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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昆明周边地区野生蔬菜资源进行了调查, 结果表明:昆明地区共有野生蔬菜 92种,隶属于 37科, 其中蔷

薇科、豆科、菊科的种类较多。通过分析得知野生蔬菜的采集时间段和采集部位较为丰富、多样。在分析昆明周边地

区野生蔬菜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了昆明周边地区发展野生蔬菜产业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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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绿色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加。

野生蔬菜因其鲜嫩、芳香、矿质营养丰富、生长环境无污染、生

命力强、具有极高的药用和保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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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受到人们越

来越多的青睐, 被誉为天然绿色食品。本研究通过对昆明周

边地区野生蔬菜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现状的调查, 为昆明周边

地区野生蔬菜资源的进一步科学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

据和措施建议。

1 研究区域自然概况及研究方法

昆明市位于滇中高原东北部, 位处 102 41!E, 25 01!N,
海拔 1 920~ 2 000m,市区海拔平均为 1 881m。气候类型属

于北亚热带西南季风气候,气候特征为: 雨热同季, 干湿季节

明显,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 四季如春。年平均气温 11. 2~

13. 8 ∀ , #10 ∀ 年积温 4 480 ∀ ,最热月 6 7月, 平均气温

18. 2 ∀ , 最冷 1 2月, 平均气温 6. 8 ∀ 。年日照时数
2 481. 2 h, 无霜期 227 d,年平均降水量 1 190. 3mm, 主要集

中在 5 8月的雨季, 年干燥度 0. 56~ 0. 79, 全年主导风向为

西南风。土壤是由砂岩、页岩发育而成的红壤, 多呈微酸

性
[ 3 ]
。本研究主要通过文献、市场、民族植物学等调查方法,

对昆明周边地区野生蔬菜资源与开发利用现状进行分析, 主

要采用市场调查、社区及村寨访谈, 对野生蔬菜的种类、来源、

食用部位等相关信息进行收集与分析。

2 野生蔬菜资源种类与利用方式

2. 1 野生蔬菜资源种类

昆明周边地区野生蔬菜资源种类非常丰富。通过对处于

野生状态及半栽培状态或逸生的食用植物资源进行调查、统

计获得昆明地区共有野生蔬菜 92种,隶属于 37科 (不包括藻

类和野生的菌类及竹笋 ), 其中蔷薇科、豆科、菊科种类较多

(表 1)。

2. 2 野生蔬菜利用方式

将调查统计的野生蔬菜按照食用部位来划分, 有嫩叶类、

茎菜类、花菜类、苗菜类、果实 (种子 )类、根菜类等种类, 其中

食用嫩叶类最多, 占全部野菜种类的 78. 3% (表 2)。但是调

查发现不同地方野生蔬菜的食用方式存在差异, 这可能与长

期以来野生蔬菜传统知识的传播和饮食文化习惯有关。以 3

个月为采集时间段来划分, 昆明周边野生蔬菜采集月份主要

集中在 4 6月,占被调查的全部野菜采集时间的 31. 5% (表

3)。主要受昆明周边地区的气候环境影响, 一般情况下, 昆

明周边地区 5 10月为雨季, 雨季的到来对野生蔬菜的种类、

产量和质量都产生较大影响。

3 野生蔬菜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3. 1 野生蔬菜生境的破坏和野生蔬菜传统知识的流失

野生蔬菜多生长在田埂、路边、农地及河渠旁边, 适应性

非常强,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农耕地的逐渐减少

以及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 造成昆明周边地区野生蔬菜生

境的破坏, 给野生蔬菜的品质和开发带来严重的影响。食用

野生蔬菜在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公元前 11世纪到公

元前 6世纪的诗歌总集 ∃诗经 %当中就曾记录了大量的食用
野生蔬菜的诗歌, 比如在 ∃召南 &采苹 %中就有叙述: ∋于以采

苹,南涧之滨((于以采苹, 于彼行潦。)在后期也出现了大
量记载和介绍野生蔬菜的专著,比如 ∃神农本草经 %、∃食疗本
草 %、∃救荒本草 %、∃野菜谱 %、∃本草纲目 %等书籍 [ 1 ]

