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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野外植物调查法和关键人物访谈法ꎬ调查西双版纳勐腊县勐仑镇曼仑、曼安、曼勒和曼纳伞 ４ 个傣寨庭

院植物的栽培及利用情况ꎬ并结合文献分析 １９８５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曼仑庭院植物的变化情况ꎮ 结果表明:４ 个傣寨庭院

植物种类丰富ꎬ共有 ８６ 科 ２４１ 属 ３１７ 种(含变种、变型和品种ꎬ下同)ꎬ其中ꎬ观赏类植物最多(１５２ 种)ꎬ药用类、蔬菜

类和果树类植物也较多ꎬ分别有 ９３、８１ 和 ４１ 种ꎮ ４ 个傣寨共同的庭院植物仅 ３２ 种ꎬ相似性指数为６.１４ꎬ说明不同傣

寨的庭院植物种类差异较大ꎮ 经济条件和居住环境对庭院植物种类有影响ꎬ即经济条件较好、离城镇较近的傣寨

种植的观赏类植物最多ꎬ曼仑和曼安的庭院植物中观赏类植物分别占 ５１.１％和 ４４.２％ꎬ而经济条件较差、离城镇较

远的傣寨的庭院植物以药用类和蔬菜类植物居多ꎬ曼勒和曼纳伞的庭院植物中ꎬ药用类植物分别占 ４０. ４％和

４５.２％ꎬ蔬菜类植物分别占 ３８.３％和 ４８.８％ꎮ 与 １９８５ 年相比ꎬ２０２０ 年曼仑庭院植物减少了 ７８ 种ꎬ其中ꎬ观赏类植物

减少了 １０９ 种ꎬ新增了 ８５ 种ꎬ变幅最大ꎻ药用类、蔬菜类、粮食 /淀粉类、果树类和材用类植物分别减少了 ３５.１％、
２７.６％、７５.０％、１４.３％和 ５６.８％ꎻ文化类植物保持的最好ꎬ增加了 ３ 种ꎬ相似性指数为 ６６.６７ꎮ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傣
族庭院植物的种类丰富ꎬ且以观赏类、药用类和蔬菜类植物种类居多ꎬ但不同傣寨和不同年份间存在较大差异ꎮ 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ꎬ观赏类植物占比增加ꎬ而粮食 /淀粉类和材用类等庭院植物减少ꎬ这些物种的消失导致与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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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院植物是指农户利用房前屋后、宅院空地有限

的空间栽培和管理的各种有用植物ꎬ这些植物可为农

户的日常生活提供各种植物产品和服务[１－８]ꎮ 西双

版纳地区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

的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ꎬ并将野生植物引种至庭院中

栽培ꎬ形成了庭院种植文化ꎬ尤以傣族庭院植物最为

典型ꎮ 庭院植物的多样性和功能与当地的植物知识

密切相关ꎬ包含了当地人对其生活环境中种植植物的

认识和利用等方面ꎬ在部分地区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和

文化意义[５]ꎮ 因此ꎬ在民族生物学和民族生态学中ꎬ
研究人员通过调查庭院植物种类了解土著居民与生

物多样性相关知识和文化[９]ꎬ并对庭院植物的种类、
结构和功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１０－１１]ꎬ这些研究

成果为理解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趋势ꎬ以及这些趋

势如何与当地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相联系有积极的

作用[１２]ꎮ
庭院与其他类型土地一样ꎬ面临着由人口、经济、

技术和社会动态不断变化带来的压力ꎮ 随着社会商

业化的加快ꎬ庭院植物从自给自足的状态向商业化转

变ꎬ导致植物多样性降低[１３－１６]ꎮ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ꎬ傣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ꎬ传统的竹木栏杆式住房被钢筋混凝土砖瓦楼

所替代ꎬ房屋越盖越大ꎬ庭院空地越来越小ꎬ庭院植物

的生长空间受到严重侵蚀ꎬ种类急剧下降ꎬ傣族的庭

院景观及植物多样性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ꎮ
营造生态绿地、保留传统优势树种及提高农业景

观的连续性和观赏性[１７]ꎬ是现代傣族乡村建设的重

要方面ꎬ庭院植物的恢复与优化是其中的重要部分ꎮ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ꎬ研究者对西双版纳庭院植物进

行了详细记录[１８－１９]ꎮ 近 ２０ 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
社会变化最大的时期ꎬ但这段时期对庭院植物栽培、
传统知识利用、当地农业遗传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影响尚未可知ꎮ 鉴于此ꎬ本研究对西双版纳傣寨中

栽培的庭院植物的种类和用途、普遍种植的庭院植物

的种类和选择原因、经济状况和居住环境对庭院植物

种植的影响以及同一傣寨不同时期的庭院植物种类

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变化进行了研究ꎬ以期为构建具有

民族特色的乡村风貌、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知识、保
护生物多样性及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提供参考ꎮ

１　 研究地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仑镇ꎬ地
处勐腊县西北部ꎬ距县城 ６８ ｋｍꎬ全镇面积 ３５５ ｋｍ２ꎮ
地势为中间河谷平坝、四周群山环绕ꎬ年平均气温

２１ ℃ ~２２ ℃ꎬ年平均降水量 １ ４００ ~ １ ８００ ｍｍꎬ最高

海拔 １ ４００ ｍꎬ最低海拔 ５４０ ｍ[２０]ꎮ 本研究选取 ４ 个

傣寨的基本情况如下:
曼仑位于勐仑镇西北方向ꎬ具体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０１°１３′４２.９５″、北纬 ２１°５６′３７.５４″ꎬ面积 ０.８５ ｋｍ２ꎬ距
勐仑镇政府 ２ ｋｍꎬ海拔 ５７１ ｍꎬ植被为热带季雨林、季
节性雨林ꎬ与勐仑自然保护区相邻ꎮ 全村有 １０８ 户

５１９ 人ꎬ 主 要 经 济 收 入 来 自 种 植 橡 胶 树 〔 Ｈｅｖｅａ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Ｗｉｌｌｄ. ｅｘ Ａ. Ｊｕｓｓ.) Ｍｕｅｌｌ. Ａｒｇ.〕、水稻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ｉｎｎ.) 和大豆 〔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ｍａｘ ( Ｌｉｎｎ.)
Ｍｅｒｒ.〕ꎬ人均年收入 ７ １５８ 元ꎮ

曼安位于勐仑镇西南部ꎬ具体地理坐标为东经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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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１５′４７.６３″、北纬 ２１°５４′５２.０１″ꎬ面积 ０.６６ ｋｍ２ꎬ距
勐仑镇政府 ７ ｋｍꎬ海拔 ５４６ ｍꎬ植被为热带季雨林ꎬ毗
邻罗梭江ꎬ被橡胶树林环绕ꎮ 全村有 ５７ 户 ２８５ 人ꎬ主
要经济收入来自种植橡胶树、砂仁(Ａｍｏｍｕｍ ｖｉｌｌｏｓｕｍ
Ｌｏｕｒ.)和玉米(Ｚｅａ ｍａｙｓ Ｌｉｎｎ.)及经营餐饮业ꎬ人均

