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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有开花植物中大约有 ８０％的物种需要动物作为授粉媒介。 系介绍了中国重要栽培作物花的结构和类型，授粉过程、媒

介和方式，作物对昆虫授粉的依赖程度，昆虫授粉功能与服务的概念，以及昆虫授粉功能量与服务价值量的评估方法；同时评估

了全国各省农业生态系统中昆虫对重要作物的授粉功能量与服务价值量。 结果表明：粮食作物、水果作物、蔬菜作物和经济作

物不同程度的依赖昆虫授粉。 根据 ２０１５ 年主要农作物产量、作物产品价格、昆虫授粉依赖程度等数据，计算得出昆虫对全国 ２２
类主要农作物的授粉功能量为 １．８ 亿吨农产品产量和授粉服务价值为 ８８６０．５ 亿元（占当年 ＧＤＰ 的 １．３％），具有巨大的经济价

值。 ２０１５ 年昆虫对主要栽培作物的授粉功能量和服务价值排在前五名的都是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和新疆，年授粉服务价值

均大于 ５００ 亿元，反映出这 ５ 个省的主要农作物对昆虫授粉依赖程度较高。 昆虫对作物的授粉功能量评价有助于了解昆虫对

作物生物量或产量的生物学和生态学效应以及作物对昆虫授粉的需求。 昆虫对作物的授粉服务价值评估有助于掌握昆虫授粉

为人类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或经济价值，并帮助决策维持或增强授粉昆虫多样性和种群数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
关键词：昆虫授粉功能；昆虫授粉服务价值；授粉功能量评估；授粉服务价值评估；昆虫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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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开花植物中大约有 ８０％的物种需要动物为其授粉，昆虫类群是占有较大比例的授粉媒介。 昆虫传

粉功能对许多粮食、蔬菜、果树、园艺、牧草等作物不可或缺，能够服务于人类作物生产，体现出服务价值。 人

类在科学研究和农牧业生产中，随着认识的拓展已将传粉昆虫作为重要研究对象。 基于人类与昆虫之间的密

切关系，欧阳芳等提出昆虫生态功能与服务的概念和类型，认为昆虫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物种类群，其在维

持生态系统功能，维系并保持着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满足人类需求中的具有重要作用［１］。 作为生态系统功能

与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昆虫生态功能与服务是指昆虫类群在生态系统过程中发挥的功能作用，以及为人类

提供的各种收益，包括有形收益的产品和无形收益的服务［１］。 昆虫传粉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昆虫生态功能，即
昆虫通过传递植物花粉，利于植物成功受精、结果实，结种子以及植物的持续繁衍。 昆虫传粉功能服务于人类

作物生产，对作物产量的增加，品质的改善与降低人力授粉成本具有巨大服务价值。 欧阳芳等利用昆虫生态

服务价值的定量估算方法，基于 ２００７ 年统计数据，计算分析了我国农业生产中昆虫传粉功能的服务价值［２］。
然而，在不同区域如全国不同省份种植的作物类型和作物面积有巨大差异，如何评估不同区域的授粉功能量

和服务价值需要客观的评价方法。
近几十年以来，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类生产活动强度和频次的增加加剧了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授

粉昆虫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变化胁迫。 比如，城镇化建设、规模化与设施农

业的迅速发展会造成传粉昆虫栖息地急剧减少，蜜源植物减少，从而影响传粉昆虫种类和数量。 化学农药的

滥用和全球气候变化也会使传粉昆虫种类和数量减少。 从而，传粉昆虫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的功能作用会受到

影响。 因此，目前及时开展传粉昆虫多样性、传粉昆虫与植物的相互适应、环境对传粉昆虫的影响和传粉昆虫

的保护与利用等研究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有研究表明：野生昆虫物种多样性对许多农作物的授粉具有重要

价值［３， ４］，甚至比人工饲养的蜜蜂更为有效，野生昆虫授粉产生比蜜蜂授粉多两倍的座果［５］。 评估中国各省

农业生态系统中授粉功能量与服务价值是保护与利用昆虫生物多样性，发挥其生态功能与服务的重要基础。
本文系统介绍了中国重要栽培作物花的结构和类型，授粉过程、媒介和方式，作物对昆虫授粉的依赖程

度，昆虫授粉功能与服务的概念，以及昆虫授粉功能量与服务价值量的评估方法；同时评估了全国各省农业生

态系统中昆虫对重要作物的授粉功能量与服务价值量。 本文涉及的重要栽培作物种类按用途和植物学系统

相结合分类：１）粮食作物 Ｆｏｏｄ ｃｒｏｐ， ２）果树作物 Ｆｒｕｉｔ ｃｒｏｐｓ， ３）蔬菜作物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 ４）经济作物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ｒｏｐ。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植物花的结构和类型

花的结构，被子植物花的结构一般包括花柄、花托、花萼（萼片）、花冠（花瓣）、雄蕊和雌蕊，雄蕊由花药和

花丝组成，雌蕊由柱头、花柱和子房（内有胚珠）组成。 雄蕊和雌蕊是花的主要部分，因为它们与果实和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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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有直接关系。 花萼和花冠在开花前保护花蕊。 花托是着生花的部位。 花柄起支持和输导作用。
花的类型， 从花蕊的组成看，包括两性花和单性花。 两性花是一朵花中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 如（桃花、

百合花）。 单性花是一朵花中只有雄蕊或雌蕊的花。 生有单性花的植物，包括雌雄同株植物，黄瓜、玉米、蓖
麻等。 雌雄异株植物，杨、柳、菠菜等。

从花的着生位置看，包括单生花和花序。 单生花：每朵花都单独着生在茎上，其特点是花朵较大，例如：
桃、百合、黄瓜的花。 花序： 花按照一定的顺序着生在花轴上，其特点是单花较小，不明显，利于传粉、受精，例
如：向日葵、玉米、柳树等。

１．２　 授粉过程、媒介和方式

授粉（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也称为传粉，一般是开花植物（被子植物）的成熟花粉从雄蕊花药或小孢子囊中散出

后，借助于媒介的外力作用传送到雌蕊柱头或胚珠上，并能正常受精结实的过程。
授粉媒介，包括风，水和动物等。 但全球种植作物和野生植物授粉主要由动物媒介完成，动物授粉者主要

是各类昆虫，如膜翅类，蝇类，甲虫类，蝴蝶和蛾类等。
授粉方式，通过各类授粉媒介形成两类不同的授粉方式，自花授粉和异花授粉。

１．３　 植物对昆虫授粉的依赖程度

在授粉昆虫作为媒介的外力作用下，提高栽培作物花的授粉和授精成功率，从而提高的座果率、结实率和

结籽率，有利于作物增加产量和改善品质。 植物对授粉昆虫的依赖程度一般用作物的增产效果来定量评价。
依赖程度评估方法，

Ｄｉ ＝
Ｙｉｅｌｄｉ，ｏｐｅｎ－Ｙｉｅｌｄｉ，ｃｌｏｓｅｄ

Ｙｉｅｌｄｉ，ｏｐｅｎ

Ｄｉ（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ｓｅｃｔ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为农作物 ｉ 对昆虫授粉的依赖程度，或授粉昆虫对作物的增产效果；
Ｙｉｅｌｄｉ，ｏｐｅｎ，在开放的或者昆虫自由授粉的区域中农作物 ｉ 的产量；Ｙｉｅｌｄｉ，ｃｌｏｓｅｄ，在控制的或者避免昆虫授粉的区

域中农作物 ｉ 的产量。 根据作物对昆虫授粉的依赖程度分为以下 ５ 个级别：
第一级 不依赖（Ｎ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作物因昆虫授粉而增加的产量比例范围为：Ｄ＝ ０。
第二级 低度依赖（Ｌｉｔｔｌｅ），作物因昆虫授粉而增加的产量比例范围为：０％＜Ｄ＜１０％；
第三级 中度依赖（Ｍｏｄｅｓｔ），作物因昆虫授粉而增加的产量比例范围为：１０％ ≤ Ｄ＜４０％；
第四级 高度依赖（Ｇｒｅａｔ），作物因昆虫授粉而增加的产量比例范围为：４０％ ≤ Ｄ＜９０％；
第五级 极度依赖（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作物因昆虫授粉而增加的产量比例范围为：９０％ ≤ Ｄ≤１００％；
外还有一些作物对昆虫授粉的依赖程度不明确（Ｕｎｋｎｏｗｎ）。

１．４　 昆虫授粉功能与服务

昆虫在开花植物上取食或者采集花蜜和花粉过程中，同时将植物雄蕊花药或小孢子囊中散出后的成熟花

粉，传送到同一朵或者不同朵花的雌蕊柱头或胚珠上，雄配子借花粉管与雌配子体结合，使植物受精并结实，
这一过程称之为昆虫授粉功能。 授粉昆虫包括野生授粉者（Ｎ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ｏｒｓ）与驯养授粉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ｏｒｓ）。 授粉昆虫协助栽培作物或者野生植物的生殖器官（花）完成授粉过程后，保障植物授精的顺利进

行，花器官发育成果实和种子。 昆虫授粉为保障农作物产量和品质，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中野生植

物的发育与繁衍提供服务。
１．５　 昆虫授粉功能量与服务价值的评估方法

昆虫授粉过程能够服务于人类栽培作物的生产，使农作物增加产量和改善品质，从而产生社会经济价值；
也服务于野生植物的发育与繁衍，使生态系统植物类群可持续繁育，增加生物量，增加氧气的释放，以及二氧

