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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与多样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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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2022年，福建省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中，共收集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植物种质

资源 6235 份，蔬菜、粮食、果树、经济作物、牧草绿肥分别占 33.57%、25.91%、24.35%、14.59%、1.57%；所有资源隶属于 83 科，

229 属，313种，其中豆科种质资源份数最多，占总数的16.04%。不同地区和海拔是影响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种类和数量的重

要因素。全省9个地级市中，三明市收集种质资源数量最多，占20.65%。全省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数量随着海拔升高而下降，

不同海拔收集数量随着市辖县（市、区）、乡（镇）、村（街道）的数量减少呈现减少趋势。沿海地区如漳州、福州、宁德、泉州、莆

田、厦门等6个地级市，海拔0~200 m是种质资源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Brillouin丰富度指数最高的海拔区间；闽西北

山区，如龙岩、三明、南平等 3 个地级市，海拔 200~400 m、400~600 m、600~800 m 种质资源的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和

Brillouin丰富度指数较高。不同地级市、不同海拔区间与收集种质资源的物种多样性指数的相关性分析发现，三明和龙岩市

与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呈极显著正相关，莆田和龙岩市与Pielou均匀度指数呈现极显著负相关，这与全省农业经济分

区有密切关系。通过梳理全省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多样性，为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挖掘全省地方农作物种质资源提供参考和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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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Third National Crop Germplasm Resource Survey and Collection Action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17 to 2022， total 6235 accessions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including local crop varieties 

and their wild relatives were collected. The numbers of vegetables， food grains， fruit trees， economic crops， and 

forage and green manure crops collected in this action accounted for 33.57%， 25.91%， 24.35%， 14.59%， and 

1.57% respectively， and they belong to 83 families， 229 genera， and 313 species. Among these gerplasm 

resources， 16.04% belong to the Leguminosae faminly with the highest persentage. Different regions and 

altitudes were relevant to the species types and quantities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collected. Among t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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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the province， Sanming city had the highest number of germplasm resources， accounting 

for 20.65%. The number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decreased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altitude. The number 

of collections at different altitude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counties （cities， districts）， townships

（towns）， and villages（streets）. The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and Brillouin richness index were the 

highest at an altitude of 0-200 meters in the six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Zhangzhou， Fuzhou， Ningde， 

Quanzhou， Putian， Xiamen） in coastal areas， while these two indexes are relatively high at the altitudes of 200-

400 meters， 400-600 meters， and 600-800 meters in three mountainous areas， such as Longyan， Sanming， and 

Nanping， respectively. Through the correlation analyses of species diversity index in different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and altitude intervals， a highl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detected between the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and Sanming and Longyan cities， while a highly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detected 

between the Pielou evenness index and Putian and Longyan cities， which might be closely correlated to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zones in the province. Thus， by investigating the diversity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in 

Fujian province， this study provided reference and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and 

excavation of local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to meet local demands.

Key words： Fujian；crop；germplasm resources；investigation；collection；diversity analysis

农作物种质资源是支撑农业科技原始创新和

作物育种的物质基础，可为国家粮食、生态、种业安

全提供保障，并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切相

关［1］。福建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位于 23°33′~

28°19′N，115°50′~120°43′E之间，跨中、南亚热带，

生物资源十分丰富，种类繁多。由于境内山地丘陵

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气候类型复杂，小

气候环境特别突出，茶叶、果树的地方品种和野生

种质资源丰富［2］。福建省历来重视农作物种质资源

保护工作，全省参与了 3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与收集工作，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普查总计征集

到水稻、甘薯、大小麦、大豆、花生、油菜等 7种作物

的地方品种4600多份，并初步查明果树资源和食用

菌资源［3］。70~80年代第二次普查，分别对水稻［4］、

甘薯、大豆、油菜、花生、蔬菜［5］、果树、食用菌等农作

物种质资源开展征集和收集工作，并补充征集包括

野生稻、野生大豆、野生茶树、猕猴桃等的野生资

源，其中福建多年生野生大豆的发现是国内首次记

录［6］。至 1990年，征集并保存水稻、甘薯、大小麦、

大豆、花生、油菜、甘蔗、黄红麻、茶叶、果树、蔬菜等

主要作物种质资源 1.8万多份，建立了福建稻种资

源数据库和国家龙眼、枇杷种质资源圃［3］，初步构建

了全省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但随着气候、耕作制度

和农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大量地方品种和作物野生

近缘植物资源栖息地急剧减少，为更好了解种质资

源家底，2017年福建省启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以下简称“行动”），通过全面

普查全省 74个农业县（市、区）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并选择22个重点农业县（市、区）开展抢救性调查收

集，至2022年，全面完成了本省的普查和收集任务。

本研究通过梳理此次普查收集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的多样性，为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挖掘全省地方

农作物种质资源提供参考和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征集与收集范围

本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征集范围涵盖福建

省 9个地级市农业比重比较大、非城镇主城区的 74

个农业县（市、区）（表1）。在征集基础上，选择其中

农作物种质资源比较丰富的 22个县（市、区），进行

系统调查并抢救性收集辖区内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每个农业县（市、区）征集与收集的乡镇不低于3个，

每个乡镇征集与收集的行政村（街道）不低于 3个。

征集与收集对象为农作物的地方品种、野生近缘种

及种植年代久远（20~30 年以上）的各类作物的育

成、引进品种。

1.2　普查与调查方法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

行动》工作方案及《福建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

收集行动实施方案》的相关规定，普查数据通过查

阅各地方的地方志及文献，走访经验丰富的农业专

家及工作者，收集辖区内各类作物的种植历史、栽

培制度、品种更替、社会经济和环境变化，以及重要

作物的野生近缘植物种类、地理分布、生态环境和

濒危状况等信息。每个普查县征集种质资源20~30

份，每个调查县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 80~100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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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填写“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

