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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稻种长毛谷的民族植物学及营养成分研究

何　 柳１ꎬ２ꎬ 龙春林１ꎬ２ꎬ３∗

( １.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国家民委重点实验室(中央民族大学)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ꎻ ２. 中央民族大学 生命与环境

科学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ꎻ ３. 民族医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央民族大学)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

摘　 要: 长毛谷(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是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白族支系拉玛人传统栽植的一

个特有的有色稻种ꎬ是我国农家品种的典型代表ꎬ处于稀有濒危状态ꎬ但对该品种的研究较少ꎮ 为促进长毛

谷保护及可持续利用ꎬ该研究利用民族植物学及营养学的方法ꎬ对兰坪当地有关长毛谷品质特征、传统知识

与文化、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分析ꎬ并测定稀有农家品种长毛谷的营养成分ꎬ与普通常

见稻种的营养成分进行对比ꎬ探究长毛谷的营养价值ꎮ 结果表明:(１)长毛谷产地的白族支系拉玛人积累了

丰富的关于长毛谷的传统知识和文化ꎬ包括传统耕作知识、相关历史典故、传统食用知识和种子的交换及保

存文化ꎮ (２)长毛谷具有高含量的可利用碳水化合物、水分、灰分、总膳食纤维和花青素且含有一定量的原

花青素ꎬ表明长毛谷具有较高的营养保健价值ꎮ 综上认为ꎬ长毛谷的原生境保护模式可为其他农家品种的

保护提供科学参考ꎬ有利于长毛谷等农家品种的可持续利用ꎮ
关键词: 长毛谷ꎬ 农家品种ꎬ 民族植物学ꎬ营养成分ꎬ 花青素ꎬ 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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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Ｍｉｎｚ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Ｍｉｎｚ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ｉｎｚ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ｇｒｏ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ｏｆ ｃｒｏｐｓ ｉ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ｌｏｓｉｎｇ ａｔ ａｌａｒｍ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ｒｅａｓꎬ ｓｏｍ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ｂｒｅｄ
ｏｒ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ｉｓ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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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ｒｉｃ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ｂｙ Ｌａｍａ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Ｂａｉꎬ ｉｎ Ｌａｎｐｉｎｇ Ｂａｉ ａｎｄ Ｐｕｍ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ｌｏｗｅｒ ｙｉｅｌｄꎬ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ｗａ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 ａ ｖｅ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ｅｗ ｙｅａｒ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 ｖｅｒｙ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ｓｉｇｎａｌ ｆｏｒ ａ ｍａｊｏｒ
ｃｒｏｐ.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ｉｔｓ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ꎬ ｗ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ꎬ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ｉｎ Ｌａｎｐ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ｒｉｃ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ꎬ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Ｔｈｅ
Ｌａｍａ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ｈａ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ｉｃ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ｌｌｕｓｉｏｎｓꎬ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ｓｅｅ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ｙ ｎｅｖｅｒ ｕｓ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ｂｕ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ｓ ａ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ｗｎｄ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ꎬ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ｇｒｏｗ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ｃａｌ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ｈａｓ ａ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ꎬ
ｗａｔｅｒꎬ ａｓｈꎬ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ｓꎬ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ｔ ｈａｓ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ｉｎ￣ｓｉｔｕ ｏｒ ｏｎ￣ｆａｒｍ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ꎬ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ｌｉｋｅ ｈｉｇｈ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ꎬ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ꎬ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ꎬ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ꎬ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农家品种(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是指由生活在一定区域内

的人群驯化的ꎬ在当地环境中选育或演化形成的ꎬ
能够适应当地独特的自然、文化环境的、具有区别

于一般意义上的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或者正规审定品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ｂｒｅｅｄ ｏ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的明显地域性的动植

物传统遗传资源ꎬ或可称为传统品种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 地 方 品 种 ( ｌｏｃ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 ) ( 杨 云 卉 等ꎬ
２０１９)ꎮ 农家品种能够适应边缘化的、特定的、异质

的农业生态系统以及复杂多样的环境或生产条件ꎮ
对于一些生态环境复杂且特殊的偏远地区而言ꎬ农
家品种仍是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计的重要种源ꎬ
其对于政府的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何柳等ꎬ ２０２０)ꎮ 它们的一些特性(包括其营养

