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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野生草莓主要分布区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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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是世界上草莓属植物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具有丰富独特的野生种质资源。遗传资源的有效利用是草莓种质创

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了厘清我国野生草莓种质资源的种类和分布规律，从 2016-2023 年历时 8年时间对我国的草

莓野生资源进行了调查收集研究。共在云南、黑龙江、湖北等 10 个省、市、自治区 26个县域收集草莓野生资源 172 份。根

据生物学性状，可归类为 8个草莓野生种，其中五叶草莓（F. pentaphylla）60 份、黄毛草莓（F. nilgerrensis）42份、

西南草莓（F. moupinensis）29 份、森林草莓（F. vesca）8 份、东方草莓（F. orientalis）5 份、东北草莓（F. mandschurica）

15 份、中国草莓（F. chinensis）10 份、伞房草莓（F. corymbosa）3 份。总体的分布情况可划分为四个区域，西部地区主

要分布五叶草莓、黄毛草莓、西南草莓和中国草莓 4个种，华中地区主要分布黄毛草莓和中国草莓，华北地区主要分布伞房

草莓，东北地区主要分布森林草莓、东方草莓、东北草莓 3个种。同时，通过考察获得了特异的草莓野生资源，如粉果类型

的五叶草莓，极芳香的黄毛草莓，果实风味好的东方草莓等。这些结果让我们对我国的草莓野生种质资源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也将为资源的保护、利用和科学研究提供有力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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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one of the main distribution areas of the genus Fragaria with typical and unique wild germplasm resources.

The utilization of these genetic resource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ermplasm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strawberry.

To figure out the taxonomy and distribution patten of the wild strawberry species in China, we conducted the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research over a period of 8 years, from 2016 to 2023. A total of 172 wild strawberry accessions were collected from 26

counties of 10 provinces including Yunnan, Hubei and Heilongjiang etc. According to thei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172

accessions were classified into 8 species: F. pentaphylla (60 accessions), F. nilgerrensis (42 accessions), F. moupinensis (29

accessions), F. vesca (8 accessions), F. orientalis (5 accessions), F. mandschurica (15 accessions), F. chinensis (10 accessions), and F.

corymbosa (3 accessions).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major regions, the western China mainly distributed four

wild species including F. pentaphylla, F. nilgerrensis, F. moupinensis and F. chinensis; the central China mainly distribute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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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lgerrensis and F. chinensis; the northern China distributed F. corymbosa; and the northeastern China mainly distributed three species

such as F. vesca, F. orientalis and F. mandschurica. Also some specific wild resources were identified in our investigation, like F.

pentaphylla with pink fruits; F. nilgerrensis with aromatic fruits; and F. orientalis with good flavor fruits; etc. These findings given us

a more impres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wild strawberry germplasm resources, and provided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ervation,

utiliz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th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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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属植物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亚洲、欧洲和美洲是其三个起源及分布中心。草莓属现认定 25个

种，染色体基数为 7，倍性变化丰富，包括 13个二倍体种、5个四倍体种、1个五倍体种、1个六倍体种、

3个八倍体种和 2个十倍体种
[1-3]。

我国野生草莓种质资源丰富，自然分布 13个种，为 8个二倍体种和 5个四倍体种。二倍体草莓中，五

叶草莓（F. pentaphylla Lozinsk.）和中国草莓（F. chinensis Lozinsk.）为我国的特有种；四倍体草莓种几乎只

分布在我国。前期调查研究发现：秦巴山区[4-6]、云贵高原[7, 8]、东北地区[9]、西藏与新疆[10]等区域为我国野

生草莓的主要分布区。但是，我国对草莓野生资源的调查分类研究尚不完善，仍未摸清不同草莓种的分布

区域及规律，有待开展长远的具有规划性的研究。

本研究依托国家草莓种质资源圃，由中国园艺学会草莓分会发起组织，前后历时 8年时间（2016-2023

年）对我国的草莓野生资源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调研和分类研究，为后续野生资源的研究利用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考察地点和时间