。由此可

见野生蔬菜资源利用的悠久性, 但是随着森林和农田的不断

减少和野生蔬菜生境的恶化, 野生蔬菜的获取变得越来越

困难, 这样采食野生蔬菜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在调查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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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昆明周边地区主要野生蔬菜植物名录

种名 拉丁学名 科名
采集时间
(月 -日 )

食用部位

蕨 P teridium aqu ilinum ( Linn. ) Kuhn var. la tiu scu lum (D esv. ) U nderw. ex H eller 蕨科 04- 06 嫩叶、地下茎

滇油杉 K eteleeria ev elyniana M ast. 松科 02- 04 嫩叶

华山松 P inu s a rmand i 松科 09- 11 种子

垂柳 Sa lix babylon ica L inn. 杨柳科 02- 03 嫩叶

桑 M oru s alba L inn. 桑科 04- 05 果实

构树 Brou sson etia papyif era ( Linn. ) L!H ert. ex Ven t. 桑科 07- 08 嫩叶、果实

水蓼 Polygonum hyd rop iper L inn. 蓼科 02- 08 嫩叶、嫩茎

何首乌 Fa llop ia mu ltif lora (Thunb. ) H arald. 蓼科 01- 12 嫩叶、块根、花

虎杖 Polygonum japonica H ou tt. 蓼科 02- 05 嫩茎叶

金荞麦 Fagopyrum dibotrys ( D. Don) H ara 蓼科 03- 08 嫩茎叶

酸模 Rum ex acetosa L inn. 蓼科 04- 05 嫩茎叶

马齿苋 Portu la ca oleracea L inn. 马齿苋科 01- 04 嫩茎叶

土人参 Talinum pan icu la tum ( Jacq. ) Gaertn. 马齿苋科 03- 09 嫩茎叶

落葵薯 Anredera cordifolia ( Tenore) S teen is 落葵科 01- 12 嫩叶、果实

鹅肠菜 Myosoton aquaticum ( L inn. ) M oench 石竹科 02- 07 嫩苗、嫩叶

灰绿藜 Chenopod ium g laucum L inn. 藜科 01- 12 嫩茎叶

藜 Chenopod ium a lbum L inn. 藜科 01- 12 嫩茎叶

地肤 K och ia scopa ria ( Linn. ) Schrad. 藜科 02- 05 嫩茎叶

苋 Amaranthu s tricolor L inn. 苋科 03- 07 嫩茎叶

刺苋 Amaranthu s spinosu s L inn. 苋科 03- 09 嫩茎叶

反枝苋 Amaranthu s retrof lexus L inn. 苋科 03- 05 嫩茎叶

仙人掌 Opun tia stric ta (H aw. ) H aw. var. d illenii ( Ker- Gaw .l ) Ben son 仙人掌科 02- 08 花、果实、嫩茎

