300 m），随着海拔的升高，野生金荞麦群体

数量呈现递减的趋势。成都平原、川中丘陵和川西

南地区的气候都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温暖且

雨水充分（年降水量 800~1200 mm），冬季相对寒冷

且干燥。四川盆地低海拔地区，常绿阔叶林为其主

要植被类型，此外包括少量针叶林和阔叶林，地势

以平原和丘陵为主，地形相对平缓，有少量山地。

川中部中海拔地区，主要植被类型包括针叶林、阔

叶林、针阔混交林以及部分湿地植被，地势主要为

山地和丘陵，地形复杂，河流纵横交错。川西南中

高海拔地区，主要植被类型包括针叶林、阔叶林、针

阔混交林，地势多为山地和丘陵。金荞麦主要分布

在荒坡地、马路旁、田间、房屋旁、岩石区等，多数成

片状分布，群体密度大（图2A）。

表1　四川野生荞麦种质资源种类、数量及分布

Table 1　Species，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wild buckwheat germplasm resources in the Sichuan province

野生金荞麦

F. cymosum （Trevir.） Meisn.

苦荞野生种

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

甜荞野生种

F. esculentum subsp. ancestrale

103

23

3

成都市，雅安市，乐山市，内江市，资阳

市，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泸定

县），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冕宁

县、喜德县、越西县），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金川县、汶川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小金

县、金川县、理县），甘孜藏族自治州

（丹巴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

荒坡地、马路旁、田间、

房屋旁、岩石区

田间、果园、菜地、

小路旁

荒坡地、土堆里、

公路旁

227~2545

1687~2912

1978~2284

种

Species

采集数量

Collection 

quantity

分布地区

Distribution area

生境地类型

Habitat type

海拔范围（m）

Altitude range

图1　四川野生荞麦资源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wild buckwheat resources in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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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柄野荞麦

F. gracilipes （Hemsl.） Dammer. ex 

Diels

小野荞麦

F. leptopodum （Diels） Hedberg

疏穗野荞麦

F. caudatum （Sam.） A. J. Li

理县野荞麦

F. macrocarpum Ohsako et Ohnishi

灌野荞麦

F. rubifolium Ohsako et Ohnishi

17

5

2

2

1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金川

县、汶川县），甘孜藏族自治州

（丹巴县、泸定县）

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金口河区），

雅安市（汉源县、石棉县），凉山彝族

自治州（甘洛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

公路旁、庄稼地、

果园地、岩石区

碎石区、公路旁、

荒坡地

公路旁、碎石区

公路旁

耕地旁

977~2705

1100~1950

979~1182

1689~1929

2476

表1（续）

种

Species

采集数量

Collection 

quantity

分布地区

Distribution area

生境地类型

Habitat type

海拔范围（m）

Altitude range

2.2.2　苦荞野生种　经考察发现，苦荞野生种主要

分布在海拔 1687~2912 m之间，集中在四川西部的

金川县、理县、丹巴县和小金县等中高海拔地区，在

四川东部的低海拔地区未见分布。金川县和理县

都属于高原季风气候，昼夜温差较大，其中金川县

的年降水量最小（<1000 mm）。丹巴县和小金县的

年降水量略丰富，通常在1000~1200 mm。理县的植

被相对茂密，尤其是在海拔较低的地区，而金川县

的植被相对稀疏，有更多的草甸和灌木丛；金川县、

理县、丹巴县和小金县的地势都多为山地和高原，

地形起伏较大，其中金川县的苦荞野生种资源最丰

富。苦荞的生境地主要在田间、果园、菜地、小路旁

A：野生金荞麦；B：苦荞野生种；C：甜荞野生种；D：细柄野荞麦；E：小野荞麦；F：疏穗野荞麦；G：理县野荞麦；H：灌野荞麦

A： F. cymosum （Trevir.） Meisn.； B： 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 C： F. esculentum subsp. ancestrale； D： F. gracilipes （Hemsl.） Dammer. ex 

Diels；E： F. leptopodum （Diels） Hedberg， F： F. caudatum （Sam.） A. J. Li； G： F. macrocarpum Ohsako et Ohnishi； 

H： F. rubifolium Ohsako et Ohnishi

图2　四川省野生荞麦的形态特征及生长环境

Fig. 2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rowth environment of wild buckwheat in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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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活动范围较多的区域（图2B）。

