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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娶 2000a间t中国境内野生稆分布区域由2 495 575km。缩减至1 371 094km 减少T45．06％；分布纬度 

北界由38～3N南穆至28。14 N，南移9。49 、1 140km~中国境内栽培稻分布区域 由4 081 860km~ 加至9 600 

000km 增加了135．o0 分布北界由38 N北移至53。29 N，北穆15 29 、1700km。人 口分布重心主要在黄河 

流域和长江流域，对该区域野生稻的生存产生不利影响。而促进栽培稻的发展 必须建立野生稻 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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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past 2000 years，the distributing area of three kinds of wild rice，Oryza 

rufipogon Gril1．，Oryza officinalis Wall and Oryza Ⅱ ⅡBaill in China decreased 

45·06％，from 2 495 575 tO 1 371 094 km ；nortern latitudinal limit of their distributing 

area moved 9。49 ，1140 km south，from 38。3 N to 28。14 N．Whereas．the distributing area 

of rice(o．sativa，L)increased 1 35 ，from 4 08I 860 km to 9 600 000 kmz；the nor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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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 of its distributing area moved 1 5。29 ，1 700km ，toward north，from 38。N to 53。29 N． 

The center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re mainly in Huanghe River and Yangtze Rive val 

Ieys which are not favorable for wild rice，but favor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ivated 

rice．Thus natura1 preservation for wild rice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distributing area，wild rice，O．sativa．L，population，ancient and modern 

tjmes． 

野生稻是栽培稻(0．s~iva．L)的祖先。根据历时7a的考查，我国目前分布有3种野生稻，即普通野生稻 

(Oryza rufipogonGril1．)，药用野生稻(Oryza ofJ~cinalisWal1)和疣粒野生稻(OryzameyerqanaBail1)=l 。它 

们是极其宝贵的野生资源，一方面是作为野生资源固有的属性而表现的价值 ，这也是我国绝大多数野生资 

源所具有的价值 另一方面．水稻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我国广泛种植，其基因的改良和特殊类 

型(品种、组舍)的形成需利用野生稻基因 1926年丁颖用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于193]年育成中山一 

号，具有耐寒及适应恶劣环境、抗逆性强等特点 其衍生系统至今仍在生产上应用 野生稻对我国杂交水 

稻的育成起丁决定性 的作用。科技人员多年在栽培稻中未找到有实用价值的不育株．]970年¨月．偶然在 

野生稻(Orgza ruJ~pogon Gril1．)中找到了实用价值的不育株 解决了杂交水稻研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 

继而与栽培稻杂交．培育成了世界上第1株有实用价值的不育株 ]，并实现丁3系配套。1974年秋，利用这株 

不育系育成的杂交水稻示范成功．标志着我国杂交水稻研究与实践领先世界各国 直至今天，我国大面积 

栽培的杂交水稻都具有野生稻基因；杂交水稻新组合的选育也 野生稻为重要材料 正因为如此 在我国 

遗传育种领域．与其它野生资源比较，野生稻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不仅成功应用于遗传育种领域，而且已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从生态学角度分析 ，野生稻及其 由它演化形成的栽培稻．遗传特性和对环境的适应特性有相似之处， 

固此，其分布区域也应有一定的趋同性。但从西汉至今．』、口、环境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野生稻的 

生境产生影响，而同时也影响栽培稻的发展。探讨产生这种变化的过程及动力，对于保护野生稻资源和维 

持野生种和栽培种数量的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野生稻殛栽培稻2000a间分布区相对分离的过程 

1．1 古代野生稻的分布 

根据历代古书记载及丁颖、游修龄、阂宗殿的研究一 ，我国历代古书记载野生稻有20处 

(1)第2世纪初的许慎《说文解字》有辊字，指田野 自生的稻。 

(2)第3世纪初的张揖《埤苍》有稽字，指田野 自生的稻。 

(3)第4世纪韧的吕忱《字林 》有程 字，指田野 自生的稻 

上述3处提到的稻有3种可能：1野生稻 2野生稻的伴生种；3野生稻的伴生杂草。既然有野生稻的伴生 

种或伴生杂草，当然该地就有野生稻存在。因此．上述3处提到稻，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丁当时有野生稻分布： 