行动征集表”和“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行动调查表”，表格记录征集与收集的各类

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特征特性、农艺性状、地理分布、

历史演变、栽培方式、利用价值、濒危状况和保护利

用情况等重要信息，每份资源详细记录采集编号、

种质名称、采集时间、地点、经纬度、农民认知、种植

栽培方式、前后茬作物及生境相关的土壤与生态信

息，并采用单反相机拍摄种质资源的生境、表型、利

用方式。

1.3　物种多样性指数

全省普查与调查发现，不同海拔、不同地区在

农作物种质资源分布中起着重要作用，针对地区、

海拔高度等影响因素分析农作物种质资源物种多

样性规律，其中地区按照全省9个地级市划分，海拔

按 0~200 m、200~400 m、400~600 m、600~800 m、

800~1000 m、1000 m以上 6个梯度划分。对不同地

级市和海拔收集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种类和数量

进行种质资源样品群落丰富度和多样性分析，包括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Simpson优势度指

数（D）、Brillouin 多样性指数（H）、Pielou 均匀度指

数（EH）
［7-8］。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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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为所有表示一个特定区域中的植物物种

数量。

1.4　数据处理

作物科、属、种分类参考在线网站植物智（2023

版）（http：//www.iplant.cn/），数据处理考虑样本数量

及收集样本在全省的代表性，不同地区和海拔种质

资源科水平的分布、农作物收集数量在不同海拔上

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9个地级市和不同海拔农作物

种质资源数量大于 50 份的 22 个科的数据。运用

Excel分类和整理数据，利用SPSS 19.0软件计算物

种多样性指数，使用Origin2021版软件进行Pearson

表1　福建74个普查县与22个调查县（市、区）

Table 1　74 survey counties and 22 investigation counties （cities and districts） in Fujian

序号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三明市

Sanming 

city

建宁县*

三元区*

尤溪县*

明溪县*

宁化县*

将乐县

泰宁县

梅列区

沙县区

永安市

大田县

清流县

漳州市

Zhangzhou 

city

龙海区*

诏安县*

南靖县*

平和县*

漳浦县*

长泰区

芗城区

龙文区

华安县

云霄县

东山县

南平市

Nanping city

武夷山市*

建瓯市*

邵武市*

松溪县

光泽县

浦城县

政和县

建阳区

延平区

顺昌县

福州市

Fuzhou city

永泰县*

罗源县*

闽侯县*

平潭综合实验区

长乐区

福清市

晋安区

连江县

闽清县

宁德市

Ningde 

city

蕉城区*

周宁县*

屏南县*

寿宁县

福安市

福鼎市

柘荣县

古田县

霞浦县

泉州市

Quanzhou 

city

安溪县*

德化县

南安市

泉港区

晋江市

永春县

惠安县

洛江区

石狮市

龙岩市

Longyan 

city

武平县*

漳平市*

连城县

永定区

长汀县

新罗区

上杭县

莆田市

Putian 

city

秀屿区

涵江区

仙游县

荔城区

城厢区

厦门市

Xiamen 

city

同安区

翔安区

*：表示22个调查县（市、区）

*：Indicates 22 investigation counties （cities，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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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和制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福建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概况

全省实施“行动”期间，共收集种质资源 6235

份，按种质资源类型可分为地方品种、野生资源、选

育品种、引进品种和外省品种，其中地方品种资源

最多，共 5024 份，占总数的 80.58%；其次分别为野

生资源 883份，选育品种 247份，引进品种 32份，外

省（含台湾地区）品种 49 份，占比分别为 14.16%、

3.96%、0.51%、0.79%（图1）。

由表2可知，收集到的6235份资源隶属于83个

科，229 个属，313 个种。83 个科中，粮食作物的豆

科、禾本科和经济作物的山茶科、蔬菜作物的葫芦

科等 4科种质资源份数高于其他科作物，分别占总

数的 16.04%、10.12%、9.48%、8.69%。其中豆科包

含 19 个属 26 个种 1000 份资源，豆科中以大豆

（23.5%）、豇豆（14.7%）、菜豆（9.10%）、扁豆（7.90%）

为主；禾本科包含 25个属 32个种 631份资源，以水

稻为主，数量达到 456 份，占比 72.27%。同时禾本

科还包括全省曾经的主粮作物大麦和小麦、高粱，

但份数都远低于水稻；甘蔗作为全省曾经重要的糖

料作物由于产业迁移，本次只收集到 25 份种质资

源。山茶科资源份数为 591 份，包含茶树和油茶 2

个种，以茶树（98.65%）为主。葫芦科作物以南瓜、

丝瓜、冬瓜等蔬菜作物为主，包含 12 个属 22 个种

542份资源。旋花科在本省的种质资源主要为蕹菜

和甘薯，以甘薯（237份，占比80.89%）为主。

表2　福建省普查与调查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种类及数量

Table2　The specie and quantity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in Fujian provinc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豆科

禾本科

山茶科

葫芦科

旋花科

蔷薇科

十字花科

无患子科

芭蕉科

芸香科

石蒜科

茄科

天南星科

薯蓣科

苋科

壳斗科

19

25

1

12

3

12

4

3

1

4

1

5

3

1

6

2

26

32

2

22

3

20

12

3

4

12

6

6

3

6

8

4

1000

631

591

542

293

282

252

218

212

194

189

189

177

135

111

97

16.04

10.12

9.48

8.69

4.70

4.52

4.04

3.50

3.40

3.11

3.03

3.03

2.84

2.17

1.78

1.5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姜科

柿科

菊科

桃金娘科

锦葵科

满江红科

杨梅科

猕猴桃科

胡麻科

伞形科

唇形科

大戟科

漆树科

阿福花科

叶下珠科

桑科

4

1

13

4

5

1

1

1

1

5

8

3

4

1

3

4

4

1

18

5

7

1

1

1

1

5

8

3

4

1

3

6

95

90

82

69

53

51

48

48

45

40

34

31

30

28

26

26

1.52

1.44

1.32

1.11

0.85

0.82

0.77

0.77

0.72

0.64

0.55

0.50

0.48

0.45

0.42

0.42

序号

No.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份数

Number

比例（%）

Proportion

序号

No.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份数

Number

比例（%）

Proportion

图1　福建省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

收集行动种质资源类型

Fig.1　The germplasm resources types found by the Third 

National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Survey and 

Collection Action in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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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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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李科