2.2.3　甜荞野生种　主要分布于我国四川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昌都市等

地［8］。本次考察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

县和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发现了3份甜荞野生

种，生境地海拔为 1978~2284 m，其分布稀疏不集

中，大多在荒坡地、公路旁（图2C）。

2.2.4　细柄野荞麦　细柄野荞麦适宜生长在高海

拔山地和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分布在四川、云南、西

藏的高海拔山地区域，其中四川西部的高原地区是

细柄野荞麦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8］。四川细柄野荞

麦主要分布在海拔2000 m以上的高原地区，与苦荞

野生种的聚集地相似，细柄野荞麦主要分布在金川

县、丹巴县、小金县等中高海拔地区的公路旁、庄稼

地、果园地以及部分岩石区（图2D）。

2.2.5　小野荞麦　分布较广泛，在乐山市金口河

区、峨边县，雅安市汉源县、石棉县，凉山彝族自治

州甘洛县等地沿大渡河、金沙江流域沿岸均有小野

荞麦分布，群体规模大、密集，既有原变种小野荞

麦，也有变种疏穗小野荞麦［F. leptopodum （Diels） 

Hedberg var. grossii （Lév.） Lauener et Ferguson］，多

生长于公路两旁山坡的碎石地上，生境地海拔为

1100~1950 m（图2E）。

2.2.6　疏穗野荞麦　别名尾叶野荞麦、汶川野荞

麦，主要分布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

族自治州，云南昆明、大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及

甘肃部分地区［8］。本次考察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汶川县至理县沿途均有疏穗野荞麦生长，植株

分布密集，呈丛生状。主要生境地为公路旁和碎石

区，海拔979~1182 m（图2F）。

2.2.7　理县野荞麦　分布范围小，仅分布于我国四

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汶川县、茂县等［8］，本

次在理县发现两处理县野荞麦的分布，群体规模

小，主要生长在公路旁，生境地海拔为1689~1929 m

（图2G）。

2.2.8　灌野荞麦　别名红叶野荞麦，仅分布于四川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8］，本次考察在马尔

康市松岗镇采集到 1 份种质资源，其生境海拔为

2476 m，生长在248国道的耕地旁（图2H）。

2.3　收集种质资源的特点及伴生植物

2.3.1　野生金荞麦　本次考察发现，四川省野生金

荞麦分布广、资源丰富、性状变异多样。植株形态

包括直立型、斜生型、匍匐型，其中直立型的株高最

高可达 353 cm，匍匐型株高较低，最低至 11 cm，但

其枝条向四周延伸，占地面积大。成熟的金荞麦植

株，茎颜色包括绿色、浅红色、红色以及紫红色，其

主茎粗可达10 mm以上，主茎节数和分枝数分别可

多达 32节、29个（表 2）。植株叶的形状包括戟形、

剑形和心形，其中部分戟形和剑形的叶片极窄，部

分心形的叶表面长有丰富的绒毛（图3）。花序为常

见的伞状花序，有疏松和紧密之分，花被基本上为

白色（图4D）。金荞麦植株在9-10月开始陆续结实，

果实形状有短锥形、三角形和楔形，成熟果实颜色

主要有褐色、灰黑和黑色（表2）。经比对发现，此次

收集的野生金荞麦果实有9种不同的类型（图4G）。

野生金荞麦通常与多种植物伴生，主要包括荨麻、

透茎冷水花、鬼针草、五月艾、豨莶、苦蒿、落葵薯、

葎草等竞争力较弱的草本植物，其中荨麻、鬼针草、

五月艾尤为常见。

表2　四川省野生金荞麦的性状表现

Table 2　Traits of F. cymosum（Trevir.）Meisn. in Sichuan 

province

性状Traits

株高（cm）Plant height

株型 Plant type

茎颜色 Stem color

主茎粗（mm） Main stem thickness

主茎节数

Number of nodes of the main stem

主茎分枝

Number of main stem branches

叶形 Leaf shape

叶片大小（cm2） Leaf size

叶柄长（cm） Petiole length

叶面积（cm2） Leaf area

花序形状 Inflorescence shape

果实形状 Fruit shape

果实颜色 Fruit color

果实长度（mm） Fruit length

果实宽度（mm） Fruit width

表现Performance

11~353

直立型、斜生型、匍匐型

绿色、浅红色、红色、紫红色

4.1~12.7

13~32

10~29

戟形、剑形、心形

17.28~177.80

2.9~17

9.90~162.20

伞状疏松、伞状半紧密、

伞状紧密

短锥、三角形、楔形

浅褐、褐色、深褐、灰黑、黑

5.3~8.5

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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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单株；B：群体；C：野生金荞麦特殊生境类型（岩石缝）；D：花序；E：幼果形态；F：块状茎；G：瘦果形态