(4)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山海经 》的《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有膏菽膏稻．百谷 自 

生，冬夏播琴。”说明距今2干3百年前，华南地带有自然生长的豆和稻谷 ，而且冬夏都可以播种繁殖。 

(5)《三国志·吴书》记载：“黄龙三年⋯⋯由拳野稻自生．改为禾兴县⋯⋯：十二月丁卯大赦 ，改明年为 

嘉禾元年 ”说明公元231年在今江南嘉兴有野生稻分布 。 

(6)《宋书·符瑞志》记载：“吴郡加兴盐官县 ，野稻自生三十许种，扬州刺史兴始王浚 闻。”说明江南嘉 

兴在公元440年分布有野生稻 

(7)《粱书j记载：“九月．北徐州境内旅生稻稗二干许顷 说 明苏北公元537年有野生稻分布 

(8)《文献通考．物异考》记载：“秋．吴兴生野稻．饥者利焉” 说明公元537年江南吴兴有野生稻分布。 

(9)《唐会要》记载：“四月，扬州麦，稽生稻二百一十顷．再熟稻一千八百顷．其粒与常稻无异”。说 明公 

元731年扬州有野生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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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文献通考．物异考》记载：“九月，淮南节度使杜棕奏，海凌、高邮两县百蛙于官河中漉得异米．煮 

食，呼为圣米” 说明苏北的海陵、高邮公元852年分布有野生稻 

(11)《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沦州本鲁城⋯⋯生野稻水谷十余顷．燕魏饥民就食之” 说 明河北抢州公 

元874g分布有野生稻 

(12)《古今图书集成 》记载 ： 四月，襄阳县民田谷稽生成实” 说明公元967年湖北襄阳分布有野生稻。 

(13)《文献通考．物异考 载：。八月，宿l州符离县{卑湖稻生稻，民采食之，昧如面，谓之圣米” 说明公 

元979年淮北分布有野生稻 

(14)《古今图书集成》记载：“温c州静光院有稻稽生石罅，九穗皆实 。这一条不实，一是因为稻谷落进石 

罅以后再发芽生长的现象，同自然界的野生稻不一样 ]．二是 九稽皆实”不实，如果是稽，则表现野生稻的 

特性，边成熟边落粒，落粒或是被院内鼠类食用，或被雨水冲刷，难以见到“九穗皆实”。 

(15)《文献通考．物异考》记载 “江陵公安县 民田获稽生稻四百斛”。说明公元1010年湖北公安县分布 

有野生稻 

(16)《文献通考．物异考》记载：。二月，泰州管内四县生圣米 ，大如芟实” 说 明公元1013年泰州分布野 

生稻 

(1 7)《文献通考．物异考》记载：。六月，苏、秀二州 ，湖田生圣米．饥民取之 食” 说明公元1023年江苏 

苏州和浙江嘉兴一带有野生稻 

(18)《古今图书集成》记载：“渠州言．石照等五县，野谷稽生，民饥之侯也”。说明公元1047年四川I渠州 

有野生稻。 

(1 9)《古今图书集成》记载：。九月，四乡生圣穗数百 说明公元1580年安徽蒙城有野生稻 

(20)《肥乡县志》、《古今图书集成》记载：“秋七月，大水，野稻大获，有一亩收十二石者”；说明公元613 

年安徽合肥有野生稻 

根据上述记载，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613年的2000a间，我国古籍记载了西自江汉平原和襄阳地区、东 

至苏浙、北经扬州、徐州、宿卅1．再向东北至渤海沿岸的沦州，都有野生稻的分布；南至华南地区(根据第4条 

记载，距今2干3百年前，华南地带有自然生长的豆和稻谷 ，而且冬夏都可 播种繁殖 因此，野生稻在华南 

广泛分布)，见图1。其分布区域北界为弛 。3 N，在今河北沦州一带；南界为18～9 N，在今海南崖县一带 f西界 

为101 E(根据古藉记载，野生稻分布在今四川I渠洲一带，即101。E 云贵高原可能是水稻发源地 ，在古代 

应有野生稻分布)}东界为122。E，在今浙江东部沿海一带 即我国目前的广东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云南省、贵州省、湖南省、江西省、福建省、台湾、浙江省、江苏省、湖北省、河南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北省与 

