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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类植物民间分类与传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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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 650204) 

摘 要：中国各少数民族对植物资源分类、识别、命名和保护的传统知识和实践 ，对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民族民间对竹类植物的分类、识别 、命名、利用和保护 ，不仅基于竹类植物的经济利用 、形念特征、生 

活形态和生长习性，而且依赖于社会文化价值 ，强烈的植根于 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 中。此外 ，民族民问利用和保护 

竹类植物的实践 ，是原住 民和 自然资源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晶，形成了非常合理和有效的可持续利用的生产系统。鉴 

于前期工作的基础，未来几方面的工作应得到加强 ：(1)调查：对中国其它偏僻地区原住 民社 区更多的访谈和野外 

调查是非常必要的，不要仅局限于种类的分类、识别和分布 ，而且亦要了解他们文化知识和这一重要资源 的用途； 

(2)保护 ：自然资源和文化多样性保护计划和项 目必须纳入国家项 目，并要结合对各个民族类群的特别建 议。不同 

利益集团的介入和合作也是必要的。(3)技术传播 ：某些现代的管理方法和技术能改进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原住 民 

社区收入和促进这些社区福利的改善。(4)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资金的支持 ：竹类遗传资源的保护对于未来可持续 

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但亦是困难的 ，这往往是资源多样性、文化多样性 ，特别是资金激励体制导致推行策略的复杂 

性 。 

关键词：民问分类 ；传统保护；竹类；西双版纳 

中图分类号：Q949 文献标识码：A 

Folk classification and indigenous management on bam boo resources 

W ANG Kang—lin，PU Ying—dong 

(Kunming Institule of L~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China) 

Abstract：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concerning classification，identification，nomenclature and manage— 

ment of plant in ethnic areas has an important rol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Indige— 

nous people classify bamboo mainly based primarily on bamboo plant's economic uses，morphological char— 

acteristics，life forms，growth habits，as well as sociocultural values，which are strongly rooted in biophysi— 

cal and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In addition，indigenous management practice that result from long—term 

interactions between indigenous people and natural resources provide reasonable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syste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amboo resources．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for fu— 

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1)Survey～ M ore interviews with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nd field sur— 

veys in other remote areas of China are necessary not only for species classification，identification and dis— 

tribution，but also to understand their culture knowledge and uses of this important cultural diversity 

should be prepared on a national scale，but with specific recommendation for each tribal groups．The in— 

volvement and cooperation of different 1evels of beneficiaries iS also necessary．(3)Dissemination of tech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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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ogy-- Some modern management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se， 

increase income to indigenous communities，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well being in these communi— 

ties．(4)Financial support for in situ and ex situ conservation--Conservation of bamboo genetic resources 

is very important for sustainable production in the future，but may be difficult due to complexity of imple— 

mentation strategies that may be affected by diversity in resources，culture and especially financial incen— 