香叶树 L ind era comm unisH em s .l 樟科 09- 10 果实

蕺菜 H ou ttuyn ia cordata Thunb. 三白草科 01- 12 嫩根茎

独行菜 L epid ium ap eta lum W illd enow 十字花科 01- 08 嫩叶

荠 Capse lla bursa- pastoris ( L inn. ) M ed ic. 十字花科 03- 04 幼苗

蔊菜 Rorippa ind ica ( L inn. ) H iern 十字花科 01- 12 嫩茎叶

风花菜 Rorippa g lobosa ( Turcz. ) H ayek 十字花科 01- 12 嫩苗、种子

委陵菜 Potentil la chinen sis Ser. 蔷薇科 03- 06 嫩茎叶

龙牙草 Ag rim on ia p ilosa Ldb. 蔷薇科 03- 05 嫩茎叶、种子

地榆 Sangu isorba off icina lis L inn. 蔷薇科 03- 04 嫩叶、嫩苗、花穗

扁核木 Prinsepia u tilis Roy le 蔷薇科 03- 05 嫩茎叶

棠梨 Pyru s pash ia Buch. - H am. ex D. Don 蔷薇科 02- 04, 09- 10花

云南羊蹄甲 Bauh in ia yunnanen si s Franch. 豆科 02- 08 花、嫩叶、嫩豆荚、种子

羊蹄甲 Bauh in ia purpurea L inn. 豆科 02- 08 花、嫩叶、嫩豆荚、种子

白刺花 S ophora dav id ii ( F ranch. ) Sk eels 豆科 03- 05 花

槐 S ophora japonica Linn. 豆科 02- 05 花、嫩叶、种子

刺槐 Robin ia p seud oacacia L inn. 豆科 02- 05 花、嫩叶

葛 Pueraria lobata (W illd. ) Ohw i 豆科 01- 03, 08- 10块根、嫩叶

锦鸡儿 Caragana sin ica ( Bu c!hoz) R ehd. 豆科 01- 07 花、种子

歪头菜 Vicia un ijuga A. Br. 豆科 04- 05 嫩茎叶

救荒野豌豆 Vicia sa tiva L inn. 豆科 02- 09 嫩茎叶、种子

天蓝苜蓿 M ed icago lupulina L inn. 豆科 01- 04 嫩茎叶

紫苜蓿 M ed icago sativa Linn. 豆科 01- 04 嫩茎叶

酢浆草 Oxa lis corn icu la ta L inn. 酢浆草科 03- 08 嫩茎叶

竹叶椒 Zan thoxylum arma tum DC. 芸香科 02- 05 嫩叶

花椒 Zan thoxylum bung eanum M ax im. 芸香科 02- 05 嫩叶

香椿 Toona sinensis ( A. Juss. ) Roem. 楝科 02- 04 嫩叶

盐肤木 Rhu s ch inensisM il.l 漆树科 09- 11 嫩茎叶、果实

乌蔹莓 Cayra tia japon ica (Thunb. ) Gagn ep. 葡萄科 05- 06 嫩茎

云南乌蔹苺 Cayra tia yunnanensis C. L. L i 葡萄科 05- 06 嫩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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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种名 拉丁学名 科名
采集时间
(月 -日 )

食用部位

野葵 Ma lva verticil la ta L inn. 锦葵科 01- 08 嫩苗、嫩茎叶

锦葵 Ma lva sinensis Cav. 锦葵科 01- 08 嫩苗、嫩茎叶

野西瓜苗 H ibiscus trionum L inn. 锦葵科 03- 06 嫩茎叶

木槿 H ibiscus syriacu s Linn. 锦葵科 02- 05, 08- 10 嫩茎叶

木芙蓉 H ibiscus mu ta bi lis Linn. 锦葵科 08- 10 鲜花

柳叶菜 Epilobium h irsu tum L inn. 柳叶菜科 01- 12 嫩叶

毛脉柳叶菜 Epilobium amu renseH au sskn. 柳叶菜科 01- 12 嫩叶

刺五加 Acanth opanax trifoliatus ( L inn. ) M err. 五加科 03- 08 嫩茎叶

楤木 Ara lia ch inensis L inn. 五加科 03- 06 嫩茎叶

积雪草 C en tella asiatica ( L inn. ) U rban 伞形科 01- 12 嫩茎叶

天胡荽 Hydrocotyle sibthorp ioid es Lam. 伞形科 01- 12 嫩茎叶

水芹 Oenan th e javan ica ( B .l ) DC. 伞形科 02- 10 嫩茎叶

大白花杜鹃 Rhod od end ron decorum Fr. 杜鹃花科 04- 05 花

过路黄 Lysim achia ch ristinaeH ance 报春花科 03- 05 嫩茎叶

马蹄金 Dichondra repens Forst. 旋花科 01- 10 嫩茎叶

打碗花 Ca lysteg ia hed eraceaW al.l 旋花科 04- 06 嫩茎叶

菟丝子 Cu scu ta ch inensis Lam. 旋花科 04- 09 嫩茎叶

夏枯草 P runella vu lgaris L inn. var. lanceola ta ( Barton) Ferna ld 唇形科 03- 07 茎叶及花穗

