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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形成及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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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从 自然条件
、

文化传 统
、

历史因素等方面对凉山地 区丰富的农业 生物多样性

的形成进行了研究
,

对在凉山地区实施农业生物多样性农家保护的可行性和必要进行 了分析
,

提

出了当前垦待解决 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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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

位

于四川省西南部
,

长江上游态生态屏障区
,

地理区划

上属于横断山脉区域川西南高山深谷区
,

幅员面积

.6 3万多平方公里
。

是 自然条件复杂
、

自然资源丰富

的地区之一
〔̀ 〕。

该区气候垂直变化叠加在纬向和经

向的水平变异上
,

形成 以垂直变化为主导的生物气

候的组合类型
,

从山地准热带到山地寒带兼具了五

种气候类型和相应的土壤类型
,

加之独特的地理环

境和生物发展历史
,

使横断山脉区域成为古北界和

东洋界两大生物区系的交汇地带
,

生物多样性极其

优越
,

并 以众多的孑遗生物和特有属
、

种著称
,

成为

宝贵 的物 种基因库
,

被
“

保护 国际 ( C on se vr at i on

nI et m at in n al
,

CI )
”

评为世界 25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

点重心之一
。

据不完全统计
,

凉山州有野生脊椎动物

1巧 4种
,

占全 国的 4 0 % 以上
,

其中兽类 1 85 种
,

鸟类

57 1种
,

鱼类 23 2种
,

两栖类 89 种
,

爬行类 77 种
。

高等植

物有 1〔心叩余种
,

分属23 0余科
,

1 6 00 余属
。

其中裸子

植物 88 种
,

居全国第一位
,

被子植物 8 4 53 种
,

居全 国

第二位
〔2 〕。

农业生物多样性更是丰富
、

多样
。

具有种

类多
、

数量大
、

类型复杂的特点
,

形成了许多以品质

优良为特点的名
、

优
、

土
、

特产品
。

1 凉山农业生物多样性形成的原因
:

1
.

1 立体复杂的自然生态条件
:

凉山是一个地质破碎带 (又称攀西大裂谷 )
,

最

高海拔 5 9 5 8米 (夏俄多季峰 )
,

最低海拔 3 25 米 (雷波

大岩洞 )
,

相对高差达 5 6 3 3米
。

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是

其基带气候
,

主体海拔巧oo 米上下
。

往下则热
,

沿金

沙江河谷属南亚热带气候
,

个别地方接近热带的热

量指标
。

会东河门口
,

年均温高达 2 3℃
,

素有
“

火炎

山
”

之 称

。

往 上 则 冷

,

是 北 亚 热 带

,

温 带 气 候

,

甚 至 有

常 年 积 雪 的 极 高 山 气 候

。

一 般 南 坡 每 上 升
100 米

,

气

温 下 降
.0 5℃

,

北 坡
.0 7℃
。

形 成

“

一 山 有 四 季

,

十 里 不

同 天

”

的 基 本 气 候 格 局
〔,〕。
这 种 立 体 气 候

,

再 加 上 坡

地

,

沟 谷

,

山 原

,

台 地 等 地 形 差 异 和 各 地 光

、

热

、

水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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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差异
,

使 当 地 野 生 种 和 近 缘 种 之 间

,

栽 培 品 种 和

野 生 近 缘 种 之 间

,

栽 培 品 种 之 间 的 基 因 交 流 频 率 加

大

。

会 东 戛 吉 区 的 山 地 冬 水
田

,

从 金 沙 江 谷 至 海 拔

2 6 9 5米 的 水 稻 极 限
〔3 〕 ,

釉 稻

,

粳 稻

,

高 原 稻 (如冷水

谷 )均有分布
,

在 短 短 20 多公里的山坡上
,

可 以 找 出

全 国 的 水 稻 类 型

。

地 球 纬 度 的 水 平 差 异

,

在 凉 山 变 成

了 垂 直 带 谱

。

如 日 本 人 酷 爱 的 山 葵 对 生 态 条 件 要 求

十 分 严 格

,

而 在 螺 吉 山 上

,

却 适 得 其 所

。

1
.

