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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民族生态学视角的贵州苗族食用野菜多样性研究

赵栋昌１，２，刘　 锋２，∗

１ 贵州大学林学院，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２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要：基于民族生态学视角，运用生态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贵州东南部的雷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域，对
贵州苗族食用野菜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进行了调查研究。 结果显示：（１）贵州苗族传统食用的野菜有 ８０ 种，隶属 ４６ 科６７ 属，
苗族对野菜的食用方式、食用部位呈现出多样性特征；（２）贵州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野菜采集文

化、野菜处理传统知识、野菜饮食传统文化、野菜相关的苗医药文化、与野菜相关的文学与谚语等 ５ 个方面；苗族食用野菜相关

传统知识多样性指数 α 和 β 分别为 ０．７５ 和 ０．２９，说明贵州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具有多样而空间分布不连续的特征；（３）
苗族食用野菜种类多样性与野菜相关传统知识 α 多样性指数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系数为 ０．８４４，说明两者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多样性对食用野菜种类多样性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充分肯定野菜价值、挖掘整理和弘扬民族文化，
促进野菜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应用价值。
关键词：苗族；食用野菜；传统知识；多样性；贵州雷公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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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生态学是研究世居民族对生态系统的认知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交叉学科［１］，以民族群

体及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２］。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人类学家 Ｃｏｎｋｌｉｎ 在对菲律

宾 Ｈａｎｕｎｏｏ 农业研究中首先提出“民族生态学”概念以来［３］，民族生态学在生物多样性保护［４⁃９］、植物资源利

用［１０］、传统知识［１１⁃１３］等领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野菜利用及其相关传统知识是植物资源利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植物学和民族

生态学研究的热点，许多国外学者纷纷对津巴布韦［１４］、尼日利亚［１５］、巴勒斯坦［１６］、博茨瓦纳［１７］、波黑［１８］、刚
果［１９］、印度［２０］、黎巴嫩［２１］、墨西哥［２２］、伊比利亚半岛［２３］ 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不同民族传统利用野菜的调查

编目、野生食用植物的引种驯化以及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同时，一些国家也开

始着手制定本国专门保护植物资源及其传统知识的法规政策［２４］。 中国因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形成了多样化

的野菜利用及其有关传统知识。 许多学者对蒙古族［２５］、壮族［２６］、彝族［２７］、佤族［２８］、基诺族［２９］、土家族［３０］、傣
族［３１］等少数民族野生食用植物利用及其有关传统知识进行了调查、编目等基础研究。 可以说，这些研究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野菜资源利用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和惠益分享等工作的开展。 但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
研究者更多关注区域内当地民族对野菜利用的传统知识，即多数研究是基于当地民族文化影响方面开展的定

性描述，而缺少野菜资源利用及其传统知识的定量分析。
贵州苗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在野菜食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传统知识和经验，在苗族社

群中至今仍保留着采集食用野菜传统。 目前，对于贵州苗族野菜利用及其传统知识的研究仅是零星、散落在

苗族饮食文化［３２］、苗族野生植物资源利用［３３⁃３４］、苗族传统文化［３５］ 等研究中，而全面、系统调查和研究贵州苗

族野菜资源相对欠缺。 因此，本研究在对贵州苗族食用野菜资源利用及其有关传统知识进行深入调查与编目

基础上， 借鉴生物多样性理论和方法对苗族食用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进行多样性计算分析，并采用拟合回归

对苗族食用野菜种类多样性与野菜有关传统知识多样性关系进行分析。 通过研究，一方面，以期促进贵州苗

族野菜有关传统知识的挖掘整理与保护传承，利于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以期促进

野菜利用有关传统知识研究的量化表达，为民族传统文化定量研究提供一个探索性的研究方法。

１　 研究区概况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散布在世界各地，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南亚的老挝、越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总
人口数达 １０００ 多万。 其中，雷公山区是我国西南地区苗族高度聚居的主要区域，居住总人口约 ４０ 万，苗族人

口占 ９０％以上，素有苗族大本营之称，是贵州苗族的中心［３６］。 雷公山苗族作为典型的山地民族［３７，３８］，由于长

期的生产、生活与山地生态环境和植物资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渐渐形成了山地民族利用野菜资源及其传统

知识的独特认知，并在对其利用与保护中表现出来。
本文所取雷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域。 雷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地处贵州省东南部，位于东经

１０８°０５′—１０８°２４′，北纬 ２６°１５′—２６°３２′，总面积 ４７３００ ｈｍ２。 雷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管辖 １３ 个乡（镇），４５ 个

自然村寨，１２２ 个村民组，总户数为 ６６６２ 户，共 ２８３６９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２６ 人。 农业人口占区内总人口

的 ９５％，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９８％以上。 雷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地处中亚热带季风山地湿润气候区，属于高

中、中、低地貌，海拔最低处为 ６５０ ｍ，最高处达到 ２１７８．８ ｍ，最高处与最低处海拔之差为 １５２８．８ ｍ；年平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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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１４．３℃，夏日平均气温 ２３．５℃，冬日平均气温 ３．６℃，温暖湿润，相对湿度 ８５％—９１％，雨量充沛，年降雨量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ｍｍ［３９］。 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根据历次科学考察结果显示，保护区内共