A： Single plant； B： Group； C： Special habitat classes of F. cymosum（Trevir.）Meisn. （rock crevices）； D： Inflorescence； E： Young fruit 

morphology； F： Tuberous stem； G： Achene morphology

图4　四川省野生金荞麦的生境地类型及植株主要形态

Fig. 4　The habitat types and main plant morphologies of F. cymosum（Trevir.）Meisn. in Sichuan province

A：戟形叶片；B：剑形叶片；C：心形叶片；D：极窄的戟形叶片；E：极窄的剑形叶片；F：极大且具有丰富绒毛的心形叶片

A： Halberd-shaped leaves； B： Sword-shaped leaves； C： Heart-shaped leaves； D： Halberd-shaped leaves with extremely narrow leaves； 

E： Sword-shaped leaves with extremely narrow leaves； F： Heart-shaped leaves with extremely large leaves and abundant hairs

图3　四川省野生金荞麦叶片形态

Fig. 3　F. cymosum（Trevir.）Meisn. leaf morphology in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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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苦荞野生种　四川省苦荞野生种的株高在

7~89 cm之间，株型有直立型、斜生型和匍匐型。直

立型植株大多矮小，且生长在植被丰富的沃土中；

斜生型株高较高，生长在干旱、植被分布少的碎石

区，且茎秆为红色或紫红色。直立型植株的主茎节

数和主茎分枝数都较少，而斜生型的主茎节数和主

茎分枝数可分别多达21节、15个。苦荞野生种叶片

形状有戟形、剑形和心形，颜色主要分为绿、深绿和

红色。苦荞野生种的果实在 9-10月已基本成熟，成

熟的果实形状有长锥、短锥和心形，颜色主要有灰、

浅褐、黑 3 种，且果实都具有腹沟，腹沟深浅不同。

部分果实表面光滑，部分果实表面较粗糙，果棱有

突起或刺，果实较小，长度分布在 4.0~5.9 mm 之间

（表 3）。苦荞野生种的瘦果形态可分为 8种不同的

类型（图 5G）。苦荞野生种的伴生植物主要有牛漆

菊、头花蓼、尼泊尔蓼、岩生香霍、宽叶荨麻、鬼针

草、马唐等，其中牛漆菊和头花蓼最为常见。

表3　四川省苦荞野生种的性状表现

Table 3　Traits of 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 in Sichuan 

province

性状 Traits

株高（cm） Plant height

株型 Plant type

茎色 Stem color

主茎节数

Number of nodes of main stem

主茎分枝数

Number of main stem branches

叶形 Leaf shape

叶色 Leaf color

果实形状 Fruit shape

果实颜色 Fruit color

果实腹沟 Fruit groove

果实形态 Fruit morphology

果实长度（mm） Fruit length

表现 Performance

7~89

直立型、斜生型、匍匐型

绿色、红色、紫红色

5~21

4~15

戟形、剑形、心形

绿色、深绿、红色

长锥、短锥、心形

灰、深灰、浅褐、灰黑、黑

有

无、有翅、有刺

4.0~5.9

A：单株；B：群体；C：碎石区典型斜生型苦荞野生种；D：典型剑形叶片；E：果实，腹沟明显且具刺；F：紫红色茎秆；G：瘦果形态

A： Single plant； B： Group； C： Typical oblique-growing wild species of 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 in gravel area； D： Typical sword-shaped 

leaves； E： Fruit， with obvious ventral groove and thorns； F： Purple-red stem； G： Achene morphology

图5　四川省苦荞野生种的生境地类型及植株主要形态

Fig. 5　The habitat types and main plant morphologies of F. tataricum subsp. potanini in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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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四川省荞麦资源的调查与收集

1990-2000 年，日本学者 Ohnishi［9-10］和 Ohsako

等［11-12］在中国西南地区对荞麦属植物进行了大量的

野外考察，发现了8个野生荞麦新种，包括纤梗野荞

麦（F. gracilipedoides Ohsako & Ohnishi）、理县野荞

麦、灌野荞麦、金沙野荞麦（F. jinshaense Ohsako et 

Ohnishi）等。间隔10多年后，2007-2011年西昌学院

和四川农业大学相继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甘洛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地开展了

野生荞麦资源的调查与收集活动。收集到的野生

荞 麦 类 型 包 括 ，金 荞 麦［13-16］、硬 枝 万 年 荞［F. 

urophyllum （Bur. et Franch）］［13，16］、抽葶野荞麦［F. 

statice （H. Lév.）］［16］、岩野荞麦［F. gilesii （Hemsl.） 

Hedberg］等［16］。期间，还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

发现了皱叶野荞麦（F. crispatifolium J. L. Liu）［17］和

普格野荞麦（F. pugense T. Yu）［18］，在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汶川县发现了汶川野荞麦（F. wenchuanense 

