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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介绍了云南各民族食用的传统水生植物海菜花 (水鳖科) 的分布、名称、食用和药用价值 ,并根据民

族植物学调查和实验结果 ,提出海菜花的人工栽培繁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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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菜花属 ( Ottel i a)约有 20 种 ,主要分布于热带非洲和亚洲南部 ,中国南部是其重要的分布区之一[1 ,2 ] .

我国产 4 种 4 变种 ,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和云南 ,个别种类可分布至东北、西北地区[ 2 ] . 海

菜花 ( Ottel i a acumi nat a ( Gagnep . ) Dandy)属于水鳖科 ( Hydrocharitaceae) 沉水植物 ,为我国特有植物 ,生

于海拔 2 700 m 以下的湖泊、池塘、沟渠和深水田中 ,分布于云南的丽江、剑川、洱源、大理、昆明、江川、石屏 ,

四川的布拖 ,贵州的贵定、平塘至安龙、威宁 ,广西的靖西和海南的文昌等地[325 ] . 云南为海菜花的主要分布

区 ,境内有 3 个变种 :波叶海菜花 ( O. acumi nat a ( Gagnep . ) Dandy var. cris p a ( Hand. Mazz. ) H. Li) ,叶

片宽带状 ,边缘波状翻转 ,全缘或有不明显的细齿 ,特产于宁蒗泸沽湖 ; 通海海菜花 ( O. acumi nat a

( Gagnep . ) Dandy var. tong haiensis H. Li) ,叶片狭椭圆形 ,边缘平坦 ,具明显的锯齿 ,产于通海杞麓湖、宜

良阳宗海 ; 路南海菜花 ( O. acumi nat a ( Gagnep . ) Dandy var. l unanensis H. Li) ,雄佛焰苞内有珠芽 ,特产

于路南长湖中.

在云南 ,大理白族、丽江摩梭人及其他人群都有悠久的食用海菜花的传统 ,这是云南少数民族食花文化

和传统生物多样性知识的典型代表. 通过民族植物学方法调查 ,记载云南少数民族利用野生海菜花植物资源

的传统知识 ,分析评价其在野生植物资源利用和保护中的作用 ,既能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提供典

型案例 ,也能为利用传统植物学知识促进少数民族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线索.

1 　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查阅和标本调研 ,掌握云南原有野生海菜花居群的分布地点 ,共有 17 个区域 ,包括洱海 (大理

市 ,澜沧江水系) 、剑湖 (剑川县 ,澜沧江水系) 、西湖 (洱源县 ,澜沧江水系) 、茈碧湖 (洱源县 ,澜沧江水系) 、佛

海 (勐海县 ,澜沧江水系) 、阳宗海 (宜良县 ,珠江水系) 、星云湖 (江川县 ,珠江水系) 、杞麓湖 (通海县 ,珠江水

系) 、长湖 (石林县 ,珠江水系) ; 异龙湖 (石屏县 ,红河水系) 、砚山 (砚山县 ,红河水系) 、滇池 (昆明市 ,金沙江

水系) 、泸沽湖 (宁蒗县 ,金沙江水系) 、拉市海 (丽江市 ,金沙江水系) 、丽江黑龙潭 (丽江市古城区 ,金沙江水

系) 、嵩明黑龙潭 (嵩明县 ,金沙江水系) 、清水海 (寻甸县 ,金沙江水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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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 17 个区域进行实地考察 ,并对滇池、洱海、剑湖、泸沽湖、阳宗海、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洱源西

湖、茈碧湖、拉市海和清水海 13 个湖泊周围的河流、水源地和龙潭 (泉眼)进行 2～4 次溯源考察 ,以找出海菜

花的残留分布区. 此外 ,还对以往没有海菜花报道和采集记录的滇西 (保山、腾冲) 、滇西北 (香格里拉) 、滇东

北 (昭通) 、滇南 (思茅、景洪)等地进行了调查.

野外调查采用植物学野外调查法、直接观察法和访谈法等 ,并采用市场调查法对海菜花交易市场、餐厅

等场所和湖区居民进行调查.