2 历 史 上 封 闭 的地 理 条 件
:

在 建 国 前 的 千 万 年 中

,

凉 山 .6 3万 平 方 公 里 的 大

地 上
,

没 有 公 路

,

没 有 水 路

,

物 资 交 流 几 乎 全 靠 人 背

马 驮

,

交 通 十 分 不 便

,

是 一 片 与 世 隔 绝 的

“

世 外 桃

源

” ,

是 一 个 长 期 滞 留 在 封 闭 状 态 下 的 奴 隶 社 会 私 以

小 农 经 济 为 主 的 封 建 社 会

。

没 有 大 的 工 厂 和 矿 山

,

也

没 有 对 森 林 的 大 规 模 采 伐

,

更 没 有 对 资 源 造 成 威 胁

的 现 代 化 手 段

。

加 之 人
口 稀 少

,

在 2 0世 纪 4 0年 代
,

人

口
密 度 仅 为 10 人左右

,

且 主 要 集 中 在 平 坝 河 谷 地 带

,

广 大 的 山 野 人 迹 罕 见

。

因 此 资 源 消 耗 量 少

,

自 然 恢 复

平 衡 能 力 强

,

使 众 多 的 物 种 有 自 己 的 生 存

、

变 异

、

演

化

、

发 展 的 空 间

。

生 物 各 自 的 类 型

,

各 自 的 繁 殖 系 统

,

以 及 各 自 不 同 的 传 粉 媒 介

,

这 些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都 影

响 着 作 物 品 种 的 群 体 遗 传 结 构

,

使 得 基 因 交 流 的 因

子 能 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保 持 相 对 稳 定

。

1
.

3 以户 为 单 元 的 社 会 生 产 条 件
:

作 物 品 种 不 仅 是 自 然 因 素 (如突变
、

自 然 选 择

、

人 工 选 择 等 )作用的结果
,

更 重 要 的 是 农 民 不 断 的 选

择 和 管 理 的 产 物

;
农 民 的 农 事 活 动 和 决 策 最 终 决 定

了 某 一 基 因 性 状 的 保 留 或 丧 失
。

凉 山 高 寒 山 区 交 通

不 便

,

交 流 困 难

,

长 期 以 来

,

农 户 生 产 活 动 的 目 的

,

主

要 是 自 给 自 足

,

基 本 上 不 存 在 商 品 交 换

。

因 此

,

一 户

就 是 一 个 小 而 全 的 生 产 单 元

,

万 事 不 求 人

。

农 作 物

、

家 畜

、

家 禽 的 品 种 都 得 自 选

,

自 留

,

自 用

。

生 规 模 小

,

用 种 量 少

,

但 是

,

由 于 凉 山 气 候

、

土 壤 等 条 件 差 异 极

大

、

因 此 品 种 要 求 多

,

多 到 能 满 足 当 地 各 种 自 然 环 境

条 件 的 变 化

,

满 足 当 地 各 个 家 庭 方 方 面 面 的 需 求

。

从

粮 食 作 物

,

经 济 作 物

,

至 药 材

,

畜

、

禽 类

,

应 有 尽 有

。

而

这 些 品 种

,

无 论 是 植 物 或 是 动 物 都 有 一 个 共 性

,

就 是

品 质 好

、

实 用 性 和 适 应 性 强

。

德 昌 的 香 稻

,

碾 出 米 来

,

清 香 宜 人

,

在 整 个 做 饭 的 过 程 中

,

始 终 都 散 逸 着 这 种

幽 香
;
会 理 菜 子 园 的 软 子 石 榴

,

果 大

,

色 鲜

,

味 甜

,

核

软

,

是 石 榴 的 极 品
;
会 东 各 可 的 无 核 柿 更 是 一 绝

,

不

仅 品 质 好

,

而 且 产 量 高

,

秋 末 之 季

,

满 树 火 红

,

最 高 单

株 产 量 可 2 00 多公斤
,

几 乎 不 感 染 任 何 病 虫 害

;
黄 草

坪 的 红 苔

,

是 从 胜 利
100 号中选出的一个农家种
。

单

个 重 达
10余 公 斤

;
还 一 种 香 若

,

香 甜 可
口

,

品 质 极 佳

。

在 农 民 世 代 的 选 育 中

,

任 何 一 种 作 物 的 有 益 突 变

,

都

有 可 能 被 选 中

。

如 烟 草

,

农 民 留 种 均 以 单 系 为 主

。

依

据 各 人 的
口
感

,

确 定 自
己 的 目 标 选 留 种 子 (目标多样

性 )
。

种 子 成 熟 时 取 下

,

挂 于 檐 下

,

下 年 季 节 一 到 取 下

播 种

,

年 年 如 是

,

纯 化 了 品 系

,

强 化 了 某 一 特 性

,

形 成

一 个 新 品 种

。

在 这 个 地 区

,

有 兰 花 烟

、

有 香 料 烟

、

有 黄

烟

、

有 光 把 柳

、

有 大 叶 烟

、

有 水 烟

,

当 然 还 有 充 当 烟 草

王 国 支 柱 的 烤 烟

。

上 个 世 纪 进 行 烟 草 品 种 普 查 时

,

至

少 发 现 15 0多 个 不 同 特 性 的 烟 草 品种 侧
,

众 多 的 作 物

品 种 为 作 物 育 种 学 家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基 因 资 源

。

1
.

4 底 组 丰厚 的 民族 传 统 文 化
:

凉 山 彝 族 自 治 州

,

有 多 个 民 族

,

但 主 体 是 彝 族

。

在 彝 族 的 传 统 文 化 中

,

他 们 崇 尚 的 是

“

天 人 一 体

” ,

人

与 自 然 共 生 共 荣

,

协 调 发 展 的 观 念

。

他 们 敬 畏 自 然

、

尊 重 生 命

,

用 独 特 的 神 山

、

鬼 山 文 化 对 林 木 进 行 分 类

管 理

〔5` ” , 1
·

清 代
以
前

,

彝 族 以 畜 牧 业 为 主

。

由 于 畜

牧 业 必 须 适 于 自 然 的 获 取 食 物 资 源

,

彝 族 先 民 学 会

了 逐 草 迁 徙

,

适 度 利 用 资 源

,

人 与 自 然 协 调 发 展 的 思

想

`4〕。
十 九 世 纪 四 十 年 代 末

,

凉 山 高 寒 山 区

“

无 定 址

”