化碳的储存等，从而产生生态服务价值。 评价昆虫授粉功能量与服务价值量是维持昆虫生物多样性，保护昆

虫授粉者和维护昆虫授粉过程的重要基础。 目前昆虫授粉功能量与服务价值量的评估植物对象包括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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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栽培作物的生产和野生植物的发育与繁衍。 到现阶段为止，人们主要关注栽培作物生产的昆虫授粉评估。
Ｍｏｒｓｅ ａｎｄ Ｃａｌｄｅｒｏｎｅ 采用了昆虫传粉依赖性方法估算了蜜蜂授粉在美国 １９８９ 年和 ２０００ 年对农业的价

值［６］。 其昆虫传粉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如下：
昆虫授粉的功能量估算方法：

ＰＦｄｐ ＝ ∑
ｉ

Ｙｉ·Ｄｉ·Ｐ ｉ( )

ＰＦｎｐ ＝ ∑
ｉ

Ｙｉ·Ｄｉ· １ － Ｐ ｉ( )[ ]

ＰＦ ＝ ＰＦｄｐ ＋ ＰＦｎｐ

ＰＦ ＝ ∑
ｉ

Ｙｉ·Ｄｉ[ ]

式中， Ｐ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ｏｒｓ）为驯养和野生昆虫对各类虫媒

传粉作物实物产量的贡献总和； ＰＦｄｐ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ｏｒｓ）为驯养昆虫对

各类虫媒传粉作物实物产量的贡献之和； ＰＦｎｐ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ｏｒｓ）为野生昆虫

对各类虫媒传粉作物实物产量的贡献之和； Ｙｉ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ｒｏｐ）为第 ｉ 种作物的实物产量； Ｄｉ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ｓｅｃｔ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为第 ｉ 种作物对昆虫授粉的依赖程度； Ｐ ｉ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ｏｒｓ）为驯养授粉昆虫在第 ｉ 种作物的有效昆虫传粉者中的比例估计值； １ － Ｐ ｉ(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ｂｅｅｓ）为野生授粉昆虫在第 ｉ 种作物的所有有效昆虫传粉者中的比例。

昆虫授粉的服务价值估算方法：

ＰＳｄｐ ＝ ∑
ｉ

Ｙｉ·Ｄｉ·ＰＲ ｉ·Ｐ ｉ( )

ＰＳｎｐ ＝ ∑
ｉ

Ｙｉ·Ｄｉ·ＰＲ ｉ· １ － Ｐ ｉ( )[ ]

ＰＳ ＝ ＰＳｄｐ ＋ ＰＳｎｐ

ＰＳ ＝ ∑
ｉ

Ｙｉ·Ｄｉ·ＰＲ ｉ[ ]

式中， Ｐ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ｏｒｓ）为驯养和野生昆虫对各类虫媒作物

产量授粉服务价值的贡献总和； ＰＳｄｐ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ｏｒｓ）为驯养昆虫对各类

虫媒作物产量授粉服务价值的贡献之和； ＰＳｎｐ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ｙ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ｏｒｓ）为野生昆虫对

虫媒作物产量授粉服务价值贡献之和； ＰＲ ｉ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ｃｒｏｐ）为第 ｉ 种作物的价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主要栽培作物花的类型，授粉媒介、授粉方式及其授粉依赖程度

汇总分析了中国主要栽培作物花的类型，授粉媒介、授粉方式及其授粉依赖程度。 其中粮食作物 ２４ 种，
果树作物 ４１ 种，蔬菜作物 ２３ 种，经济作物 １９ 种（表 １）。
２．１．１　 粮食作物

（１）禾谷类作物 大多数禾谷类作物通过风媒授粉，包括水稻、小麦、玉米、高粱、大麦、粟米、燕麦、黑麦、藜
麦；它们的花属于两性花和花序；它们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不依赖。 但是荞麦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高度

依赖。
（２）豆类作物 蚕豆通过风媒和虫媒授粉，它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中度依赖。 菜豆、木豆、四季豆（芸豆

或菜豆）， 豇豆通过风媒和虫媒授粉，它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低度依赖。 鹰嘴豆、兵豆、羽扇豆、豌豆对昆虫

传粉依赖等级为不依赖。
（３）薯类作物 薯类作物或称根茎类作物。 木薯、马铃薯、甘薯、甘薯等并不需要通过昆虫授粉增加繁殖器

官；芋头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不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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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水果作物

（１）仁果类 苹果、梨、榅桲等属于异花授粉，其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高度依赖。
（２）核果类 桃子、扁桃、杏子、樱桃、酸樱桃、李、枣属于异花授粉，其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高度依赖。
（３）浆果类 此类作物大多需要虫媒来异花授粉。 猕猴桃属于单性花，它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极度依

赖。 柿子、越橘、蓝莓、树莓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高度依赖。 草莓、醋栗、无花果、醋栗果（俗称黑加仑）对昆

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中度依赖。 葡萄具备单性花或两性花，圆锥花序，通过虫媒和风媒完成自花授粉和异花授

粉，它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低度依赖。
（４）坚果类 板栗或栗子单性花通过虫媒和风媒完成异花授粉，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中度依赖。 核桃、

榛子、开心果属于单性花和异花授粉，但是目前并不明确它们对昆虫传粉依赖程度。
（５）柑橘类 柑橘、橘柚、葡萄柚属于两性花，需要通过虫媒或风媒完成异花授粉，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

高度依赖。 橙子、柠檬、酸橙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中度依赖。
（６）热带、亚热带果树 芒果、油梨（牛油果或称鳄梨）、腰果属于两性花，需要通过风媒和虫媒完成异花授

粉，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高度依赖。 椰子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中度依赖。 荔枝、龙眼、槟榔、番木瓜对昆

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低度依赖。 海枣通过风媒就可以完成异花授粉，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不依赖。
２．１．３　 蔬菜作物

（１）瓜类蔬菜 黄瓜、甜瓜、南瓜、西瓜等其他瓜类属于单性花，需要通过虫媒完成异花授粉，对昆虫传粉依

赖等级为极度依赖。
（２）茄果类蔬菜 茄子属于虫媒和风媒完成自花授粉，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中度依赖。 辣椒和番茄对昆

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低度依赖。
（３）根菜类蔬菜 萝卜和胡萝卜通过虫媒或风媒完成异花授粉。 昆虫授粉不一定直接增加根菜类蔬菜重

量，但是可以增加此类蔬菜的种子数量和品质。
（４）白菜类蔬菜 大白菜、卷心菜通过虫媒或风媒完成异花授粉。 昆虫授粉同样不一定直接增加白菜类蔬

菜重量，但是可以增加此类蔬菜的种子数量和品质。
（５）甘蓝类蔬菜 花椰菜或西兰花同样通过虫媒或风媒完成异花授粉。 昆虫授粉不一定直接增加甘蓝类

蔬菜重量，但是可以增加此类蔬菜的种子数量和品质。
（６）葱蒜类蔬菜 大蒜、大葱、洋葱属于两性花和伞形花序，通过风媒完成自花授粉，增加繁殖器官重量。
（７）绿叶蔬菜 菠菜、薄荷通过虫媒或风媒完成异花授粉，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不依赖。 昆虫授粉同样

不一定直接增加芹菜、生菜或菊苣重量，但是可以增加此类蔬菜的种子数量和品质。
（８）多年生蔬菜 秋葵通过虫媒或风媒完成异花授粉，它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中度依赖。 类似地，昆虫

授粉不一定直接增加芦笋、洋蓟重量，但是可以增加它们的种子数量和品质。
２．１．４　 经济作物

（１）纤维作物 棉花通过虫媒或风媒完成异花授粉，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中度依赖。
（２）油料作物 芝麻籽、大豆、葵花籽、芥菜籽、油菜籽、籽棉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中度依赖。 花生、亚麻

籽、棕榈果、红花籽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低度依赖。 油橄榄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不依赖。
（３）糖类作物 甜菜和甘蔗属于两性花通过风媒完成自花授粉，它们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不依赖。
（４）嗜好类作物 可可豆通过虫媒完成异花授粉，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极度依赖。 可乐果对昆虫传粉依

赖等级为高度依赖。 咖啡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中度依赖。 茶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不依赖。
（５）牧草与绿肥作物 苜蓿通过虫媒完成异花授粉，它对昆虫传粉依赖等级为极度依赖。

２．２　 全国各省昆虫授粉功能量

采用昆虫授粉功能量估算方法，根据收集的 ２０１５ 年全国各省主要农作物产量和作物对昆虫授粉依赖程

度计算得出各省农业生态系统中昆虫对主要农作物授粉功能量。 评估区域包括 ３１ 个省级单位（由于数据缺

５　 １ 期 　 　 　 欧阳芳　 等：中国各省农业生态系统中昆虫授粉功能量与服务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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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栽
培
植
物
分
类
学
地
位
，花

的
类
型
，授

粉
媒
介
、授

粉
方
式
及
其
授
粉
依
赖
程
度

Ｔａ
ｂｌ
ｅ
１　

Ｃ
ｒｏ
ｐ
ｃａ
ｔｅ
ｇｏ

ｒｙ
，
Ｆｌ
ｏｒ
ａｌ

ｍ
ｏｒ
ｐｈ

ｏｌ
ｏｇ

ｙ，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ｏ
ｒｓ
，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ｉｎ
ｇ
ｗ
ａｙ