年收入 ９ ７７０ 元ꎮ
曼勒位于勐仑镇西北部ꎬ具体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０１°１２′５１.４８″、北纬 ２１°５５′４２.４７″ꎬ面积 ０.５７ ｋｍ２ꎬ距
勐仑镇政府 ４ ｋｍꎬ海拔 ６１４ ｍꎬ植被为热带季雨林、季
节性雨林ꎬ背靠勐仑自然保护区ꎮ 全村有 ９２ 户 ５０９
人ꎬ主要经济收入来自种植橡胶树、水稻和大豆ꎬ人均

年收入 ３ ５００ 元ꎮ
曼纳伞位于勐仑镇东南部ꎬ具体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０１°１５′５０.７２″、北纬 ２１°５５′０６.８８″ꎬ面积 ０.７８ ｋｍ２ꎬ距
勐仑镇政府 １６ ｋｍꎬ海拔 ５４１ ｍꎬ植被为热带季雨林、
季节性雨林ꎬ背靠勐仑自然保护区ꎬ有大量的橡胶树

林和农田ꎮ 全村有 ７０ 户 ３７２ 人ꎬ主要经济收入来自

种植橡胶树、水稻和玉米ꎬ人均年收入 ３ ７００ 元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查阅　 通过查阅西双版纳植物园图书馆

馆藏文献以及检索中国知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 / )
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ｔｔｐ:∥ａｐｐｓ.ｗｅｂ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
了解西双版傣族庭院植物的研究和利用情况ꎮ
１.２. ２ 　 庭院植物调查 　 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采用野外植物调查和关键人物访谈相结合的方

法ꎬ多次深入曼安、曼勒、曼纳伞和曼仑 ４ 个傣寨调查

庭院植物的栽植及利用情况ꎮ 关键人物懂汉语且有

丰富的利用当地庭院植物的知识ꎮ 在关键人物的带

领下ꎬ以有庭院并种植植物的农户为调查对象ꎬ通过

走访ꎬ采用“５Ｗ＋Ｈ”方法[２１]ꎬ调查和记录庭院植物的

种名、傣名、用途、利用部位和利用方式等基本信息ꎮ
对于不确定的植物种类采集标本ꎬ通过查阅«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和标本及请教专业人员等方式进行鉴定ꎮ 凭

证标本均保存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标

本馆(ＨＩＴＢＣ)ꎮ
１.２.３　 植物濒危等级和保护级别查询　 所有庭院植

物通过 ＩＵＣ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ｉｕｃｎｒｅｄｌｉｓｔ. ｏｒｇ / )和中国珍稀濒

危植物信息系统(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ｌａｎｔ.ｃｎ)进行查询ꎮ
１.３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相似性指数(ＪＩ) [２２]量化不同傣寨间或同一

傣寨不同时期庭院植物的相似性ꎮ ＪＩ 值越高ꎬ说明

各傣寨庭院植物的相似性越高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西双版纳傣族庭院植物的多样性与利用

调查结果显示:西双版纳 ４ 个傣寨中ꎬ庭院植物

有 ３１７ 种(含变种、变型和品种ꎬ下同)ꎬ隶属于 ８６ 科

２４１ 属ꎬ种类较为丰富ꎮ 在科水平ꎬ含 ５ 种及以上的

科有 １９ 个ꎬ分别为豆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２４ 种)、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１８ 种)、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１７ 种)、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 １６ 种)、茄科 (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 １６
种 )、 天 南 星 科 ( Ａｒａｃｅａｅ ) ( １１ 种 )、 棕 榈 科

(Ａｒｅｃａｃｅａｅ) (１１ 种)、天门冬科 (Ａｓｐａ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 １０
种)、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１０ 种)、桑科(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１０ 种 )、 蔷 薇 科 (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 ( ８ 种 )、 夹 竹 桃 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７ 种)、姜科(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７ 种)、
爵 床 科 (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 ( ５ 种 )、 石 蒜 科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ｄａｃｅａｅ)(６ 种)、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６
种)、芸香科(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６ 种)、锦葵科(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６ 种)和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５ 种)ꎻ在属水平ꎬ含 ５
种及以上的属有 ６ 个ꎬ分别为茄属(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ｉｎｎ.)(７
种)、榕属(Ｆｉｃｕｓ Ｌｉｎｎ.) (６ 个)、龙血树属(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Ｖａｎｄ. ｅｘ Ｌｉｎｎ.) (５ 种)、大戟属(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Ｌｉｎｎ.) (５
种)、石斛属 (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Ｓｗ.) ( ５ 种 ) 和 牡 竹 属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Ｎｅｅｓ)(５ 种)ꎮ 这些科和属的植物种

类在傣寨广泛种植ꎮ
本次调查的庭院植物中有 ７５ 种被 ＩＵＣＮ 评估ꎬ

其中 １０ 种为受威胁物种ꎬ分别为竹柏〔Ｎａｇｅｉａ ｎａｇｉ
(Ｔｈｕｎｂ.) Ｋｕｎｔｚｅ〕 ( ＮＴꎬ近危)、印度尼西亚散尾葵

〔Ｄｙｐｓｉｓ ｌ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Ｈ. Ｗｅｎｄｌ.) Ｂｅｅｎｔｊｅ ｅｔ Ｊ. Ｄｒａｎｓｆ.〕
(ＮＴ)、龙眼(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 Ｌｏｕｒ.) (ＮＴ)、龙血树

〔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ｄｒａｃｏ (Ｌｉｎｎ.) Ｌｉｎｎ.〕 (ＶＵꎬ易危)、小叶榄

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ｎｅｏｔａｌｉａｌａ Ｃａｐｕｒｏｎ) (ＶＵ)、篦齿苏铁

(Ｃｙｃａｓ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ｅ Ｂｕｃｈ.￣Ｈａｍ.) (ＶＵ)、降香(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ｄｏｒｉｆｅｒａ Ｔ. Ｃｈｅｎ ) ( ＶＵ )、 澳 洲 坚 果 ( Ｍａｃａｄａｍｉａ
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ａ Ｍａｉｄｅｎ ｅｔ Ｂｅｔｃｈｅ) ( ＶＵ)、糖棕 ( Ｂｏｒａｓｓｕｓ
ｆｌａｂｅｌｌｉｆｅｒ Ｌｉｎｎ.) ( ＥＮꎬ濒危) 和格木 (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ｈｌｅｕｍ
ｆｏｒｄｉｉ Ｏｌｉｖ.) (ＥＮ) [２３]ꎮ １６ 种兰科植物均被«中国生

物多样性物种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收录ꎬ云南石

梓(Ｇｍｅｌｉｎ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 Ｒｏｘｂ.)(ＶＵ)被列入«中国植物红

皮书»ꎬ说明傣族庭院是珍稀濒危植物的避难所ꎮ
实用性较强是傣族庭院植物的一个重要特征ꎮ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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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功能和用途ꎬ傣族庭院植物分为观赏类、药用类、
蔬菜类(包括调味料和食用香料)、果树类、文化类