游 牧 生 活 没 有 显 著 的 变 化

。

此 后

,

由 于 汉 人 大 量 进 人

凉 山 边 缘 以 至 腹 心 地 区 垦 荒

,

农 业 生 产 在 凉 山 社 会

经 济 中

,

所 占 的 比 例 愈 来 愈 大

,

逐 渐 地 取 代 了 畜 牧 业

而 跃 居 社 会 各 生 产 部 门 之 首

〔4` l0j
。

随 着 农 业 和 农 耕

技 术 的 发 展

,

加 之 凉 山 交 通 不 便

,

与 外 界 交 流 困 难

,

选 种

、

留 种 就 成 了 凉 山 各 地 农 业 生 产 的 必 要 措 施

,

爱

护 和 保 存 适 应 当 地 气 候 条 件

,

能 给 他 们 带 来 丰 收 的

优 良 品 种 就 成 了 凉 山 各 地 农 业 生 产 中 极 其 重 要 的 内

容

。

凉 山 也 是 一 个 多 民 族 共 存 的 杂 居 区

。

不 同 的 民

族 有 不 同 的 文 化 底 蕴

,

不 同 的 风 俗 习 惯

。

几 乎 凉 山 的

所 有 的 民 族 都 有 爱 惜 生 命

、

敬 畏 自 然 的 传 统

。

他 们 视

人 类 和 自 然 生 物 为 同 种 同 宗 的 兄 弟

,

视 大 山 为

“

神

山

” 、 “

鬼 山

” 、 “

药 山

” ,

大 树 为

“

神 树

” , “

风 水 树

” ,

对 它

们 爱 护 有 加
比

道 教 的

“

天 人 合 一

” ,

佛 教 的

“

万 物 同

宗

” ,

儒 家 的

“

天 命 是 从

” ,

彝 族 的

“

天 人 一 体

” ,

人 以 自

然 共 生 共 荣

,

协 调 发 展

。

这 些 信 仰 使 这 里 的 人 们 对 大

自 然 倍 加 珍 惜

,

对 各 类 生 物 倍 加 爱 护

。

例 如

,

彝 族 在

捕 捉 猎 取 动 物 时

,

捕 前 要 看 准 对 象

,

知 道 是 快 要 产 子

的 母 猿

、

母 鹿

、

母 鹿 一 概 不 猎 取
;
他 们 还 认 为

,

最 大 的

鱼

、

虾

、

龟

、

蛙 … … 都 是 王
,

它 们 都 有

“

灵

” ,

因 此

,

捕

鱼

、

虾 时

,

看 见 最 大 的 鱼 和 虾

,

都 不 捕 捉

,

如 果 无 意 中

捕 捉 到 也 要 把 它 们 放 回 原 地

〔13)
。

汉 族 老 年 人 有 放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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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和 明

:

凉 山 农 业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形 成 及 其 保 护 1 3 7

的 习 俗
,

至 今 仍 有 留 存
陈 .11 12
·

.13 14)
。

摩 梭 人 认 为

,

家 是

人 和 家 里 的 一 切 生 物 共 有 的

,

所 以 搬 家 时

,

要 和 旧 址

中 的 蚂 蚁

、

小 虫 子

、

燕 子 … 等 动 物 一 起 搬 到 新 家
。

… … 这 些 纯 朴 的 民 风 民 俗
,

优 良 的 文 化 底 蕴 直 接 或

间 接 地 对 当 地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

起 到 了 积 极 的 作 用

,

使 当 地 的 农 业 生 物 多 样 性 得 以 保 存

。

2 凉 山农 业 生物 多样 性 的保 护 措 施

对农作物的遗传多样性特别是农作物品种遗传

多样性 的保护
,

通 常 采 用 迁 地 保 护 和 农 家 保 护 两 种

对 策

。

迁 地 保 护 ( ex s i tu e o n s e vr ti o n )对策
:
是 对 各 类

主 要 农 作 物 品 种 资 源 已 进 行 大 规 模 和 系 统 的 收 集

、

整 理 和 评 价

,

建 立 各 类 大 型 的 种 质 库 来 对 收 集 的 资

源 进 行 保 护

。

它 是 一 种 静 态 的 保 护

,

贮 藏 于 种 质 库 的

资 源 处 于 冷 冻

“

休 眠

”

状 态

,

因 而 丧 失 了 它 们 可 能 在

其 原 生 境 中 随 环 境 的 改 变 而 产 生 的 适 应 性 进 化 和 产

生 新 遗 传 变 异 的 机 会

;
农 家 保 护 ( on 一几m

l

co n se vr at io n )对策
:
是 农 民 在 作 物 得 以 进 化 的 农 业 生

态 系 统 中 继 续 对 已 具 有 多 样 性 的 作 物 种 群 进 行 种 植

和 管 理 的 过 程

。

是 一 种 就 地 保 护 的 方 法

。

这 些 作 物

种 群 还 包 括 了 农 作 物 栽 培 品 种 以 及 与 农 作 物 在 同 一

生 态 系 统 中 共 同 生 长 和 进 化 的 作 物 野 生 近 缘 种 和 杂

草 类 型

。

农 家 保 护 是 在 农 业 生 态 环 境 中 通 过 农 民 的

农 事 活 动 来 进 行 的

,

它 是 一 种 动 态 的 保 护 方 法

,

它 的

目 的 在 于 维 持 农 作 物 的 进 化 过 程 以 便 继 续 形 成 多 样

性

〔`5
、

, 6〕。

借 鉴 国 内 外 农 业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 护 经 验

,

针 对

凉 山 地 区 的 实 际 情 况

,

笔 者 认 为 在 凉 山 地 区 对 当 地

的 丰 富 的 农 业 生 物 多 样 性 实 行 农 家 保 护 是 最 具 现 实

意 义 的 方 法

。

2
.