ｓ，
ａｎ

ｄ
Ｄ
ｅｐ
ｅｎ
ｄｅ
ｎｃ
ｅ
ｄｅ
ｇｒ
ｅｅ

ｏｒ
ｇｒ
ａｄ

ｅ
ｕｐ

ｏｎ
ｉｎ
ｓｅ
ｃｔ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ｉｏ
ｎ

作
物

名
称

Ｃｒ
ｏｐ

ｃｏ
ｍ
ｍ
ｏｎ

分
类

地
位

Ｃｒ
ｏｐ

ｃａ
ｔｅ
ｇｏ
ｒｙ

花
的

形
态

Ｆｌ
ｏｒ
ａｌ

ｍ
ｏｒ
ｐｈ

ｏｌ
ｏｇ
ｙ

科
Ｆａ

ｍ
ｉｌｙ

属
Ｇｅ

ｎｕ
ｓ

花
蕊

组
成

（单
性

花
或

两
性

花
）

着
生

位
置

（单
生

花
或

花
序

）

授
粉

媒
介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ｏ
ｒｓ

授
粉

媒
介

（虫
媒

或
风

媒
）

授
粉

方
式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ｉｎ
ｇ
ｗａ

ｙｓ
授

粉
方

式
（自

花
授

粉
和

异
花

授
粉

）

昆
虫

传
粉

依
赖

程
度

和
等

级
Ｄｅ

ｐｅ
ｎｄ

ｅｎ
ｃｅ

ｄｅ
ｇｒ
ｅｅ

ｏｒ
ｇｒ
ａｄ

ｅ
ｕｐ

ｏｎ
ｉｎ
ｓｅ
ｃｔ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ｉｏ
ｎ

Ｍ
ｉｎ

Ｍ
ａｘ

Ｍ
ｅａ
ｎ

极
度

、高
度

、中
度

、
低

度
、不

依
赖

、未
知

１．
粮

食
作

物
Ｆｏ

ｏｄ
ｃｒ
ｏｐ

（１
）禾

谷
类

作
物

Ｃｅ
ｒｅ
ａｌ

ｃｒ
ｏｐ

ｓ，
绝

大
部

分
属

禾
本

科

水
稻

Ｒｉ
ｃｅ

禾
本

科
Ｇｒ

ａｍ
ｉｎ
ｅａ
ｅ

稻
属

Ｏｒ
ｙｚ
ａ

两
性

花
花

序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小
麦

Ｗ
ｈｅ

ａｔ
禾

本
科

Ｇｒ
ａｍ

ｉｎ
ｅａ
ｅ

小
麦

属
Ｔｒ
ｉｔｉ
ｃｕ

ｍ
两

性
花

花
序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玉
米

Ｍ
ａｉ
ｚｅ

禾
本

科
Ｇｒ

ａｍ
ｉｎ
ｅａ
ｅ

玉
蜀

黍
属

Ｚｅ
ａ

单
性

花
花

序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高
粱

Ｓｏ
ｒｇ
ｈｕ

ｍ
禾

本
科

Ｇｒ
ａｍ

ｉｎ
ｅａ
ｅ

高
粱

属
Ｓｏ

ｒｇ
ｈｕ

ｍ
两

性
花

花
序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大
麦

Ｂａ
ｒｌｅ

ｙ
禾

本
科

Ｇｒ
ａｍ

ｉｎ
ｅａ
ｅ

大
麦

属
Ｈ
ｏｒ
ｄｅ

ｕｍ
两

性
花

花
序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粟
米

Ｍ
ｉｌｌ
ｅｔ

禾
本

科
Ｇｒ

ａｍ
ｉｎ
ｅａ
ｅ

狗
尾

草
属

Ｓｅ
ｔａ
ｒｉａ

两
性

花
花

序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燕
麦

Ｏａ
ｔｓ

禾
本

科
Ｇｒ

ａｍ
ｉｎ
ｅａ
ｅ

燕
麦

属
Ａｖ

ｅｎ
ａ

两
性

花
花

序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黑
麦

Ｒｙ
ｅ

禾
本

科
Ｇｒ

ａｍ
ｉｎ
ｅａ
ｅ

黑
麦

属
Ｓｅ

ｃａ
ｌｅ

两
性

花
花

序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藜
麦

Ｑｕ
ｉｎ
ｏａ

藜
科

Ｃｈ
ｅｎ

ｏｐ
ｏｄ

ｉａ
ｃｅ
ａｅ

藜
属

Ｃｈ
ｅｎ

ｏｐ
ｏｄ

ｉｕ
ｍ

两
性

花
花

序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荞
麦

Ｂｕ
ｃｋ

ｗｈ
ｅａ
ｔ

蓼
科

Ｐｏ
ｌｙ
ｇｏ
ｎａ

ｃｅ
ａｅ

荞
麦

属
Ｆａ

ｇｏ
ｐｙ

ｒｕ
ｍ

两
性

花
花

序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２
）豆

类
作

物
Ｌｅ

ｇｕ
ｍ
ｅ
ｃｒ
ｏｐ

（或
称

菽
谷

类
作

物
）属

豆
科

，主
要

提
供

植
物

性
蛋

白
质

蚕
豆

Ｂｒ
ｏａ
ｄ
ｂｅ

ａｎ
ｓ，

ｈｏ
ｒｓ
ｅ
ｂｅ

ａｎ
ｓ

豆
科

Ｌｅ
ｇｕ

ｍ
ｉｎ
ｏｓ
ａｅ

野
豌

豆
属

Ｖｉ
ｃｉ
ａ

两
性

花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常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菜
豆

Ｂｅ
ａｎ

ｓ
豆

科
Ｌｅ

ｇｕ
ｍ
ｉｎ
ｏｓ
ａｅ

菜
豆

属
Ｐｈ

ａｓ
ｅｏ
ｌｕ
ｓ

两
性

花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常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１

０．
０５

低
度

木
豆

Ｐｉ
ｇｅ
ｏｎ

ｐｅ
ａｓ

豆
科

Ｌｅ
ｇｕ

ｍ
ｉｎ
ｏｓ
ａｅ

木
豆

属
Ｃａ

ｊａ
ｎｕ

ｓ
两

性
花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常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１

０．
０５

低
度

四
季

豆
／芸

豆
／菜

豆
Ｋｉ

ｄｎ
ｅｙ

ｂｅ
ａｎ

豆
科

Ｌｅ
ｇｕ

ｍ
ｉｎ
ｏｓ
ａｅ

菜
豆

属
Ｐｈ

ａｓ
ｅｏ
ｌｕ
ｓ

两
性

花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常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１

０．
０５

低
度

豇
豆

Ｃｏ
ｗ

ｐｅ
ａｓ
，
ｄｒ
ｙ

豆
科

Ｌｅ
ｇｕ

ｍ
ｉｎ
ｏｓ
ａｅ

豇
豆

属
Ｖｉ

ｇｎ
ａ

两
性

花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常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１

０．
０５

低
度

鹰
嘴

豆
Ｃｈ

ｉｃ
ｋ
ｐｅ

ａｓ
豆

科
Ｌｅ

ｇｕ
ｍ
ｉｎ
ｏｓ
ａｅ

鹰
嘴

豆
属

Ｃｉ
ｃｅ
ｒ

两
性

花
花

序
未

知
未

知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兵
豆

Ｌｅ
ｎｔ
ｉｌｓ

豆
科

Ｌｅ
ｇｕ

ｍ
ｉｎ
ｏｓ
ａｅ

兵
豆

属
Ｌｅ

ｎｓ
两

性
花

花
序

未
知

未
知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羽
扇

豆
Ｌｕ

ｐｉ
ｎｓ

豆
科

Ｌｅ
ｇｕ

ｍ
ｉｎ
ｏｓ
ａｅ

羽
扇

豆
属

Ｌｕ
ｐｉ
ｎｕ

ｓ
两

性
花

花
序

未
知

未
知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豌
豆

Ｐｅ
ａｓ

豆
科

Ｌｅ
ｇｕ

ｍ
ｉｎ
ｏｓ
ａｅ

豌
豆

属
Ｐｉ
ｓｕ
ｍ

两
性

花
花

序
闭

花
授

粉
自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３
）薯

类
作

物
Ｔｕ

ｂｅ
ｒｃ

ｒｏ
ｐｓ

：（
或

称
根

茎
类

作
物

Ｒｏ
ｏｔ
ｓ
ａｎ

ｄ
Ｔｕ

ｂｅ
ｒｓ
）

主
要

生
产

淀
粉

类
食

物

木
薯

Ｃａ
ｓｓ
ａｖ
ａ

大
戟

科
Ｅｕ

ｐｈ
ｏｒ
ｂｉ
ａｃ
ｅａ
ｅ

木
薯

属
Ｍ
ａｎ

ｉｈ
ｏｔ

单
性

花
花

序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

—
—

增
加

繁
殖

器
官

马
铃

薯
Ｐｏ

ｔａ
ｔｏ
ｅｓ

茄
科

Ｓｏ
ｌａ
ｎａ

ｃｅ
ａｅ

茄
属

Ｓｏ
ｌａ
ｎｕ

ｍ
龙

葵
亚

属
Ｓｕ

ｂｇ
．Ｓ

ｏｌ
ａｎ

ｕｍ
两

性
花

花
序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
—

—
增

加
繁

殖
器

官

甘
薯

Ｓｗ
ｅｅ
ｔｐ

ｏｔ
ａｔ
ｏｓ

（红
薯

，薯
蓣

属
）

薯
蓣

科
Ｄｉ

ｏｓ
ｃｏ
ｒｅ
ａｃ
ｅａ
ｅ

薯
蓣

属
Ｄｉ

ｏｓ
ｃｏ
ｒｅ
ａ

单
性

花
花

序
未

知
异

花
授

粉
—

—
—

增
加

繁
殖

器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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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１