(包括宗教信仰和礼仪)、材用类、粮食 /淀粉类及其

他(包括油料类、染料类、饲料类、绿篱类和纤维类

等)８ 个类别ꎮ 其中ꎬ观赏类植物最多ꎬ有 １５２ 种(占
４７.９％)ꎬ药用类植物 ９３ 种(占 ２９.３％)ꎬ蔬菜类植物

８１ 种(占 ２５.６％)ꎬ果树类植物 ４１ 种(占 １２.９％)ꎬ文
化类和材用类植物各 ２０ 种(均占 ６.３％)ꎮ 傣族喜爱

在庭院中种植鲜艳的花卉和常绿植物ꎬ美化庭院环

境ꎬ这是朴素的环保意识的体现ꎮ 傣医药是中国四大

民族药之一ꎬ傣族庭院中会有目的地种植一些常用药

用植物ꎬ用于防治或医治常见疾病ꎮ 此外ꎬ庭院中还

种植多种蔬菜和果树ꎬ供日常所需ꎮ
２.２　 西双版纳傣寨中普遍种植的庭院植物

调查结果显示:西双版纳 ４ 个傣寨中庭院植物种

类较多ꎬ多样性较高ꎬ但共同的庭院植物仅 ３２ 种(占
１０.１％)ꎬ相似性指数(ＪＩ)较小(６.１４)ꎬ说明 ４ 个傣寨

共同栽培的种类偏少ꎬ共同的庭院植物包括薄荷

( Ｍｅｎｔｈａ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 荆 芥 ( Ｎｅｐｅｔａ ｃａｔａｒｉａ
Ｌｉｎｎ.)、 罗 勒 ( Ｏｃｉｍｕｍ ｂａｓｉｌ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 守 宫 木

〔 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ｏｕｓ ( Ｌｉｎｎ.) Ｍｅｒｒ.〕、 酸 豆

(Ｔａｍａｒ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 Ｌｉｎｎ.)、番荔枝(Ａｎｎｏｎａ ｓｑｕａｍｏｓａ
Ｌｉｎｎ.)、 番 木 瓜 ( Ｃａｒｉｃａ ｐａｐａｙａ Ｌｉｎｎ.)、 柠 檬 草

〔Ｃｙｍｂｏｐｏｇｏｎ ｃｉｔｒａｔｕｓ ( Ｄ. Ｃ.) Ｓｔａｐｆ 〕、 酸 叶 胶 藤

〔Ｕｒｃｅｏｌａ ｒｏｓｅａ (Ｈｏｏｋ. ｅｔ Ａｒｎ.) Ｄ. Ｊ.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钝叶

鸡蛋 花 ( Ｐｌｕｍｅｒｉａ ｏｂｔｕｓａ Ｌｉｎｎ.)、 杧 果 (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Ｌｉｎｎ.)、 月季花 ( Ｒｏｓ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Ｊａｃｑ.)、 番茄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Ｍｉｌｌ.)、茄(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
Ｌｉｎｎ.)、 辣 椒 (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 Ｌｉｎｎ.)、 芫 荽

( Ｃｏｒｉａｎｄｒ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Ｌｉｎｎ.)、 菠 萝 蜜 (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ａｎｃｅｒ)、硬皮榕(Ｆｉｃｕｓ ｃａｌｌｏｓａ Ｗｉｌｌｄ.)、曲
枝榕(Ｆｉｃｕｓ ｇｅｎｉｃｕｌａｔｅ Ｋｕｒｚ)、大果榕(Ｆｉｃｕｓ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ｏｕｒ.)、 菩 提 树 ( Ｆｉｃｕ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 Ｌｉｎｎ.)、 葱 ( Ａｌｌｉｕｍ

ｆｉｓｔｕｌｏｓｕｍ Ｌｉｎｎ.)、 文 殊 兰 〔 Ｃｒｉｎｕｍ 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ｓｉｎｉｃｕｍ ( Ｒｏｘｂ. ｅｘ Ｈｅｒｂ.) Ｂａｋｅｒ〕、番石榴 ( 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 Ｌｉｎｎ.)、大野芋〔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 ｇｉｇａｎｔｅａｎ (Ｂｌｕｍｅ)
Ｈｏｏｋ. ｆ.〕、芋〔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 (Ｌｉｎｎ.) Ｓｃｈｏｔｔ.〕、西
番莲 (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ｃａｅｒｕｌｅａ Ｌｉｎｎ.)、量天尺 〔Ｈｙｌｏｃｅｒｅｕｓ
ｕｎｄａｔｕｓ ( Ｈａｗ.) Ｂｒｉｔｔ. ｅｔ Ｒｏｓｅ〕、 柚 〔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ａｘｉｍａ
(Ｂｕｒｍ.) Ｍｅｒｒ.〕、 柊叶 ( Ｐｈｒｙｎｉｕｍ ｒｈｅｅｄｅｉ Ｓｕｒｅｓｈ ｅｔ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 )、 木 蝴 蝶 〔 Ｏｒｏｘｙｌ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 Ｌｉｎｎ.)
Ｂｅｎｔｈａｍ ｅｘ Ｋｕｒｚ〕和椰子(Ｃｏｃｏｓ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ꎮ 这些

植物除月季花是观赏类植物外ꎬ其余种类大多是蔬菜

类、果树类和粮食 /淀粉类植物ꎮ 此外ꎬ与傣族传统文

化信仰有关的植物也被普遍种植ꎬ如文殊兰是傣族佛

教文化中“五树六花”之一ꎬ不仅是佛寺庭院中必种

的植物ꎬ也是傣族赕佛活动中敬献给佛主的贡品ꎻ菩
提树是傣族的神树ꎬ建寨时必须种植ꎻ柊叶的叶片是

傣族过新年(泼水节)常作为包扎“毫糯索” (傣族年

糕)的材料ꎮ 这些植物与傣族人的传统文化和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ꎬ且资源丰富、取材方便、好种易活ꎮ
２.３　 西双版纳不同傣寨庭院植物的比较

调查结果表明:西双版纳 ４ 个傣寨庭院植物种类

较多ꎬ但各傣寨庭院植物种类的差异较大ꎬ以曼仑的

庭院植物种类最多ꎬ达 ６９ 科 １９８ 属 ２３７ 种ꎬ其次为曼

安ꎬ有 ５６ 科 １１８ 属 １３８ 种ꎬ曼勒与曼纳伞的种类数接

近ꎬ分别为 ３６ 科 ８６ 属 ９４ 种和 ４８ 科 ７３ 属 ８４ 种ꎮ
４ 个傣寨庭院植物的相似性指数(ＪＩ)均小于 ５０ꎬ曼安

与曼纳伞、曼勒和曼仑庭院植物的 ＪＩ 值分别为２６.１４、
３２.３９ 和 ２９.２１ꎬ曼纳伞与曼勒和曼仑庭院植物的 ＪＩ
值分别为 ３８.２８ 和 ２３.０８ꎬ曼勒与曼仑庭院植物的 ＪＩ
值为 ２５.３８ꎬ说明各傣寨间庭院植物种类的相似性低ꎬ
种类差异较大ꎮ