tives． 

Key words：folk classification；indigenous management；bamboo；Xishuangbanna 

竹 子 属 禾 本 科 竹 亚 科 植 物 ，全 世 界 约 70属 

1 200种，主要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作为一种 

重要的非木材林产品，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被各种 

机构所开发和利用。然而，世界 范 围对 竹 类 资 源 

的需 求，其 结 果是 威 胁 竹类 植物 多样 性 和 导致 

大量 竹类 遗传资 源 的流 失，过度开发和破坏习性 

增加了这种威胁。例如，在印度喜马拉雅地区，12种 

竹类已到 了稀有和绝种的地步 ，其原因是 由于生物 

的压力结合生物学原因，如周期性开花、贫穷的种子 

生产和乱砍滥伐[1]。在中国云南，筇竹(Qiongzhuea 

tumidinoda)具 有美 观 的竹竿 ，汉代 (1 200年前 )即 

出口南亚国家。其竹笋亦每年出口日本 ；由于过度开 

发用于观赏、建筑和工艺品，它已被列为中国保护植 

物中两种竹类之一 。 

在中国云南的原住民社区，如哈尼族、傣族和基 

诺族等民族积累了丰富的识别、认识和利用植物资 

源的传统知识和经验，他们使用传统方法和对策对 

竹类资源的开发使用，使这一资源获得可持续利用 

和发展。因此，研究竹类资源分类、识别、利用、管理 

和保护，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主要应用民族植物 

学的方法，调查、描述和评价云南西双版纳原住民社 

区竹类植物的分类、栽培和保护的传统知识。主要涉 

及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1)竹类民族植物学的调查 

研究方法；(2)原住民社区竹类植物的民问分类和命 

名；(3)原住民社区竹类资源栽培和保护的实践。 

1 研究地区 

研究地区为中国西南部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 自 

治州 。 

西双版纳位于该省西南部 ，与缅甸和老挝接壤。 

地理位置上，西双版纳位于横断tl1东南端，喜马拉雅 

东部 ，北 纬 21～8～22。36 ，东 经 99。56 ～ 101。51 ，总 

面积为 197万 hm。，94 为山地，多条河流流经。地 

势北高南低，从南到北，海拔从 420~2 800 m。年均 

降雨量 1 138．6～2 431．5 mm，年均温 18~22 C，年 

均相对湿度 70 ～80 。这种独特的地形和复杂的 

自然条件造就了西双版纳一个具有各种生态系统的 

多样化的生态环境。热带雨林覆被西双版纳 33．8 

的土地，大量丰富的植物资源使西双版纳被赞誉为 

“动植物王国”，成为 中国众多动植物 的家园。1995 

年，西双版纳记载了 282科 l 697属 4 669种、变种 

的高等植物[2]，接近中国物种的 1／6，而其面积仅 占 

中国国土面积 的 1／100。 

2 研究方法 

文献检索——本研究 的第一步包括竹类分类 

学、竹类资源民间分类、识别和保护的传统知识系统 

的背景资料、标本和文献的检索。 

定点研究和访谈——第二步转入定点调查和与 

当地人访谈 。调查点的选择主要基于三个标准：种类 

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经济多样性 。研究组调查了 

30个研究点，访谈超过 100多人，涉及竹类分布、习 

性、生态环境和繁殖，以及民间分类、利用、管理和保 

护的传统知识系统。与当地人的访谈分三个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将对村社年长者及有经验的个人进行 

访谈 ，询问该村社／地 区所存在竹子种类。这一阶段 

通常在晚上进行。这一访谈通常应用预先准备好的 

简单明了的问卷(表 1第 1部分)。第二阶段访谈重 

点转入相关于第一步访谈中所涉及竹类的一些常规 

和特别的问题，以作为野外调查的指导(表 1第 2部 

分)。第三阶段是邀请村社 中年长者聚会，进行群体 

访谈，对该村社竹类 的经济利用和 自然属性进行评 

价，并对所涉及竹类的当地名进行修订，因为不同的 

个体往往对竹类的命名产生一定的差异(有时是由 

于发音错误的拼写所造成)，寻求村社群体对竹类的 

命名是非 常必要的 。 

野外观察和标本采集——根据访谈得到的信 

息，确定野外调查的路线，对疑问的竹类进行详细的 

野外观察和标本采集。野外观察资料记录主要包括： 

秆的习性(直立、下垂或攀缘)、地下茎类型(合轴丛 

生型或单轴散生型)、秆的特性(高度、直径、分枝、节 

和节间等)、秆箨(从基部向上的第 5杆箨将作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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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对象，包括杆箨脱落或宿存性、大小、质地、形状及 大学所收集的竹类标本将被咨询和鉴定。标本的鉴 

箨片特性)、叶和花穗(假如存在)。野外调查必须包 定将基于民间分类和科学分类的知识。基于生物系 

括许多精确而详细的资料，如当地名和它们的译意、 统学和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将进行竹类民族植物学 

诊断特性、利用和保护实践等等。此外，有关的市场 编目，该编目将包括学名、当地名、用途、分布及证据 

资料也需要详细的记录。 标本号等。 

标本鉴定和民族植物学编 目——各研究单位和 

表 1 竹类访谈表 

Table 1 Bamh(m interview instrLlInent 

第一部分 ：竹类基本资料调查 Part 1．General investigation 

村社名— — 农户名 

收集者— — 时间 

有多少种竹类在本村／地区存在(列出当地名)? 

1)栽培竹类 

2)野生竹类 

收集号 

什么地方你最愿意栽培竹类 ：1)庭院，2)轮歇地，3)竹园，4)河道，5)林地，6)其它 

每年你采收多少竹类?：竹竿— — 根；竹笋 

你用什么方法繁殖竹类?：1)移鞭法，2)移竹法，3)N秆法；4)插枝法；5)种子繁殖 ，6)其它 

附记： 

公斤 

第二部分 ：竹种调查特别问卷 PartⅡ．Specific bamboo species investigation 

当地名 

重要特性 (为识别用) 