橄榄科

美人蕉科

仙人掌科

葡萄科

木通科

荨麻科

酢浆草科

五味子科

睡莲科

马齿苋科

番木瓜科

番荔枝科

车前科

落葵科

山茱萸科

西番莲科

莎草科

秋海棠科

凤梨科

百合科

石榴科

三白草科

胡桃科

报春花科

败酱科

2

1

1

2

3

2

2

1

2

1

2

1

2

1

1

1

1

3

1

1

1

1

1

1

2

1

2

1

1

2

3

4

2

1

3

1

2

1

3

1

1

1

2

3

1

1

1

1

1

1

3

2

25

25

22

19

19

19

18

17

15

14

12

10

9

8

7

6

5

5

5

5

5

4

4

4

4

4

0.40

0.40

0.35

0.30

0.30

0.30

0.29

0.27

0.24

0.22

0.19

0.16

0.14

0.13

0.11

0.10

0.08

0.08

0.08

0.08

0.08

0.06

0.06

0.06

0.06

0.06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合计 Total

天门冬科

蓼科

椴树科

竹芋科

泽泻科

银杏科

茜草科

胡颓子科

紫草科

玄参科

香蒲科

五列木科

五加科

商陆科

山榄科

三尖杉科

忍冬科

木棉科

马鞭草科

柳叶菜科

景天科

红豆杉科

杜英科

杜鹃花科

安息香科

3

2

1

1

2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29

3

2

1

1

2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13

3

3

3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6235

0.05

0.05

0.05

0.03

0.03

0.03

0.03

0.03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100

表2（续）

序号

No.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份数

Number

比例（%）

Proportion

序号

No.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份数

Number

比例（%）

Proportion

2.2　福建省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分布情况

对此次行动收集的 6235份种质资源的所属作

物类型和地级市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按作物类型划分，除 6 份药用植物，其余 6229

份种质资源分别为蔬菜2091份、粮食作物1614份、

果树1517份、经济作物909份、牧草绿肥98份，占比

分别为 33.57%、25.91%、24.35%、14.59%、1.57%。

蔬菜是福建省大宗农副产品之一，是福建省乡村振

兴的优势特色产业，在本次收集的种质资源中，蔬

菜地方种质资源数量最多，占比最大，与蔬菜产值

居省内各类农作物之首呈对应关系。

按行政区划分，6229份种质资源中，三明市1286

份、漳州市1067份、福州市 884 份、宁德市860份、南

平市 839 份、龙岩市 565 份、泉州市 467 份、莆田市

183 份、厦门市 78 份，占比分别为 20.65%、17.13%、

14.19%、13.81%、13.47%、9.07%、7.50%、2.94%、

1.25%。其中，三明市收集到的蔬菜、粮食作物种质

资源数量最多，分别为531份和382份。南平市收集

的经济作物数量最多，辖区内武夷山、邵武等地收集

的茶树种质资源份数较多。本次收集到的牧草绿肥

作物主要在福州、三明、南平、宁德、龙岩等地，牧草

分布比较零散，主要分布于大型养殖场，以闽北较

多，绿肥资源主要分布于全省的果园、茶园，水田绿

肥（如红萍）主要分布于闽北地区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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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9个地级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数量大于 50

份的 22 个科进行分析，22 个科包含的种质资源数

量差异较大（图 2）。豆科作物在莆田市（24.67%）、

三 明 市（24.56%）、龙 岩 市（20.33%）、宁 德 市

（20.05%）、福州市（18.98%）等市的占比均较多。

禾本科作物在南平市（20.39%）、泉州市（19.10%）

等市的比例高于其余科，并以南平市收集到的禾

本科作物（157份）数量为最多，水稻是南平市收集

的主要粮食作物，占比达 83.44%。山茶科作物在

南 平 市（19.61%）、泉 州 市（18.40%）、宁 德 市

（18.14%）等市占比较高，南平市和泉州市分别有

省内重要产茶县（市）武夷山和安溪，这两个地区

茶树地方品种丰富；宁德市的周宁和蕉城所在的

鹫峰山脉不仅有丰富的茶树地方品种，同时还有

数量较多的野生或半野生茶种质资源。以南瓜、

丝瓜为代表的葫芦科蔬菜（153 份）在三明市收集

数量较多，这与第二次普查蔬菜调查中三明地区

较喜好南瓜作为蔬菜的结论相似。十字花科在厦

门市、泉州市占比较高，分别为 15.07%和 8.02%。

以 甘 薯 为 主 要 种 质 资 源 的 旋 花 科 在 厦 门 市

（10.96%）、漳州市（8.41%）、莆田市（7.33%）、福州

市（6.24%）、泉州市（6.13%）等沿海地区市收集到

的种质资源比例高于内陆的三明（5.42%）、龙岩

（4.67%）、南平（1.69%）等市。

图2　不同地区种质资源在科水平上的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germplasm resources at the family level in different regions

表3　福建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情况

Table3　Collection statistics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in Fujian province

作物类型

Crop types

蔬菜 Vegetables

粮食作物 Grain crops

果树 Fruiters

经济作物 Cash crops

牧草绿肥

Forage green manures

总计 Total

比例（%）Percentage

三明市 

Sanming 

city

531

382

207

149

17

1286

20.65

漳州市 

Zhangzhou 

city

328

151

465

123

0

1067

17.13

福州市 

Fuzhou

city

309

227

235

73

40

884

14.19

宁德市 

Ningde 

city

263

242

168

175

12

860

13.81

南平市 

Nanping 

city

218

255

164

185

17

839

13.47

龙岩市 

Longyan 

city

225

156

108

65

11

565

9.07

泉州市 

Quanzhou 

city

151

142

65

109

0

467

7.50

莆田市 

Putian

city

31

43

87

21

1

183

2.94

厦门市 

Xiamen

city

35

16

18

9

0

78

1.25

总计 

Total

2091

1614

1517

909

98

6229

100.00

比例（%）

Percentage

33.57

25.91

24.35

14.59

1.57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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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海拔因子驱动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