2 　研究结果

2. 1 　海菜花及其别称名释

海菜花是 O. acumi nat a ( Gagnep . ) Dandy 较为通用的中文名称 ,在《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中

国高等植物图鉴》等中都把它作为正式的中文名. 因为这种植物的白色花朵小巧玲珑 ,盛开时好像一团团晶

莹洁白的雪花星罗棋布地铺撒在高原湖泊的水面上 ,十分招人喜爱 ,是一种漂亮的观赏植物 ,故得名海菜花.

最早关于海菜花的文字记载出自清嘉庆年间吴其睿的《植物名实图考》,书中称海菜花为海菜和龙爪菜 ,

“海菜 ,生云南水中. 长茎长叶 ,叶似车前叶而大 ,皆藏水内. 抽葶作长苞 ,十数花同一苞. 花开则出于水面 ,三

瓣、色白 ; 瓣中凹 ,视之如六 ,大如杯 ,多皱而薄 ; 黄蕊素萼 ,照耀涟漪 ,花罢结尖角数角 ,弯翘如龙爪 ,故又名

龙爪菜”,“水濒人摘其茎 ,煠食之”. 根据生境和《植物名实图考》附图 ,该植物即为海菜花. 海菜名字的由来十

分有趣. 贵州地无三尺平 ,云南坝子 (山间平地)也很少 ,故常把池塘、湖泊夸大称为“海”,如洱海、程海、阳宗

海、草海. 据说这是元朝蒙古军队占领中原的结果. 因为蒙古高原极少有湖泊池塘 ,所以他们见到这种较开阔

的水面便以“海”称之. 这种植物打捞出“海”后用清水洗净 ,是云南大理白族人民经常食用的蔬菜 ,故当地人

称之为海菜. 龙爪菜的得名 ,是因为其雌株佛焰苞内有多朵雌花 ,每一朵花都能开花结果 ,果实呈三棱状纺锤

形 ,棱上有明显的肉刺和疣凸 ,多个这种稍微弯曲的果实着生在花莛上 ,像腾龙的爪子 ,故得名龙爪菜. 海菜

和龙爪菜的名字沿用至今.

人们根据海菜花的外形和功效等特点 ,还创造了很多别称 :水白菜 (《贵州民间草药》) ,从水面上往下看 ,

其形貌酷似白菜 ; 水青菜 (贵州) ,形貌酷似青菜 ,可蔬食 ; 海花菜 (贵州) ,与海菜花得名相似 ; 异叶水车前

(《海南植物志》) ,其叶大而阔 ,形似水车前 ,而又与之不同.

2. 2 　海菜花的价值和食用文化

2. 2. 1 　药用价值 　海菜花是一种传统中药材 ,入药治小便不利、便秘、热咳、咯血、哮喘、淋症、水肿等多种疾

病 ,其功效与龙舌草 ( Ottel i a al ismoi des (Linn. ) Pers. )相同[6 ,7 ] . 李华安等[8 ]用水车前的水煎浸膏外敷治疗

两例对利福平和异烟肼都不敏感的颈淋巴结核 ,3 个月内患者均获得痊愈. 同时 ,实验室药试验证明水车前

水煎浸膏对人体病灶分离培养的结核杆菌有较强的抑制和杀灭作用. 该成果引起国外研究者的兴趣 ,进一步

研究发现其药用机理与海菜花属植物含有的 Otteliones A 密切相关. 国外研究者[9 ] 首次从龙舌草中分离出

Otteliones A ,在国家癌症研究所 (National Cancer Instit ute)用 Ottelione A 对人类 60 个癌细胞的平板筛选

实验表明 ,Ot telione A 在 nM2pM 水平对癌细胞有细胞毒性 ,具有明显的抗肿瘤、抗白血病的潜在价值. 最近

的研究[10 ]表明 ,Ot telion A ( IC50 < 10 - 3μg ·L - 1 ) 对抗阿霉素的白血病癌细胞 ( P388/ dox) 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 ,Ot telione A ( IC50 = 1. 2μmol ·L - 1 )还能有效抑制微管蛋白聚合 ,并能把已经形成的微管分解 ,它能够阻

止秋水仙碱与微管结合 ,但并不阻止长春碱与微管的结合. 这种新类型的微管蛋白聚合抑制剂具有潜在的治

疗价值. 在中国传统中药中 ,海菜花与龙舌草的植物种间亲缘关系相近 ,含有的化合物成分和比例也大致相

同 ,因此海菜花很可能成为抗癌新药的原料植物.

2. 2. 2 　食用价值 　海菜花富含蛋白质 ,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野生蔬菜[11 ] .