本研究中的考察地点主要为：（1）当地农业或植物研究科研人员确定的草莓野生资源主要分布区；（2）

当地科研人员或农户曾经发现过草莓野生资源但其种属分类需要进一步确定的地点。考察时间主要为野生

资源的开花结果时期。具体时间和地点如表 1所示。

表 1 草莓野生资源考察地点与时间

Table 1 The place and dat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wild strawberry resources

考察时间

Date of investigation

考察地点

Place of investigation

区域编码

Area code

2016/05/27-2016/06/02 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 Q1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 Q2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 Q3

西藏林芝市米林市 Q4

2017/06/23-2017/06/25 云南省楚雄市大姚县 Q5

云南省大理市洱源县 Q6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 Q7

2018/05/28-2018/06/01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 Q8

2019/06/29-2019/07/06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尚志市 Q9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 Q10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 Q11



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 Q12

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 Q13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 Q14

2021/06/02-2021/06/11 甘肃省陇南市成县 Q15

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 Q16

甘肃省陇南市康县 Q17

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 Q18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 Q19

2022/07/07-2022/07/11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 Q20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Q2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 Q22

2023/06/12-2023/06/20 湖北省恩施市利川市 Q23

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 Q24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 Q25

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 Q26

1.2 考察设备

根据考察要求，准备考察用品如下：

GPS 定位仪（集思宝 G120BD）：采用 GPS和北斗双星定位，用于记录样品采集地点的地理位置，包

括经纬度和海拔高度。

照相机（SONY NEX-7）：用于记录野生资源的生物学性状，采样地点的生态环境以及考察人员的工作

情况等。

手持数显糖度计（Atago PAL-1）：用于检测果实糖度。

手持电子称：用于测定果实单果重。

样品采集数据表：用于记录样品的编号、采集地点、地理位置信息（海拔、经纬度）、种属分类以及

特异性状。

样品采集工具：包括园艺铲，标签，样品袋，记号笔。用于采集、标记样品，防止混杂。

毛巾或者吸水纸：用于包裹样品根部，防止失水，保证样品的成活率。

1.3 野外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参照郑殿升等
[11]在《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技术规程》中描述的草本作物野生资源的采集方法

进行，略有修改。具体如下：（1）在考察地点有不同草莓野生种分布时，每个野生种都应采集，并注意区

分，尤其当目标对象为雌雄异株时，尽量收集齐全；（2）同一地点只有单一野生种分布时，若形态特征无

差异，则根据范围大小选取 1-3个采集点；（3）具有特异性状的野生资源进行单独收集；（4）暂时无法分

辨的野生种质单独收集。样品采集数量以保证成活为准，一般采集 3-5株。每个样品应做好标记，并在采集

数据表中记录详细信息。

1.4 野生草莓性状描述

根据《中国植物志》
[12]中记录的植物分类和方法，对收集的草莓属植物进行性状描述和分类。



2 结果与分析

2.1 考察所获草莓野生资源的种类与数量

本研究从 2016年至 2023年期间，分别在我国四川省、陕西省、西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黑龙