四JI J省的东部地区，面积约为2 495 575km 

从生态学和遗传学角度分析，38—3 N作为古代野生稻分布北界的主要疑点是 ：沦洲年平均温度 12～ 

13℃，每年12月、1月和2月3个月的月平均温度都在零下3～4℃，投端低温可达零下2O℃ 根据竺可桢的研 

究推算 ，当时温度比现在高约2～3℃ 但沦洲冬季月平均温度仍在零度以下，宿根繁殖难以实现，因此． 

这一条记载的野生稻可能为野生稻的伴生种 ] ． 

根据 T．T．Chang的研究，普通栽培稻进化过程是多年生类型(n ru)~pogon)一1年生类型 (0．nivara) 

一 普通栽培稻(0．$ativa)叫。因此．公元874年记载的。生野稻水答1O余顷 有其真实性，这种野稻可能为1年 

生野生稻，1年生野生稻靠种子繁殖，可在零度 下的低温条件下度过休眠阶段。1983年春在河南中部舞阳 

挖掘了距今8000a左右 ( c测年树轮校正值为8942~7868 aBP)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内有炭化稻米，主要为 

籼、粳两种类型，井有一种特殊类型，考古工作者推测是野生稻[1t]o舞阳地理坐标为33。37 N，113 40 E，冬季 

月平均温度在零度左右，宿根繁殖难 实现．因此，这种野生稻也可能是靠种子繁殖的1年生野生稻。 

1．2 古代栽培稻的分布 

从已有的文史资料分析．最迟在公~N6ooo年前，我国黄淮平原已有水稻栽培 《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 

遗址炭化稻米的发现、，形态学研究及意义》 记载：“应用扩散筛选法，从舞阳贾潮新石器时代遗址样品中 

发现了大量炭化稻米。形态学研究表明，贾湖古稻多数为粳稻与俯粳稻(L／W 为1．88～2．48)，少部分为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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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1 2000a间野生稻及栽培稻的分布区的变化 

Fig．1 Change of disnfbuting area of wi1d tire and rice(n  sativa L)during the past 2000 years 

注：1古代野生稻分布北界；2古代栽培稻分布北界 3现代野生稻分布北界F4现代栽培稻分布北界 

Nore!Line1 meansthe north L Lrait 0f distributing ar f州ld ricein ancienttime，line 2meansthe northlimit of dis— 

trlbuting ar of e(n satlva L)in ancient time，line 3 meRn8 the north limit of distribul ing a of wl nce in mad— 

ern time and line 4 means the north limit of distributing r亡a 0f riee(O sati~a．L)in modern time． 

稻与偏籼稻(L／W为2．50～3．00) 该遗址文化层“C测年树轮校正值为8942~7868 aBP，这是我国迄今发 

现的最早的炭化稻米” I 。最迟在公元5400年前，我国浙江已有水稻栽培，在500m 的发掘范围内，普遍发现 

由稻罄、谷壳、稻扦、稻叶和其它禾本科植物混在一起的堆积．平均厚度约40~50cm一 。 

公元前7世纪的《管子．轻重戊篇》记载 ：。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各食”-公元前2世纪 

的《准南子．修务训》记载： 古者民茹草饮水 ，采草木之实，食赢蝣之肉，神农相土地燥湿肥瘠高下，因天之 

时，分地之利，教民播种五谷 。上述2点记载说明了我国在神农时代就开始播种五谷。《诗经．唐风．钨羽》记 

载： 王事摩盛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 《诗经．鲁颂回宫》记载： 有稷有黍，有稻有 ”。说明距今2700a以前 

的西周时代，水稻已传人山西和山东，公元前后数百年间在黄河流域传播，扩大种植区域。根据公元2世纪 

之初许慎著《说文解字》，当时水稻已有“粘与不粘”两大类型l2]，粘即。粳稻”，不粘即。籼稻”，而且记载了梗 

稻在黄河流域栽培的状况。我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汜胜于公元前后几十年问在今陕西省关中平原地区指 