西双版纳 ４ 个傣寨庭院植物的利用情况见表 １ꎮ
结果表明:曼仑、曼安、曼勒和曼纳伞庭院植物中观赏

类、药用类和蔬菜类较多ꎮ 曼仑和曼安的庭院植物中

表 １　 西双版纳 ４ 个傣寨庭院植物的利用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ｈｏｍｅｇａｒｄｅ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ｆｏｕｒ Ｄａｉ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ｏｆ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傣寨
Ｄａｉ ｖｉｌｌａｇｅ

各类植物的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

观赏类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ｙｐｅ

药用类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ｔｙｐｅ

蔬菜类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材用类
Ｔｉｍｂｅｒ ｔｙｐｅ

果树类
Ｆｒｕｉｔ ｔｒｅｅ ｔｙｐｅ

粮食 / 淀粉类
Ｇｒａｉｎ / ｓｔａｒｃｈ ｔｙｐｅ

文化类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ｙｐｅ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曼仑 Ｍａｎｌｕｎ １２１ ６１ ５５ １６ ３０ ３ １９ １８

曼安 Ｍａｎ’ａｎ ６１ ４８ ４１ ４ ２３ ２ １０ ６

曼勒 Ｍａｎｌｅ ２１ ３８ ３６ ２ １８ １ ５ ９

曼纳伞 Ｍａｎｎａｓａｎ ２４ ３８ ４１ ３ ２２ １ ６ ８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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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类最多ꎬ分别占 ５１.１％和 ４４.２％ꎮ ２０１６ 年ꎬ曼仑

开展生态旅游村建设ꎬ种植了大量观赏类植物ꎮ 曼安

的生活水平最高ꎬ全村为新式的傣楼ꎬ庭院面积较小ꎬ
村民将观赏类植物置于阳台、窗台和狭小的庭院ꎮ 曼

勒虽距城镇较近ꎬ但经济较为薄弱ꎬ以满足日常所需

的植物居多ꎬ药用类和蔬菜类植物占比较大ꎬ分别为

４０.４％和 ３８.３％ꎬ观赏类植物种类仅占 ２２.３％ꎮ 曼纳

伞距城镇较远ꎬ庭院植物与曼纳伞相似ꎬ药用类和蔬

菜类植物占比较大ꎬ分别为 ４５.２％和 ４８.８％ꎬ而观赏

类植物占比较小ꎮ 说明经济条件和居住环境对庭院

植物的种类有一定影响ꎮ
２.４　 曼仑不同年份庭院植物的变化

１９８５ 年、１９９８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曼仑庭院植物分别为

８５ 科 ２１９ 属 ３１５ 种[１８]、６１ 科 １３７ 属 ２０２ 种[１９]、６９ 科

１９８ 属 ２３７ 种ꎬ庭院植物科、属、种的数量在 １９８５ 年

最多ꎬ１９９８ 年最少ꎬ２０２０ 年略有回升ꎮ ２０２０ 年曼仑

庭院植物较 １９８５ 年减少了 ７８ 种ꎬ较 １９９８ 年增加了

３５ 种ꎮ ３ 个年份共同的庭院植物有 ７６ 种ꎬ相似性指

数(ＪＩ)为 １１.１８ꎬ其中ꎬ１９８５ 年与 １９９８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共

同的庭院植物分别有 ９８ 和 １０５ 种ꎬＪＩ 值分别为 ２３.４９
和 ２３.２８ꎬ说明 ３ 个年份共同的庭院植物种类较少ꎮ
根据庭院植物的利用情况进一步分析 １９８５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曼仑各类庭院植物的变化情况ꎮ
２.４.１　 观赏类植物　 １９８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曼仑观赏类

植物分别有 １４５ 和 １２１ 种ꎬ共同的观赏类植物有 ３６
种ꎬＪＩ 值为 １９.７８ꎬ相似性较低ꎮ 共同的观赏类植物均

为西双版纳地区常见树种ꎬ除凤凰木〔Ｄｅｌｏｎｉｘ ｒｅｇｉａ
(Ｂｏｊ.) Ｒａｆ.〕、黄金间碧竹〔Ｂａｍｂｕｓ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ｆ. ｖｉｔｔａｔａ
(Ｒｉｖｉèｒｅ ｅｔ Ｃ. Ｒｉｖｉèｒｅ) Ｔ. Ｐ. Ｙｉ〕和大花田菁〔Ｓｅｓｂａｎ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Ｌｉｎｎ.) Ｐｅｒｓ.〕为较大的乔木和竹类外ꎬ其
余为草本和小灌木ꎬ占地空间小ꎬ好种易活ꎮ 与 １９８５
年相比ꎬ２０２０ 年曼仑观赏类植物减少了 ３２ 科 １０９
种ꎬ消失或淘汰的植物中高大乔木较多ꎬ如侧柏

〔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 Ｌｉｎｎ.) Ｆｒａｎｃｏ 〕、 腊 肠 树

(Ｃａｓｓｉａ ｆｉｓｔｕｌａ Ｌｉｎｎ.)、球花豆〔Ｐａｒｋｉａ ｔｉｍｏｒｉａｎａ (Ａ.
ＤＣ.) Ｍｅｒｒ.〕、雨树〔 Ｓａｍａｎｅａ ｓａｍａｎ ( Ｊａｃｑ.) Ｍｅｒｒ.〕、
紫 矿 〔 Ｂｕｔｅａ ｍｏｎｏｓｐｅｒｍａ ( Ｌａｍ.) Ｋｕｎｔｚｅ 〕、 白 兰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 ａｌｂａ ＤＣ.)、厚壳树 (Ｅｈｒｅｔｉ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 Ｒ.
Ｂｒｏｗｎ)、格脉树 〔Ｍａｍｍ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Ｈ. Ｌ. Ｌｉ)
Ｋｏｓｔｅｒｍ.〕和铁力木(Ｍｅｓｕａ ｆｅｒｒｅａ Ｌｉｎｎ.)等 １５ 种ꎬ以
锦葵科和豆科减少的种类最多ꎮ 新增的观赏类植物

有 ３７ 科 ８５ 种ꎬ以兰科(１２ 种)、大戟科(７ 种)、天门

冬科(６ 种)、棕榈科(５ 种)和豆科(４ 种)增加的种类

较多ꎬ其中ꎬ部分种类原产于国外ꎬ观赏性强ꎬ在西双

版纳地区广泛种植ꎬ如绒果决明 ( Ｃａｓｓｉａ ｂａｋｅｒｉａｎａ
Ｃｒａｉｂ)、 千 层 蕉 ( Ｍｕｓａ ｃｈｉｌｉｏｃａｒｐａ Ｂａｃｋｅｒ ｅｘ Ｋ.
Ｈｅｙｎｅ)、 西 印 度 醋 栗 〔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ｃｉｄｕｓ ( Ｌｉｎｎ.)
Ｓｋｅｅｌ〕ꎮ
２.４.２　 药用类植物　 １９８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曼仑药用类