2.3.1　不同海拔梯度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分布　收集

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分布在海拔 0 ~1368 m，6235 份

资源数量总体呈现随着海拔升高而下降的趋势（图

3），其中分布在海拔0~200 m范围内资源数量最多，

共 2101 份，占比 33.70%；分布在海拔 200~400 m、

400~600 m、600~800 m、800~1000 m、1000 m以上范

围内的资源依次为 1632份、850份、963份、460份、

229份，占比分别为26.17%、13.63%、15.45%、7.38%、

3.67%，不同海拔收集的资源数量随着市所辖县（市、

区）、乡（镇）、村数量减少而呈现减少趋势。

2.3.2　海拔对全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所属科的影响　

在所有收集到的 83个科的作物中，有 24个科的作

物在 6个海拔梯度均有分布，分别是豆科、禾本科、

葫芦科、旋花科、十字花科、石蒜科、芭蕉科、蔷薇

科、天南星科、茄科、姜科、苋科、山茶科、杨梅科、菊

科、柿科、伞形科、荨麻科、满江红科、壳斗科、唇形

科、美人蕉科、五味子科、猕猴桃科。

选取科内种质资源数量大于50份的科，对不同

海拔梯度上资源数量前10的科及主要种进行分析。

从图 4、表 4中可以看出，豆科、禾本科、葫芦科这 3

个科的作物数量在 6个海拔梯度中均在前四位，其

中豆科作物在海拔0~1000 m广泛分布，豆科作物在

本省种类多样，有大豆、菜豆、豇豆、扁豆、利马豆、

饭豆等粮食作物，落花生等经济作物，多花菜豆等

蔬菜作物，是本省收集农作物数量最多的一个科。

无患子科、山茶科和芸香科等科的作物数量受海拔

影响较大，其中数量变化最明显的是无患子科，该

科主要以龙眼、荔枝、红毛丹等热带或亚热带农作

物为主，收集海拔主要集中于0~200 m，当海拔上升

时，收集到的数量呈明显降低的趋势。柚、柑橘、黄

皮等芸香科柑橘属是全省主要果树作物，具有较高

经济效益，其资源收集范围主要在海拔0~200 m，随

着海拔升高，以枇杷、沙梨、桃、中国李、梅为主的蔷

薇科果树逐渐取代芸香科，成为 200~800 m范围内

主要收集果树资源，到了 1000 m以上，较为耐冷的

猕猴桃和黑老虎等野生果树资源取代蔷薇科成为

主要果树收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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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海拔梯度的市所辖县（市、区）、乡（镇）、

村（街道）、种质资源数量分布

Fig. 3　The distribution of counties （cities， districts）， 

townships（towns）， villages（streets） under the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and germplasm resources 

at different altitude

图4　不同海拔梯度农作物在科水平上的分布

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crops at the family level at different altitude class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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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海拔梯度资源数量前10的科及主要代表种类

Table 4　The top 10 families and main representative species with different altitudinal gradient 