作
物

名
称

Ｃｒ
ｏｐ

ｃｏ
ｍ
ｍ
ｏｎ

分
类

地
位

Ｃｒ
ｏｐ

ｃａ
ｔｅ
ｇｏ
ｒｙ

花
的

形
态

Ｆｌ
ｏｒ
ａｌ

ｍ
ｏｒ
ｐｈ

ｏｌ
ｏｇ
ｙ

科
Ｆａ

ｍ
ｉｌｙ

属
Ｇｅ

ｎｕ
ｓ

花
蕊

组
成

（单
性

花
或

两
性

花
）

着
生

位
置

（单
生

花
或

花
序

）

授
粉

媒
介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ｏ
ｒｓ

授
粉

媒
介

（虫
媒

或
风

媒
）

授
粉

方
式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ｉｎ
ｇ
ｗａ

ｙｓ
授

粉
方

式
（自

花
授

粉
和

异
花

授
粉

）

昆
虫

传
粉

依
赖

程
度

和
等

级
Ｄｅ

ｐｅ
ｎｄ

ｅｎ
ｃｅ

ｄｅ
ｇｒ
ｅｅ

ｏｒ
ｇｒ
ａｄ

ｅ
ｕｐ

ｏｎ
ｉｎ
ｓｅ
ｃｔ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ｉｏ
ｎ

Ｍ
ｉｎ

Ｍ
ａｘ

Ｍ
ｅａ
ｎ

极
度

、高
度

、中
度

、
低

度
、不

依
赖

、未
知

甘
薯

Ｓｗ
ｅｅ
ｔｐ

ｏｔ
ａｔ
ｏｓ

（番
薯

，番
薯

属
）

旋
花

科
Ｃｏ

ｎｖ
ｏｌ
ｖｕ

ｌａ
ｃｅ
ａｅ

番
薯

属
Ｉｐ
ｏｍ

ｏｅ
ａ

两
性

花
花

序
未

知
异

花
授

粉
—

—
—

增
加

繁
殖

器
官

芋
头

Ｔａ
ｒｏ

（ｃ
ｏｃ
ｏｙ
ａｍ

）
天

南
星

科
Ａｒ

ａｃ
ｅａ
ｅ

芋
属

Ｃｏ
ｌｏ
ｃａ
ｓｉａ

单
性

花
花

序
退

化
退

化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２．
水

果
作

物
Ｆｒ
ｕｉ
ｔｃ

ｒｏ
ｐｓ

（１
）仁

果
类

Ｋｅ
ｒｎ
ｅｌ

ｆｒｕ
ｉｔｓ

苹
果

Ａｐ
ｐｌ
ｅｓ

蔷
薇

科
Ｒｏ

ｓａ
ｃｅ
ａｅ

苹
果

属
Ｍ
ａｌ
ｕｓ

两
性

花
伞

房
花

序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梨
Ｐｅ

ａｒ
ｓ

蔷
薇

科
Ｒｏ

ｓａ
ｃｅ
ａｅ

梨
属

Ｐｙ
ｒｕ
ｓ

两
性

花
伞

形
总

状
花

序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榅
桲

Ｑｕ
ｉｎ
ｃｅ
ｓ

蔷
薇

科
Ｒｏ

ｓａ
ｃｅ
ａｅ

榅
桲

属
Ｃｙ

ｄｏ
ｎｉ
ａ

两
性

花
单

生
花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２
）核

果
类

Ｓｔ
ｏｎ

ｅ
ｆｒｕ

ｉｔ

桃
子

Ｐｅ
ａｃ
ｈ

蔷
薇

科
Ｒｏ

ｓａ
ｃｅ
ａｅ

桃
属

Ａｍ
ｙｇ
ｄａ

ｌｕ
ｓ

两
性

花
单

生
花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扁
桃

Ａｌ
ｍ
ｏｎ

ｄｓ
蔷

薇
科

Ｒｏ
ｓａ
ｃｅ
ａｅ

桃
属

Ａｍ
ｙｇ
ｄａ

ｌｕ
ｓ　

两
性

花
单

生
花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杏
子

Ａｐ
ｒｉｃ

ｏｔ
蔷

薇
科

Ｒｏ
ｓａ
ｃｅ
ａｅ

杏
属

Ａｒ
ｍ
ｅｎ

ｉａ
ｃａ

两
性

花
单

生
花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樱
桃

Ｃｈ
ｅｒ
ｒｙ

蔷
薇

科
Ｒｏ

ｓａ
ｃｅ
ａｅ

樱
属

Ｃｅ
ｒａ
ｓｕ
ｓ

两
性

花
伞

房
花

序
（近

伞
形

）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酸
樱

桃
Ｓｏ

ｕｒ
ｃｈ

ｅｒ
ｒｙ

蔷
薇

科
Ｒｏ

ｓａ
ｃｅ
ａｅ

樱
属

Ｃｅ
ｒａ
ｓｕ
ｓ

两
性

花
伞

形
花

序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李
／李

子
干

Ｐｌ
ｕｍ

／ｐ
ｒｕ
ｎｅ

蔷
薇

科
Ｒｏ

ｓａ
ｃｅ
ａｅ

李
属

Ｐｒ
ｕｎ

ｕｓ
两

性
花

单
生

花
（三

朵
并

生
）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枣
Ｊｕ
ｊｕ
ｂｅ

鼠
李

科
Ｒｈ

ａｍ
ｎａ

ｃｅ
ａｅ

枣
属

Ｚｉ
ｚｉｐ

ｈｕ
ｓ

两
性

花
单

生
或

２—
８
个

密
集

成
腋

生
聚

伞
花

序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３
）浆

果
类

ｂｅ
ｒｒｙ

ｆｒｕ
ｉｔ

猕
猴

桃
Ｋｉ

ｗｉ
ｆｒｕ

ｉｔ
猕

猴
桃

科
Ａｃ

ｔｉｎ
ｉｄ
ｉａ
ｃｅ
ａｅ

猕
猴

桃
属

Ａｃ
ｔｉｎ

ｉｄ
ｉａ

单
性

花
单

生
或

排
成

简
单

的
或

分
歧

的
聚

伞
花

序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９

１
０．
９５

极
度

柿
子

Ｐｅ
ｒｓ
ｉｍ

ｍ
ｏｎ

ｓ
柿

科
Ｅｂ

ｅｎ
ａｃ
ｅａ
ｅ

柿
属

Ｄｉ
ｏｓ
ｐｙ

ｒｏ
ｓ

单
性

花
聚

伞
花

序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越
橘

Ｃｒ
ａｎ

ｂｅ
ｒｒｙ

杜
鹃

花
科

Ｅｒ
ｉｃ
ａｃ
ｅａ
ｅ

越
橘

属
Ｖａ

ｃｃ
ｉｎ
ｉｕ
ｍ

两
性

花
总

状
花

序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蓝
莓

Ｂｌ
ｕｅ

ｂｅ
ｒｒｙ

杜
鹃

花
科

Ｅｒ
ｉｃ
ａｃ
ｅａ
ｅ

越
橘

属
Ｖａ

ｃｃ
ｉｎ
ｉｕ
ｍ

两
性

花
总

状
花

序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树
莓

Ｒａ
ｓｐ
ｂｅ

ｒｒｙ
蔷

薇
科

Ｒｏ
ｓａ
ｃｅ
ａｅ

悬
钩

子
属

Ｒｕ
ｂｕ

ｓ
两

性
花

单
生

花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草
莓

Ｓｔ
ｒａ
ｗｂ

ｅｒ
ｒｙ

蔷
薇

科
Ｒｏ

ｓａ
ｃｅ
ａｅ

草
莓

属
Ｆｒ
ａｇ
ａｒ
ｉａ

两
性

花
聚

伞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醋
栗

Ｇｏ
ｏｓ
ｅｂ

ｅｒ
ｒｙ

虎
耳

草
科

Ｓａ
ｘｉ
ｆｒａ

ｇａ
ｃｅ
ａｅ

茶
藨

子
属

Ｒｉ
ｂｅ

ｓ
醋

栗
属

Ｇｒ
ｏｓ
ｓｕ
ｌａ
ｒｉａ

两
性

花
短

总
状

花
序

或
单

生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无
花

果
Ｆｉ
ｇｓ

桑
科

Ｍ
ｏｒ
ａｃ
ｅａ
ｅ

榕
属

Ｆｉ
ｃｕ

ｓ
单

性
花

单
生

花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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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１