译意 

生境：1)栽培，2)野生 ，3)部分栽培，4)其它 

地下茎类型：1)合轴丛生 ，2)单轴散生 

秆习性 ：1)直立，2)斜依 ，3)漫生 ，4)攀缘 

秆：1)高度— — nl，2)直径— — —— cm，3)壁厚 

b)无毛，C)多毛，d)微刺 ，e)条纹，f)颜色
— —  

— —

cm，4)节问长度— _ ．．cm，5)覆被物：a)白粉 ； 

，g)其它
— _ ． ．  

分枝数：1)单分枝 ，2)二分枝，3)三分枝，4)多分枝：a)具主枝，b)无主枝 

秆箨：1)特性：a)宿存 ，b)早落，c)迟落，d)其它 

2)质地 ：a)柔软，b)坚硬 ．c)革质，d)其它 

3)表面：a)覆被白粉，b)无毛，C)具毛，d)具刺，e)其它 

箨片：1)直立，2)外翻，3)反卷，4)被毛 

叶片：1)火，2)中等，3)小，4)其它 

利用：1)笋用 ：a)甜笋，b)苦笋，c)鲜用，d)千笋 ，e)泡笋，f)酸笋一 

2)建筑材料：a)柱子，b)脚手架，C)框架，d)墙壁或天花板／地板 

3)编织 ：4)家具，5)农具，6)观赏 ，7)药用，8)乐器，9)民间信仰 ，10)其它 

材质：1)硬度：a)坚硬，b)柔软，c)耐腐 

2)弹性 ：a)非常好，b)良好，c)较差，d)其它 

3)光滑度：a)光滑，b)粗糙，c)其它 

3 民间分类 

了解它们的价值和特性对植物利用于各种 目的 

是非常重要的。民间分类在中国少数民族对植物的 

命名和鉴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再富等_3]研究 

认为，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民问对植物的命名 

采用了 “双名”法，他们的 “属”概念包含了植物 

的生活型 [如树木称为 “买”、草本称为 “雅”、藤 

本称为 “嘿”、蕨类称为 “瞢”、块根称为 “曼”]和 

经济型 [果树称为 “抹”、蔬菜称为 “啪”、五谷称 

为 “考”、豆子称为 “图”和花卉称为 “咯”]，而种 

名则根据植物的特征、特性、用途 、产地和生境加 

以描述，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同样的，王慷林等__4]研究表明，在西双版纳的原 

住民社区，当地人分类竹类植物主要基于他们的语 

言、生产实践、社会习俗、民间传说、植物的经济 

利用、形态特征和生活形态 ，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功 

能价值。不同民族社区具有相似的民间分类系统，各 

民族对植物的称谓具有他们本民族的名字。如西双 

版纳勐宋的哈尼族利用和认识竹类往往基于他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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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竹类 习性、利用和其它特性的传统知识。他 

们将直立性和攀缘性竹类归类于不同的类群，如将 

直立性竹类称为 “Aq”或 “Al”作为第一称谓，攀 

给 予竹类更低的分类等级 (表 2)。勐腊县瑶族将竹 

类统称为 “hao”(有些地方称为lao，主要是地方音 

调的不同引起)，然后依据竹类利用或形态特性而识 

缘性竹类称为 “Haq”，然后，按照形态和使用特性 别和命名不同的竹类植物 (表 3)。 

表 2 西双版纳勐宋哈尼族社区相关于竹类利用的民间分类 

Table 2 Folk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bamboo ut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Mengsong Hani village，Xishuangbanna 

表 3 西双版纳勐腊县瑶族社区竹类民间分类 (依据利用、习性和形态特征) 

Table 3 Polk classi{ication in Yao communities of Mengla County 

(Based on utilization．growth habitats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比较于科学的分类学而言，传统民间分类提供 