植物分别有 ９４ 和 ６１ 种ꎬ减少了 ３５.１％ꎬ共同的药用

类植物有 １７ 科 ３１ 种ꎬＪＩ 值为 ３２.６３ꎬ相似性较低ꎮ 共

同的药用类植物以大戟科(４ 种)和石蒜科(４ 种)的
种类最多ꎮ 药食两用或多用是傣族药用类植物的典

型特点ꎬ这些药用类植物中有些是重要的果树ꎬ如番

木瓜、 番 石 榴、 桃 (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Ｌｉｎｎ.) 和 李

(Ｐｒｕｎｕｓ ｓａｌｉｃｉｎａ Ｌｉｎｄｌ.)ꎬ有些是蔬菜ꎬ如丝瓜( Ｌｕｆｆａ
ａｅｇｙｐｔｉａｃａ Ｍｉｌｌ.)、姜(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Ｒｏｓｃ.)、姜黄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 Ｌｉｎｎ.)、辣椒和葱等ꎮ 与 １９８５ 年相

比ꎬ２０２０ 年曼仑药用类植物减少了 ２５ 科 ３３ 种ꎬ如金

粟兰〔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ｃａｔｕｓ (Ｔｈｕｎｂ.) Ｍａｋｉｎｏ〕、红壳砂

仁(Ａｍｏｍｕｍ ｎｅｏ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ｃｕｍ Ｔ. Ｌ. Ｗｕꎬ Ｋ. Ｌａｒｓｅｎ ｅｔ
Ｔｕｒｌａｎｄ)、九翅豆蔻(Ａｍｏｍｕｍ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ｏｘｂ.)、泉七

(Ｓｔｅｕｄｎｅｒａ 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ｉｆｏｌｉａ Ｋ. Ｋｏｃｈ)、七叶一枝花(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Ｓｍｉｔｈ ) 和 土 人 参 〔 Ｔａｌｉｎｕｍ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Ｊａｃｑ.) Ｇａｅｒｔｎ.〕等ꎮ 新增的药用类植物有 １９ 科 ３０
种ꎬ其中兼具观赏价值的种类较多ꎬ如白及〔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 ( Ｔｈｕｎｂ. ｅｘ Ｍｕｒｒａｙ ) Ｒｃｈｂ. ｆ.〕、 大 猪 屎 豆

(Ｃｒｏｔａｌａｒｉａ ａｓｓａｍｉｃａ Ｂｅｎｔｈ.)、剑叶龙血树〔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 Ｓ. Ｃ. Ｃｈｅｎ〕、龙血树、竹叶蕉

〔Ｄｏｎａｘ ｃａｎｎｉｆｏｒｍｉｓ ( Ｆｏｒｓｔ.) Ｋ. Ｓｃｈｕｍ.〕 和 肾 茶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ｃａｔｕｓ (Ｔｈｕｎｂ.) Ｃ. Ｙ. Ｗｕ ｅｘ Ｈ.
Ｗ. Ｌｉ〕 等ꎬ还有一些重要的药用植物ꎬ如千年健

〔Ｈｏｍａｌｏｍｅｎａ ｏｃｃｕｌｔａ (Ｌｏｕｒ.) Ｓｃｈｏｔｔ〕、辣木(Ｍｏｒｉｎｇ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Ｌａｍ.)和美登木(Ｍａｙｔｅｎｕｓ ｈｏｏｋｅｒｉ Ｌｏｅｓ.)等ꎮ
２.４.３　 蔬菜类及粮食 / 淀粉类植物　 １９８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曼仑蔬菜类植物分别有 ７６ 和 ５５ 种ꎬ减少了２７.６％ꎬ
共同的蔬菜类植物有 ４０ 种ꎬＪＩ 值为 ４３.９６ꎬ相似性较

低ꎻ粮食 /淀粉类植物分别有 １２ 和 ３ 种ꎬ减少了

７５.０％ꎬ共同的粮食 /淀粉类植物有 ３ 种ꎬ ＪＩ 值为

２５.００ꎬ相似性也较低ꎮ 蔬菜类植物中以葫芦科和茄

科的种类最多ꎬ这是西双版纳地区资源最为丰富也最

常见的种类ꎬ主要用作蔬菜ꎬ其余的为姜、蒜(Ａｌｌｉ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Ｌｉｎｎ.) 和薄荷等调味品ꎮ 与 １９８５ 年相比ꎬ
２０２０ 年曼仑减少的蔬菜类植物达 １４ 科 ３６ 种ꎬ而新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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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的只有 １０ 科 １５ 种ꎮ 禾本科消失的种类最多ꎬ如:
作笋食用的歪脚龙竹(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ｓｉｎｉｃｕｓ Ｃｈｉａ ｅｔ Ｊ.
Ｌ. Ｓｕｎ)和小叶龙竹(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ｂａｒｂａｔｕｓ Ｈｓｕｅｈ ｅｔ
Ｄ. Ｚ. Ｌｉ)ꎬ作粮食或淀粉用的水稻、高粱 〔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ｂｉｃｏｌｏｒ ( Ｌｉｎｎ.) Ｍｏｅｎｃｈ 〕、 糯 稻 (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ｖａｒ.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Ｍａｔｓｕｍ)、薏苡(Ｃｏｉｘ ｌａｃｒｙｍａ￣ｊｏｂｉ Ｌｉｎｎ.)和苦

荞麦〔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 Ｇａｅｒｔｎ.〕ꎬ此外ꎬ还
有豆 科 的 菜 豆 (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 棉 豆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ｌｕｎａｔｕｓ Ｌｉｎｎ.)、 豆薯 〔 Ｐａｃｈｙｒｈｉｚｕｓ ｅｒｏｓｕｓ
( Ｌｉｎｎ.) Ｕｒｂ.〕、 刀 豆 〔 Ｃａｎａｖａｌｉａ ｇｌａｄｉａｔａ ( Ｊａｃｑ.)
ＤＣ.〕、大豆、豇豆〔Ｖｉｇｎａ ｕｎｇｕ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ｉｎｎ.) Ｗａｌｐ.〕、
绿豆〔Ｖｉｇｎａ ｒａｄｉａｔａ (Ｌｉｎｎ.) Ｗｉｌｃｚｅｋ〕、红瓜〔Ｃｏｃｃｉｎ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 Ｌｉｎｎ.) Ｖｏｉｇｔ〕、蛇瓜 ( 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ａｎｇｕｉｎａ
Ｌｉｎｎ.)和四棱豆〔Ｐｓｏｐ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ｔｅｔｒａｇｏｎｏｌｏｂｕｓ (Ｌｉｎｎ.)
ＤＣ.〕ꎬ茄科的洋金花 (Ｄａｔｕｒａ ｍｅｔｅｌ Ｌｉｎｎ.)、树番茄

( Ｃｙｐｈｏｍａｎｄｒａ ｂｅｔａｃｅａ Ｓｅｎｄｔ.)、 野 茄 (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ｕｎｄａｔｕｍ Ｌａｍ.)以及葫芦科的冬瓜〔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 Ｔｈｕｎｂ.) Ｃｏｇｎ.〕、 佛 手 瓜 〔 Ｓｅｃｈｉｕｍ ｅｄｕｌｅ ( Ｊａｃｑ.)
Ｓｗａｒｔｚ〕、广东丝瓜〔 Ｌｕｆｆａ ａｃｕｔａｎｇｕｌａ (Ｌｉｎｎ.) Ｒｏｘｂ.〕
和 西 双 版 纳 黄 瓜 (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ｖａｒ.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Ｊ. Ｑｉ ｅｔ Ｚ. Ｙｕａｎ ｅｘ Ｓ. Ｓ. Ｒｅｎｎｅｒ)ꎬ
这些种类都是重要的农业遗传资源ꎮ 新增的蔬菜类