作
物

名
称

Ｃｒ
ｏｐ

ｃｏ
ｍ
ｍ
ｏｎ

分
类

地
位

Ｃｒ
ｏｐ

ｃａ
ｔｅ
ｇｏ
ｒｙ

花
的

形
态

Ｆｌ
ｏｒ
ａｌ

ｍ
ｏｒ
ｐｈ

ｏｌ
ｏｇ
ｙ

科
Ｆａ

ｍ
ｉｌｙ

属
Ｇｅ

ｎｕ
ｓ

花
蕊

组
成

（单
性

花
或

两
性

花
）

着
生

位
置

（单
生

花
或

花
序

）

授
粉

媒
介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ｏ
ｒｓ

授
粉

媒
介

（虫
媒

或
风

媒
）

授
粉

方
式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ｉｎ
ｇ
ｗａ

ｙｓ
授

粉
方

式
（自

花
授

粉
和

异
花

授
粉

）

昆
虫

传
粉

依
赖

程
度

和
等

级
Ｄｅ

ｐｅ
ｎｄ

ｅｎ
ｃｅ

ｄｅ
ｇｒ
ｅｅ

ｏｒ
ｇｒ
ａｄ

ｅ
ｕｐ

ｏｎ
ｉｎ
ｓｅ
ｃｔ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ｉｏ
ｎ

Ｍ
ｉｎ

Ｍ
ａｘ

Ｍ
ｅａ
ｎ

极
度

、高
度

、中
度

、
低

度
、不

依
赖

、未
知

醋
栗

果
俗

称
黑

加
仑

Ｃｕ
ｒｒａ

ｎｔ
ｓ

虎
耳

草
科

Ｓａ
ｘｉ
ｆｒａ

ｇａ
ｃｅ
ａｅ

茶
藨

子
属

Ｒｉ
ｂｅ

ｓ
两

性
花

总
状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葡
萄

Ｇｒ
ａｐ

ｅｓ
葡

萄
科

Ｖｉ
ｔａ
ｃｅ
ａｅ

葡
萄

属
Ｖｉ

ｔｉｓ
单

性
花

圆
锥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１

０．
０５

低
度

（４
）坚

果
类

Ｎｕ
ｔｆ

ｒｕ
ｉｔｓ

板
栗

栗
子

Ｃｈ
ｅｓ
ｔｎ
ｕｔ
ｓ

壳
斗

科
Ｆａ

ｇａ
ｃｅ
ａｅ

栗
属

Ｃａ
ｓｔａ

ｎｅ
ａ

单
性

花
３—

５
朵

聚
生

成
簇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核
桃

Ｗ
ａｌ
ｎｕ

ｔｓ，
ｗｉ
ｔｈ

ｓｈ
ｅｌ
ｌ

胡
桃

科
Ｊｕ
ｇｌ
ａｎ

ｄａ
ｃｅ
ａｅ

胡
桃

属
Ｊｕ
ｇｌ
ａｎ

ｓ
单

性
花

雄
性

葇
荑

花
序

，
雌

性
穗

状
花

序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不

明
确

榛
子

Ｈ
ａｚ
ｅｌ
ｎｕ

ｔｓ
桦

木
科

Ｂｅ
ｔｕ
ｌａ
ｃｅ
ａｅ

榛
属

Ｃｏ
ｒｙ
ｌｕ
ｓ

单
性

花
雄

花
序

单
生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不
明

确

开
心

果
Ｐｉ
ｓｔａ

ｃｈ
ｉｏ
ｓ

漆
树

科
Ａｎ

ａｃ
ａｒ
ｄｉ
ａｃ
ｅａ
ｅ

黄
连

木
属

Ｐｉ
ｓｔａ

ｃｉ
ａ

单
性

花
圆

锥
花

序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不

明
确

（５
）柑

橘
类

Ｃｉ
ｔｒｕ

ｓ
ｆｒｕ

ｉｔｓ

柑
橘

Ｔａ
ｎｇ

ｅｒ
ｉｎ
ｅ

芸
香

科
Ｒｕ

ｔａ
ｃｅ
ａｅ

柑
橘

属
Ｃｉ
ｔｒｕ

ｓ
两

性
花

花
单

生
或

２—
３
朵

簇
生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橘
柚

Ｔａ
ｎｇ

ｅｌ
ｏ

芸
香

科
Ｒｕ

ｔａ
ｃｅ
ａｅ

金
橘

属
Ｆｏ

ｒｔｕ
ｎｅ

ｌｌａ
两

性
花

单
朵

腋
生

或
数

朵
簇

生
于

叶
腋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葡
萄

柚
Ｇｒ

ａｐ
ｅｆ
ｒｕ
ｉｔ

芸
香

科
Ｒｕ

ｔａ
ｃｅ
ａｅ

柑
橘

属
Ｃｉ
ｔｒｕ

ｓ
两

性
花

总
状

花
序

，
稀

少
或

单
花

腋
生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橙
子

Ｏｒ
ａｎ

ｇｅ
芸

香
科

Ｒｕ
ｔａ
ｃｅ
ａｅ

柑
橘

属
Ｃｉ
ｔｒｕ

ｓ
两

性
花

单
生

花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柠
檬

Ｌｅ
ｍ
ｏｎ

芸
香

科
Ｒｕ

ｔａ
ｃｅ
ａｅ

柑
橘

属
Ｃｉ
ｔｒｕ

ｓ
单

性
花

单
花

腋
生

或
少

花
簇

生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酸
橙

Ｌｉ
ｍ
ｅ

芸
香

科
Ｒｕ

ｔａ
ｃｅ
ａｅ

柑
橘

属
Ｃｉ
ｔｒｕ

ｓ
有

单
性

花
倾

向
总

状
花

序
有

花
少

数
，有

时
兼

有
腋

生
单

花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６
）热

带
、亚

热
带

果
树

Ｔｒ
ｏｐ

ｉｃ
ａｌ

ａｎ
ｄ
ｓｕ
ｂｔ
ｒｏ
ｐｉ
ｃａ
ｌｆ

ｒｕ
ｉｔ

ｔｒｅ
ｅｓ

芒
果

Ｍ
ａｎ

ｇｏ
漆

树
科

Ａｎ
ａｃ
ａｒ
ｄｉ
ａｃ
ｅａ
ｅ

杧
果

属
Ｍ
ａｎ

ｇｉ
ｆｅ
ｒａ

两
性

花
圆

锥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油
梨

牛
油

果
鳄

梨
Ａｖ

ｏｃ
ａｄ

ｏ
山

榄
科

Ｓａ
ｐｏ

ｔａ
ｃｅ
ａｅ

牛
油

果
属

Ｂｕ
ｔｙ
ｒｏ
ｓｐ
ｅｒ
ｍ
ｕｍ

两
性

花
聚

伞
状

圆
锥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荔
枝

Ｌｉ
ｔｃ
ｈｉ
ｓ

无
患

子
科

Ｓａ
ｐｉ
ｎｄ

ａｃ
ｅａ
ｅ

荔
枝

属
Ｌｉ
ｔｃ
ｈｉ

两
性

花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１

０．
０５

低
度

龙
眼

Ｌｏ
ｎｇ

ａｎ
ｓ

无
患

子
科

Ｓａ
ｐｉ
ｎｄ

ａｃ
ｅａ
ｅ

龙
眼

属
Ｄｉ

ｍ
ｏｃ
ａｒ
ｐｕ

ｓ
两

性
花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１

０．
０５

低
度

腰
果

Ｃａ
ｓｈ
ｅｗ

ａｐ
ｐｌ
ｅ

漆
树

科
Ａｎ

ａｃ
ａｒ
ｄｉ
ａｃ
ｅａ
ｅ

腰
果

属
Ａｎ

ａｃ
ａｒ
ｄｉ
ｕｍ

两
性

花
圆

锥
花

序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椰
子

Ｃｏ
ｃｏ
ｎｕ

ｔｓ
棕

榈
科

Ｐａ
ｌｍ

ａｅ
椰

子
属

Ｃｏ
ｃｏ
ｓ

单
性

花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槟
榔

Ａｒ
ｅｃ
ａｎ

ｕｔ
ｓ

棕
榈

科
Ｐａ

ｌｍ
ａｅ

槟
榔

属
Ａｒ

ｅｃ
ａ

单
性

花
单

生
花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１

０．
０５

低
度

番
木

瓜
Ｐａ

ｐａ
ｙａ
ｓ

番
木

瓜
科

Ｃａ
ｒｉｃ

ａｃ
ｅａ
ｅ

番
木

瓜
属

Ｃａ
ｒｉｃ

ａ
单

性
花

或
两

性
花

圆
锥

花
序

、伞
房

花
序

或
单

生
花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１

０．
０５

低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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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１