了某些重要的价值：(1)民间分类通常比现代科学 

分类学更为快速和简单。民问分类命名一种竹类往 

往基于直接的观察和评价的特性，而科学分类学通 

常需要大量的室内标本的研究；(2)民间分类的当 

地名更便于当地人和研究者之问的交流。当然，有 

技巧的民族植物学家往往知道和理解相关种类的当 

地名，然后利用这些名字和形态特征，配备这些民 

问分类单元一个科学的名字；(3)民间名字通常相 

关于利用、特性和第一手经验。民间分类由当地人 

提供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线索，然后可利用于商业 

和政府的计划 ，以及科学研究者。 

当然，与科学分类学比较，民间分类也存在某 

些缺点：(1)同物异名／同名异物：同样的种类在一 

个 村社 内或其它村社往往被冠予不 同的名字 (表 

5)，或不同的种类被冠予同样的当地名。(2)限制 

性：与其它传统系统一样，竹类民问分类也有它的 

限制性。如哈尼族将竹类分为两种类型：直立性竹 

类 (Aq或 A1)和攀缘性竹类 (Haqgeeq)，但并不表 

示科学分类学上的属一级关系。 

4 传统保护 

西双版纳所有的民族社区均有种植、管理和保 

护竹类的长期传统。竹林往往被分类为三种所有权 

形式：国有、集体和家庭／个有竹林，它们亦 由不同 

的组织或个体管理或保护。基于社会、经济和文化 

的调查研究 ，西双版纳竹类遗传资源有效和合理管 

理和保护的实践在本文中描述。 

(1)就地保护——中国的传统知识系统和国家 

政策保证了竹类遗传资源的保护 。特别是少数 民族 

地区，就地保护 。即在村社中种植竹类，建立竹园、 

国有 自然保护区中保持竹类 ，形成一种保护／保存竹 

类遗传资源有效的方法。 

社区基础的保护：许多天然分布和栽培的竹种 

往往被作为社 区林而进行保护，这些社区林由宗教 

或信仰集团特别保存。Sangpabawa(村社藤类保护 

林 )，Nong Man或 Nong Meng(社 区神 山)，Nong 

Ban(傣族神山)，Ba Hao和 Lao Ben(傣族和哈尼 

族社区墓林)，Gai Mei San Ha(哈尼族水源林)等 

均被有效的保护和良好的管理。西双版纳地区，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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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许多佛教村社和佛寺起到保护竹类的作用。建 

立一个佛寺 (傣语 wa)需要四个基本条件：(1)一 

尊佛 教创始 人释伽 牟尼 的像；(2)一 尊保持释 伽 

牟 尼的佛 塔；(3)至少五名和尚；(4)若干特有寺 

庙栽培植物[引。基于这些要求，许多植物被栽培语寺院 

中，其中亦包括许多竹类植物，如泰竹 (Thyrsostachys 

siamensis)、弯钩刺竹 (Bambusa slnospinosa)、版纳 

甜竹 (Dendrocalamus hamiltonii)和美竹 (Phyt— 

lostachys mannii)。 

家庭／个体保护：庭院经济、竹园、混农林业实 

践和轮歇农业耕作系统形成了竹类资源可持续 栽 

培、管理和保护的传统体系。竹丛或竹林属于每个 

家庭，其砍伐、管理和保护亦属于每个家庭。如傣 

族种植多用途的竹类于庭院或临近村社，哈尼族建 

立竹园或种植竹类于轮歇地和村社藤类保护林中。 

通常的较有价值的竹类被种植于庭院或竹园中，如 

龙竹 (Dendrocalamus giganteus)、版纳甜竹 (D． 

hamiltonii)、小叶龙竹 (D．barbatus)、黄竹 (D．mem— 

branaceus)、美穗龙竹 (D．calostachyus)、单穗大节 

竹 (Indosasa singulispicula)、油勒竹 (Bambusa lapi— 

dea)、香糯竹 (Cephalostachyum pergracile)和沙罗 

单竹 (Schizostachyum funghomii)。 

东喜玛拉雅地区的所有山地民族均有轮歇地农 

业的实践。在西双版纳勐宋 ，哈尼族发展了一种传 

统的混农林业系统 ：他们种植竹子在轮歇地，种植 

棕榈藤于竹丛周围，竹杆支持藤类攀缘 ；烟草亦间 

种于竹丛间，砍伐竹枝叶，烧毁作为烟草的肥料。此 

外，竹丛中亦间种、玉米、豆类、蔬菜和其它作物 

组成混农林系统，短、中和长期收益从竹类和这些 

作物中获得。他们认为竹类良好的根际系统具有较 

好的水土保护作用，使轮歇地能长期用于农业生产。 

国有保护：国有竹林生长和保持在中国国家 自 

然保护区中。这些竹类与其它保护区的保护植物一 

样，受到好的保护。 

(2)迁地保护——民族植物学资料对增加活植 

物的收集、种子资源库的收集和标本的收集是非常 

有用的。植物的当地名、传统利用、生态知识、和 

这些植物当地管理实践的资料是非常有价值的。来 

自民族植物学调查的新资料 ，往往能帮助植物园获 

得新的植物 目录用于新的收集_6]。在云南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竹类植物收集区是竹类资源重要的迁地 