植物有禾本科的粉白龙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ｓｅｒｉｃｅｕｓ
Ｍｕｎｒｏ)、茄科的金银茄(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ｅｘａｎｕｍ Ｔｅｎ.)、唇形

科 的 荆 芥 ( Ｎｅｐｅｔａ ｃａｔａｒｉａ Ｌｉｎｎ.) 和 五 加 科

(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 的 刺 五 加 〔 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ｓｅｎｔｉｃｏｓｕｓ
(Ｒｕｐｒ. ｅｔ Ｍａｘｉｍ.) Ｍａｘｉｍ.〕等ꎬ增加的种类明显少于

减少的种类ꎮ
２.４.４　 果树类植物　 １９８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曼仑果树类

植物分别有 ３５ 和 ３０ 种ꎬ减少了 １４.３％ꎬ共同的果树

类植物有 １４ 科 １９ 种ꎬＪＩ 值为 ４８.７８ꎬ相似性较高ꎮ 这

些果树均为热带常见果树种类ꎬ如杧果、菠萝蜜和番

石榴等ꎮ 与 １９８５ 年相比ꎬ２０２０ 年曼仑果树类植物减

少了 １０ 科 １６ 种ꎬ消失或者淘汰的多为芸香科种类ꎬ
如甜橙〔Ｃｉｔｒ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 Ｏｓｂｅｃｋ〕和来檬〔Ｃｉｔｒｕｓ×
ａｕｒａｎｔｉｉｆｏｌｉａ (Ｃｈｒｉｓｔｍ.) Ｓｗｉｎｇｌｅ〕等种类ꎮ 新增的果

树类植物有 ９ 科 １１ 种ꎬ分别为芭蕉(Ｍｕｓａ ｂａｓｊｏｏ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余甘子(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Ｌｉｎｎ.)、西印度

醋栗、 大 果 榕、 桑 (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Ｌｉｎｎ.)、 文 定 果

(Ｍｕｎｔｉｎｇｉａ ｃａｌａｂｕｒａ Ｌｉｎｎ.)、 云 南 樱 桃 〔 Ｃｅｒａｓ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Ｆｒａｎｃｈ.) Ｙü ｅｔ Ｌｉ〕、 蛋黄果 ( Ｌｕｃｕｍａ
ｎｅｒｖｏｓａ Ａ. ＤＣ.)、澳洲坚果和量天尺ꎬ其中ꎬ澳洲坚果

和量天尺为近年来大量推广种植的果树ꎬ西印度醋栗

是近年从国外引进栽培的果树ꎬ其余种类为西双版纳

地区常见果树ꎮ
２.４.５　 文化类植物　 １９８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曼仑文化类

植物分别有 １６ 和 １９ 种ꎬ共同的文化类植物有 １４ 种ꎬ
ＪＩ 值为 ６６.６７ꎬ相似性较高ꎮ 共同的文化类植物包括

金刚纂(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ｎｅｒｉ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甘蔗( 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ｒｕｍ Ｌｉｎｎ.)、 鸡 蛋 花 ( Ｐｌｕｍｅｒｉａ ｒｕｂｒａ
‘Ａｃｕｔｉｆｏｌｉａ’)、黄姜花(Ｈｅｄｙｃｈｉｕｍ ｆｌａｖｕｍ Ｒｏｘｂ.)、小
驳骨( Ｊｕｓｔｉｃｉａ ｇｅｎｄａｒｕｓｓａ Ｎ. Ｌ. Ｂｕｒｍａｎ)、黄兰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ｃｈａｍｐａｃａ Ｌｉｎｎ.)、菩提树、聚果榕 ( Ｆｉｃｕ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Ｌｉｎｎ.)、文殊兰、木蝴蝶、贝叶棕 ( Ｃｏｒｙｐｈａ
ｕｍｂｒａｃｕｌ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槟榔(Ａｒｅｃａ ｃａｔｅｃｈｕ Ｌｉｎｎ.)、糖棕

和云南石梓ꎬ这些植物用于傣族的宗教生活或节庆活

动ꎬ 保 存 较 好ꎮ 而 地 涌 金 莲 〔 Ｍｕｓｅｌｌａ ｌａｓｉｏｃａｒｐ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Ｃ. Ｙ. Ｗｕ ｅｘ Ｈ. Ｗ. Ｌｉ〕、 中国无忧花

( Ｓａｒａｃａ ｄｉｖｅｓ Ｐｉｅｒｒｅ ) 和 假 杜 鹃 ( Ｂａｒｌｅｒｉａ ｃｒｉｓｔａｔａ
Ｌｉｎｎ.)等植物不仅观赏性较好ꎬ而且植株偏小ꎬ占用

空间较小ꎬ因此被大量种植ꎮ
２.４.６　 材用类植物　 １９８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曼仑材用类

植物分别有 ３７ 和 １６ 种ꎬ减少了 ５６.８％ꎬ共同的材用

类植物有 １１ 种ꎬＪＩ 值为 ２６.１９ꎬ相似性较低ꎮ 共同的

材用类植物为凤凰木、酸豆、铁刀木 〔 Ｓｅｎｎａ ｓｉａｍｅａ
(Ｌａｍ.) Ｈ. Ｓ. Ｉｒｗｉｎ ｅｔ Ｂａｒｎｅｂｙ〕、黄竹(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Ｍｕｎｒｏ )、 糯 竹 ( Ｃｅｐｈａ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ｍ
ｐｅｒｇｒａｃｉｌｅ Ｍｕｎｒｏ)、粉白龙竹、单穗大节竹 ( Ｉｎｄｏｓａｓａ
ｓｉｎｇｕｌｉｓｐｉｃｕｌａ Ｔ. Ｈ. Ｗｅｎ)和油簕竹(Ｂａｍｂｕｓａ ｌａｐｉｄｅａ
ＭｃＣｌｕｒｅ)ꎮ 与 １９８５ 年相比ꎬ２０２０ 年曼仑减少的材用

类植物以禾本科的竹类植物居多ꎬ减少了 １７ 种ꎬ其余

减少的种类有楝科(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的楝(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
Ｌｉｎｎ.)、红椿 ( Ｔｏｏｎ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Ｒｏｅｍ.) 和香椿 〔 Ｔｏｏｎ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Ａ. Ｊｕｓｓ.) Ｒｏｅｍ.〕 以 及 唇 形 科 的 柚 木