导农业，并著我国最早的农书《汜胜之书 ，根据他在陕西关中平原指导农业的实践，总结了北方种植水稻 

的经验，特别是其中的水田灌溉技术 

公元前后水稻在我国西南的分布，尚无考古学证明和古籍记载，其能间接推测。T．T．Chang认为 ：“从 

喜马拉稚山麓到湄公河区长达3200km的地带内，多年生野生稻(o rufipogon)、1年生野生稻(o．nirara)和 

0．satizaz的spontanea型呈连续分布。说明栽培稻的起源地是弥散(扩散)的，中国南部、印度东北部、孟加 

拉北部以及缅甸、老挝、泰国毗邻的三角形地带可能是栽培稻的驯化中心”l{。 {又及 ：“栽培水稻来 自印度 

最早的考古学证据为公元前2500年，而中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稻粒，其年代为公元前2750~3280年 。日 

本学者中川原等认为：“缅甸北部和老挝、中国云南省及印度阿萨姆毗邻地区可能是水稻起源地”啪。据此， 

可说明在公元前后我国西南部的云南一带分布有栽培稻。 

根据考古学成果和古籍记载 ，可确定在公元前后我国水稻分布区域(图1)，北至38。N+在今陕西的关中 

平原以北，40。N以南一带。因为已有大量古典记载公元前后陕西关中平原种稻的记载 ；并有野生稻分布河 

北沧洲的记载．在人类干扰较少(相对现代)的公元前后，栽培稻和其祖先野生稻在同一区域分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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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因此，河北沦洲一带也可能有栽培稻的分布．其纬度与关中平原几乎相等 南至18。15 N，根据“华南 

是水稻重要起源地”这一重要学说口]，南界可定到海南岛的南端，在今海南崖县羊栏一带，西至101。E，在今 

云南思茅一带}东至122 E．在今浙江东部沿海一带。即按我国目前的行政区域，除东北3省 内蒙古自治区、 

北京市、天津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和甘肃省的武威、金昌、酒泉、t,tl以外的区域，面 

积约为4 081 860km 。 

1．3 野生稻现代分布 

根据1975~1982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各省(自治区)进行的昔查．目前我国野生稻有3种，即昔通野生 

稻(Oryza rufipogon GrifD、药用野生稻(凸 口offlcinalis WalD和疣粒野生稻(Oryzameyeriana B~il1)。分 

布经度是97。56 E至l17。08 E，_1]．后又在台湾桃园发现野生稻 t因此 ．分布经度应是97。56 E至121。15 E． 

纬度是18。∞ N至28。14 N(图1)，以行政区域划分，即广东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湖南省、江 

西省、福建省、台湾等省区内，面积约为1 371 094km 。 

1．4 栽培稻现代分布 

栽培稻遍布全国，南自北纬18。09 的海南省崖县和西沙，北至北纬53。29 N的黑龙江北界漠河．东至台 

湾省东界．西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界(图1)，分布面积为9 600 O00km2．是我国分布最广的作物之一。 

2 野生稻殛栽培稻2OO岫闻分布区的变化与我蛋人口分布变化的关系 

2．1 西汉至明代我国人口分布对野生稻及栽培稻分布的影响 

2．1．1 西汉前后我国人口的分布 公元2年，我国人口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的平原，其次是淮河以北毗邻 

淮河的区域_】 人!El密集区的人!El密度已超过200人／km ．而长江以南地区则表现地广人稀的特点．特别 

在广东南部和广西壮族白糖区一带，人口密度小于1人，km ，不足黄河下游密集区的t／200[I “]。人口密集 

区粮食需求量增加．主要靠扩大粟麦生产解决。粟麦的扩展依靠开垦早地．同水稻的关系不大。但人!El密集 

区居民在扩大(农业)生产和维持(基本)生活过程中，伴随大量的活动．诸如开荒、建路、建房等．对野生稻 

的生存产生不利影响。 

2．1．2 唐代前后我国人!El的分布 公元750年前后，我国人口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北岸的平原，其次是 