海拔（m）

Altitude

0~200

200~400

400~600

资源数量

前10的科

Top 10 families 

in germplasm 

resources number

豆科

无患子科

禾本科

葫芦科

旋花科

十字花科

芸香科

石蒜科

芭蕉科

蔷薇科

山茶科

豆科

禾本科

葫芦科

蔷薇科

芭蕉科

茄科

旋花科

十字花科

石蒜科

豆科

禾本科

葫芦科

山茶科

天南星科

蔷薇科

旋花科

芭蕉科

芸香科

十字花科

主要代表种类

Mainly representative species

大豆、落花生、豇豆、菜豆、

豌豆、野生大豆

龙眼、荔枝、红毛丹

稻、甘蔗、玉米、高粱、大麦、穇

丝瓜、中国南瓜、葫芦、黄瓜、冬瓜、苦瓜

甘薯、蕹菜

芥菜、白菜、萝卜、花椰菜、油菜、普通白菜

柚、柑橘、黄皮、桠柑、柠檬、酸橙

葱、大蒜、韭、藠头、洋葱

香蕉、阿宽蕉、大蕉、芭蕉

枇杷、沙梨、桃、中国李、梅、山莓

茶树、油茶

大豆、豇豆、落花生、扁豆、利马豆、菜豆

稻、薏苡、甘蔗、玉米、

粟、高粱

中国南瓜、丝瓜、冬瓜、葫芦、黄瓜、佛手瓜

沙梨、枇杷、桃、梅、中国李、豆梨

阿宽蕉、芭蕉、香蕉、大蕉

辣椒、马铃薯、茄、烟草、番茄、枸杞

甘薯、蕹菜

芥菜、不结球白菜、萝卜、荠、

油菜、芜青、甘蓝

大蒜、葱、韭、藠头、薤白

大豆、豇豆、菜豆、扁豆、落花生、饭豆

稻、薏苡、高粱、玉米、甘蔗、粟

中国南瓜、丝瓜、葫芦、佛手瓜、

冬瓜、有棱丝瓜

茶树

芋、魔芋、紫萍

沙梨、中国李、枇杷、台湾林檎、樱桃

甘薯、蕹菜

阿宽蕉、香蕉、芭蕉、大蕉

柚、柑橘、金柑、花椒、桠柑、柠檬

芥菜、萝卜、大白菜、芜青、

荠、不结球白菜

海拔（m）

Altitude

600~800

800~1000

＞1000

资源数量

前10的科

Top 10 families in 

germplasm 

resources number

豆科

山茶科

禾本科

葫芦科

壳斗科

蔷薇科

十字花科

天南星科

旋花科

茄科

豆科

山茶科

葫芦科

禾本科

蔷薇科

旋花科

天南星科

薯蓣科

石蒜科

茄科

山茶科

豆科

葫芦科

禾本科

茄科

猕猴桃科

旋花科

壳斗科

天南星科

五味子科

主要代表种类

Mainly representative species

大豆、豇豆、扁豆、饭豆、

利马豆、小豆、菜豆

茶树、油茶

稻、玉米、薏苡、高粱、粟、茭白、画眉草

中国南瓜、葫芦、丝瓜、佛手瓜、黄瓜、苦瓜

锥栗、板栗

沙梨、桃、中国李、杏、麻梨、豆梨

芥菜、油菜、不结球白菜、萝卜、荠、甘蓝

芋、魔芋

甘薯、蕹菜、马蹄金

马铃薯、茄、辣椒、烟草、枸杞

大豆、菜豆、豇豆、扁豆、利马豆、饭豆

茶树、油茶

中国南瓜、葫芦、丝瓜、

佛手瓜、冬瓜、黄瓜

稻、高粱、玉米、粟

沙梨、桃、中国李

甘薯

芋、魔芋

参薯、薯蓣、褐苞薯蓣、山薯、黄独

大蒜、葱、韭、藠头

马铃薯、茄、辣椒、烟草、番茄

茶树

饭豆、豇豆、菜豆、大豆

中国南瓜、丝瓜、葫芦、黄瓜、

佛手瓜

稻、小麦、鹅观草

马铃薯、茄、辣椒

中华猕猴桃

甘薯

板栗、锥栗

芋、魔芋

黑老虎、南五味子

山茶科收集到茶树和油茶 2类作物，并以茶树

为主要农作物，多收集自 200~400 m和 600~800 m。

以板栗和锥栗为主的壳斗科收集份数最多的海拔

在 600~800 m，主要来自于南平建瓯这一全省锥栗

栽培集中中心。

2.3.3　海拔因子与农作物种质资源物种多样性的

相关性分析　分析 22个科农作物收集数量之间的

相关性（图5），结果表明，除山茶科、壳斗科、满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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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3个科外，豆科、禾本科、葫芦科等19个科之间呈

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表明这些科种质资源的分布

规律较一致，收集数量随着海拔升高而逐渐降低，

而山茶科、壳斗科、满江红科等3个科种质资源在不

同海拔分布不均，与其他19个科呈负相关。不同科

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最多的科为旋花科和苋科，其

中旋花科与 7 个、苋科与 6 个科作物呈极显著正

相关。

2.4　海拔、地区与农作物种质资源物种多样性的

相关性分析

结合不同地级市、不同海拔区间分析全省农作

物 种 质 资 源 的 Shannon-Wiener 多 样 性 指 数 和

Brillouin丰富度指数（表5），结果表明这两个指数变

化规律相似，整体趋势为随着海拔升高，指数值逐

渐降低。三明、宁德、龙岩等山区的平均多样性指

数高于福建四大平原所在的福州、莆田、泉州、漳州

等地。不同海拔的多样性差异也较大，作为农田生

态系统，海拔0~200 m是沿海地区漳州、福州、宁德、

泉州、莆田、厦门等 6 个地级市种质资源 Shannon-

Wiener多样性指数和Brillouin丰富度指数最高的海

拔区间；海拔 200~400 m、400~600 m、600~800 m是

闽西北山区如龙岩、三明、南平地区等3个地级市种

质资源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Brillouin丰富

度指数较高的海拔区间。漳州在 200~400 m、400~

600 m，福州在 200~400 m、400~600 m、600~800 m、

800~1000 m 等海拔区间的 Shannon-Wiener 多样性

指数和Brillouin丰富度指数高于同为沿海地区同海

拔的莆田、泉州、厦门等地。另外，在海拔 600 m以

上宁德市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Shannon-Wiener 多样

性指数和Brillouin丰富度指数均较高。

Simpson优势度指数反映了不同海拔区间物种

群落的集中程度，数值越大，种类在区域的分布越

集中，优势群落越明显。在海拔 0~200 m，Simpson

优势度指数与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具有相

同的趋势，福州、宁德、泉州、厦门等沿海地区的

Simpson优势度指数高于三明、南平、龙岩等山区。

*、**、***分别表示在0.05、0.01、0.001水平上显著相关；红色部分表示正相关，蓝色部分表示负相关

*， **，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at the levels of 0.05， 0.01， and 0.001， respectively；

Red mean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lue indicates negative correlation

图5　22个科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在不同海拔区间的相关性分析

Fig.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from 22 families at different al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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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lou均匀度指数体现了物种的分布均匀性，除收

集样本量较小的厦门市，在海拔 0~200 m，漳州市、

福州市、南平市、泉州市和莆田市的Pielou均匀度指

数较低。漳州市、龙岩市、莆田市和福州市在海拔

200~400 m、400~600 m 以及宁德市、龙岩市、泉州

市、厦门市在海拔 600~800 m、800~1000 m的Pielou

均匀度指数普遍较高，说明这些地区的农作物种质

资源在上述海拔区间收集的种类和数量较均匀。

表5　9个地级市不同海拔梯度的物种多样性比较

Table 5　Comparison of diversity at different altitude levels in 9 prefectural cities