江省、吉林省、甘肃省、湖北省和河北省的部分草莓野生资源分布区域进行了实地调研，对当地分布的草

莓野生资源种类进行鉴别，并完成了样本收集及保存。通过调研发现：在 10个省份区域，主要分布有 8个

草莓野生种，分别为五叶草莓、黄毛草莓、西南草莓、森林草莓、东方草莓、东北草莓、中国草莓和伞房

草莓。其中，五叶草莓、黄毛草莓、森林草莓、东北草莓和中国草莓为二倍体。五叶草莓与森林草莓在野

生状态下发现不同果实颜色类型，五叶草莓具有红果、粉果、白果三种类型，白果类型为优势种；森林草

莓具有红果、白果两种类型。西南草莓、东方草莓、伞房草莓为四倍体，全部为雌雄异株，一般情况在同

一地区雌株和雄株均有分布。通过考察收集，共获得草莓野生资源 172份，包括五叶草莓 60份（白果类型：

40份；红果类型：7份；粉果类型：13份）；黄毛草莓 42份；西南草莓 29份，森林草莓 8份（白果类型：

4份；红果类型：4份），东方草莓 5份，东北草莓 15份，中国草莓 10份，伞房草莓 3份，具体信息如表

2。

表 2 草莓野生资源考察收集名录

Table 2 The list of the wild strawberry resources collected by our investigation

收集区域 a

Collection area

收集资源

Collected resources

收集区域 a

Collection area

收集资源

Collected resources

Q1 五叶草莓 27份 b，其中粉果类型 10 份 Q14 东北草莓 6份

Q2 五叶草莓 9份，其中红果类型 1份；黄毛草莓 4份 Q15 五叶草莓 5份，其中红果类型 2份

Q3 五叶草莓 6份，其中粉果类型 1份 Q16
五叶草莓 4份，其中红果类型 2份；中国草莓

2

Q4 西南草莓 7份，黄毛草莓 1份 Q17 五叶草莓 2份，其中粉果类型 1份

Q5 黄毛草莓 4份 Q18
五叶草莓 4份，其中红果类型 1份，粉果类型

1份

Q6 黄毛草莓 2份 Q19
五叶草莓 3份，其中红果类型 1份；黄毛草莓

1份

Q7 西南草莓 14份，黄毛草莓 3份 Q20 黄毛草莓 1份

Q8 西南草莓 6份，黄毛草莓 4份 Q21 西南草莓 2份，黄毛草莓 1份

Q9
森林草莓 7 份 c，其中红果类型 3 份；东方草莓 1

份
Q22 黄毛草莓 2份

Q10 东北草莓 6份 Q23 黄毛草莓 2份

Q11 东方草莓 4份 Q24 黄毛草莓 3份

Q12 东北草莓 3份 Q25 黄毛草莓 14份，中国草莓 8份

Q13 森林草莓 1份，为红果类型 Q26 伞房草莓 3份

a
收集区域详细信息见表 1；

b
野生状态下，五叶草莓白果类型为优势种，因此未进行特殊标注的五叶草莓均为白果类型；

c
森林草莓标注了红果类型的

份数，其余为白果类型

a the detail information of collected area were showed in Table 1; b the white-fruited type of F. pentaphylla was dominant in the wild, so the unlabeled numbers of

F. pentaphylla were white-fruited type; c the labeled numbers of F. vesca were red-fruited type, the rest were white-fruited type.

2.2 考察所获草莓野生资源的分布分析

对本研究获得的 8 个草莓野生种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明确其适应性区域及分布特性。总体来说，本



研究考察区域可划分为四个部分，西部地区主要分布五叶草莓、黄毛草莓、西南草莓、中国草莓四个野生

种；华中地区主要分布黄毛草莓、中国草莓两个野生种；华北地区分布伞房草莓一个种；东北地区主要分

布东北草莓、森林草莓、东方草莓三个种（图 1）。

图 1 考察区域的草莓野生资源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wild strawberry resources in the investigated areas

从不同野生种的角度来看，黄毛草莓的分布范围最广，在四川、陕西、西藏、湖北、云南和贵州均有

分布，适应南亚热带干热河谷季风，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季风等多种气候带类型。海拔范围从 1099~3393

m，与五叶草莓、西南草莓、中国草莓均有重叠分布区。五叶草莓主要分在川、陕、甘三省的交界地带，海

拔范围处于中等高度，为 1041~2415 m。西南草莓主要分布在西藏、云南和贵州的高海拔地区（2597~3393 m）。

中国草莓主要分布在甘肃和湖北，海拔范围 1703~1911 m，在甘肃省与五叶草莓重叠分布，在湖北省与黄毛

草莓重叠分布。东北地区分布的 3个种海拔范围均较低，分别为森林草莓 276~420 m，东北草莓 266~806 m，

东方草莓 295~407 m。其中，森林草莓和东北草莓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均有分布，但本考察未发现重叠分布