作
物

名
称

Ｃｒ
ｏｐ

ｃｏ
ｍ
ｍ
ｏｎ

分
类

地
位

Ｃｒ
ｏｐ

ｃａ
ｔｅ
ｇｏ
ｒｙ

花
的

形
态

Ｆｌ
ｏｒ
ａｌ

ｍ
ｏｒ
ｐｈ

ｏｌ
ｏｇ
ｙ

科
Ｆａ

ｍ
ｉｌｙ

属
Ｇｅ

ｎｕ
ｓ

花
蕊

组
成

（单
性

花
或

两
性

花
）

着
生

位
置

（单
生

花
或

花
序

）

授
粉

媒
介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ｏ
ｒｓ

授
粉

媒
介

（虫
媒

或
风

媒
）

授
粉

方
式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ｉｎ
ｇ
ｗａ

ｙｓ
授

粉
方

式
（自

花
授

粉
和

异
花

授
粉

）

昆
虫

传
粉

依
赖

程
度

和
等

级
Ｄｅ

ｐｅ
ｎｄ

ｅｎ
ｃｅ

ｄｅ
ｇｒ
ｅｅ

ｏｒ
ｇｒ
ａｄ

ｅ
ｕｐ

ｏｎ
ｉｎ
ｓｅ
ｃｔ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ｉｏ
ｎ

Ｍ
ｉｎ

Ｍ
ａｘ

Ｍ
ｅａ
ｎ

极
度

、高
度

、中
度

、
低

度
、不

依
赖

、未
知

香
蕉

Ｂａ
ｎａ

ｎａ
ｓ

芭
蕉

科
Ｍ
ｕｓ
ａｃ
ｅａ
ｅ

芭
蕉

属
Ｍ
ｕｓ
ａ

单
性

花
穗

状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异

花
授

粉
—

—
—

增
加

繁
殖

器
官

菠
萝

Ｐｉ
ｎｅ

ａｐ
ｐｌ
ｅ

凤
梨

科
Ｂｒ

ｏｍ
ｅｌ
ｉａ
ｃｅ
ａｅ

凤
梨

属
Ａｎ

ａｎ
ａｓ

未
知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
—

—
增

加
繁

殖
器

官

海
枣

Ｄａ
ｔｅ
ｓ

棕
榈

科
Ｐａ

ｌｍ
ａｅ

刺
葵

属
Ｐｈ

ｏｅ
ｎｉ
ｘ

单
性

花
圆

锥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３．
蔬

菜
作

物
Ｖｅ

ｇｅ
ｔａ
ｂｌ
ｅ
ｃｒ
ｏｐ

ｓ

（１
）瓜

类
蔬

菜
Ｇｏ

ｕｒ
ｄ
ｖｅ
ｇｅ
ｔａ
ｂｌ
ｅｓ

黄
瓜

Ｃｕ
ｃｕ

ｍ
ｂｅ

ｒ
胡

芦
科

Ｃｕ
ｃｕ

ｒｂ
ｉｔａ

ｃｅ
ａｅ

黄
瓜

属
Ｃｕ

ｃｕ
ｍ
ｉｓ

单
性

花
单

生
花

或
簇

生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９

１
０．
９５

极
度

甜
瓜

Ｍ
ｕｓ
ｋｍ

ｅｌ
ｏｎ

ｓ
胡

芦
科

Ｃｕ
ｃｕ

ｒｂ
ｉｔａ

ｃｅ
ａｅ

黄
瓜

属
Ｃｕ

ｃｕ
ｍ
ｉｓ

单
性

花
单

生
（雌

）或
簇

生
（雄

）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９

１
０．
９５

极
度

南
瓜

Ｐｕ
ｍ
ｐｋ

ｉｎ
胡

芦
科

Ｃｕ
ｃｕ

ｒｂ
ｉｔａ

ｃｅ
ａｅ

南
瓜

属
Ｃｕ

ｃｕ
ｒｂ
ｉｔａ

单
性

花
单

生
花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９

１
０．
９５

极
度

西
瓜

Ｗ
ａｔ
ｅｒ
ｍ
ｅｌ
ｏｎ

ｓ
胡

芦
科

Ｃｕ
ｃｕ

ｒｂ
ｉｔａ

ｃｅ
ａｅ

西
瓜

属
Ｃｉ
ｔｒｕ

ｌｌｕ
ｓ

单
性

花
单

生
花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９

１
０．
９５

极
度

其
他

瓜
类

Ｏｔ
ｈｅ

ｒｍ
ｅｌ
ｏｎ

ｓ
０．
９

１
０．
９５

极
度

（２
）茄

果
类

蔬
菜

Ｓｏ
ｌａ
ｎａ

ｃｅ
ｏｕ

ｓ
ｖｅ
ｇｅ
ｔａ
ｂｌ
ｅｓ

茄
子

Ｅｇ
ｇｐ

ｌａ
ｎｔ
ｓ

（ａ
ｕｂ

ｅｒ
ｇｉ
ｎｅ

ｓ）
茄

科
Ｓｏ

ｌａ
ｎａ

ｃｅ
ａｅ

茄
属

Ｓｏ
ｌａ
ｎｕ

ｍ
两

性
花

单
生

花
虫

媒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辣
椒

Ｃｈ
ｉｌｌ
ｉｅ
ｓ
ａｎ

ｄ
ｐｅ

ｐｐ
ｅｒ
ｓ

茄
科

Ｓｏ
ｌａ
ｎａ

ｃｅ
ａｅ

辣
椒

属
Ｃａ

ｐｓ
ｉｃ
ｕｍ

两
性

花
单

生
花

虫
媒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０
０．
１

０．
０５

低
度

番
茄

Ｔｏ
ｍ
ａｔ
ｏ

茄
科

Ｓｏ
ｌａ
ｎａ

ｃｅ
ａｅ

番
茄

属
Ｓｏ

ｌａ
ｎｕ

ｍ
两

性
花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０
０．
１

０．
０５

低
度

（３
）根

菜
类

蔬
菜

Ｒｏ
ｏｔ

ｖｅ
ｇｅ
ｔａ
ｂｌ
ｅ

萝
卜

Ｒａ
ｄｉ
ｓｈ

十
字

花
科

Ｃｒ
ｕｃ

ｉｆｅ
ｒａ
ｅ

萝
卜

属
Ｒａ

ｐｈ
ａｎ

ｕｓ
两

性
花

总
状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
—

—
增

加
种

子

胡
萝

卜
Ｃａ

ｒｒｏ
ｔ

伞
形

科
Ａｐ

ｉａ
ｃｅ
ａｅ

胡
萝

卜
属

Ｄａ
ｕｃ

ｕｓ
两

性
花

复
伞

形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

—
—

增
加

种
子

（４
）白

菜
类

蔬
菜

Ｃａ
ｂｂ

ａｇ
ｅ
ｖｅ
ｇｅ
ｔａ
ｂｌ
ｅ

大
白

菜
Ｃａ

ｂｂ
ａｇ
ｅ

十
字

花
科

Ｃｒ
ｕｃ

ｉｆｅ
ｒａ
ｅ

芸
苔

属
Ｂｒ

ａｓ
ｓｉｃ

ａ
两

性
花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
—

—
增

加
种

子

卷
心

菜
Ｃａ

ｂｂ
ａｇ
ｅ
ｐａ

ｔｃ
ｈ十

字
花

科
Ｃｒ

ｕｃ
ｉｆｅ

ｒａ
ｅ

芸
苔

属
Ｂｒ

ａｓ
ｓｉｃ

ａ
两

性
花

总
状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
—

—
增

加
种

子

（５
）甘

蓝
类

蔬
菜

ｋａ
ｉｌ

ｖｅ
ｇｅ
ｔａ
ｂｌ
ｅ

花
椰

菜
；

西
兰

花
Ｂｒ

ｏｃ
ｃｏ
ｌｉ

十
字

花
科

Ｃｒ
ｕｃ

ｉｆｅ
ｒａ
ｅ

芸
苔

属
Ｂｒ

ａｓ
ｓｉｃ

ａ
两

性
花

总
状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
—

—
增

加
种

子

（６
）葱

蒜
类

蔬
菜

Ｂｕ
ｌｂ

ｖｅ
ｇｅ
ｔａ
ｂｌ
ｅ

大
蒜

Ｇａ
ｒｌｉ
ｃ

百
合

科
Ｌｉ
ｌｉａ

ｃｅ
ａｅ

葱
属

Ａｌ
ｌｉａ

ｃｅ
ａｅ

两
性

花
伞

形
花

序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

—
—

增
加

繁
殖

器
官

大
葱

Ａｌ
ｌｉｕ

ｍ
ｆｉｓ

ｔｕ
ｌｏ
ｓｕ
ｍ

百
合

科
Ｌｉ
ｌｉａ

ｃｅ
ａｅ

葱
属

Ａｌ
ｌｉａ

ｃｅ
ａｅ

两
性

花
伞

形
花

序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增

加
繁

殖
器

官

洋
葱

Ｏｎ
ｉｏ
ｎ

百
合

科
Ｌｉ
ｌｉａ

ｃｅ
ａｅ

葱
属

Ａｌ
ｌｉａ

ｃｅ
ａｅ

两
性

花
伞

形
花

序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

—
—

增
加

种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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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１