云南大理白族食用海菜花的历史悠久 ,经验丰富 ,有大量的关于海菜花的民族植物学知识. 海菜花的食

用方法和食用部位 ,因各地习俗而有所区别. 大理白族用海菜花的花莛与豆腐煮汤 ,汤色清秀 ,气味清香且回

味无穷 ,当地人誉之为海味. 大理洱源、下关等地的白族人民常用海菜花的花莛 (或者花莛连同茎叶) 与芋头

煮汤 ,称为“海菜芋头汤”,其味清爽可口 ,是白族人民经常食用的一道名菜. 大理剑川等地居民则把海菜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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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香料来使用 ,食用时将海菜花洗净 ,取其叶片和豆米 (豌豆籽粒) 共煮 ,煮熟后仅食用豌豆 ( Pisum

sativum) . 鹤庆的白族不仅使用海菜花的叶和花莛做海菜豆腐汤 ,还用来炒火腿、肉丝或腌制咸菜.

除大理外 ,云南其他地方 ,如昆明滇池流域的居民也食用海菜花. 历史上滇池也盛产海菜花 ,老百姓喜欢

将海菜花的花莛做成一种海菜酢 ,海菜酢蒸炒后脆嫩鲜香 ,是极好的美味 ,还有的将海菜花切碎 ,与玉米面、

辣子等制作成咸菜干品 ,贮藏备用.

随着云南旅游业的迅速发展 ,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越来越为大众所认识和接受 ,海菜花也从少数地方出

产食用的特色菜开始走向大众化 ,云南许多并不出产海菜花的地方 ,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也开始食用海

菜花.

2. 2. 3 　其他价值 　海菜花的观赏价值很高 ,其花色洁白淡雅、黄蕊素萼 ,在每年 5～10 月的盛花期 (温暖地

区全年可见开花) ,洁白的花朵飘满水面 ,如白衣仙子轻盈地立在水面 ,靓丽动人. 丽江黑龙潭、宁蒗泸沽湖每

年都会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海菜花为其编织的盛装 ,总是一个抢眼的卖点 ,引得无数游人驻足观

赏、留影为念.

海菜花对水体污染较敏感 ,是一种重要的环境指示植物. 曲仲湘等[12 ] 通过对云南主要湖泊植被的综合

分析 ,提出海菜花的分布情况可以作为监测淡水湖泊污染程度的指标 :严重污染时湖泊中各种沉水高等植物

全部消亡 ; 中度污染时湖泊中的敏感植物海菜花等消失 ; 轻度污染时湖泊中的海菜花逐渐消失 ; 没有污染

时湖泊中的海菜花非常丰富.

此外 ,海菜花还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其茎叶脆嫩 ,是草食鱼类和牲畜喜欢的食物. 历史上 ,洱源的西湖、

大理的洱海等地在海菜花生长繁茂的水域大量放养草鱼 ( Ctenop hary ngodon i del l a Val) ,其渔业产量都很

高. 泸沽湖畔农户至今仍经常采捞海菜花茎叶作为猪饲料.

综上所述 ,海菜花集药用、食用、观赏于一体 ,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是一种开发潜力很大的野生植物资源.

2. 3 　海菜花的保护与栽培

云南绝大多数湖泊都曾广泛生长着云贵高原所特有的海菜花 ,如在滇西北的宁蒗泸沽湖 ,丽江的玉湖、

黑龙潭 ,剑川的剑湖 ,洱源的茈碧湖、西湖 ,滇中的昆明滇池 ,嵩明黑龙潭 ,寻甸清水海 ,宜良阳宗海 ,江川星云

湖 ,通海杞麓湖 ,石屏异龙湖 ,滇东的路南长湖 ,砚山黑乌海等湖泊中 ,都曾盛产以海菜花为优势的沉水植物

群落 ,并成为云南高原湖泊的象征[ 2 ,13221 ] ,也因此有人把云南的湖泊植物区系称为海菜花区系[20 ] . 但 20 余年

后的今天 ,云南高原湖泊的生态状况已远不如昔日 ,海菜花在很多湖泊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存环境 ,有的湖泊

已经干枯 (西湖、雨布宜湖等) ,有的湖泊变为水库 (茈碧湖) 而失去了天然湖泊的功能 ,有的湖泊因富营养化

严重 (滇池)导致自然水生植被毁灭 ,代之而起的是外来物种水葫芦的疯长 ,更有一些湖泊被改造成为渔业基

地 (星云湖)和旅游景点 (泸沽湖、抚仙湖) ,这给云南高原湖泊中海菜花的生存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 目前 ,

海菜花被列为国家 3 级保护植物[22 ] ,相关保护工作已经逐渐展开.