南岸0 ] 同时．在今四川成都一带形成一个密集区，但这个区域不大。与西汉比较．人!E1分布发生重大变 

化的是长江下游南岸人!El增加，即今苏南和太湖区域．已经形成黄河流域』、!El南移长江流域的雏形“ “] 

以人口密度衡量 1{]，黄河下游平原的局部区域和四JlI盆地的成都已超过200人，km ，苏南一带已超过150 

人／km。，而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仍为1～10人／km2}在今湖北西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贵州北部和湖南 

北部．即以32 N．109。E为中心的区域．人口密度为l～10人／kin 。这一时期 ，黄河中、下游流域仍是我国人 

口分布的主要区域，其居民的生括和生产对野生稻的生存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人 口压力的影响也在长江 

流域下游的南岸出现。 

2 1．3 宋代前后我国人口的分布 公元1105年前后．我国人口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和黄河中、下 

游流域Il ⋯．在四川成都仍有一个较小的密集区。经过唐代以来的近400a历史发展．人口分布已发生重大 

变化．南方人口已超过北方．人口重心也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以人口密度衡量[t3,t4]．长江流域下游 

的杭州一带和长江流域上游的成都一带超过200人／kin2，高密度的人口对野生稻的分布产生不利影响}而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云南省一带的人口密度为l～10人／kin ．这是今天野生稻分布的主要区域；在今 

胡北西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贵州北部和湖南北部，即以32。N，100 E为中心的区域，人口密度为1～l0 

人／km 

2 1．4 明代前后我国人 口的分布 公元1545年前后，我国人口分布的均匀程度增加．但仍有明显的重 

心_] “]。北至辽宁，南至海南岛，东至我国东部沿海，西至新疆的哈密．都有』、口分布。有4个明显的密集区， 

即黄河中、下游南北两岸的平原、长江下游南岸的平原、赣江流域和东海海岸沿线。我国人口重心 已发生变 

化．集中分布区域是东海海岸沿线、赣江流域和太湖区域组成的椭圆形区域内。以人口密度衡量 一-“]．太湖 

东岸区域超越200人／km。，江西省和浙江省的大部分区域人El密度为l。0～150人，km 而在今野生稻分布 

的大部分区域 ，人口密度仍低于5人／kin 。相对于人口稀疏区，人口密集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对野生稻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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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构成威胁。 

2．1．5 栽培稻分布的变化 从平帝元始2年(公元2年)至神宗万历6年(公元1578年)．我国人 口由5 956万 

人增至6 069万人．变化很小；但在漫长的1 500a间t人口变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t一是1 500a间人 口变幅很 

大．如三国时期的魏元帝成熙2年(公元265年)．我国人口仅为767万．二是人口分布的变化t其转折点是宋 

代前后．人 口重，t．-由北方移至南方．同时我国人 IZ1分布的均匀程度也增加。这些都有利于栽培稻的发展：人 

口变幅大和人口分布的均匀程度增加，都增加了开垦稻田的机会 ．但同时也减少了野生稻生存的区域 据 

《明史．河渠六》记载： (万历)十三年，贞明为给事中，尝请兴西北水利如南人圩田之制，引水成田⋯⋯东西 

百余里，南北百八十里．垦田三万九千余顷。”又载：“(万历)三十年，⋯⋯应蛟乃于天津葛尖、河家圈、双沟、 

白塘令海军丁屯种．人授田四亩．共种五千余亩，水稻二千亩，收多。”这两条记载是这一时期水稻向北扩展 

的倒证 

2．2 清代至今我国人口分布对野生稻和栽培稻分布的影响 

清代至今．找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人口变化剧烈“ 】}]。在]649年前后．长江中、下游沿岸的江苏、安 

徽、渐江人口密度大，黄河流域和华南地区人口密度较小。]851年前后．长江下游沿岸人口显著增加 ．其中 

江苏省的人口密度达到了448．32八／km ．是我国人 口分布的密集区{黄河流域和华南地 区人口增加明显 ， 

但人 口密度远不及长江下游沿岸 ]950年前后，长江下游沿岸仍保持较高的人口密度，其中江苏居冠 选 

362．5A／km 。这一时期．江苏、浙江、安徽等长江下辨省份人口密度大，对野生稻的生存产生不利影响；而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中下游保持较大的人 口密度，促进了水稻种植区域的扩大 