(Ｔｅｃｔｏｎ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Ｌｉｎｎ. ｆ.)ꎮ 新增的材用类植物有

５ 种ꎬ分别为凤尾竹〔Ｂａｍｂｕｓ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 ｆ. ｆｅｒｎｌｅａｆ (Ｒ.
Ａ. Ｙｏｕｎｇ ) Ｔ. Ｐ. Ｙｉ 〕、 苦 竹 〔 Ｐｌｅｉｏｂｌａｓｔｕｓ ａｍａｒｕｓ
(Ｋｅｎｇ) Ｋｅｎｇ ｆ.〕、黄金间碧竹、降香和假柿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ｍｏｎｏｐｅｔａｌａ (Ｒｏｘｂ.) Ｐｅｒｓ.〕ꎮ
２.４.７　 其他庭院植物 　 除上述庭院植物外ꎬ１９８５ 年

和 ２０２０ 年曼仑其他共同的庭院植物有饲料类 ２ 种ꎬ
包括香蕉(Ｍｕｓａ ｎａｎａ Ｌｏｕｒ.)和番薯〔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ｂａｔａｔａｓ
(Ｌｉｎｎ.) Ｌａｍ.〕ꎻ 染 料 类 ２ 种ꎬ 包 括 姜 黄 和 栀 子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Ｅｌｌｉｓ)ꎻ绿篱类 １ 种ꎬ为金刚纂ꎮ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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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１９８５ 年相比ꎬ２０２０ 年减少的其他庭院植物有 ２４
种ꎬ分别为染料类 ５ 种ꎬ包括苏木(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ｓａｐｐａｎ
Ｌｉｎｎ.)、板蓝〔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ｎｔｈｅｓ ｃｕｓｉａ (Ｎｅｅｓ) Ｋｕｎｔｚｅ〕、鳄嘴

花 〔 Ｃｌｉｎ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ｎｕｔａｎｓ ( Ｂｕｒｍ. ｆ.) Ｌｉｎｄａｕ〕、红木

( Ｂｉｘａ ｏｒｅｌｌａｎａ Ｌｉｎｎ.) 和 黄 木 巴 戟 ( Ｍｏｒｉｎｄ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Ｒｏｘｂ.)ꎻ纤维类 ６ 种ꎬ包括大麻(Ｃａｎｎａｂｉｓ
ｓａｔｉｖａ Ｌｉｎｎ.)、草棉(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 ｈｅｒｂａｃｅｕｍ Ｌｉｎｎ.)、巴西

海 岛 棉 〔 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ｄｅｎｓｅ ｖａｒ.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 Ｒｏｘｂ.) Ｍａｓｔ.〕、 吉 贝 〔 Ｃｅｉｂａ ｐｅｎｔａｎｄｒａ ( Ｌｉｎｎ.)
Ｇａｅｒｔｎ.〕、家麻树(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ｐｅｘａ Ｐｉｅｒｒｅ)和绒毛苹婆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Ｒｏｘｂ.)ꎻ 香 料 类 ３ 种ꎬ 包 括 黄 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ｘｙｌｏｎ ( Ｊａｃｋ) Ｍｅｉｓｎ.〕、毛叶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ｍｏｌ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Ｈ. Ｗ. Ｌｉ)和依兰〔Ｃａｎａｎｇ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 (Ｌａｍｋ.) Ｈｏｏｋ. ｆ. ｅｔ Ｔｈｏｍｓ.〕ꎻ树胶类 １ 种ꎬ为
橡胶树ꎻ绿肥类 １ 种ꎬ为肿柄菊(Ｔｉｔｈｏｎｉ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ｏｌｉａ Ａ.
Ｇｒａｙ.)ꎻ油料类 ８ 种ꎬ 分别为大豆、 蓖麻 ( Ｒｉｃｉｎ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Ｌｉｎｎ.)、石栗 〔 Ａｌｅｕｒｉｔｅｓ ｍｏｌｕｃｃａｎａ ( Ｌｉｎｎ.)
Ｗｉｌｌｄ.〕、 腺 点 油 瓜 〔 Ｈｏｄｇｓｏｎｉａ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ｖａｒ.
ｃａｐｎｉｏｃａｒｐａ ( Ｒｉｄｌ.) Ｔｓａｉ 〕、 油 渣 果 〔 Ｈｏｄｇｓｏｎｉａ
ｈｅｔｅｒｏｃｌｉｔａ ( Ｒｏｘｂ.) Ｈｏｏｋ. ｆ. ｅｔ Ｔｈｏｍｓｏｎ 〕、 向 日 葵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ａｎｎｕｕｓ Ｌｉｎｎ.)、 油 茶 (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Ａｂｅｌ.) 和 芸 苔 (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ｒａｐａ ｖａｒ.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ｄｅ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ꎮ 新增的其他庭院植物有纤维类 ２ 种ꎬ包括

剑 麻 ( Ａｇａｖｅ ｓｉｓａｌａｎａ Ｐｅｒｒ. ｅｘ Ｅｎｇｅｌｍ.) 和 构 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 Ｌ’Ｈéｒ. ｅｘ Ｖｅｎｔ.〕ꎻ饲
料类 １ 种ꎬ 为芭蕉ꎻ 油料类 １ 种ꎬ 为油棕 ( Ｅｌａｅｉｓ
ｇｕｉｎｅｅｎｓｉｓ Ｊａｃｑ.)ꎻ香料类 １ 种ꎬ为土沉香 〔 Ａｑｕｉｌａｒ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 Ｓｐｒｅｎｇ.〕ꎮ

３　 讨论和结论

３.１　 傣族庭院植物种类丰富多样

研究结果表明:傣族庭院植物种类丰富ꎬ在各傣

寨中少则几十种ꎬ多则上百种ꎮ 长期以来ꎬ傣族以自

给自足为主ꎬ对周围自然资源具有很强的依赖性ꎬ丰
富的植物资源是傣族人民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的

重要来源ꎮ 西双版纳傣族的庭院植物多为蔬菜类、果
树类和药用类植物ꎬ是农业生物资源的基因库ꎬ并且

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庭院植物管理方法ꎮ 傣族有食用

野菜的习惯ꎬ有“傣家自古不缺菜ꎬ森林处处有野菜”
的谚语流传ꎬ把野生植物引种到庭院栽培并遵循“独
花不采ꎬ正发芽的野菜不摘”的规矩ꎬ使其在庭院中

繁衍生息[２１]ꎮ 傣族这种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生态观以及对植物的合理开发利用对野生植物资源

的保护有积极作用ꎮ 如本研究调查的庭院植物中有

１０ 种被列入 ＩＵＣＮ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ꎬ１６ 种被列入

«中国生物多样性物种红色名录 (高等植物卷)»ꎬ
１ 种被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ꎮ 这些植物在傣族人

民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ꎬ在庭院中栽培是该类

植物可持续利用的一种方式[２３]ꎬ有助于保护当地的

珍稀濒危物种ꎮ
３.２　 傣族庭院植物功能多样

傣族庭院是傣族农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庭院中栽植各种有用植物以满足日常所需ꎮ 研究结

果表明:不论是不同地理环境的傣寨ꎬ还是同一傣寨

的不同时期ꎬ傣族人民栽培的庭院植物均以观赏类、
蔬菜类和药用类居多ꎬ这些类型的植物不仅为他们的

日常生活提供食物和药物ꎬ而且还可拿到市场销售ꎬ
获得额外的经济收入ꎮ 因此ꎬ庭院是当地人的食品库

和药库ꎮ 此外ꎬ庭院植物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的双重功能[２４]ꎬ庭院中植物高低错落ꎬ形成复合