区域。东方草莓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在尚志市同时分布有东方草莓和森林草莓。伞房草莓主要分布在河

北省，海拔范围为 1822~1836 m（图 1，表 3）。

表 3 考察收集的不同草莓野生种的海拔分布范围

Table 3 Altitudinal range of different strawberry wild species collected from the investigation

草莓野生种

Strawberry wild species

海拔（m）

Altitude (m)

草莓野生种

Strawberry wild species

海拔（m）

Altitude (m)

黄毛草莓

F. nilgerrensis
1099-3393

森林草莓

F. vesca
276-420

五叶草莓

F. pentaphylla
1041-2415 东北草莓

F. mandschurica
266-806

西南草莓

F. moupinensis
2597-3393 东方草莓

F. orientalis
295-407

中国草莓

F. chinensis
1703-1911

伞房草莓

F. corymbosa
1822-1836

2.3 考察所获草莓野生种的性状与特异种质资源

审图号 GS（2016）1593 号



由于野生草莓引种至低海拔，多表现为难以开花结果，因此在原生境进行草莓野生种的性状观察与分

类鉴别也是资源考察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发现野生资源的特异类型，挖掘研究利用的潜力。对本研究考察

收集的 8个草莓种进行了形态特征描述及特异类型归纳。

五叶草莓（F. pentaphylla Lozinsk. 2n=2x=14），我国特有二倍体草莓种。植株较矮小，株高 6-15 cm，

新茎分枝能力强。其显著特点是具有羽状五小叶，叶片正面几乎不被绒毛。匍匐茎红色，单轴分枝。花序

高于叶面，雄蕊高于雌蕊。在本研究考察地区，花期一般为 4-5 月，果期 5-6月。果实存在白色、红色、粉

色三种类型，卵圆形或椭圆形，白果类型为优势类型，风味更浓，具有香味。考察调研发现了大果类型、

芳香类型（一般表现为白果带有果颈）及顶部多叶类型等特异种质（图 2 A-D）。

黄毛草莓（F. nilgerrensis Schlecht. 2n=2x=14），二倍体野生草莓种。植株较高，约 12-18 cm，生长势

强，叶柄及匍匐茎均粗壮。叶、叶柄、匍匐茎、花梗布满绒毛，匍匐茎红色，合轴分枝。花瓣卵圆形，分

离着生。果实白色，部分类型果面伴有红晕，圆球形，有香味，另有俗称“香泡儿”。花期在不同分布区

域差异较大，为 5-7月。考察发现：不同区域黄毛草莓成熟期差异显著，在四川省巴中市 5月底果实已经成

熟，而云南省楚雄市 7月底才开始结果。同时，在神农架林区发现了桃香味极为突出的黄毛草莓资源（图 2

E，F）。

森林草莓（F. vesca L. 2n=2x=14），为世界范围内分布最广泛的二倍体草莓种，草莓属模式植物。植株

较矮，全株绒毛少。叶正面近无毛，背面具紧贴绒毛。匍匐茎合轴分枝，存在不易发生匍匐茎类型。花瓣

倒卵圆形, 前端具缺刻，花丝平或者低，萼片平展微反折。果实圆锥形，种子凸，具有红果、白果两种类型。

本研究中，在黑龙江省尚志市，发现大片森林草莓红、白果混生区，均为易抽生匍匐茎种质资源，且白果

类型具有特殊香味（图 2 G-I）。

东北草莓（F. mandschurica Staudt. 2n=2x=14），。植株较高，全株绒毛多。羽状三小叶，叶柄有直立

绒毛。新茎多，匍匐茎合轴分枝。花瓣稍叠生或离生，花丝高于雌蕊，单花序花朵较多。果实为红色，果

肉白色，种子黄绿色，常凸于果面。通过考察在黑龙江省收集到了果实芳香的东北草莓资源（图 2 J，K）。

中国草莓（F. chinensis Lozinsk. 2n=2x=14），我国特有的二倍体草莓种。植株纤细，羽状三小叶，叶柄

无毛或极稀疏。匍匐茎单轴分枝。花瓣稍叠生或离生，每个花序 2~6朵花。果实红色，球形，宿存萼片平

展。种子凹于果面。在神农架林区考察获得了植株高大、果实也较大的中国草莓特异种质（图 2 L，M）。