2. 3. 1 　保护区的建立 　国内建立了一些以海菜花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区 ,如贵州西北部威宁县 1992 年

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草海自然保护区 ,大理洱海于 1994 年建立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泸沽湖

于 1986 年建立了省级自然保护区 ,丽江拉市海于 1998 年建立了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

2. 3. 2 　海菜花的人工移栽 　目前 ,在洱源已有大面积的人工移栽海菜花的水田 ,其移栽技术已经较为成熟.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洱源农户就开始尝试在池塘里人工移栽海菜花 ,到 1989 年技术逐渐成熟 ,随后在当地

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大面积移植. 目前洱源已有约 35 hm2 池塘专门用于海菜花的生产 ,并大量向下关、大理古

城、昆明、怒江州等地供应新鲜的海菜花花莛. 洱源的气候温暖湿润 ,适合海菜花的生长 ,海菜花一年四季都

能开花. 据 2003 年的调查 ,洱源生产的海菜花约 7 d 可以采收一次 ,每亩每次可采收 60 kg ,每亩花莛自然生

长量约 3 000 kg (见表 1) ,海菜花年供应量约 1 500 t ,每年创造约 600 万元收入 (见表 2) .

洱源农户大规模移栽海菜花至今已有 15 年 ,据 2003 年 10 月对农户及村社长者的调查 ,发现当地居民

已经掌握、积累了大量有关海菜花生态特性、生长特性、栽培品系及采收和运输等方面的知识.

生态特性上 ,他们发现草鱼 ( Ctenop hary ngodon i del l a) 喜食海菜花茎叶 ,鲤鱼 ( Cy p ri nus carpio) 经常

翻动底泥 ,破坏海菜花的根系 ,因此海菜花水田中不能放养这些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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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特性上 ,他们发现海菜花耐贫瘠 ,不喜肥分 ,不耐农药污染 ,得出栽培过程中不可施肥 (化肥和农家

肥均不可施用) 、不可混入农药的结论. 海菜花虽不喜肥 ,但长期种植海菜花仍会耗尽地力 ,因此移栽用水田

需要每隔 3 年在海菜花水田和鱼塘间轮作 ,以补足水田中肥分. 他们发现海菜花生长需要较多光照 ,所以鱼

塘在用作海菜花水田前要晒塘、拔草 ,以除去其他杂草和藻类 ,防止它们遮盖水面抢夺阳光. 他们还发现海菜

花开花喜较高的温度 ,虽然在洱源海菜花一年四季都能开花结果 ,但是每年 7、8 月 ,天气温暖时开花最繁盛.

表 1 　洱源农户生产海菜花抽样调查结果
Tab. 1 Result of sampling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duction of O. acuminate at Eryuan

农户编号
栽培面

积/ hm2

家庭成员

参与人数

平均采收频率/

(d/ 次)

每次采收平均

收获量/ kg

年平均收

获量/ kg

平均销售价

格/ (元/ kg)

年平均收

益/ 元

1 0. 213 2 6 190 11500 3 34 500

2 0. 167 2 6 160 9 600 3 28 800

3 0. 080 1 7 70 3 600 3 10 800

4 0. 200 2 7 200 10 400 3 31 200

5 0. 120 2 6 120 7 200 3 21 600

6 0. 133 2 7 130 6 800 3 20 400

7 0. 100 1 7 100 5 200 3 15 600

8 0. 180 2 7 160 8 300 3 24 900

表 2 　下关 (大理)部分集市抽样结果
Tab. 2 Result of sampling investigation of market at Xiaguan

集市名称
销售海菜花

的摊位数目
货物来源　 销售类型

年平均销售价格/

(元/ kg)