J. R. Shao）和羌彩野荞麦（F.qiangcai D. Q. Bai）［19］，

共计 4个野生荞麦新种。2011年以前，野生荞麦资

源考察组以调查和发现荞麦新种类工作为主，未对

野生荞麦资源进行收集保护。2011年之后，野生荞

麦资源调查工作的范围扩大，并以保护性收集为

主，在调查和收集中注重材料的代表性、完整性，并

对收集的材料进行了异位保存。在2017-2021年的

五年间，中国农业科学院荞麦资源考察组连续对中

国西南和中部有关省份进行了实地考察，通过考察

收集到野生荞麦资源上千份，将荞麦属中21个种的

种子保存于国家种质资源库，并在不同的生态地区

进行异位保存［20］。2022-2023 年期间，四川农业大

学考察队在四川省范围内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

野生荞麦资源收集活动，共收集到 8种野生荞麦资

源。野生金荞麦在全国数10个省份均有分布，范围

最广，细柄野荞麦其次，而苦荞野生种在高海拔地

区分布较为广泛。另外，小野荞麦在四川省内也有

多处分布，且在分布地群体数量较多。而甜荞野生

种、疏穗野荞麦、理县野荞麦和灌野荞麦的分布范

围非常狭窄，且群体数量极少。

3.2　野生荞麦资源的研究方向

荞麦作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被广泛种植于

世界各地。野生荞麦是分布广泛、性状多样的重要

种质资源。近年来，针对野生荞麦资源的研究逐渐

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些研究不仅拓展了对荞麦种属

的了解，还对农业、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等领域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对野生荞麦资源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资源收集、分布调查、异地繁殖、遗传标记、杂

交育种以及营养成分探究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

代至21世纪初，研究人员主要以探寻荞麦属新种及

分布范围为目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资源

调查工作，发现了数 10个荞麦新种，并大致摸清其

分布范围。近10年以来，对野生荞麦资源的探索仍

在进行中，除进行资源收集与分布调查以外，研究

人员还利用收集的材料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

沈伦豪等［20］探讨了3种繁殖方法对野生金荞麦异地

繁殖的影响，周兵等［21］发现细柄野荞麦的繁殖系统

为兼性自交，部分异交亲和。野生荞麦资源分布范

围广，种群混杂，利用 SSR分子标记手段可将不同

的荞麦资源加以区分。SSR技术将我国西南地区的

81份荞麦资源分为 4大类群［22］，揭示了类群间丰富

的遗传多样性。金苦荞杂交后代群体的农艺性状

和品质性状得到了明显的提升［23］，表明杂交是一种

有效的提升栽培种性状的手段。对于野生荞麦营

养成分的研究较多，唐宇等［24］比对了野生金荞麦、

细柄野荞麦、硬枝野荞麦［F. urophyllum （Bur. et 

Franch.） H. Gross］、栽培苦荞［F. tataricum （L.） 

Gaertner］和栽培甜荞（F. esculentum Moth）的营养成

分，结果显示野生荞麦种子中的蛋白质和必需氨基

酸含量均高于栽培种荞麦，表明野生荞麦具有较高

的营养开发价值。目前对于野生荞麦资源的研究

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基础进展，

加深了对野生荞麦资源的认识，但仍有许多未知领

域需要深入探索。

3.3　四川盆地野生金荞麦资源丰富、类型独特

2011 年以前对四川省野生荞麦的调查区域以

川西北和川西南为主，四川盆地特别是成都平原地

区并未涉及。本次通过对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地

区资阳市、内江市的调查，发现均有野生金荞麦分

布，其中都江堰市、崇州市、温江区、郫都区、锦江

区、简阳县及资阳市等地较为丰富，野生金荞麦往

往在河流或公路沿线分布，有的连片成群，群体数

量很多。在调查中发现，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地区

的野生金荞麦均生长于海拔 600 m以下，其类型与

中高海拔地区的野生金荞麦有明显差异。在株型

上，属于斜生型（半直立型），从地下茎发出大量分

枝，无明显主茎；株高80~190 cm；叶片较大，叶形呈

宽三角形或卵状三角形；花序伞房状，稀疏，花朵较

大；瘦果形状为尖锐三棱短锥形，果实大，千粒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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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35 g以上，结实率极低。在调查中发现，资阳市、