东方草莓（F. orientalis Lozinsk. 2n=4x=28），四倍体草莓种。株高中等，叶背面常紫红色，三小叶近无

柄或仅中心小叶具极短的柄。匍匐茎合轴分枝。花序高于叶面，花瓣叠生，雌雄异株。果实半球形，有香

味。本研究考察分别收集到了雌、雄株，鉴定出果实风味好的东方草莓资源，可用于品质性状研究及遗传

改良（图 2 N-P）。

西南草莓（F. moupinensis (Franch.) Card. 2n=4x=28），我国特有四倍体草莓种。植株极矮小~较高大。

羽状五小叶或三小叶，下部的两小叶要小一些（注意与五叶草莓的区分）。叶片正面被有稀疏直立的绒毛，

背面的绒毛紧贴。匍匐茎红色，绒毛向前紧贴，单轴分枝。随着海拔的升高，绒毛会变稀少。单个花序花

朵较少为 1-4朵，雌雄异株。果实红色，萼片紧贴果实，种子凹陷。考察过程中，在西藏获得了绒毛稀少的

种质类型；在云南发现了长果形种质；在贵州发现了植株较为高大的特异种质（图 2 Q-S）。



伞房草莓（F. corymbosa Losinsk. 2n=4x=28），我国特有四倍体草莓种。植株较高，15 cm 左右。多为

羽状三小叶，叶正面几乎无绒毛。匍匐茎为红色，较细，被有直立绒毛，单轴分枝。花序高于叶面，花瓣

重叠，雌雄异株。果实卵形，萼片平展或者反折，种子凹于果面。本研究中只在河北省考察发现，分别收

集获得了雌、雄株（图 2 T-V）。

A：五叶草莓-花；B：五叶草莓-白果类型；C：五叶草莓-粉果类型；D：五叶草莓-红果类型；E：黄毛草莓-花；F：黄毛草莓-果；G：森林草莓-花；

H：森林草莓-白果类型；I：森林草莓-红果类型；J：东北草莓-花；K：东北草莓-果；L：中国草莓-花；M：中国草莓-果；N：东方草莓-雌花；O：东

方草莓-雄花；P：东方草莓-果；Q：西南草莓-雌花；R：西南草莓-雄花；S：西南草莓-果；T：伞房草莓-雌花；U：伞房草莓-雄花；V：伞房草莓-

果

A: F. pentaphylla-Flower; B: F. pentaphylla-White-fruited type; C: F. pentaphylla-Pink-fruited type; D: F. pentaphylla-Red-fruited type; E: F. nilgerrensis-Flower;

F: F. nilgerrensis-Fruit; G: F. vesca-Flower; H: F. vesca-White-fruited type; I: F. vesca-Red-fruited type; J: F. mandschurica-Flower; K: F. mandschurica-Fruit; L:

F. chinensis-Flower; M: F. chinensis-Fruit; N: F. orientalis-Pistillate flower; O: F. orientalis-Staminate flower; P: F. orientalis-Fruit; Q: F. moupinensis-Pistillate

flower; R: F. moupinensis-Staminate flower; S: F. moupinensis-Fruit; T: F. corymbosa-Pistillate flower; U: F. corymbosa-Staminate flower;

V: F. corymbosa-Fruit

图 2 考察收集的不同草莓野生种的花、果实原生境形态特征

Fig.2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lowers and fruits in their native habitat

of different strawberry wild species collected by our investigation

3 讨论

对野生草莓的收集、分类和利用最早开始于欧洲。14世纪，法国人就在庭院中种植野生的森林草莓用

于观赏和食用。到 17世纪初，欧洲的野生草莓实现了规模化种植，同时开启了关于草莓分类、形态和栽培

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13]。在草莓属植物分类学方面，德国学者 Staudt的研究最具代表性，1989年他通过对来