益母草 L eonu rus artem isia (Lour. ) S. Y. H u 唇形科 02- 08 嫩叶

薄荷 M en tha hap localyx Briq. 唇形科 02- 08 嫩茎叶

枸杞 Lycium chinenseM iller 茄科 01- 09 嫩枝叶、果实

龙葵 S olanum nigrum Linn. 茄科 03- 07 嫩茎叶、果实

车前 P lan tago a siatica Linn. 车前科 04- 08 嫩叶

败酱 Pa trinia scabiosa efol ia F isch. ex Trev. 败酱科 03- 04 嫩苗、嫩茎叶

桔梗 P la tycodon grand if loru s ( Jacq. ) A. DC. 桔梗科 03- 09 嫩茎叶、根

铜锤玉带草 P ratia nummu la ria ( Lam. ) A. B r. etA schers. 桔梗科 05- 08 果实

下田菊 Ad enostemma laven ia ( Linn. ) O. Kuntze 菊科 03- 08 嫩叶、幼茎

鬼针草 B id en s pi losa L inn. 菊科 03- 07 嫩茎叶

牡蒿 Artem isia jap onica Thunb. 菊科 03- 07 嫩茎叶

野茼蒿 C rassocepha lum crep id ioides ( Ben th. ) S. M oore 菊科 03- 07 嫩茎叶

蓟 C irsium japon icum Fisch. ex DC. 菊科 01- 12 根

刺儿菜 C irsium setosum (W illd. ) MB. 菊科 01- 06 嫩苗

滇大蓟 C irsium chlorolepsis 菊科 01- 12 根

苦苣菜 S onchu s arvensis L inn. 菊科 03- 08 嫩苗、嫩茎叶

山莴苣 Lag ed ium sibiricum ( L inn. ) So jak 菊科 03- 06 嫩茎叶

苦荬菜 Ixeris polycephala Cass. 菊科 03- 07 嫩茎叶

蒲公英 Taraxa cum m ongolicum H and. - M azz. 菊科 03- 05 嫩叶、嫩苗、花

野慈姑 Sag ittaria trif olia L inn. 泽泻科 05- 12 球茎及嫩叶

野山药 Dioscorea opposita Thunb. 薯蓣科 10月至次年 4月 根茎

芋 C oloca sia esculenta ( L. ) S chott. 天南星科 3月至次年 1月 嫩叶、叶柄、花序轴、块茎

魔芋 Am orph opha llu s konjac K. Koch 天南星科 10月至次年 1月 块茎

表 2 昆明周边地区按不同利用方式划分的野生蔬菜种类比例

食用部位 嫩叶 茎 花 全苗 根 果实 (种子 ) 其他

数量 (种 ) 72 51 15 10 6 17 4

占总数的比例 (% ) 78. 3 55. 4 16. 3 10. 9 6. 5 18. 5 4. 3

注:其中有的植物种类可以食用几个不同的部位,在计算的过程当中将按照不同部位计算。

目前掌握野菜知识的人群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并且还是女性较

多,而年轻人很少能够了解野生蔬菜知识,这些现象的发生可

能与传统的文化习俗、人口增加、外来蔬菜品种的引入、野生

蔬菜生境的变化等一系列因素有关。如何使野生蔬菜传统知

识得到传承和发展, 以控制野生蔬菜知识的流失将成为我们

面临的严峻问题。

3. 2 野生蔬菜综合开发利用较为单一和市场发展滞后

在对昆明周边地区野生蔬菜资源调查中发现, 群众采集

野生蔬菜的目的大多数是供自己食用, 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来

销售, 在较为丰富的野生蔬菜资源当中用于开发利用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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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昆明周边地区按不同采集时间段划分的野生蔬菜种类比例