作
物

名
称

Ｃｒ
ｏｐ

ｃｏ
ｍ
ｍ
ｏｎ

分
类

地
位

Ｃｒ
ｏｐ

ｃａ
ｔｅ
ｇｏ
ｒｙ

花
的

形
态

Ｆｌ
ｏｒ
ａｌ

ｍ
ｏｒ
ｐｈ

ｏｌ
ｏｇ
ｙ

科
Ｆａ

ｍ
ｉｌｙ

属
Ｇｅ

ｎｕ
ｓ

花
蕊

组
成

（单
性

花
或

两
性

花
）

着
生

位
置

（单
生

花
或

花
序

）

授
粉

媒
介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ｏ
ｒｓ

授
粉

媒
介

（虫
媒

或
风

媒
）

授
粉

方
式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ｉｎ
ｇ
ｗａ

ｙｓ
授

粉
方

式
（自

花
授

粉
和

异
花

授
粉

）

昆
虫

传
粉

依
赖

程
度

和
等

级
Ｄｅ

ｐｅ
ｎｄ

ｅｎ
ｃｅ

ｄｅ
ｇｒ
ｅｅ

ｏｒ
ｇｒ
ａｄ

ｅ
ｕｐ

ｏｎ
ｉｎ
ｓｅ
ｃｔ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ｉｏ
ｎ

Ｍ
ｉｎ

Ｍ
ａｘ

Ｍ
ｅａ
ｎ

极
度

、高
度

、中
度

、
低

度
、不

依
赖

、未
知

（７
）绿

叶
蔬

菜
Ｌｅ

ａｆ
ｖｅ
ｇｅ
ｔａ
ｂｌ
ｅ

菠
菜

Ｓｐ
ｉｎ
ａｃ
ｈ

藜
科

Ｃｈ
ｅｎ

ｏｐ
ｏｄ

ｉａ
ｃｅ
ａｅ

菠
菜

属
Ｓｐ

ｉｎ
ａｃ
ｉａ

单
性

花
球

形
团

伞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芹
菜

Ｃｅ
ｌｅ
ｒｙ

伞
形

科
Ａｐ

ｉａ
ｃｅ
ａｅ

芹
属

Ａｐ
ｉｕ
ｍ

两
性

花
复

伞
形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
—

—
增

加
种

子

生
菜

；菊
苣

Ｌｅ
ｔｔｕ

ｃｅ
ａｎ

ｄ
ｃｈ

ｉｃ
ｏｒ
ｙ

菊
科

Ｃｏ
ｍ
ｐｏ

ｓｉｔ
ａｅ

莴
苣

属
Ｌａ

ｃｔ
ｕｃ

ａ
两

性
花

圆
锥

花
序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
—

—
增

加
种

子

薄
荷

Ｐｅ
ｐｐ

ｅｒ
ｍ
ｉｎ
ｔ

唇
形

科
Ｌａ

ｂｉ
ａｔ
ａｅ

薄
荷

属
Ｍ
ｅｎ

ｔｈ
ａ

两
性

花
轮

伞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８
）多

年
生

蔬
菜

Ｐｅ
ｒｅ
ｎｎ

ｉａ
ｌｖ

ｅｇ
ｅｔ
ａｂ

ｌｅ

秋
葵

Ｏｋ
ｒａ

锦
葵

科
Ｍ
ａｌ
ｖａ
ｃｅ
ａｅ

秋
葵

属
Ａｂ

ｅｌ
ｍ
ｏｓ
ｃｈ

ｕｓ
两

性
花

单
生

花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芦
笋

Ａｓ
ｐａ

ｒａ
ｇｕ

ｓ
百

合
科

Ｌｉ
ｌｉａ

ｃｅ
ａｅ

天
门

冬
属

Ａｓ
ｐａ

ｒａ
ｇｕ

ｓ
单

性
花

每
１—

４
朵

腋
生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
—

—
增

加
种

子

洋
蓟

Ａｒ
ｔｉｃ

ｈｏ
ｋｅ

ｓ
菊

科
Ａｓ

ｔｅ
ｒａ
ｃｅ
ａｅ

菜
蓟

属
Ｃｙ

ｎａ
ｒａ

两
性

花
头

状
花

序
未

知
未

知
—

—
—

增
加

种
子

４．
经

济
作

物
Ｃｏ

ｍ
ｍ
ｅｒ
ｃｉ
ａｌ

ｃｒ
ｏｐ

（或
称

工
业

原
料

作
物

Ｉｎ
ｄｕ

ｓｔｒ
ｉａ
ｌｃ

ｒｏ
ｐ）

（１
）纤

维
作

物
Ｆｉ
ｂｒ
ｅ
ｃｒ
ｏｐ

ｓ

棉
花

Ｃｏ
ｔｔｏ

ｎ
锦

葵
科

Ｍ
ａｌ
ｖａ
ｃｅ
ａｅ

棉
属

Ｇｏ
ｓｓ
ｙｐ

ｉｕ
ｍ

两
性

花
单

生
花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２
）油

料
作

物
Ｏｉ

ｌｃ
ｒｏ
ｐｓ

，主
要

作
物

有
食

用
油

料
作

物
和

工
业

用
油

作
物

芝
麻

籽
Ｓｅ

ｓａ
ｍ
ｅ
ｓｅ
ｅｄ

胡
麻

科
Ｐｅ

ｄａ
ｌｉａ

ｃｅ
ａｅ

胡
麻

属
Ｓｅ

ｓａ
ｍ
ｕｍ

两
性

花
花

单
生

或
２—

３
朵

同
生

于
叶

腋
内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大
豆

Ｓｏ
ｙｂ

ｅａ
ｎｓ

豆
科

Ｌｅ
ｇｕ

ｍ
ｉｎ
ｏｓ
ａｅ

大
豆

属
Ｇｌ

ｙｃ
ｉｎ
ｅ

两
性

花
总

状
花

序
或

单
生

花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葵
花

籽
Ｓｕ

ｎｆ
ｌｏ
ｗｅ

ｒｓ
ｅｅ
ｄ

菊
科

Ａｓ
ｔｅ
ｒａ
ｃｅ
ａｅ

向
日

葵
属

Ｈ
ｅｌ
ｉａ
ｎｔ
ｈｕ

ｓ
两

性
花

头
状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芥
菜

籽
Ｍ
ｕｓ
ｔａ
ｒｄ

ｓｅ
ｅｄ

十
字

花
科

Ｃｒ
ｕｃ

ｉｆｅ
ｒａ
ｅ

芸
苔

属
Ｂｒ

ａｓ
ｓｉｃ

ａ
两

性
花

总
状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常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油
菜