保护区。按照本研究，属于 19种超过 100种、变种 

和变型的竹类植物被收集于此园，生长良好 。 

(3)控制过度采伐——在西双版纳，属于国有、 

集体和个体的天然竹林、竹木混交林约 91 800 ha。 

这些地区的管理和收获 (竹笋和竹竿)亦保护流域 

和竹类遗传基因库。当这些林地的收获仅用于家庭 

消耗而非商业 目的时，来 自于林地传统的竹笋和竹 

竿的收获是可持续的。 

5 保护问题 

环境和 自然习性的破坏——用于伐木、轮歇农 

业和其它土地使用造成的环境和 自然习性的破坏往 

往导致许多竹种的流失和竹林资源的退化。在西双 

版纳某些地区，轮歇农业中大面积竹林被肆无忌惮 

的砍伐用于农地是竹类资源破坏的根本原因。 

习性破坏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景洪农场橡胶林地 

中多于 43 的土地是原先 的天然竹林或竹木混交 

林地。此外 ，大面积的竹林亦被更替种植经济作物， 

如香蕉咖啡、茶叶和水果树。 

过度开发和分布限制——一个研究表明，过度 

开发和缺乏人工种植的努力威胁着竹类资源。例如， 

众所周知，在西双版纳造纸、竹筷生产和编织均依 

赖于天然竹林I- 。 

另一方面竹类资源的不合理和无效的开发利用 

亦导致天然竹林的退化。受雇于国营农场和当地人 

的，来 自于四川、湖南和其它省区的移民，采伐竹 

笋和竹竿均来源于天然竹林 。缺乏足够的利用和管 

理竹类资源的知识也可能导致竹类的无效使用和过 

度开发。竹竿开发和竹笋采收往往采伐或采收大的 

竹竿和竹笋 ，亦导致竹种资源的退化 。 

6 结论和建议 

相关于竹类植物识别、分类、命名和保护的传 

统具有重要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 

当地名和学名——当地人对植物的命名总是以 

口述方式存在I-引。当地名对植物编 目起着重要的作 

用，它们都基于原住民的生产实践、收获习惯、民 

间传说和经济利用，植物习性和形态学特性亦具有 

重要的经济和功能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有 

时，当地名对竹类的鉴定并不能认为总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它们有时并非真实可靠。所以。对当地名 

的解释必须特别的谨慎I- 。 

民问分类的有效性／正确性——必须认识到，民 

间分类较之于科学分类有时包含有更为详细的知 

识。例如 ，传统上，非洲农 民当地土壤分类总是基 

于特别作物相关的土壤特性 ，提供了更好的使用农 

业资源的见识与生态知识 。Mossi农 民按照作物潜 

力分类土壤 ，这种传统的土壤分类可作为补充工具 

服务于科学基础的系统 ，而一个注重实效的土壤分 

类允许 Mossi农民让他们的土地更为适用_】。。。Con— 

MinE ]推断植物名字对 Hanunoo人 (菲律宾棉兰老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62 西 北 植 物 学 报 23卷 

岛)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作隔离所识植物的便利 

标志，而且也作为所操作名字语义的协助。传统知 

识的利用可充分增加相关于植物志、动物志和土地 

利用的前期科学资料。Hanunoo人识别了 1 600种 

植物品种，而系统植物学调查仅仅可记录下 1200 

种Ll引。事实上，Hanunoo分类学利用了不同于林奈 

分类学的原则 ，按照生活形态分组植物胜于按照遗 

传关系Ll引。同样的，傣族依据竹竿质地将黄竹 (Den— 

drocalamus membranaceus)分为硬、软的两种。 

保护——原住民社区传统知识或实践对竹类资 

源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庭院经济、 

竹园和轮歇耕作系统示范了重要的保护实践。此外， 

对于竹类资源的合理利用、有效保护和可持续管理， 

承认 当地社区的权力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未来的研究和发展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调查——对中国其它偏僻地区原住民社区更多 

的访谈和野外调查是非常必要的，不要仅局限于种 

类的分类、识别和分布 ， 

识和这一重要资源的用途 

而且亦要 了解他们文化知 

保护—— 自然资源和文化多样性保护计划和项 

目必须纳入 国家项 目，并要结合对各个民族类群的 

特别建议。竹类资源的发展计划必须强调有效保护 

和可持续开发。因此 ，不同利益集团的介入和合作 

也是 必要 的 。 

技术传播——某些现代的管理方法和技术能改 

进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原住民社区收入和促进这些 

社区福利的改善。所以，特别的需要建立一种新的 

体制，促进传统知识和现代技术的结合，服务于更 

多可持续资源的发展。 

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资金的支持——竹类遗传 

资源的保护对于未来可持续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但 

亦是困难的，这往往是资源多样性、文化多样性 ，特 

别是资金激励体制导致推行策略的复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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