有各类生物 ５０８４ 种，其中动物 ２２３９ 种，高等植物 ２５８２ 种，大型菌物 ２６３ 种［４０］。
根据雷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人口分布特点，选取 ２６ 个典型苗族村寨作为田野调查点

对苗族食用野菜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进行调查研究（表 １）。

表 １　 苗族食用野菜及相关传统知识调查点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ｄｉｂｌｅ ｗｉｌ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ｂｙ Ｍｉａ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调查村寨
Ｓｔｕｄｙ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村寨主要森林覆盖类型
Ｍ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１０００ ｍ 昂英村、石灰河村、 丹江村、交包村、提香村、水寨村、乌尧村、平祥
村、开屯村、新桥村、干脑村、桃江村、毛坪村

马尾松、杉木林

１０００—１３００ ｍ 格头村、陡寨村、山湾村、乔歪村、岩寨村、乔洛村、乌独村、雀鸟村、
上南刀村

以甜槠栲、丝栗栲为主的常绿阔叶林

＞１３００ ｍ 乌东村、干角村、 高岩村、交腊村 以光皮桦、化香、响叶杨为主的落叶阔叶林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苗族食用野菜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多样性调查

通过文献资料查阅和关键人物访谈，对苗族食用野菜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目。
（１）基于贵州植物志［４１］、中国野菜资源学［４２］、野菜实用图鉴［４３］等建立野菜资源数据库，筛选出在雷公山

区有分布的野生植物，结合地方志、食谱等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核证。
（２）采用民族植物学研究中常用的关键人物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来获取苗族对野菜利用及传统知识。

在调查过程中应用“５Ｗ＋１Ｈ”提问法访谈［４４］，即 Ｗｈａｔ（野菜叫什么）、Ｗｈｅｎ（何时采）、Ｗｈｅｒｅ（何地采）、Ｗｈｉｃｈ
（食用哪个部位）、Ｗｈｙ（为什么这样采集、食用）及 Ｈｏｗ ｍ（怎么吃，吃多少）。 同时，在野外调查过程中跟随信

息报告人在野外认识、采集野菜并拍摄照片留存，以获取和记录有关野菜资源的民族植物学资料。 最终，通过

随机访谈、关键人物访谈、半结构访谈方法等研究方法， 共调查 ３１５ 人。 信息报告人主要以村委会干部、德高

望重的村寨老人（寨老）、苗家妇女、苗药医师为主；年龄在 １２—９０ 岁之间，主要集中在 ４０—７８ 岁。
２．２　 苗族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多样性定量分析

在词条编目的基础上， 借鉴生物多样性指数中的 α 多样性（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 β 多样性（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指

数） ［４５］指数的计算方法和有关研究［４６］， 建立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多样性指数 ＤＳ－ＴＫ 和 βＷ－ＴＫ 。
（１）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的 α 多样性指数计算。 物种的 α 多样性主要是指局域生境内部的物种

多样性。 在计算传统知识的多样性时，将传统知识所在的苗族村寨视为其所在的局域生境，将每一类与野菜

相关的传统知识视为物种， 则每一类别（传统知识的主要类型）下的传统知识词条数目则可视为物种数。 由

此， 苗族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的 α 多样性指数 ＤＳ－ＴＫ ：

ＤＳ－ＴＫ ＝ １ － ∑
ｓ

ｉ ＝ １

ｎｉ（ｎｉ － １）
Ｎ（Ｎ － １）

（１）

式中， Ｎ 为研究中记录的与食用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词条的总数， ｎｉ为每一类别的传统知识的词条数目， ｓ
为食用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类别数。 Ｄｓ－ＴＫ值越大， 表明食用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的丰富性越高， 则该区域

的传统知识的多样性越高。
（２）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的 β 多样性指数计算。 β 多样性指沿环境梯度不同生境之间物种组成的

相异性。 本文将区域内的不同海拔高度的苗族村寨视为野菜相关传统知识在区域内的不同生境， 借鉴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指数， 则苗族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的 β 多样性指数 βＷ－ＴＫ ：

βＷ－ＴＫ ＝ Ｓ
ｍａ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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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Ｓ 为苗族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词条总数， ｍａ 为各苗寨的平均词条数。 βＷ－ＴＫ 值越高，表明不同苗寨间

的与食用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的异质性越高，可表征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在空间分布的不连续性。
２．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 分析苗族食用野菜种类多样性与野菜有关传统知识多样性的

关系。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苗族食用野菜多样性特征

３．１．１　 食用种类的多样性

调查结果显示，苗族传统常用野菜总共 ８０ 种，隶属 ４６ 科 ６７ 属（附表 １）。 其中，种数最多的是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有 １０ 种；其次，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有 ６ 种；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有 ５ 种；伞形科（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唇
形科（Ｌａｂｉａｔａｅ）各有 ４ 种；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杜鹃花科（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各有 ３ 种；菝葜科

（Ｓｍｉｌａｃａｃｅａｅ）、蕨科（Ｐｔｅｒｉｄｉａｃｅａｅ）、马齿苋科（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银耳科（Ｔｒｅｍｅｌｌａｃｅａｅ）各有