籽
Ｒａ

ｐｅ
ｓｅ
ｅｄ

十
字

花
科

Ｃｒ
ｕｃ

ｉｆｅ
ｒａ
ｅ

芸
苔

属
Ｂｒ

ａｓ
ｓｉｃ

ａ
两

性
花

总
状

花
序

虫
媒

、风
媒

常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籽
棉

Ｓｅ
ｅｄ

ｃｏ
ｔｔｏ

ｎ
锦

葵
科

Ｍ
ａｌ
ｖａ
ｃｅ
ａｅ

棉
属

Ｇｏ
ｓｓ
ｙｐ

ｉｕ
ｍ

两
性

花
单

生
花

虫
媒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花
生

Ｇｒ
ｏｕ

ｎｄ
ｎｕ

ｔｓ
豆

科
Ｌｅ

ｇｕ
ｍ
ｉｎ
ｏｓ
ａｅ

落
花

生
属

Ａｒ
ａｃ
ｈｉ
ｓ

两
性

花
单

生
花

闭
花

授
粉

自
花

授
粉

０
０．
１

０．
０５

低
度

亚
麻

籽
Ｌｉ
ｎｓ
ｅｅ
ｄ

亚
麻

科
Ｌｉ
ｎａ

ｃｅ
ａｅ

亚
麻

属
Ｌｉ
ｎｕ

ｍ
两

性
花

单
生

，组
成

疏
散

的
聚

伞
花

序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０

０．
１

０．
０５

低
度

棕
榈

果
Ｏｉ

ｌｐ
ａｌ
ｍ

ｆｒｕ
ｉｔ
棕

榈
科

Ｐａ
ｌｍ

ａｅ
棕

榈
属

Ｔｒ
ａｃ
ｈｙ

ｃａ
ｒｐ
ｕｓ

单
性

花
花

序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１

０．
０５

低
度

红
花

籽
Ｓａ

ｆｆｌ
ｏｗ

ｅｒ
ｓｅ
ｅｄ

菊
科

Ａｓ
ｔｅ
ｒａ
ｃｅ
ａｅ

红
花

属
Ｃａ

ｒｔｈ
ａｍ

ｕｓ
两

性
花

头
状

花
序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０
０．
１

０．
０５

低
度

油
橄

榄
Ｏｌ

ｉｖ
ｅｓ

木
犀

科
Ｏｌ

ｅａ
ｃｅ
ａｅ

木
犀

榄
属

Ｏｌ
ｅａ

两
性

花
圆

锥
花

序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３
）糖

类
作

物
Ｓｕ

ｇａ
ｒｃ

ｒｏ
ｐｓ

甜
菜

Ｓｕ
ｇａ
ｒｂ
ｅｅ
ｔ

藜
科

Ｃｈ
ｅｎ

ｏｐ
ｏｄ

ｉａ
ｃｅ
ａｅ

甜
菜

属
Ｂｅ

ｔａ
两

性
花

花
２—

３
朵

团
集

风
媒

自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甘
蔗

Ｓｕ
ｇａ
ｒｃ
ａｎ

ｅ
禾

本
科

Ｇｒ
ａｍ

ｉｎ
ｅａ
ｅ

甘
蔗

属
Ｓａ

ｃｃ
ｈａ

ｒｕ
ｍ

两
性

花
圆

锥
花

序
或

总
状

花
序

风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续
表

１

作
物

名
称

Ｃｒ
ｏｐ

ｃｏ
ｍ
ｍ
ｏｎ

分
类

地
位

Ｃｒ
ｏｐ

ｃａ
ｔｅ
ｇｏ
ｒｙ

花
的

形
态

Ｆｌ
ｏｒ
ａｌ

ｍ
ｏｒ
ｐｈ

ｏｌ
ｏｇ
ｙ

科
Ｆａ

ｍ
ｉｌｙ

属
Ｇｅ

ｎｕ
ｓ

花
蕊

组
成

（单
性

花
或

两
性

花
）

着
生

位
置

（单
生

花
或

花
序

）

授
粉

媒
介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ｏ
ｒｓ

授
粉

媒
介

（虫
媒

或
风

媒
）

授
粉

方
式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ｉｎ
ｇ
ｗａ

ｙｓ
授

粉
方

式
（自

花
授

粉
和

异
花

授
粉

）

昆
虫

传
粉

依
赖

程
度

和
等

级
Ｄｅ

ｐｅ
ｎｄ

ｅｎ
ｃｅ

ｄｅ
ｇｒ
ｅｅ

ｏｒ
ｇｒ
ａｄ

ｅ
ｕｐ

ｏｎ
ｉｎ
ｓｅ
ｃｔ

ｐｏ
ｌｌｉ
ｎａ

ｔｉｏ
ｎ

Ｍ
ｉｎ

Ｍ
ａｘ

Ｍ
ｅａ
ｎ

极
度

、高
度

、中
度

、
低

度
、不

依
赖

、未
知

（４
）嗜

好
类

作
物

Ｓｔ
ｉｍ

ｕｌ
ａｎ

ｔｃ
ｒｏ
ｐｓ

可
可

豆
Ｃｏ

ｃｏ
ａ
ｂｅ

ａｎ
ｓ

梧
桐

科
Ｓｔ
ｅｒ
ｃｕ

ｌｉａ
ｃｅ
ａｅ

可
可

属
Ｔｈ

ｅｏ
ｂｒ
ｏｍ

ａ
两

性
花

聚
伞

花
序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９

１
０．
９５

极
度

可
乐

果
Ｋｏ

ｌａ
ｎｕ

ｔｓ
梧

桐
科

Ｓｔ
ｅｒ
ｃｕ

ｌｉａ
ｃｅ
ａｅ

可
乐

果
属

Ｃｏ
ｌａ

两
性

花
单

生
花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４

０．
９

０．
６５

高
度

咖
啡

Ｃｏ
ｆｆｅ

ｅ
茜

草
科

Ｒｕ
ｂｉ
ａｃ
ｅａ
ｅ

咖
啡

属
Ｃｏ

ｆｆｅ
ａ

两
性

花
聚

伞
花

序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５

中
度

茶
Ｔｅ

ａ
山

茶
科

Ｔｈ
ｅａ
ｃｅ
ａｅ

山
茶

属
Ｃａ

ｍ
ｅｌ
ｌｉａ

两
性

花
单

生
花

，腋
生

虫
媒

异
花

授
粉

０
０

０
不

依
赖

（５
）牧

草
与

绿
肥

作
物

Ｐａ
ｓｔｕ

ｒｅ
ａｎ

ｄ
ｇｒ
ｅｅ
ｎ
ｍ
ａｎ

ｕｒ
ｅ
ｃｒ
ｏｐ

ｓ

苜
蓿

Ａｌ
ｆａ
ｌｆａ

豆
科

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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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 评估的主要农作物包括 ２２ 类，其中粮食作物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
粱、其他谷物、大麦、大豆、绿豆、红小豆、马铃薯等 １１ 类；水果作物包括苹果、梨、红枣、葡萄、柿子、草莓、柑桔、
香蕉和菠萝等 ９ 类；蔬菜作物包括西瓜、甜瓜、其他瓜类和其他蔬菜等 ４ 类；经济作物包括棉花、花生、油菜籽、
芝麻、向日葵、甘蔗、甜菜和茶叶等 ８ 类。

评估结果表明（图 １），２０１５ 年昆虫对全国 ２２ 类主要农作物授粉功能量 １．８ 亿吨。 其中大于 １０００ 万吨的

省份有：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和新疆。 介于 ５００—１０００ 万吨之间的省份有：安徽、湖南、广西、江苏、湖北、辽
宁、四川和江西。 介于 １００—５００ 万吨之间的省份有：山西、甘肃、广东、浙江、福建、内蒙古、黑龙江、宁夏、重
庆、云南、吉林、贵州和海南，天津、上海、北京、青海和西藏低于 １００ 万吨。

图 １　 ２０１５ 年中国各省主要农作物昆虫授粉功能量

Ｆｉｇ．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ｐｌｅ ｃｒｏ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５

２．３　 全国各省昆虫授粉服务价值

采用昆虫授粉的服务价值估算方法，在分析昆虫对主要农作物授粉功能量基础上，考虑各类作物的价格，
从而得出昆虫对主要农作物授粉服务价值。 与昆虫授粉功能量评估相对应，昆虫授粉服务价值评估区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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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３１ 个省级单位（由于数据缺乏，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 评估的主要农作物也是包括 ２２ 类。
评估结果表明（图 ２），２０１５ 年昆虫对全国 ２２ 类主要农作物授粉服务价值 ８８６０．５ 亿元。 昆虫对主要农作

物授粉服务价值大于 ５００ 亿元的省份有：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和新疆。 介于 ３００—５００ 亿元之间的省份有：
山西、广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辽宁和甘肃。 介于 １００ ～ ３００ 亿元之间的省份有：江西、安徽、福建、江苏、
浙江、重庆、黑龙江、内蒙古和云南。 宁夏、吉林、贵州、海南、北京、上海、天津、青海和西藏低于 １００ 亿元。

图 ２　 ２０１５ 年中国各省主要农作物昆虫授粉服务价值

Ｆｉｇ．２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ｐｌｅ ｃｒｏ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５

３　 讨论

３．１　 作物对昆虫的授粉依赖程度

定量评价作物对昆虫的授粉依赖程度是评估昆虫授粉功能量和服务价值关键步骤。 本文将中国重要栽

培作物种类按用途和植物学系统相结合分类，以展示它们对昆虫的授粉依赖程度。 重要栽培作物对昆虫的授

粉依赖程度主要参考 Ｍｏｒｓｅ［６］，Ｋｌｅｉｎ［７］和 Ｌｏｓｅｙ［８］等人的研究方法。 粮食作物中，只有禾谷类作物荞麦对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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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粉依赖等级为高度依赖，其他禾谷类作物为不依赖昆虫授粉。 豆类作物对昆虫授粉依赖程度有中度、低度

和不依赖等级。 薯类作物或根茎类作物并不需要依赖昆虫授粉增加繁殖器官。 水果作物中，仁果类和核果类

作物高度依赖昆虫授粉；浆果类和坚果类作物也是不同等级程度依赖昆虫授粉；柑橘类作物高度或中度依赖

昆虫授粉；大多数热带、亚热带果树不同等级程度依赖昆虫授粉。 蔬菜作物中，瓜类蔬菜极度依赖昆虫授粉；
茄果类蔬菜中度或低度依赖昆虫授粉；昆虫授粉能够增加根菜类、白菜类、甘蓝类、绿叶类和多年生蔬菜的种

子数量和品质。 经济作物中，大多数纤维作物、油料作物和嗜好类作物不同程度依赖昆虫传粉；牧草与绿肥作

物如苜蓿极度依赖昆虫传粉。 四类栽培作物不同程度的依赖昆虫授粉。 昆虫授粉有利于提高四类栽培作物

花的授粉和授精成功率，从而保证座果率、结实率和结籽率的提高，有利于作物增加产量和改善品质。 孙翠清

和赵芝俊通过分析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年近 １５ 年期间中国依赖蜜蜂授粉作物的种植数据，得出中国六大类，３２ 种依

赖蜜蜂授粉作物的种植面积平均增长了 １４．７％，增长较快的牧草、大田瓜果、木本水果恰恰也是对蜜蜂授粉依

赖程度更高的作物［９］。 但是目前国内关于作物对昆虫授粉依赖程度的田间试验结果，前期积累较少，研究的

作物种类较少而且缺少系统性的研究。 目前昆虫授粉依赖程度参数主要参考国外研究的数据结果。 根据评

估结果有些作物对昆虫授粉依赖程度等级为不依赖，当该类作物得到昆虫授粉后也会增加一定的产量。 因此

作物对昆虫的授粉依赖程度需要明确特定的条件。
３．２　 昆虫对作物的授粉功能量和服务价值

昆虫授粉是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昆虫授粉功能在维持农业生态系统功能和稳定农业生产中发挥

重要的作用。 农作物从种子到成熟收获的整个全过程，需要种子或繁殖组织、土壤、水分、空气、营养元素、光
照、昆虫授粉、人工管理和科学技术等各类因素共同的作用才能完成。 以上各类因素对人类栽培作物的成长、
发育和成熟过程都是不可或缺的，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功能，从而都产生价值。 本文着重考虑昆虫授粉（包括

野生授粉者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ｏｒｓ 与驯养授粉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ｏｒｓ）对农作物生长这一重要组成要素进行分

析。 评价昆虫对作物的授粉功能量是了解昆虫对作物生物量或产量的生物学和生态学效应，也可以反映出作

物对昆虫授粉的需求量大小。 作物的昆虫授粉功能量越大，其对昆虫授粉需要越大。 评估昆虫对作物的授粉

服务价值是掌握昆虫授粉为人类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或经济价值。 评估昆虫授粉服务价值的目的是在经济角

度上权衡是否值得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维持或增强授粉昆虫多样性和种群数量，以满足栽培作物

对昆虫授粉的需求。
本文根据 ２０１５ 年主要农作物产量、作物产品价格、昆虫授粉依赖程度等数据，计算得出昆虫对全国 ２２ 类

主要农作物的授粉功能量为 １．８ 亿吨和授粉服务价值为 ８８６０．５ 亿元。 昆虫对主要农作物授粉服务价值占当

年 ＧＤＰ 的 １．３％（２０１５ 年 ＧＤＰ 为 ６８．９ 万亿元），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安建东和陈文峰分析了 ２００８ 年昆虫

授粉对中国 ４４ 种水果和蔬菜产生的经济价值为 ５２１．７ 亿美元（大约 ３３３２．６ 亿元） ［１０］。 欧阳芳等基于 ２００７ 年

统计数据分析了昆虫授粉在我国农业生产中 １０ 种水果，１１ 种蔬菜和 ４ 种大田作物传粉服务价值为 ６７９０．３０
亿元［２］。 虽然两篇文章的研究时间相差一年，但是评估的昆虫授粉服务价值有一定的差异。 这是因为两个

分析中作物种类、数量、昆虫授粉依赖程度参数、作物价格以及评估方法均有差别造成的。 从全国各省层面来

看，２０１５ 年昆虫对主要栽培作物的授粉功能量和服务价值，排在前五名的都是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和新疆，
其授粉服务价值均大于 ５００ 亿元。 这五个省份的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是全国排名前列，也反映出这

五个省的主要农作物对昆虫授粉依赖程度较高。 本文仅仅考虑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农作物，而草原生态系统中

如牧草苜蓿极度依赖昆虫传粉，因此昆虫传粉也会对畜牧业也产生更多服务价值。
３．３　 研究展望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举措包括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昆虫生物多样性及其授粉功能与服务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昆虫授粉功能与服务价值评估研究的核心科学问题是作物对昆虫授粉的依赖程度。
未来，一方面需要构建系统的统一的昆虫授粉科学评价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开展昆虫授粉（野生授粉者与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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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授粉者）对中国各类重要农作物生物学和生态学效应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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