多样性指数

Diversity index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

Brillouin

丰富性指数

H

Simpson

优势度指数

D

Pielou均匀度

指数

EH

海拔（m）

Altitude

0~200

200~400

400~600

600~800

800~1000

＞1000

0~200

200~400

400~600

600~800

800~1000

＞1000

0~200

200~400

400~600

600~800

800~1000

＞1000

0~200

200~400

400~600

600~800

800~1000

＞1000

三明市

Sanming 

city

2.4733

2.9254

2.7526

2.8145

2.7927

2.1665

4.1821

6.1166

6.4143

6.5888

6.6059

2.9697

0.8997

0.9184

0.8723

0.9033

0.8921

0.8966

0.8400

0.7985

0.7567

0.7794

0.7987

0.9035

漳州市

Zhangzhou 

city

3.1118

2.6905

2.6987

1.7012

1.8393

1.2730

7.5317

5.8285

4.9049

3.8919

2.7291

1.3654

0.9351

0.8890

0.9258

0.6461

0.8590

0.7778

0.7914

0.7990

0.8864

0.5778

0.8845

0.9183

福州市

Fuzhou 

city

3.0969

2.7322

2.8984

2.6415

2.4056

0

7.0592

4.8653

5.7215

5.0677

3.6996

0

0.9356

0.9216

0.9387

0.9002

0.9080

0

0.8184

0.8597

0.8896

0.7927

0.8883

0

宁德市

Ningde 

city

3.1167

1.9056

2.1034

2.7773

2.6464

2.6271

6.5041

3.4595

3.7935

5.5325

4.7274

5.4308

0.9471

0.7272

0.8211

0.9095

0.8942

0.8874

0.8914

0.6726

0.7143

0.8166

0.8123

0.7971

南平市

Nanping 

city

2.6058

2.6098

2.3488

1.5726

2.1331

1.1180

4.7835

5.6537

4.0910

3.3418

3.0010

2.7091

0.9030

0.8819

0.8611

0.6175

0.8915

0.4259

0.8095

0.734

0.7841

0.5672

0.8896

0.4499

龙岩市

Longyan 

city

2.2475

3.2053

2.8900

2.7305

2.4133

0.6365

3.6865

7.5530

6.5516

5.1370

3.9013

0.9102

0.8770

0.9459

0.9101

0.9151

0.9206

0.6667

0.8516

0.8522

0.8195

0.8592

0.9145

0.9183

泉州市

Quanzhou 

city

2.8609

1.4008

1.6682

1.9094

1.5596

0

6.3227

2.3784

2.2735

2.5115

1.9236

0

0.9131

0.5875

0.8242

0.8317

0.8929

0

0.7923

0.5637

0.8573

0.8293

0.9690

0

莆田市

Putian

city

2.5732

1.9796

1.3863

0.5623

0

0

5.3467

3.1138

2.1640

0.7213

0

0

0.8803

0.8497

1

0.5000

0

0

0.7722

0.8597

1

0.8113

0

0

厦门市

Xiamen city

2.4491

1.7479

0

2.2048

1.4735

0

3.9178

2.5695

0

3.5088

2.0121

0

0.9092

0.9524

0

0.9487

0.7576

0

0.8833

0.9755

0

0.9575

0.8224

0

对不同海拔梯度的 4 种物种多样性指数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图6），结果表明农作物种质资

源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与Brillouin丰富性

指数在 6 个海拔梯度均呈极显著正相关，海拔 0~

200 m、400~600 m、600~800 m、800~1000 m、1000 m

以上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与Simpson指数

呈极显著正相关，海拔200~400 m、400~600 m、800~

1000 m、1000 m以上的Simpson优势度指数与Pielou

均匀度指数呈极显著正相关。

对不同地级市收集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物种

多样性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图 7），结果表明三明

市和龙岩市、漳州市和南平市、漳州市和莆田市的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呈极显著正相关，漳州

市与莆田市的 Brillouin 丰富性指数呈极显著正相

关。收集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中，三明市和龙岩市科

总数皆为54个，其中39个科作物相同，相同科数占

科总数的79.63%；漳州市与南平市科总数分别为57

和 45，2个地区有 38个科作物相同，相同科数分别

占科总数的 66.67%和 84.44%；莆田市与漳州市科

总数分别为 31和 57，2个地区有 28个科作物相同，

相同科数量占莆田市科总数的90.32%，具有相同科

的比例高于其余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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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海拔梯度的物种多样性指数相关性

Fig.6　Correlation of species diversity index at different altitudes

图7　不同地区物种多样性指数的相关性分析

Fig. 7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pecies diversity index in different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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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与泉州市、龙岩市种质资源 Simpson优

势度指数呈极显著正相关，莆田市与龙岩市种质资

源的Pielou均匀度指数呈极显著负相关，福州市与

泉州市的 Pielou 均匀度指数呈极显著正相关，这 2

个地区分别有 63.60%和 50%的种质资源皆收集于

海拔0~200 m，除200~400 m和400~600 m处的种质

资源数量稍不一致，其他海拔区间收集数量变化

一致。

3　讨论

3.1　福建省不同农业经济分区农作物种质资源的

多样性

从全省收集的作物种类在地区和海拔中的差

异及相关性发现，0~200 m是全省四大平原所在的

沿海地区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Brillouin丰

富度指数最高的海拔区间，而 200~800 m的闽西北

内陆地区收集种质资源的 Shannon-Wiener 多样性

指数和Brillouin丰富度指数高于同海拔的闽南沿海

地区，符合人为影响强烈及农耕地区，山区往往比

平原具有更多的生物种类的一般规律［9］。同时沿海

和内陆不同地区不同海拔收集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种类和数量有明显差异，这与福建省闽东南沿海农

业经济区和闽西北内陆农业经济区2大农业经济分

区有关。福建依山面海，沿海与内陆在地貌、气候、

植被、土壤、水分等自然条件和人口分布、农业生产

历史、工业交通设施、对外开放程度等社会经济条

件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闽东南沿海农业经济区

所在的沿海地区，地貌以低山丘陵和平原为主，包

含福建省四大平原，气候以南亚热带为主，并伴有

中南亚热带过渡区气候，光温条件较闽西北内陆区

优越，农作物可一年三熟，热带作物、中南亚热带果

树及茶树等生长良好，是全国重要的水果、茶叶产

区［3］。同时由于闽东南沿海农业经济区经济开放较

早，区内的莆田地区，原来主要种植荔枝与龙眼等

果树，但作为台商投资热点地区，在收集的作物中，

仙人掌科的火龙果逐渐取代了传统果树，成为这次

普查与调查中该地区的主要变化。而外向型农业

的主要地区——厦门市、泉州市和漳州市，依靠经

济特区、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台商投资区等特殊

政策，成为全省传统的出口蔬菜生产优势区和东南

沿海地区蔬菜出口基地，十字花科和茄科蔬菜，如

芥菜、萝卜、普通白菜、花椰菜、辣椒等的供应涵盖

了东南亚及日韩等。闽西北内陆农业经济区地处

闽西、闽中两大山带及山带间盆谷，地貌以山地丘

陵为主，中亚热带气候，该区集中了全省主要的商

品粮基地县和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粮食生产商品

率高，根据福建省第三次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

示，南平市、三明市和龙岩市3个地级市耕地面积较

大，占全省耕地的 51%。其中三明市是闽西北地区

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全省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全