２ 种；其余 ３２ 科都只有 １ 种。
３．１．２　 食用部位、方式的多样性

在苗族社群中，人们根据所取食植物的部位或器官来进行分类，通常分为根菜类、叶茎菜类、花菜类、果菜

类、真菌菜类等 ５ 类（附表 １）。 结果显示，苗族食用野菜部位以嫩茎叶类最多，占总数 ５５％；其次是根菜类，占
总数的 １５％；全株类（主要是真菌类）野菜占总数的 １１．２５％；果菜类占总数的 １０％；花菜类的最少，占总数的

８．７５％等。 另外，苗族食用野菜的主要方式包括生食、凉拌、腌食、炒食、炖食、涮食（涮火锅）、做汤、做馅、蒸
食、粥食、泡酒、作主配调料等 １２ 种方式（表 ２）。 分析可知，对不同食用方式所对应的相关野菜达 ２３６ 种次，
远远多于当地食用全部野菜种类数， 这是由部分同种植物有着多样性的食用方式所致。

表 ２　 雷公山苗族野菜食用的主要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ｄｉｂｌ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ｈｅｒｂｓ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Ｍｉａ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食用类型
Ｆｏｏ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生食
Ｅａｔ ｒａｗ
ｆｏｏｄ

凉拌
Ｃｏｌｄ ａｎｄ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ａｕｃｅ

炒食
Ｆｒｙ

腌食
Ｐｉｃｋｌｉｎｇ

炖食
Ｓｔｅｗ

涮食
Ｒｉｎｓｅ

做汤
Ｍａｋｅ
ｓｏｕｐ

做馅
Ｍａｋｅ
ｓｔｕｆｆｉｎｇ

蒸食
Ｓｔｅａｍｅｄ
ｆｏｏｄ

粥食
Ｐｏｒｒｉｄｇｅ
ｆｏｏｄ

泡酒
Ｓｐａｒｋｌｉｎｇ

ｗｉｎｅ

作主配
调料

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相关种类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８ ２８ ２９ １２ １２ ５１ ４０ １０ １１ ４ ４ ２７

３．２　 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多样性分析

３．２．１　 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编目

苗族在对野菜资源认识、采集、食用过程中，创造并积累了大量的传统知识和文化，根据调查结果，共编目

现存的雷公山苗族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词条 ５２ 个（表 ３）。 其中，与野菜采集相关的传统文化词条 ７ 个；与
野菜处理相关的传统知识词条 ７ 个；与野菜饮食相关的传统文化词条 １６ 个；与野菜相关的苗医药文化词条

１９ 个；与野菜相关的传统文学艺术与谚语词条 ３ 个。
３．２．２　 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多样性计算分析

（１） α 多样性

根据上文可知，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共分为 ５ 个大类，编目词条总数为 ５２ 个。 通过运用公式（１）
计算可知，雷公山苗族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的多样性指数为 ０．７５，说明雷公山苗族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

的多样性很高。 同时，对被调查的 ２６ 个苗寨分别计算野菜相关传统知识的多样性指数 Ｄｓ－ＴＫ（表 ４）。 其结果

显示 α 多样性指数在 ０．５４—０．７９ 范围之间，呈现出较高的多样性，体现了雷公山苗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的丰

富性，这也与实际调查情况比较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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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雷公山苗族食用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编目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ｄｉｂｌｅ ｗｉｌ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Ｍｉａ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子类别
Ｓｕｂ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与野菜采集相关的传统文化 宗教信仰与生态伦理（万物有灵论） 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ｗｉｌ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村规民约（榔规、习惯法、村规、民约等） ５

与野菜处理相关的传统知识 野菜传统加工技术（鲜用、干制、腌渍、酿制） 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ｗｉｌ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野菜传统装储技术（干储存、木桶和腌制瓦罐储存） ３

与野菜饮食相关的传统文化 食酸文化 １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ｗｉｌ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ｄｉｅｔ 食辣⁃火锅文化（火塘⁃火锅文化） ３

节庆饮食文化（三月三、爬坡节、吃新节、姊妹节、苗年、鼓
藏节等） ６

传统野菜地理标志产品知识（雷山鱼酱酸汤鱼、雷公山黑
毛猪疱汤火锅、雷公山野生天麻炖土鸡火锅、雷公山苗家
土鸡稀饭、雷公山银球茶香鸭、雷公山野生花菇炖小香鸡
等）

６

与野菜相关的苗医药文化 传统医药理论 １

Ｍｉａｏ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ｗｉｌ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养生与传统“药食同源”文化 １８

与野菜相关的文学与谚语 文学 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ｅｒｂ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ｗｉｌ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谚语 １

表 ４　 雷公山苗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的 α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４　 α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ｗｉｌ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Ｍｉａ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Ｌｅｉｇ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村寨
Ｓｔｕｄｙ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α 指数
α ｉｎｄｅｘ