的生态系统ꎬ调查中发现傣族除了利用植物本身外ꎬ
还充分利用这种天然的环境发展养蜂业ꎬ增加收入ꎮ
３.３　 影响庭院植物栽培的因子

研究结果表明:４ 个傣寨庭院植物种类差异较

大ꎬ推测可能与经济状况、土地利用和政策引导等有

关ꎮ 曼安的经济状况较好ꎬ庭院植物以观赏类居多ꎬ
而曼纳伞经济状况稍差ꎬ离城镇较远ꎬ庭院植物以药

用类和蔬菜类居多ꎬ这反映了傣族人民由最初的物质

生活保障向更高的精神需求转变ꎮ 曼仑的经济状况

与曼安相比稍差ꎬ但保存植物种类最多ꎬ观赏类植物

最多ꎬ这得益于 ２０１６ 年政府将其纳入生态旅游村建

设ꎬ对传统的庭院和佛寺进行优化ꎮ 土地利用也影响

庭院植物的栽植ꎮ 传统上ꎬ傣族的每个庭院面积

１００~２ ０００ ｍ２ꎬ栽培植物 ３０~ ６０ 种ꎬ这些植物组成了

一个多种类多层次的人工群落[２５]ꎬ尤为壮观ꎮ 而如

今随着人口的增长ꎬ土地用于建房的需求增多ꎬ有的

甚至将宅基地出售ꎬ导致庭院面积减少或消失ꎬ植物

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ꎮ 此外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

方式的改变也影响庭院植物的栽培ꎬ如不再种植铁刀

木作为薪柴ꎬ而是使用电磁炉和电饭锅等电器做饭ꎮ
３.４　 傣族庭院植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文化的传承

庭院植物是农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不仅是形

成传统的、持久的混农林系统的重要成分ꎬ还是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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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基因的重要携带者ꎬ庭院作为就地保护植物遗传

资源的场所ꎬ既是保护植物的一种重要形式ꎬ也是重

要的基因库[２６－２９]ꎮ 植物的遗传资源与当地老百姓的

传统知识不可分割ꎬ传统知识的流失会导致与之共存

的植物遗传资源的消失[３０]ꎮ 以曼仑为例ꎬ与 １９８５ 年

相比ꎬ２０２０ 年庭院植物减少的观赏类植物中不乏重

要的植物资源ꎬ如大叶木槿 (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Ｒｏｘｂ.)ꎬ为锦葵科少有的乔木花卉ꎬ如今在傣寨庭院

中已难见其身影ꎮ 此外ꎬ粮食 /淀粉类、材用类和油料

类植物减少的种类也较多ꎬ这些种类多是重要的农业

遗传资源ꎬ如水稻不仅在庭院中不再种植ꎬ且在稻田

种植的品种也大幅减少ꎬ早期曼仑栽培的有 １２ 个品

种ꎬ１９９８ 年只有 ５ 个品种[３０]ꎮ 材用类植物以竹类的

减少最多ꎬ传统上ꎬ傣族把竹子作为防风林种植在村

边ꎬ且在建筑用材、节日庆典和祭祀活动都有使用ꎬ并
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方式ꎬ如砍竹只砍主杆的１ / ４ꎬ
而且要砍新竹ꎬ砍伐时间选择在秋冬季节[３１]ꎮ 如今ꎬ
傣寨周围种植的竹类植物大量减少ꎬ且随意砍伐和毁

林的现象严重ꎮ 铁刀木原为傣族重要的薪材ꎬ由于燃

烧性能好ꎬ萌发力强ꎬ傣族人民将其种于庭院中作为

薪柴ꎬ每家种 ３ ~ ４ 片ꎬ每片 １０ 余株ꎬ每年只要砍伐

１ 片就可以提供 １ 个家庭全年的薪柴[３２]ꎮ 如今ꎬ虽然

傣寨中铁刀木零星种植ꎬ但不再有序地开发和利用ꎮ
此外ꎬ富含傣族传统知识的傣医药文化在傣寨中渐渐

消失ꎬ傣寨中已经很少有摩雅(傣族民间医生)ꎮ 原

始热带雨林也被整片的橡胶树林取代ꎬ对森林管理的

传统知识也被削弱ꎬ这对民族传统知识的传承极为不

利ꎬ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面临巨大挑战ꎮ
３.５　 建议

傣族庭院植物种类丰富ꎬ有不少种类是重要的农

业遗传资源ꎬ这是傣族朴素的生态观及生物多样性保

护利用的重要体现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的植物

利用方式和食用方法是傣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 然而ꎬ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ꎬ傣族庭院

的结构和规模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ꎬ以曼仑为例ꎬ庭
院植物种类已大量减少ꎬ这是西双版地区庭院变化的

一个缩影ꎮ 庭院植物种类的减少或消失ꎬ意味着与之

相随的传统知识和文化也会流失ꎮ 传统知识是一定

地域内民族对生物多样性深刻认识的基础上ꎬ经过几

代人的不断探索和积累形成的宝贵财富ꎬ具有人与生

物多样性相互作用的特征[３３]ꎬ因此ꎬ庭院植物种类的

减少或消失对傣族传统文化和保护极为不利ꎮ 随着

现代化和社会化进程的加快ꎬ传统知识面临着严重挑

战ꎬ傣族庭院植物的保护和发展既要顺应时代发展的

潮流ꎬ又要发展和弘扬傣族传统文化ꎬ为此ꎬ本文提出

以下建议:
１)政府要制定保护傣族传统文化的机制和体

制ꎮ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ꎬ如果没有有效的机制保

障ꎬ傣族传统文化和与之相随的传统知识将逐渐消

失[３４]ꎮ 政府在制定傣寨的发展规划时ꎬ应多了解当

地的民族传统知识和文化ꎬ并邀请相关专家参与ꎬ科
学对待傣族传统文化并应用于整体规划ꎮ 美丽乡村

和乡村振兴的开展以及乡村特色风貌的实现[３５]均需

建立在了解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ꎬ这是民族传统文

化得以传承和弘扬的重要契机ꎮ 此外ꎬ政府要与科研

单位和保护部门相互结合ꎬ在傣族地区的学校开展傣

族传统文化教育ꎬ为傣族青年接受民族文化教育创造

条件ꎬ提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ꎮ
２)以傣族传统植物知识为基础形成具有特色的

产业链ꎮ 傣族地区植物种类丰富ꎬ用途广泛ꎬ是庭院

植物的重要资源ꎮ 傣族将各种有用的植物栽植于庭

院ꎬ如各种山茅野菜ꎬ加之傣族独特的烹饪方式ꎬ对其

他地区的人具有新鲜感和吸引力ꎬ深受游客喜爱ꎮ 目

前ꎬ许多傣寨已开始发展乡村旅游ꎬ把傣族庭院的山

茅野菜开发成特色菜肴或游客体验项目ꎬ具有广阔的

市场ꎮ 这样不仅可以很好地保留和弘扬傣族传统的

庭院植物文化ꎬ还可以获得额外的经济收入ꎬ是一举

两得的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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