内江市周边区域的野生金荞麦具有长花柱、短花柱

花的植株比例极不平衡（野生金荞麦属异花授粉植

物，一株植株仅有长花柱花或短花柱花，两者相互

授粉才能结实），有的在数10 km的区域内只有短花

柱花类型，从而导致该区域内的植株结实率极低或

不结实。虽然野生金荞麦的繁殖既可以无性繁殖

（根茎繁殖）又可以有性繁殖（种子繁殖），但在成都

平原区域内，野生金荞麦如何以根茎繁殖为主要方

式形成这么大的数量，目前尚不清楚，值得进一步

研究。

3.4　四川省野生荞麦资源保护有待加强

野生金荞麦的根茎被大量采集以作药用，其生

境也受到破坏，导致金荞麦的野生资源日趋匮乏，

分布范围快速缩小，种质资源大量减少，在 1999年

野生金荞麦被列入国家二级野生保护植物。野生

金荞麦在四川省的分布较多，而四川省地形复杂多

样，其中以山地居多。山地突发性暴雨是我国重大

自然灾害之一，由此可引发山洪、崩塌、泥石流、滑

坡等次级灾害。近10年来，川西地区突发性暴雨的

频次、强度以及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都呈现增加的

趋势［25］，在造成严重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也破坏

了植被的生存环境。尤其对于生境类型主要为公

路旁、岩石区和荒坡地的野生金荞麦，泥石流、山洪

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将严重破坏其生存环境。

20世纪90年代末，退耕还林工程和天保工程率

先在四川省展开，由此开启了森林保护时代。截止

到2021年底，四川完成退耕地造林约86万公顷、荒

山造林和封山育林约106万公顷［26］。退耕还林政策

对于生态修复和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是必要的，但

在另一方面，这一政策缩小了特定植被的生存范

围，比如野生金荞麦。野生金荞麦常分布于耕地

旁、荒坡地、岩石区等生境类型，很难在群体竞争力

大的环境中生存，尤其是森林。

水电作为传统的清洁能源，其规划建设主要集

中在西藏、云南、四川等西部地区［27］。四川省河流

密布，山区众多，水能资源丰富。1949年以来，为带

动地方经济发展，四川省各地掀起了水电站尤其是

小水电的开发热潮［28］。据2020年统计，四川省单站

装机容量小于5万kW的小水电站有5131座［29］。水

电站通常建在江流、河流或大水量溪流的水体上，

地势通常具有水流丰富和水位变化较大的特点，有

利于水电站的建设和运营。金荞麦喜温暖湿润的

气候，因此河流或溪流的两岸非常适宜金荞麦的生

存。本次考察过程中，发现成都小沙河流域、雅安

青衣江流域分布着大规模的野生金荞麦。水电站

的大量开发建设，尤其是小水电站，无疑抢占了野

生金荞麦的生态位。此外，一些河流小水电的过度

开发，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运转形成了巨大的压

力［30］，导致河流干枯、地下水枯竭，使幸存的金荞麦

的生长也受到影响。

四川省野生金荞麦的部分生长地被建筑物、耕

地、人造林等大规模侵占，同时生态环境遭到人类

活动的破坏，以致其分布区逐渐缩小，加剧了个别

种群的濒危程度 ［31］。在2022-2023年的考察调查中

发现，疏穗野荞麦、理县野荞麦和灌野荞麦的数量

极少，分布范围狭窄，或将面临灭绝威胁。其次，在

四川省分布的普格野荞麦、螺髻山野荞麦和羌彩野

荞麦等，在本次考察中没有发现。对于这些分布范

围本身就十分狭窄的野生荞麦来说，通过就地保

护，比如建立原生境保护，可避免移位过程中植物

受到损害。而对于皱叶野荞麦、灌野荞麦和理县野

荞麦等已经在灭绝边缘徘徊的野生荞麦种类，有必

要采用人工异地繁殖的手段进行干预，对现存的种

质进行保护，再通过人工繁殖扩大种群。金荞麦对

生境的要求不高，在四川省各地均有分布，但多数

分布范围稀疏不集中，表型多样性高，且属于多年

生植物，所以适合通过建立异位保存圃对其遗传多

样性进行保护。而对于金荞麦集中分布的区域，同

样要通过建立原生境保护点来保护其野生种群的

数量，比如此次考察过程中发现的成都小沙河流域

的大规模野生金荞麦，考察组已将此处作为金荞麦

原生境保护点进行建设，目前正落实相关建设方案

和挂牌工作。不同的野生荞麦具有不同的特性，需

要选择相应的手段进行保护。此外，要逐步让野生

植物资源的保护合法化，完善资源保护相关法律体

系，加大宣传力度以提高人们的保护意识，防止这

些宝贵的种质资源因人为破坏或自然灾害等因素

而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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