村寨
Ｓｔｕｄｙ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α 指数
α ｉｎｄｅｘ

村寨
Ｓｔｕｄｙ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α 指数
α ｉｎｄｅｘ

昂英村　 ０．７３ 新桥村 ０．６７ 乔洛村 ０．６２

石灰河村 ０．６４ 干脑村 ０．５９ 乌独村 ０．６１

丹江村　 ０．７４ 桃江村 ０．６６ 雀鸟村 ０．６２

交包村　 ０．６４ 毛坪村 ０．７１ 上南刀村 ０．６０

提香村　 ０．６７ 格头村 ０．７９ 乌东村 ０．７１

水寨村　 ０．５８ 陡寨村 ０．７２ 干角村 ０．６８

乌尧村　 ０．５９ 山湾村 ０．５７ 高岩村 ０．５４

平祥村　 ０．６８ 乔歪村 ０．５６ 交腊村 ０．６５

开屯村　 ０．６２ 岩寨村 ０．７０

（２） β 多样性

运用公式（２）计算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的多样性指数 βＷ－ＴＫ ，见表 ５ 所示：

表 ５　 雷公山区不同海拔苗寨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的 β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５　 β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ｄｉｂｌｅ ｗｉｌ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Ｍｉａ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不同海拔苗寨
Ｍｉａ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平均传统知识条目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β 指数
β Ｉｎｄｅｘ

＜１０００ ｍ ４３ ０．２１

１０００—１３００ ｍ ４０ ０．３０

＞１３００ ｍ ３８ ０．３７

由表 ５ 可知，不同海拔高度的苗寨居民食用野菜相关的传统知识的多样性指数 βＷ－ＴＫ 在 ０．２１—０．３７ 之间，
β 多样性指数平均值为 ０．２９。 其中海拔高度在 １０００ ｍ 以下范围内的苗寨间食用野菜传统知识的同质性相对

较高，海拔在 １３００ ｍ 以上的苗寨间食用野菜传统知识的异质性较高，这表明在雷公山苗族社群范围内食用野

菜相关的传统知识在山脚分布相对集中、而在山腰以上的区域呈现一定程度的异质化分布，空间分布具有不

１０４５　 １５ 期 　 　 　 赵栋昌　 等：基于民族生态学视角的贵州苗族食用野菜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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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的特征。

图 １　 苗族食用野菜种类与传统知识相关性的线性拟合

　 Ｆｉｇ． １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ｅｄｉｂｌｅ ｗｉｌ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Ｍｉａ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３．３　 食用野菜种类多样性与有关传统知识相关性分析

苗族食用野菜多样性主要表现在食用种类、食用方

式和食用部位等方面，而食用方式和食用部位的多样性

最终都体现在食用种类的多样性上。 因此，本文通过对

苗族食用野菜种类与野菜相关传统知识 α 多样性指数

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此来研究食用野菜种类多样性与有

关传统知识多样性关系。 结果显示，食用野菜种类与野

菜有关传统知识多样性指数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系数为

０．８４４，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００。 由此可见，苗族食用野菜

种类与野菜相关传统知识 α 多样性指数存在着较强的

正相关关系。 由图 １ 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食用野菜

种类与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 α 多样性指数呈现线性

关系，随着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 α 多样性指数的逐

渐增大，食用野菜种类也在不断增加。 这说明食用野菜

有关的知传统知识是保持或扩充食用野菜种类数量的

主要因素。

４　 讨论

４．１　 野菜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一些研究表明，土著民族对资源的利用体现了当地居民对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深刻认知，
是经过人们长期认识、实践的结果［４７］。 雷公山苗族长期生活在山地林区，山间可种植食用蔬菜的土地稀缺，
故采食野生食用植物成为一种生存需要，而雷公山区丰富的植物资源正好为苗族提供了良好的采食条件，扩
大了其生态位。 在采食野菜时，雷公山苗族遵循植物生长规律，主要采集野菜的地上部分，不破土，以茎叶、
花、果实为主，这与蒙古族、壮族［２５，２６］等民族一致，采集很少用到工具。 苗族这种传统的野菜采集知识，从科

学角度看，这都有利于留存野菜部位的更新、生长，不容易干枯和腐败，不会破坏野菜周围的土壤、微生物环境

等，没有对野菜的生长环境和山林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再次，雷公山苗族在野菜最适生长季节采食，可采食的

野菜种类也较多，且食用部位和食用方法多样，这些都是苗族长期适应自然环境和生存发展的结果。
４．２　 野菜资源多样性与传统知识多样性的关系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动植物及其生态系统早已融入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

中，是形成和发展人类文化的重要物质基础” ［４８］。 民族传统文化和生物多样性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二者是协

同进化的关系［４９］。 雷公山丰富多样的植物资源造就了当地苗族对野菜资源食用的多样化，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多样性的苗族野菜传统知识（文化）。 同时，苗族野菜传统知识又对雷公山植物多样性的组成、结构与功能

产生深刻的影响。 苗族在利用野菜资源过程中，村寨（社群）所特有的“万物有灵”、“药食同源”等传统知识

（文化）对野菜资源的采集、利用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药食同源”文化是苗族对雷公山区潮湿的气候环

境和丰富的植物多样性的一种适应体现，这不仅保持与稳定了苗族食用野菜资源的多样性，也有助于当地植

物资源多样性保护；苗族的“食酸食辣”文化造就了其好制腌、腊食品的习惯，影响着民众对野菜的利用方式；
“节庆饮食文化”中对野菜资源的炒、炖、蒸、粥、调料等充分利用，也使当地民众在平时按更加注重对野菜的