平均日供应量/

kg

西窑菜市场 3 洱源 零售 4 60

灯笼菜场 1 洱源 零售 4 15

龙溪市场 8 洱源、剑川 零售 4 80

龙珠农贸市场 3 洱源 零售 4 30

珠海市场 9 洱源 零售 4 100

泰兴市场 8 洱源、剑川 批、零 2. 5 (批) 、4 (零) 2 000

栽培品系上 ,当地居民根据移栽植株的产地、形态差异、生产特性和花期长短分为 3 个栽培品系 ,即鹤庆

种、剑川种、洱源种. 鹤庆种植株来源于鹤庆县、新华村附近的草海. 其根系较发达 ,叶鞘较狭窄 ,叶片宽大 ;

佛焰苞较瘦小 ,上无刺和疣凸 ,略带紫色 ,花莛实心 ; 采收花莛频度低 (5～7 d/ 次) ; 全年开花 ,全年均可采

收. 剑川种植株来源于剑川剑湖和石宝山附近. 其根系很发达 ; 叶鞘较狭窄 ,叶片较小 ; 佛焰苞上无刺和疣

凸 ,绿色 ,花莛实心 ; 采收花莛频度低 (5～7 d/ 次) ; 全年开花 ,全年均可采收. 洱源种植株来源于洱源县沟

边、池边和水田边. 其根系发达 ; 叶鞘较宽 ,叶片宽大 ; 佛焰苞上有微刺和疣凸 ,略带紫红色 ,花莛空心 ; 采收

花莛频度高 (3～4 d/ 次) ; 花期为 4～9 月 ,以 7、8 月最盛 ,可供采收时间 2 个月左右. 上述 3 个栽培类型中 ,

剑川类型可供采收时间长 ,佛焰苞上无刺和疣凸 ,食用口感好 ,花莛实心 ,不易折断 ,便于运输 ,较受当地居民

的青睐.

采收和运输方面 ,他们根据海菜花每个佛焰苞每天只开 1～2 朵花 ,开花授粉后雄花序枯萎、雌花序由花

莛卷曲收缩沉入水底的特性 ,总结得出各个品系海菜花采收的最佳频度为 5～7 d/ 次或 3～4 d/ 次的经验. 运

输上 ,海菜花花莛容易折断而降低商品质量 ,他们采取卷曲成线圈状的方法减少损失. 保存上 ,海菜花花朵容

易失水枯萎 ,因此要经常浇水 ,以补足水分 ,海菜花花粉容易腐败 ,如采收后隔几天才上市集中销售 ,必须经

常用清水漂洗 ,除去腐败花粉. 当地居民积累的大量海菜花的移栽生产、市场销售等方面的知识 ,为人工种植

和进一步扩大生产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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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移栽海菜花来维持生产的方式有利有弊 :一方面起到了迁地保护的作用 ,从一定程度上使海菜花得

到了有效的管理 ,保护了其种质资源 ,扩大了生长范围 ; 另一方面 ,这种生产方式主要依靠长期大量地移栽

野生资源 ,而移栽海菜花的水田由于每隔几年都要改为鱼塘使用 ,导致已经移栽成活的植株大量死亡 ,当鱼

塘底泥恢复地力再改为水田时 ,又经晒塘除草 ,先前移栽成活的海菜花植株几乎全部死亡 ,需要重新大量引

种移栽. 这使得原本不多的野生种质资源更加稀少. 例如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剑川剑湖的海菜花十分繁茂 ,

但是到 2003 年 10 月时 ,仅在甸南乡、沙沟尖村附近 (Alt : 2 252 m ,N : 26°29′04. 5″, E : 99°54′50. 5″) 水域有

零星发现 ,在剑湖附近尚有部分从该湖移栽的海菜花 ,这些海菜花基本上用于再次移栽到洱源县栽培区进行

生产活动. 剑湖水域水体污染较轻 ,草鱼放养也不多 ,造成其海菜花种群迅速减少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大规

模引种移栽.

2. 3. 3 　海菜花的人工繁殖栽培技术 　分析洱源海菜花的人工种植流程 ,可以发现他们的移栽技术已经完

善 ,但缺乏繁殖和育苗的过程. 如补全这一过程 ,就可以形成可持续利用的完整的农业生产流程. 本文根据

2003 年大理、洱源、剑川等地的民族植物学调查得到的移栽和部分繁殖知识 ,以及在植物园的引种栽培和繁

殖实验 ,总结得出整套人工繁殖栽培技术流程.