自全世界的 500份野生资源样本进行研究，认为草莓属约包含 20 个种，已经十分接近目前普遍认为的 25



个种[1]。欧美国家一直重视野生草莓的收集、分类与保存。其中 Staudt教授的资源圃中收集保存草莓野生资

源 519份，主要为欧洲分布的野生种[14]。现今保存草莓种质资源最多的是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美国国家草

莓种质资源圃，收集保存了草莓属 60个类群，2023份资源
[15]。我国从 1981年成立国家草莓种质资源圃（北

京、南京）后，开启了系统性的草莓种质资源收集、保存与评价工作。目前，两个圃保存草莓属种质资源

1000余份，涵盖了属内 23个种。同时，为了更加深入了解我国草莓属植物的分类及分布规律，针对性地开

展资源考察研究。本研究中，在我国 10个省 26个县域收集到了 8 个种 172份资源，并对分布规律进行了

分析，对我国种质资源研究有极大地促进。但是我国地形、气候复杂，考察工作也并不全面，据文献报道，

这些区域还可能分布纤细草莓（Fragaria gracilis）、裂萼草莓（Fragaria daltoniana）、西藏草莓（Fragaria

nubicola）等野生种
[5, 9, 10]，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随着国家对种业发展和种质资源研究的重视，越来越

多的科研工作者加入到野生资源的收集研究中
[6, 16-17]，相信未来的种质资源研究将会有新的进展和突破。

在野生草莓利用方面，最初主要应用于观赏、鲜食和加工。在欧美国家，至今还有森林草莓和智利草

莓等野生草莓的栽培，供应鲜食和甜品加工市场，由于野生草莓的独特香气、风味和营养价值，受到了消

费者的欢迎
[18-20]。我国野生草莓规模化栽培较少，但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当地居民也直接采食果实，有的

还用于加工罐头、果酒等
[4, 6]。通过考察，发现在陕西略阳、宁强等地，当地居民借助新媒体手段进行野生

草莓加工产品的宣传和销售，将其发展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但由于自觉自发、就地取材的模式，可能会

造成除特定种群外其他种群的退化和丢失。因此，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在科学的指导下，走高效、可

持续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大数据和生物技术不断发展，对野生草莓种质资源的研究日益深入，成为了资源有效利用的

重要依据。森林草莓作为栽培草莓的祖先之一，最早完成了基因组的解析，并作为模式植物建立了遗传转

化、基因编辑等技术体系，为草莓属植物的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提供了有效参考
[21]。2019年，首个栽

培草莓基因组发布，开启了草莓属植物研究的新阶段
[22]。进入“十三五”，国家将种质资源的精准鉴定作

为重要攻克方向。国内学者从细胞器基因组、转录组、全基因组多个维度，对草莓属植物的起源、进化、

特征性状开展了研究
[23-25]。目前，我国自然分布的二倍体种均已完成基因组解析，四倍体种西南草莓和伞

房草莓也获得了全基因组序列
[26-29]。这些成果加深了我们对草莓属种群结构、性别分化及性状形成的理解，

指导我们精准利用种质资源。野生资源的利用实践之一是远缘杂交育种，将野生草莓的香味、抗性、果色

等优异性状引入栽培品种。日本利用二倍体黄毛草莓与凤梨草莓杂交，再进行染色体加倍处理，育成草莓

品种‘桃薰’，成功引入了黄毛草莓的桃香味及白色果肉性状
[30]。我国的草莓远缘杂交育种也在持续开展，

成功获得了表现优良的种间育种材料，为突破性新种质的推出奠定了基础
[31]。综上，在草莓属野生资源的

收集、保存和科学利用方向持续开展深入研究，将为我国草莓种业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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