保护，以备“重要场合”之用。 可以看出，在相同的自然生态背景下，苗族传统知识（文化）的多样性对食用野

菜种类多样性的保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本文的研究结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传统民族文化保护了植物多样性，多样性的植物资源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又传递着民族传统文化［５０］。

２０４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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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野菜的食用价值与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这亦是苗族野菜及其传统文化得以保存与不断发展的根本

驱动力所在，也是其价值所在。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渗透，苗族社群正经历着深刻的变

化，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传统生活方式正逐步被现代的、主流生活和消费方式所取代，从而使苗族世代所依赖

的资源正在迅速消失。 在调查中发现，苗族村寨野菜传统知识很大一部分仅掌握在老人手中，例如对野菜的

识别、利用等，一旦这些前辈故去或遗忘，这些传统文化也就会随之消失。 因此，大力发掘、整理苗族野菜文化

内涵，对苗族所拥有的相关传统知识进行拯救，已显得非常紧迫了。 这不仅是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

题，也是山地林区民族如何应对经济社会转型与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现实挑战。
４．３　 野菜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人类的生存源于对食物的寻觅，从古至今无不如此。 野菜资源作为人类填充“饥饿”的重要食物来源，在
人类发展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野菜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延年益寿、保健养生等功

效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同［５１⁃５２］。 目前，野菜作为人类“食物库”的重要资源和“生物基因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促
使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开始采取措施加强保护，以期达到植物基因的留存及其持续利用［５３］。 但

是，很多措施都是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进行就地保护，而在保护工作中往往忽略就地保护少数民族社区及传

统文化对野菜资源保护的重要作用。 然而，实际情况是苗族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不仅保持和利用了野菜资源，
更是保护了其蕴含的传统知识和文化习俗。 因此，“现代保护区的管理模式应把周边民族社区的居民作为保

护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将土著民族对资源的传统知识与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和发展结合起来，不
仅可以解决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冲突问题，而且也达到了保护和发展的目的，有利于进一步探讨良性的、生态和

社会可持续的、与文化相适应的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模式” ［４７］。

５　 结论

本研究是对贵州雷公山苗族食用野菜多样性的初步探讨，研究结果表明：苗族食用野菜多样性不仅呈现

在食用种类、部位、方式等 ３ 个客观方面，还隐现在食用野菜有关传统知识的采集、处理、饮食、医药、文学谚语

等 ５ 个民族文化方面，这体现了苗族食用野菜多样性是当地生态环境与苗族传统知识（文化）相互融合适应

的结果；苗族食用野菜相关传统知识（文化）在雷公山区表现出多样和空间分布不连续的特征，且相关传统知

识多样性对食用野菜种类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作用，这说明在相同的自然生态背景下，民族传统知识（文化）
的多样性是影响人们对生物资源利用多样性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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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
ｓｇ