综合上述分析，2000a间．我国人口重，tl,发生了重大变化．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 在这个过程中． 

当黄河流域处于分布重心时．黄河流域的野生稻生存受到影响；当转移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野生稻生 

存受到影响．首先是野生稻面积缩小．然后逐步消亡 。而栽培稻则伴I殖农业发展和人 IZ1分布区扩散而向北 

向东扩展。 

3 结论与讨论 

3．1 野生稻及栽培稻分布区域的变化 

2000a问，野生稻及栽培稻的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 野生稻分布区域由2 495 575km 缩减至1 371 

094km ，减少了45．06 {分布纬度北界 由38～3 N南移至28。14 N．南移9。49 、1140km；栽培稻分布区域 由 

4 081 86Okm。增加至9 600 000万 km ．增 加了135．00 }分布北界由38~N北移至53。29 N，北 移l5。29 、 

170okm。作为具有相似遗传基础的两个种群．如果在没有非自然因素干扰的前提下，其分布区域不会产生 

巨大的差异。因此，可以推测，我国目前野生稻与栽培稻分布区域的差异是非自然因素影响的结果 。 

3．2 野生稻的生长特性与人类活动 

野生稻起源于北半球低纬度的沼泽地带，固此，其后代也具有这一特性 泽地带的海拔一般较低，水 

源丰富，交通便利，是人类居住、生活、生产的理想场所 在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在建立生活设施和生产 

设施时，人们倾向于选择水源丰富、交通便利的场地作为发展基础，然后以此为基点和轴心，向四周辐射。 

正固为如此，我国的古城地址大多临江傍河，古城最繁华的地段大多在码头附近 I就连小集镇、小村庄也具 

有同佯规律，倒如，常有这样 的景观，村庄周围是农 田，村头是村民聚会、集社的地方，村头有一株大树，树 

下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桥，这是人类择水源丰富、交通便利区域生活、生产的写照 在古代，野生稻与 

人类处于同一生态位。与野生稻比较，人类是强优势竞争物种，人类的活动直接影响野生稻的生存 与野生 

稻比较，许多野生物种都生长在高山峡谷 ，与人类处于不同的生态位，人类活动形成的影响较小 

3．3 野生稻的生存与我国人口重心分布 

200Oa间，我国人口重心逐步由黄河漉域向南移至长江流域 重心转移过程中，当某一区域处于人口重 

心时，野生稻的生存受到直接影响。首先是野生稻面积缩小，然后逐步消亡，目前野生稻 已消亡的河北、山 

西、陕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湖北、四川等省都有处于人口重心的时期。而人 口重心分布区则需 

大力发展栽培稻，固此，栽培稻种植得到有力促进 如果2000a间我国人口重心不是向南而是向北或向东转 

移，可能野生稻的分布会比现在的区域更广，而栽培稻则可能更早地在我国北部和东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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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野生稻的植物学特性与分布 

野生稻是草本植物，作为沼生植物，它的竞争能力较强，许多伴生的沼生植物只能成为它的劣势种群。 

但是 ，对于人类和动物(特别是耕牛)干扰，它是劣势种群。而且它是多用途植物，既可作燃料、饲料 ，又可作 

肥料 5o年代初期，江西东乡县东源公社的社员每年秋季采集野生稻茎、叶，只需十多十平方即可收获一 

担，晒干后作为燃料 长江流域耕牛较多，从春季至秋季，耕牛饲养以放牧为主。野生稻分布区是理想的采 

食场所，耕牛除直接取食外，取食过程中践踏也产生破坏作用。 

3．5 建立野生稻保护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1949年以来，我国非常重视野生资源的保护，有效地保护了宝贵的野生资源。如颁布了许多保护野 

生资源的法律法规、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野生资源保护区、并进行了全民保护野生资源的教育和宣传。与大 