国最大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作为调查县最多的

市、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收集到的丝瓜种质资源

高于其他地区。南平市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是农业

生产特别是水稻生产的黄金宝地，该市的浦城县位

于福建省最北端、闽浙赣三省交界处，是福建省最

早的商品粮基地县，素有“闽北粮仓”之称，本次浦

城县收集到红米、大冬糯、黑米等9份形态和功能各

异的水稻种质资源。同时闽西北由于农户普遍处

于山区，交通较为不便，且与该区的客家地区特殊

习俗有关，因此保留了较多古老的水稻种质资源，

使得在该区收集的水稻种质资源数量高于闽东南

沿海农业经济区。但在甘薯种质资源上，闽东南

沿海农业经济区和闽西北内陆农业经济区由于气

候差异，反而是前者数量高于后者，这是因为闽东

南沿海地区旱地多，比较适宜栽培甘薯；漳州和泉

州等主产区气候温和，甘薯生长期长，特别是部分

种植县冬季无霜，一年四季均可栽培，是我省鲜食

甘薯主要产区，而闽西北地区是全省甘薯的特色

产区，山地小规模种植居多，适应小气候的地方品

种才得以保存下来。果树种质资源方面，与沿海

地区不同的是，闽西北内陆农业经济区果树主要

以落叶果树为主，如壳斗科的板栗和锥栗，蔷薇科

的桃、梨，猕猴桃科的猕猴桃等种类的果树野生资

源和地方品种收集数量较多，而闽东南沿海地区

以常绿果树、热带果树的地方品种为主，如无患子

科的龙眼和荔枝，芭蕉科的香蕉，蔷薇科的枇杷，

桃金娘科的番石榴，杨梅和橄榄也是该区的特色

果树。果树种质资源收集份数最多的是闽东南沿

海地区的漳州市，该市是全省的热带地区，果树资

源丰富，是全省柚类、香蕉、龙眼、杨梅、青梅、荔枝

等作物的主要产区。

3.2　福建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与其他省份的

比较

本次普查收集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种类丰富，

6235份种质资源总计归类到 83科，229 属，313种，

数量前 10 的科主要是豆科、禾本科、山茶科、葫芦

科、旋花科、蔷薇科、十字花科、无患子科、芭蕉科、

芸香科，共占比 67.60%，与广东省在第三次普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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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行动中前 10 数量的种质资源占比 70.3%［10］比例

近似，且有 6个科的重叠，说明在地理位置相近、气

候类型相似地区，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的种类和数

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长期以来，豆科作物在福建

省人们的粮食组成和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特别是闽西北山区的三明市和龙岩市，是福建客家

文化的主要聚集地，虽然经济发展与农业主导产业

与沿海相差较大，但保留了作物种类繁多、功能各

异、利用方式不同的豆科作物。譬如在三明市将乐

县的非遗“擂茶”文化中，不同的豆类作物是重要的

佐料；在三明市泰宁县等地，拥有 1000年历史的游

浆豆腐寓意吉祥，龙岩连城四堡漾豆腐寓意富贵，

拥有 800 年历史的三明清流豆腐皮和闽西八大干

之一的龙岩长汀豆腐干等，都是客家文化通过豆科

作物在全省传承和发展的象征。根据调查，福建省

豆科植物种类位居第三，仅次于菊科和禾本科［11］；

在本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中，豆科农

作物收集到的种类数仅次于禾本科的25个种31个

属，但总数最多。由于豆科作物营养价值高，是植

物蛋白的主要来源，且同时兼具粮食和蔬菜、经济

作物、牧草等多种功能，因此收集到的作物类别多，

数量也最多，这与广东［10］、重庆［12］等的普查收集、

山东省沿海地区［13］、山西省干旱地区［14］进行的农

作物种质资源调查结果相同。但不同地区豆科占

比不同，福建省豆科占总数 16.04%，低于广东省的

25.29%，山东沿海的 60.26%，山西省干旱地区的

44.90%，这可能与福建可用耕地面积与农业发展

方向有关。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是人均耕地最少、

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的省份。但全省农业多样

性资源丰富，多样性农业特点突出，茶叶、蔬菜、水

果等 8 个特色农业全产业链蓬勃发展［15］。本次普

查收集中，收集到的蔬菜占比 33.57%，果树占比

24.35%、经济作物占比 14.59%，充分体现了福建省

特色农业方向及农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16］。豆科

中食用豆比例为 13.86%，而广东第三次普查食用

豆占比为 20.9%，说明即使地理位置相近，但是在

对食用豆的具体利用上，两省仍有一定的差异。福

建省豆科总计有 19个属 26个种，高于广东省 14个

属 19 个种，也高于在山东沿海调查到的 5 个属 10

个种、山西干旱地区的 6个属 10个种，这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福建省地形崎岖不平，山多平地少，交通