ａｄ
ｎｅ

ｆ
巴

干
糯

荨
麻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或
干

制
，作

主
、配

料
，炒

、或
做

汤

商
陆

Ｐｈ
ｙｔｏ

ｌａｃ
ｃａ

ａｍ
ｅｒｉ
ｃａ
ｎａ

Ｌ．
ｖｏ
ｂ
ｂｉｘ

ｇｈ
ｅｉｂ

窝
比

干
商

陆
科

嫩
茎

、叶
凉

拌
，炒

食

野
苋

菜
Ａｍ

ａｒ
ａｎ
ｔｈｕ

ｓｓ
ｐｉｎ

ｏｓｕ
ｓ

ｖｏ
ｂ
ｇｉｓ

ｂａ
ｔ

窝
该

邦
苋

科
嫩

茎
、叶

作
主

、配
料

，炒
食

或
涮

火
锅

马
齿

苋
ｐｏ
ｒｔｕ

ｌａｃ
ａ
ｏｌｅ

ｒａ
ｃｅａ

ｖｏ
ｂ
ｈｍ

ｉｄ
ｎａ

ｎｇ
ｘ

窝
咪

仰
马

齿
苋

科
嫩

茎
、叶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或
做

汤

土
人

参
Ｔａ

ｌｉｎ
ｕｍ

ｐａ
ｎｉｃ

ｕｌａ
ｔｕｍ

（Ｊ
ａｃ
ｑ．
）Ｇ

ａｅ
ｒｔｎ

ｖｏ
ｂ
ｅｂ

ｂｅ
ｎｓ

窝
阿

笨
马

齿
苋

科
嫩

茎
、叶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或
做

汤

卵
叶

韭
Ａｌ
ｌｉｕ

ｍ
ｏｖ
ａｌｉ

ｆｏｌ
ｉｕｍ

ｖｏ
ｂ
ｎｉｘ

ｍｏ
ｎｇ

ｌ
窝

你
蒙

百
合

科
嫩

叶
鲜

用
，作

主
、配

料
，炒

或
者

做
汤

宽
叶

韭
Ａｌ
ｌｉｕ

ｍ
ｈｏ
ｏｋ
ｅｒｉ

ｖｏ
ｂ
ｎｉｘ

ｇｈ
ａｄ

ｌｉｕ
ｌ

窝
你

嘎
呦

百
合

科
嫩

叶
鲜

用
，切

成
段

用
于

烹
制

苗
家

酸
汤

，与
干

辣
椒

或
马

铃
薯

片
炒

食
，腌

制
成

酸
韭

菜
根

粉
条

儿
菜

Ａｌ
ｔｅｒ
ｉｓ
ｓｐｉ

ｃａ
ｔａ

ｇａ
ｄ
ｍａ

ｎｇ
ｌｖ

ｕｄ
打

茂
窝

百
合

科
嫩

叶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或

做
汤

虎
杖

Ｐｏ
ｌｙｇ

ｏｎ
ｕｍ

ｃｕ
ｓｐｉ

ｄａ
ｔｕｒ

ｎ
ｖｏ
ｂ
ｇｏ
ｎｇ

ｘ
ｌｉｏ

ｎｇ
ｌ

窝
巩

料
蓼

科
嫩

茎
、叶

作
主

、配
料

，炒
食

，做
汤

，去
皮

后
生

食

南
烛

Ｖａ
ｃｃｉ

ｎｉｕ
ｍ

ｂｒａ
ｃｔｅ

ａｔｕ
ｍ

ｄｅ
ｔｄ

ｌｉｅ
ｆ

斗
根

壳
杜

鹃
花

科
嫩

叶
取

植
株

幼
嫰

叶
与

枫
香

植
物

幼
嫩

叶
混

合
捣

碎
、取

其
液

体
制

作
五

彩
饭

枫
香

树
Ｌｉｑ

ｕｉｄ
ａｍ

ｂａ
ｒｆ
ｏｒｍ

ｏｓａ
ｎａ

ｄｅ
ｔｍ

ａｎ
ｇｘ

兜
开

金
缕

梅
科

嫩
叶

取
植

株
幼

嫰
叶

与
南

烛
幼

嫩
叶

混
合

捣
碎

、取
其

液
体

制
作

五
彩

饭

香
蓼

Ｐｏ
ｌｙｇ

ｏｎ
ｕｍ

ｖｉｓ
ｃｏ
ｓｕ
ｍ

ｖｏ
ｂ
ｋｈ

ｏｋ
窝

叩
蓼

科
嫩

芽
作

主
、配

料
，腌

制
，凉

拌

香
椿

Ｔｏ
ｏｎ
ａ
ｓｉｎ

ｅｎ
ｉｓｓ

ｖｏ
ｂ
ｙａ
ｎｇ

ｌ
窝

样
棟

科
嫩

茎
、叶

、芽
鲜

用
，腌

制
或

干
制

，作
主

、配
料

，炒
，做

汤
，做

馅
，凉

拌
，炸

食

楤
木

Ａｒ
ａｌｉ

ａ
ｃｈ
ｉｎｅ

ｎｓ
ｉｓ

ｇｈ
ａｂ

ｉｏｎ
ｇｘ

ｌｉｎ
ｌｄ

ｅｔ
ｖｏ
ｂ
ｈｍ

ｕｋ
ｍｏ

ｌ
嘎

龚
令

豆
窝

扑
莫

五
加

科
嫩

茎
、叶

、芽
鲜

用
，作

主
、配

料
，炒

，凉
拌

，做
汤

枸
杞

Ｌｙ
ｃｉｕ

ｍ
ｃｈ
ｉｎｅ

ｎｓ
ｅ

ｄｅ
ｔｕ

ａｂ
ｂｏ

ｌ
豆

哇
勃

茄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煮

汤
，嫩