采集
时间段

一年中不同月份可采野菜

1 3 4 6 7 9 1 12

可采

9个月
以上

数量 (单种 ) 25 29 21 14 3

占总数的比例 (% ) 27. 2 31. 5 22. 8 15. 2 3. 3

较少,仅仅集中于不多的几个种类, 比如棠梨花、荠菜、蒲公

英、蕨菜、滇油杉等。野菜的加工产品主要以干菜、腌菜、罐头

等为主,而深加工产品和高档产品非常少。这些资源的利用

并没有形成一个产业, 基本上是自采自食,资源的利用基本上

处于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下, 没有结合昆明市较为充

分的市场资源进行整合。野生蔬菜的供给存在时间和季节差

异,形成旺季供过于求的廉价市场现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凸

显出了昆明周边地区长期缺乏野生蔬菜加工和综合利用方

式,没有抓住市场的契机。同时也说明昆明周边地区野生蔬

菜的来源主要是以采集野生蔬菜为主, 并没有形成人工栽培

的规模化产业, 造成野生蔬菜资源大量采集和野生资源逐渐

减少、经济效益不高、野生蔬菜产品附加值较低和达不到综合

开发利用的实际效果与要求。这样既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野

生蔬菜资源的利用率, 又不能够满足国内外对野生蔬菜资源

的多样化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昆明周边农村社区经

济建设的发展。

4 野生蔬菜资源开发利用发展对策

4. 1 合理开发利用野生蔬菜资源,加强资源保护与传统知识

研究

昆明周边地区野生蔬菜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首先应该放

在野生资源的保护方面。建立有序的科学采集管理方案, 做

到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采集和综合开发利用。建立野

生蔬菜资源采集政策和法律保护基本保障, 使野生蔬菜资源

开发有法可依, 以保证野生蔬菜资源的可再生性。在重视野

生蔬菜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的基础上, 应该加强和加

大对野生蔬菜传统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大力宣传和应用目前

存在的和已经比较成熟的野生蔬菜传统知识, 做到将已经拥

有的传统知识大力宣传, 并认真研究和补充流失的野生蔬菜

传统知识, 对其中特殊的野生蔬菜资源的生物学习性和适生

条件进行试验, 积极为人工栽培和规模化生产奠定基础。

4. 2 加强野生蔬菜资源的驯化技术研究,促进野生蔬菜规模

化生产发展

昆明周边地区野生蔬菜的资源是有限的, 完全不能够承

受大量的采集与开发, 这将要求我们对野生蔬菜进行驯化, 以

保证野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提高野生蔬菜开发利用的经济

与社会效益。应该加大对昆明周边地区野生蔬菜资源的考察

和研究力度, 彻底搞清楚野生蔬菜的种类、生境、利用状况、利

用知识是否存在流失等信息
[ 4- 5]
。野生蔬菜在其长期的生长

与进化过程中, 已经适应了当地特殊的自然生境,如果不采取

合理的驯化方式和试验手段而是盲目大规模人工生产, 将会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昆明周边地区发展野生蔬菜产业应该

借鉴一些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比如江苏省南京地区、湖北山

区和东北林区等地方经验
[ 2- 4]
。在科学驯化和严格试验的基

础上,将那些营养价值高、市场需求量大、抗性和适应性强、经

济效益高的优良野生蔬菜种类进行大面积栽培和繁育, 逐步

向规模化、效益化、商品化生产发展。

4. 3 提高野生蔬菜深加工技术, 实现野生蔬菜多元化生产

发展

野生蔬菜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区性,不同季节和不同

地区野生蔬菜的种类不同。野生蔬菜的深加工将不仅能够克

服其季节性和地区性局限,并且能够提高其产业化经济效益,

满足市场的周年和长期供应
[ 6- 9]
需求。目前在昆明周边地区

市场上的野菜除比较少的种类有深加工外, 其余大都处于自

给、自产、自销状态, 严重影响了野生蔬菜的产业化生产发展

和开发利用经济效益的提高。云南拥有 26个少数民族, 昆明

周边地区在发展野生蔬菜深加工产业时,可以在现代的快速

脱水、快速冷冻、罐制及气调贮藏的加工基础上融合这些少数

民族的传统食用和加工利用方法,不断开发出具有民族化、系

列化特点和具有多种营养保健功能的高档次、高品位绿色野

生蔬菜产品
[ 10]
。通过对野生蔬菜产品的特色包装, 融入少数

民族的传统文化色彩, 以适应人们对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

饮食文化需求, 使昆明周边地区的野生蔬菜产品能够参与国

内外的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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