1 是 实 施 可 持 续 发 展 战 略 的 需 要

在 凉 山对 农 业 生 物 多 样 性 实 施 农 家 保 护
,

可 以

使 被 保 护 的 种 质 资 源 在 其 生 境 中 随 着 环 境 的 变 化 而

继 续 进 化

,

使 其 多 样 性 不 断 得 以 丰 富

。

同 时

,

在 一 些

有 野 生 近 缘 种 及 其 杂 草 类 型 共 同 生 长 的 环 境

,

可 以

保 护 其 偶 然 发 生 的 栽 培 品 种 和 野 生 近 缘 种 之 间 的 基

因 交 流

,

这 样 就 可 提 高 产 生 栽 培 品 种 新 遗 传 变 异 的

机 率

,

丰 富 品 种 资 源 的 遗 传 多 样 性

。

使 凉 山 丰 富 的 种

质 资 源 不 仅 可 以 为 目 前 的 研 究 和 育 种 提 供 材 料

,

而

且 也 可 以 适 合 于 未 来 的 发 展 需 要

,

适 合 在 全 球 气 候

和 农 业 生 态 环 境 不 断 变 发 生 变 化 情 况 下 的 研 究 和 育

种 的 需 要

。

是 一 种 有 效 和 可 持 续 的 保 护 方 法

,

是 实 施

可 待 续 发 展 战 略 的 需 要

。

.2 2 是 目前 本 区 域 农 业 生 物 多 样 性 能 得 以 有

效 保 护 的 必 然 选 择

栽 培 农 作 物 是 由其 野 生 祖 先 种 在 特 殊 的 自然 环

境 下 进 化 而 来 的
。

因 而 在 凉 山 对 农 业 生 物 多 样 性 实

行 农 家 保 护

,

可 满 足 被 保 护 农 作 物 品 种 自 身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形 成

,

及 其 水 平 和 分 布 所 需 的 地 形

、

地 貌

、

温

度

、

气 候

、

土 壤 和 物 候 条 件 等 自 然 条 件

,

满 足 它 所 需

要 的 农 业 耕 作 和 管 理 方 式

。

这 些 因 素 都 是 影 响 农 业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类 型 (如作物品种的种类及丰度 )
,

以

及 采 取 什 么 样 的 措 施 来 对 其 进 行 保 护 的 关 键 因 子

。

这 些 关 键 因 子 得 到 保 证

,

才 可 以 保 证 保 护 的 有 效 性

和 可 靠 性

。

农 民 的 活 动 和 决 策 决 定 着 农 作 物 品 种 及 其 多 样

性 是 否 被 保 留 下 来

,

决 定 着

“

基 因 流 失

”

的 严 重 程 度

。

凉 山 是 一 个 多 民 族 的 杂 居 区

,

不 同 民 族

,

或 同 一 民 族

的 不 同 地 域 都 有 着 各 自 不 同 的 文 化 习 俗

、

宗 教 传 统

、

食 谱 构 成

、

饮 食 习 惯

、

社 会 经 济 状 况

、

市 场 需 求

,

这 些

因 素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影 响 着 当 地 农 民 的 农 事 活 动 和 决

策

,

这 些 因 素 的 保 证 为 各 被 保 护 品 种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 护 提 供 了 文 化 保 障

。

栽 培 作 物 有 不 同 的 类 型

,

有 不 同 的 繁 殖 系 统

,

以

及 不 同 的 传 粉 媒 介

。

这 些 不 同 的 生 物 学 特 性 都 会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影 响 作 物 品 种 的 群 体 遗 传 结 构

、

基 因 交

流 等

,

进 而 影 响 到 作 物 品 种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丰 富 程 度

和 分 布 式 样

,

农 家 保 护

,

可 满 足 各 品 种 资 源 生 长 的 自

身 的 因 素

。

3 凉 山 实 行 农 业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农 家 保 护

的 建 议

农业 品种多样 性是人 类共 同的财 富
,

不 能 让 这

些 宝 贵 的 多 样 性 资 源 丧 失 在 农 业 发 展 的 过 程 中

。

农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

全 球 的 粮 食 安 全 以 及 农 业 生 态 系

统 的 稳 定 和 平 衡 都 需 要 农 业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维 持 和 保