茎
叶

用
于

各
种

火
锅

的
配

菜

天
胡

荽
Ｈｙ

ｄｒ
ｏｃ
ｏｔｙ

ｌｅ
ｓｉｂ

ｔｈｏ
ｒｐｉ

ｏｉｄ
ｅｓ

ｕａ
ｂ
ｓａ
ｉｘ

ｍｏ
ｎｇ

ｘ
哇

塞
蒙

伞
形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作
配

料
，做

汤
，蒸

食

过
路

黄
Ｌｙ
ｓｉｍ

ａｃ
ｈｉａ

Ｃｈ
ｒｉｓ
ｔｉｎ

ａ
ｖｏ
ｂ
ｎｉｘ

ｎｏ
ｅｌ

窝
你

我
报

春
花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配
料

，做
汤

，凉
拌

水
芹

菜
Ｏｅ

ｎａ
ｎｔｈ

ｅｊ
ａｖ
ａｎ
ｉｃａ

ｖｏ
ｂ
ｊｕｅ

ｘ
窝

久
伞

形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或

腌
制

，作
主

、配
料

，炒
食

或
凉

拌
，做

汤

鸭
儿

芹
Ｃｒ
ｙｐ
ｔｏｔ
ａｅ
ｎｉａ

ｊａｐ
ｏｎ
ｉｃａ

ｖｏ
ｂ
ｌｏｂ

ｇａ
ｓ

窝
拉

嘎
伞

形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车
前

草
Ｐｌ
ａｎ
ｔａｇ

ｏ
ａｓ
ｉａｔ

ｉｃａ
ｖｏ
ｂ
ｎａ

ｉｘ
ｂａ

ｔｄ
ｌｉａ

ｎｇ
ｔ

窝
乃

八
降

车
前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蒸
、做

汤

鼠
鞠

草
Ｇｎ

ａｐ
ｈａ
ｌｉｕ

ｍ
ａｆｆ

ｉｎｅ
ｖｏ
ｂ
ｊｅｄ

ｇｈ
ｅｉｋ

窝
加

嘎
菊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蒸
、做

汤

鸭
跖

草
Ｃｏ

ｍｍ
ｅｌｉ
ｎａ

ｃｏ
ｍｍ

ｕｎ
ｉｓ

ｖｏ
ｂ
ｇｈ

ａｂ
ｌｉｎ

ｘ
窝

嘎
领

鸭
跖

草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蒸

、做
汤

大
籽

蒿
Ａｒ
ｔｅｍ

ｉｓｉ
ａ
ｓｉｅ
ｖｅｒ

ｓｉａ
ｎａ

Ｅｈ
ｒｈ
ａｒｔ

ｅｘ
Ｗ
ｉｌｌ
ｄ

ｖｏ
ｂ
ｈｖ

ｉｄ
窝

呵
滴

菊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蒸

、做
汤

；与
腊

肉
、豆

腐
干

、野
葱

蒜
、糯

米
、粳

米
等

制
成

传
统

的
苗

家
社

饭

野
茼

蒿
Ｃｒ
ａｓ
ｓｏｃ

ｅｐ
ｈａ
ｌｕｍ

Ｃｒ
ｅｐ
ｉｄｌ

ｏｉｄ
ｅｓ

ｖｏ
ｂ
ｎａ

ｂ
ｙｏ
ｕｇ

ｄ
窝

喃
涌

菊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做

汤
、做

馅

大
蓟

Ｃｉ
ｒｓｉ
ｕｍ

ｊａｐ
ｏｎ
ｉｃｕ

ｍ
ｖｏ
ｂ
ｂｅ

ｌｂ
ａｔ

ｈｌｉ
ｅｂ

窝
不

坝
溜

菊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做

汤

小
蓟

Ｃｉ
ｒｓｉ
ｕｍ

ｓｅｔ
ｏｓｕ

ｍ
ｖｏ
ｂ
ｂｅ

ｌｂ
ａｔ

ｎｉａ
ｂ

窝
不

坝
那

菊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做

汤
，做

渣
豆

腐

苦
荬

菜
Ｌｘ
ｅｒｉ
ｓｐ

ｏｌｙ
ｃｅｐ

ｈａ
ｌａ

ｖｏ
ｂ
ｉｂ

窝
衣

菊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做

馅
、做

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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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类
型