多数野生资源比较 ，野生稻的保护 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与稀有动、植物资源或其它动、植物的野生种 比 

较 ，无论在现代 ，还是在未来，野生稻都有其特殊的地位。我国水稻育种领域目前正加紧进行水稻二系法和 

三系法新组台的选育，选配的不育系和不育、保持两用系材料中，大多具有野生稻的基因。而且在未来的选 

育中，野生稻基因也将广泛利用。因此，建立野生稻保护区不仅能有效保护宝贵的野生资源，而且能为水稻 

二系法和 三系法瓿组合选育提供实用而有价值的基因。鉴于200Oa闻野生稻分布区的变化，必须加快野生 

稻资源的保护进程 湖南茶睦、江永和江西东乡野生稻分布在我国野生稻分布区中呈孤立地向北延伸的态 

势，与广东、广西等省、区野生稻分布区不对称，已警示了野生稻在湖南和江西近期消亡的可能 因此，建议 

有关部门将野生稻的保护纳入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着手建立野生稻保护法规、设置野生稻保护区，井 

在全民中开展保护野生稻资源的教育。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我国主要农作物、果木、花卉、蔬菜野生种群 

的保护基地。 

3．6 野生稻保护区总体规划 

首先是保护区的选址 ，可从两个方面考虑 。①以分布区，消亡区交错带作为选址依据。湖南的荼陵县、 

江永县和江西的东乡县位于我国野生稻分布区北界．可作为分布区一消亡区交错带选址。同时，中国水稻研 

究所、国家杂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 、湖南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湖南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江西农业大学 

农学系及江西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等6个具有一定实力的水稻研究机掏都位于茶陵等3县I付近，便于开 

展研究。②以气候带选定保护区，分热带和亚热带两类。海南岛的崖县位于我国海南岛最南端，具有典型的 

热带气候 ，崖县一带广布野生稻。而且种类多，共有3种 ，即普通野生稻(Oryza rttfipogon Gril1．)、药用野生 

稻(Oryza officinMis Wal1)和疣粒野生稻(Oryza meyeriana Ba[11)B]，可作为热带的保护区。广东省的博罗 

县，纬 度为 船一6N至2 48。N，经度 为 113。54。E至 114。48 E，境 内广 布普 通 野生 稻 (O~yza rufipogo 

Gritf．)I1]．可作为亚热带保护区的选址。 

其次是设计，可从两方面考虑 ：①以流域作为保护区选址的最小单元。野生稻具有传播的漂迁性 ，其种 

子可借水流从上游传播至中、下游 ，这也是古代野生稻得以广泛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流域作为单元 ，野 

生稻可充分发挥其在同一流域内从上游向下游传播的特性，在人工保护区获得古代 自然条件下的生境 。② 

保护区由内向外依次分核心区、缓冲区和观光区3个区域设置。核心区是完全封闭区，区内无任何人为干 

扰，野生稻可在类似于古代华南地广人稀的环境下生长 缓冲区是半封闭区，区内仅供科研采样和调查，野 

生稻在基本不受人为干扰的环境下生长 观光区是开放区，供游人参观游览，游人既可在该区内实地察看 ． 

也可惜此眺望缓冲区和核心区，野生稻在受到一定人为干扰的条件下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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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培训班将在北京举办 

为了推进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与应用，加强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国际交流，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的支持 

下．由国际景观生态学会中国分会、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主办，中国生 

态学会景观生态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协办景观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培训班。 

培训班的主要内窖有： 

景观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 

景观搭局与生态过程一 

土地评价与土地持续利用一 

景观生态学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一 

景观规划与生态建设一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模型在景观生态学中的应用} 

景观生态野外调查实习 

培训班由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丹麦、比利时、意大利、日本和国内的著名景观生态学家授课。 

欢迎青年学者、博士、硬士研究生报名参加 

培训班时问：1998年10月9～13月 地点：北京市 

语言：英语 培训费：400元(包括资料费) 

联系人；陈利顶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18号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区域生态室 

邮码：100085 传真：<10)--62923563 

E-mall：liding@mail．1*tees．ac．crl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