护

。

我 们 应 该 明 白

:
凉 山 农 业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 护 已 经

不 再 仅 仅 是 农 民 的 事

,

而 应 当 是 全 社 会 的 事

,

是 包 括

科 学 家

、

科 研 机 构

、

农 业 技 术 人 员

、

非 政 府 组 织 和 政

策 制 定 机 关 以 及 政 府 部 门 都 共 同 关 心 的 事

。

笔 者 建

议 在 凉 山 实 施 农 业 多 样 性 的 农 家 保 护 可 以 从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开 展 工 作

:

一

、

调 查 凉 山 地 区 现 有 农 业 生 态 环 境 中 农 作 物

地 方 品 种 多 样 性 的 分 布 状 况

,

以 及 在 不 同 的 农 业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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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中多样性 的水平 的差异
,

分 析 导 致 这 些 差 异

的 主 要 因 素

。

二

、

分 析 影 响 凉 山 现 存 地 方 品 种 多 样 性 的 因 素

(包括 自然的
、

人 为 的 和 作 物 自 身 的 因 素 )
,

特 别 是 那

些 关 键 而 又 容 易 发 生 变 化 的 因 素

。

研 究 它 们 的 控 制

或 调 节 方 法

。

三

、

研 究 凉 山 各 地 农 民 在 农 事 活 动 中 提 高 和 保

持 地 方 品 种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传 统 和 文 化

,

使 文 化 多 样

性 的 保 护 和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 护 得 以 同 步 进 行

。

四

、

分 析 在 现 有 的 农 业 生 态 系 统 中

,

农 民 对 地

方 品 种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需 求 状 况

,

以 及 对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 护 是 否 有 助 于 农 民 生 活 水 平 提 高

。

五

、

研 究 将 农 民 和 社 区 自 发 的 地 方 品 种 保 护 活

动 与 科 学 家 的 保 护 生 物 学 的 科 学 设 计 相 结 合 的 可 行

途 径

,

使 农 业 生 态 系 统 中 地 方 品 种 的 就 地 保 护 更 加

有 效

。

六

、

探 究 将 凉 山 各 地 农 业 的 发 展 和 农 作 物 地 方

品 种 的 就 地 保 护 有 机 结 合 起 来 的 可 行 途 径

。

凉 山 具 有 丰 富 多 样 的 农 业 生 物 多 样 性

,

它 是 我

们 共 同 的 财 富

,

不 能 让 这 些 宝 贵 的 资 源 财 富 丧 失 在

农 业 发 展 的 过 程 中

。

在 凉 山 对 农 业 生 物 多 样 性 实 行

就 地 保 护 即 农 家 保 护

,

是 一 种 行 之 有 效 和 可 持 续 的

资 源 保 护 方 法

。

但 是 需 要 走 的 路 还 很 长

,

需 要 做 的 工

作 还 很 多

。

在 凉 山 对 农 业 生 物 多 样 性 实 行 农 家 保 护

不 仅 是 农 民 的 事

,

也 是 科 学 家 的 事

、

社 会 的 事

。

应 通

过 科 学 家

,

以 保 护 生 物 学 的 理 论 和 实 际 情 况 为 基 础

,

并 与 农 民 的 本 土 知 识 相 结 合 进 行 科 学 设 计

,

农 业 科

技 人 员 和 推 广 人 员 进 行 大 力 倡 导

,

发 动 广 大 农 民 采

取 积 极 措 施

,

把 农 家 保 护 变 成 一 种 主 动 的

、

可 操 作

的

、

与 市 场 需 求 和 农 民 的 长 远 经 济 利 益 紧 密 联 系 的

农 事 活 动

。

只 有 这 样 凉 山 的 农 业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工

作

,

才 能 切 实 有 效 和 可 持 续 的 开 展

,

才 能 充 分 发 挥 它

在 维 持 农 业 生 态 系 统 中 应 有 的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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