Ｔｙ
ｐｅ

中
文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ｓ

拉
丁

学
名

Ｌａ
ｔｉｎ

ｎａ
ｍｅ

苗
语

名
Ｎａ

ｍｅ
ｏｆ

Ｍｉ
ａｏ

Ｌａ
ｎｇ

ｕａ
ｇｅ

苗
名

汉
译

Ｌｏ
ｃａ
ｌｎ

ａｍ
ｅ

科 Ｆａ
ｍｉ

ｌｙ
食

用
部

位
Ｅｄ

ｉｂｌ
ｅ
ｐａ

ｒｔｓ
食

用
方

法
Ｅｄ

ｉｂｌ
ｅ
ｍｅ

ｔｈｏ
ｄｓ

黄
鹌

菜
Ｙｏ
ｕｎ
ｇｉａ

Ｊａ
ｐｏ
ｎｉｃ

ａ
ｖｏ
ｂ
ｙｏ
ｎｇ

ｘ
窝

涌
菊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做
馅

、做
汤

钻
形

紫
菀

Ａｓ
ｔｅｒ

ｓｕ
ｂｕ
ｌａｔ

ｕｓ
ｖｏ
ｂ
ｄｌｏ

ｄ
窝

兜
唆

菊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做

汤
或

涮
火

锅

红
凤

菜
Ｇｙ

ｎｕ
ｒａ
ｂｉｃ

ｏｌｏ
ｒ

ｖｏ
ｂ
ｏｔ

ｄｏ
ｓ

窝
奥

斯
菊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做
汤

或
涮

火
锅

荠
菜

Ｃａ
ｐｓｅ

ｌｌａ
ｂｕ
ｒｓａ

⁃ｐａ
ｓｔｏ

ｒｉｓ
ｖｏ
ｂ
ｋｏ

ｄ
窝

布
十

字
花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做
汤

、做
馅

或
涮

火
锅

菝
葜

Ｓｍ
ｉｌａ

ｘ
ｃｈ
ｉｎａ

ｖｏ
ｂ
ｄｌｏ

ｄ
ｄｌｏ

ｆｄ
ｌｕｂ

窝
梭

说
收

菝
葜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干
制

，炒
食

或
泡

酸
菜

藜
Ｃｈ

ｅｎ
ｏｐ
ｏｄ
ｉｕｍ

ａｌｂ
ｕｍ

ｖｏ
ｂ
ｄｉｏ

ｄ
窝

滴
沃

藜
科

嫩
茎

、叶
鲜

用
，作

主
配

料
，凉

拌
、炒

食
、做

汤
、做

馅
或

涮
火

锅

水
竹

Ｐｈ
ｙｌｌ
ｏｓｔ

ａｃ
ｈｙ
ｓｈ

ｅｔｅ
ｒｏｃ

ｌａｄ
ａ

ｄｅ
ｔｈ

ｌｏｄ
ｅｂ

豆
喝

得
禾

本
科

嫩
茎

（竹
笋

）
鲜

用
，干

制
，腌

制
，炒

、做
馅

、做
汤

毛
金

竹
Ｐｈ

ｙｌｌ
ｏｓｔ

ａｃ
ｈｙ
ｓｎ

ｉｇｒ
ａ

ｄｅ
ｔｇ

ｉｘ
ｊｉｕ

ｂ
豆

吉
布

禾
本

科
嫩

茎
（竹

笋
）

鲜
用

，干
制

，腌
制

，炒
、做

馅
、做

汤

楠
竹

Ｐｈ
ｙｌｌ
ｏｓｔ

ａｃ
ｈｙ
ｓｐ

ｕｂ
ｅｓｃ

ｅｎ
ｓ

ｄｅ
ｔｈ

ｌｏｄ
ｈｆａ

ｂ
豆

喝
发

布
禾

本
科

嫩
茎

（竹
笋

）
鲜

用
，干

制
，腌

制
，炒

、做
馅

、做
汤

斑
竹

Ｐｈ
ｙｌｌ
ｏｓｔ

ａｃ
ｈｙ
ｓｂ

ａｍ
ｂｕ
ｓｏｉ

ｄｅ
ｓ

ｄｅ
ｔｈ

ｌｏｄ
ｍｏ

ｘ
ｇｈ

ｅｉｂ
豆

喝
摸

布
禾

本
科

嫩
茎

（竹
笋

）
蒸

、煮
、炒

食

狭
叶

方
竹

Ｃｈ
ｉｍ
ｏｎ
ｏｂ
ａｍ

ｂｕ
ｓａ

ａｎ
ｇｕ
ｓｔｌ
ｆｌｉ
ａ

ｄｅ
ｔｈ

ｌｏｄ
ｇｉｘ

豆
喝

格
禾

本
科

嫩
茎

（竹
笋

）
鲜

用
，干

制
，腌

制
，炒

、做
馅

、做
汤

果
菜

类
锥

栗
Ｃａ

ｓｔａ
ｎｅ
ａ
ｈｅ
ｎｒ
ｙｉ

ｚｅ
ｎｄ

ｇｈ
ｏｄ

ｌａｉ
ｂ

豆
喝

奶
壳

斗
科

果
干

制
，提

取
淀

粉
，炒

、蒸
、炖

等

Ｆｒ
ｕｉｔ

ｖｅ
ｇｅ
ｔａｂ

ｌｅｓ
板

栗
Ｃａ

ｓｔａ
ｎｅ
ａ
ｍｏ

ｌｌｉ
ｓｓｉ
ｍａ

ｂａ
ｎｇ

ｘ
ｚｅ
ｎｄ

ｙｅ
ｌ

榜
真

育
壳

斗
科

果
干

制
，提

取
淀

粉
，炒

、蒸
、炖

、生
食

、做
糕

点
等

茅
栗

Ｃａ
ｓｔａ

ｎｅ
ａ
ｓｅｇ

ｕｉｎ
ｉｉ

ｚｅ
ｎｄ

ｇｈ
ｏｄ

真
喝

壳
斗

科
果

干
制

，提
取

淀
粉

，炒
、蒸

、炖
、生

食
、做

糕
点

等

滇
白

珠
Ｇａ

ｕｌｔ
ｈｅ
ｉａ

ｌｅｕ
ｃｏ
ｃａ
ｒｐａ

ｄｅ
ｔｚ

ｅｎ
ｄ
ｋｏ

ｎｇ
ｔ

豆
整

空
杜

鹃
花

科
果

生
食

或
作

调
味

剂

胡
颓

子
Ｅｌ
ａｅ
ａｇ
ｎｕ
ｓｐ

ｕｎ
ｇｅ
ｎｓ

ｄｈ
ａｂ

ｎｅ
ｘ
ｚｅ
ｎｄ

ｊｅｋ
ｎａ

ｎｇ
ｓ

嘎
喽

真
久

浪
胡

颓
子

科
果

生
食

，酿
酒

，熬
糖

枳
椇

Ｈｏ
ｖｅｎ

ｉａ
ａｃ
ｅｒｂ

ａ
ｚｅ
ｎｄ

ｇｈ
ｏｌ

ｂｉｌ
真

名
必

鼠
李

科
果

序
生

食
，制

作
传

统
泡

酒

金
樱

子
Ｒｏ

ｓａ
ｌａｅ

ｖｉｇ
ａｔａ

Ｍｉ
ｃｈ
ｘ

ｂｅ
ｌｌ

ｉａｎ
ｇｘ

布
两

蔷
薇

科
果

生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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