(1) 育苗. 凡水质清澈 ,无农药、化肥等污染 ,水流较缓慢 ,水深 0. 5～1 m 以内 ,底泥较肥的池塘、水田等

水体都适合海菜花的生长 ,均可作为苗床. 海菜花种子细小 ,成熟阶段不易判断 ,种子脱水后很快死亡 ,所以

采取野外直接挖取植株的方式引种移栽用于繁育用的亲本 ,并集中在生长初期或休眠期 (一般在立春至清明

期间)进行 ,以保证其成活率. 引种时需做好保湿处理 ,取完植株后用塑料口袋包装 ,加水浸润 ,适时换水透

气 ,并于 2 天内移栽. 移栽时 ,用碎瓦片、石块、竹枝等将海菜植株的根按入泥中 3～5 cm ,并固定好 ,使其不至

于沉水后漂浮. 海菜花水田中禁止放养草食鱼类和采摘花莛 ,让成熟果实由花莛自然卷曲拖入水底 ,使种子

撒落水田中繁殖. 实验和野外观察表明 ,只要没有人为采摘花莛和草鱼放养等因素的干扰 ,海菜花繁殖很快 ,

第二年春天就可见到大量海菜花幼苗从苗田长出 ,9、10 月份即可将健壮的幼苗移栽到生产用水田中 ,自然

增殖率约为 15～30 倍. 按 1 m ×1 m 或 0. 5 m ×2 m 的株行距定植 ,每亩可出壮苗 1～2 万株.

(2) 大田移栽和采收. 洱源的移栽生产技术已经成熟 ,可直接采用其生产方式. 9、10 月份间选取底泥肥

沃的鱼塘作为海菜花水田 ,排干水分 ,晒塘一周 ,以杀死藻类和有害微生物 ,拔除塘中和周边杂草 ,防止它们

过度生长遮盖水面抢夺阳光. 将选取的健壮幼苗移栽到生产用水田中 ,按 0. 7 m ×0. 7 m 的株行距定植 ,每亩

定植约 1 400 株 ,放水至水深 1～1. 5 m ,移栽时根的固定与育苗相同. 移栽后让其自然越冬 ,第二年根系长成

后即可采收海菜花莛. 海菜花水田中禁止放养鱼类、投放农药、化肥或农家肥. 根据花莛生长状况 ,5～7 d 或

3～4 d 采收一次. 采收时一手握住佛焰苞 ,另一手手顺花莛伸至基部 ,用指甲切断花茎 ,以避免破坏叶片及叶

柄. 将采收后的花莛集成捆 ,卷成线圈状以便于运输和防止折断. 采收后的花莛要经常浇水保鲜 ,同时注意漂

洗逸出花序外的花粉 ,防止其腐败变味. 经 3 年或更长时间 ,水田肥力下降 ,植株衰老 ,将海菜花水田改做鱼

塘 ,待 2～3 年鱼塘底泥肥沃后 ,再用于海菜花的栽培.

3 　讨论

海菜花的人工栽培 ,最早始于民间. 因为海菜花的市场潜力很大 ,所以当地居民自发尝试寻找人工移栽、

繁育的方法 ,并获得成功 ,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海菜花繁育、栽培、保存、运输和加工等知识和经验 ,为今后海菜

花更大规模的生产和商业化运作提供了条件. 本文中提出的海菜花人工繁殖栽培技术是基于对海菜花民间

知识的调查和总结 ,以及相关实验. 民间的知识和文化十分丰富 ,民族植物学的意义就在于总结和学习居民

关于植物的知识 ,并将其深化提高到科学的层次 ,从而使其服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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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hnobotanical St udy on Ottel i a acumi nat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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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dist ribution ,origins of names and it s edible and medicinal values of Ottel i a acumi nat a

( Gagnep . ) Dandy ( Hydrocharitaceae ) are int roduced in t he paper . The ethnobotanical investigations

revealed that Ottel i a acumi nat a is an ornamental ,medicinal and tasty edible plant as well . The propagating

and cultivating met hods which follow the indigenous cultivation knowledge developed by t he local people

and some experiment s are also proposed. It is suggested t hat t he artificial cultivation of Ottel i a acumi nat a

is essential so as to meet t he demands of market consumption and t raditional eating cult ure in Yunnan.

Key words : Ottel i a acumi nat a ( Gagnep . ) Dandy ; et hnobotany ; p rotection ;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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