较为不便，生境片段化。福建地形无论是在水平方

向还是垂直方向上，地貌、气候、土壤、植被、水文、

地质等自然地理要素均表现出明显的分异特征，不

仅影响耕地形成发育和利用［17］，也对农作物种质

资源的种类与利用产生较大影响，从而影响全省豆

科作物的种类及分布。

3.3　地区对全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数量及物种

多样性的影响

农作物多样性是一个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

区域综合体，是人类文化多样性与自然生物多样性

相互作用的结果。影响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全球性

的主导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18-19］，该因素不仅影响

生物多样性，也是农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的主要影

响因素。本研究发现，9个地级市中社会经济越发

达的地区收集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数量与类型越少，

反之，收集野生农作物多样性越丰富的地区，则地

区社会经济则较为落后，这与黄昭奋等［20］的社会

经济越发达，农业生物多样性越减少的结论基本一

致。在全省 9 个地级市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数量

上，三明市收集数量高于其余地级市。由于每个

普查县和调查县征集和收集目标数固定，因此 9

个地级市最终收集的种质资源总数与其辖区内包

含的调查县数量、市所辖的乡镇数、自然村数量相

关。调查县多的地级市，收集的种质资源份数最

多，譬如三明和漳州两市皆有 5 个调查县，其收集

的种质资源数据份数都高于调查县较少的福州

市、南平市和宁德市。而调查县数量的多少与该

地区所辖的县（市、区）关系密切，三明市和漳州市

所包含的县（市、区）分别为 12 和 11 个，高于其他

地级市，所以其普查与调查收集种质资源的份数

也远高于其他地级市。而莆田和厦门两市，所辖

地面积较小，社会经济发达，没有调查县，莆田市

总计有 5 个普查县，厦门市 6 个区中只有 2 个普查

县，所以种质资源收集数量远低于三明和漳州等

市。虽然沿海地区的农业生产占社会经济比例较

小，但仍有较多古老地方品种亟需抢救性收集与

保护。沿海岛屿地区的植物耐风耐盐碱，具有重要

的作物改良前景，但由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变化

剧烈，调查发现多年生野生大豆这类国家二级保护

植物濒临灭绝。沿海地区作为种质资源受威胁最

大、濒危程度最高的地区，如不进行抢救性调查和

收集，一些珍贵的种质资源可能将永久消失［13，21］；

所以应加强福建沿海及其岛屿地区的农作物种质

资源考察收集。

3.4　海拔对全省农作物种质资源物种多样性的

影响

在福建省所处的中纬度（20~30°）地区，物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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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变化与环境变量相关性最强，反映了环境筛选的

重要性。在较小的采样范围内，与空间变量的相关

性更强；在较大的采样范围内，环境变量的影响更

大［22］。在福建省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中，海拔是

影响全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重要的环境变量。

海拔对光、温、水等气候因素的影响非常明显，尤其

是对温、水的影响。一般海拔高度每增加 100 m，

气温下降 0.5 ℃~0.7 ℃，气温降低相似于向北移动

1个纬度［15］。在部分鉴定评价的水稻种质资源中，

海拔 0~600 m地区收集到 117份籼稻资源，高于 71

份粳稻，这与籼稻适宜种植在低海拔湿热地区，粳

稻则较适于高海拔种植有关。海拔同样影响果树

的收集数量，如无患子科和芭蕉科等南亚热带喜

温树种，随着海拔升高，数量降低较为明显，这与

海拔过高，荔枝、龙眼、香蕉等果树不耐寒，无法安

全越冬有关。山区因海拔升高导致的农作物生长

热量不够和生长期短问题比较严重，如武夷山东

南坡 500 m高度能生长枇杷，而海拔 750 m虽能生

长，但开花多结果少，西北坡枇杷一般长在海拔

350 m以下。对于部分地区，海拔可以成就当地的

农业特色，高海拔冷凉气候条件可造就农作物种

质资源特殊的品质。宁德市境内为全省畲族聚集

主要地区，也是鹫峰山脉分布主要地区，地貌以中

低山为主，整体海拔较高，是全省高山反季节蔬菜

的主要种植区域之一，该地区收集到具有地区特

色的高山马铃薯数量远高于其余地区。同理还有

茄科作物，海拔 200~800 m 收集比例增多，与普查

与调查县多分布于三明和南平等中高海拔内陆山

区，且多为全省高山蔬菜和高山茶叶广泛分布地

区有关，所以农业生产上，海拔与气候、土壤类型、

地形和耕作难度等因素紧密关联。在本次普查收

集行动中种质资源收集数量总体随着海拔升高呈

逐 渐 下 降 趋 势 ，福 建 收 集 农 作 物 种 质 资 源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与海拔的关系与物种

多样性随海拔升高而降低原则相似［8］，但由于农

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与人类活动及经济效益相

关，所以不同地区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及其

利用方式的变迁不仅随着地理环境发生变化，还

受农业政策［18］、生产方式、生计策略［23］、种植历

史、饮食喜好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省份同种作物

的海拔分布差异较大，如在重庆地区农作物种质

资源收集过程中，海拔 800 m 以上各类蔬菜资源

分布最多，占比达 51.17%。这与本研究收集结果

相差较大，福建在海拔 0~400 m 收集到的蔬菜种

质资源占比最大，为 58.35% ，海拔 0~200 m 收集

数量高于 200~400 m。这与重庆地区平均海拔较

高，而本研究收集的蔬菜种质主要集中于福州以

南沿海低海拔平原和盆地有关［16］。但部分作物多

样性方面仍需考虑经济成本与适生环境之间的矛

盾，如茶树种质资源可在高海拔种植且品质较好，

但海拔越高，经济成本越高。本次收集数量占山

茶科作物 98.65%的茶树种质资源，是本次调查中

山茶科作物的主要种类，并以中小叶茶为主，不同

海拔茶树种质资源占比显示，海拔 200~400 m 茶

树种质资源占比最多（40.95%），200~800 m 占比

达 78.00%，200 m 以上山茶科作物占 94.75%，与中

小叶茶种质资源适宜种植于海拔 200~800 m 的福

建山地结论相似［20］。200 ~800 m 海拔分布有多个

茶叶资源圃，如漳州平和的茶叶资源圃在 600~

800 m，泉州安溪和武夷山的茶叶圃在 200~400 m，

同时山茶科作物也是海拔 1000 m 以上能够收集

到的主要优势农作物，说明山茶科作物在海拔高的

地区具有一定适生性，且资源圃经营经济成本也在

可控范围。全省收集茶树种质资源来源较广，其中

宁德周宁、蕉城、屏南等地收集的茶叶种质资源份

数较多，这与宁德市是全省茶树生产的重要产区有

关，该市有着茶叶生产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及茶叶生

产远销的历史，蕉城天山菜茶、周宁汤家山村茶、周

宁紫芽茶树品种等地方品种数量丰富且各有特点，

不同采集地的野生或半野生茶树资源差异明显［24］。

在利用方面，通过专家初步鉴定评价，收集的野生

或半野生茶叶适制乌龙茶、绿茶、红茶等多种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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