价值、保健和药用价值、芳香、糯性、色泽等)可以满

足社会、文化、宗教、习俗和经济的需要ꎮ 农家品种

同时也能为现代育种工作提供重要的优良基因材

料ꎬ扩大亲本材料的遗传基础ꎬ在全球变暖和不断

变化的生产条件下ꎬ满足适应和演变的需要( Ｌｏｐｅ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Ｊａｒｖｉ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稻谷含有多种营养成分ꎬ如膳食纤维、氨基

酸、矿物质、蛋白质等(Ｄａ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ꎬ当前世界

上大约有一半人口以水稻为主食(Ｋｕｓｈｗａｈ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由于花青素(色素)的作用ꎬ稻谷的种皮呈

现出了多种不同的颜色(Ａｈｍｅ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根

据种皮的颜色ꎬ稻谷可被分为白米和有色稻米ꎮ
在高产的水稻品种(主要是白米)出现之前ꎬ绝大

多数亚洲水稻种植国家保存有多种有色稻米品

种ꎬ如斯里兰卡、菲律宾、韩国、中国、日本、印度

等ꎮ 这些有色稻米多数是农家品种ꎬ其种质的保

存得益于当地的文化或仪式习俗等 ( Ｓｗｅｅｎ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ꎻ Ｋ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ꎮ 但是ꎬ随着世界各

国开始种植和消费高产的白米品种ꎬ有色农家稻

米通常由于产量较低而被较少种植 ( Ｃｏｌｏｍｂａｒｉ
Ｆｉｌｈ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ꎻ Ｋｕｓｈｗａｈ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ꎬ并且种

植面积日益减少ꎬ种植现状不容乐观ꎬ有些已经或

者濒临消失ꎮ
长毛谷(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是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拉玛人(白族支系)传统栽培的一个农家

有色稻种ꎬ是我国数以万计农家品种的一个典型

代表ꎮ 在过去几年里ꎬ长毛谷的种植面积一直不

到 １３.３３ ｈｍ２ꎬ这对于一个农作物品种而言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信号ꎬ因此对该种质资源的保护工作

迫在眉睫ꎮ 一方面ꎬ农家有色稻种也是当今水稻

育种工作的重要材料来源ꎬ如果在未完全认清长

毛谷品种的优越性前便将其淘汰ꎬ将是水稻遗传

资源的一个损失ꎻ在文化层面上ꎬ长毛谷与当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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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人的文化相通相辅ꎬ它的消亡也可能会引起当

地部分文化信息的隔断ꎬ不利于地方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保护ꎮ 另一方面ꎬ在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

县ꎬ由于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ꎬ包括长毛谷

在内的一些农家品种仍然是支撑当地农业生产和

农民生计的重要种源ꎬ对于当地的乡村振兴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ꎮ 因此ꎬ及时对稀有水稻农家品种

长毛谷展开调查ꎬ记录其品质特征以及当地拉玛

人(白族支系)与种植长毛谷相关的传统知识和文

化ꎬ调查长毛谷的开发利用现状ꎬ对其威胁因素进

行分析ꎬ对于长毛谷资源的保护、传统文化的传

承ꎬ以及推进乡村振兴均具有重要意义ꎮ
长期以来ꎬ水稻育种的研究重点一直集中在提

高常规白米稻的生产上ꎬ而常常忽视了稻谷营养品

质的提升(Ｒａ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这些高产的白米在营

养成分上往往较为缺乏ꎮ 过度依赖白米的饮食将

会导致人体一些营养元素的缺失ꎬ如微量元素、膳
食纤维等(Ｍｂａｎｊ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越来越多的研究

显示ꎬ与白米相比ꎬ地方有色稻谷往往含有更丰富

的营养成分ꎬ同时兼具有一定的药用保健价值

(Ｓｗｅｅｎ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ꎻ Ｓｈａｏ ＆ Ｂａｏꎬ ２０１５ꎻ Ａｈｍｅ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例如ꎬ研究表明有色稻谷富含有更多的

蛋白质、脂质、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和各种植

物化学物质(Ｓｈａｏ ＆ Ｂａｏꎬ ２０１５)ꎬ具有高功能食品

价值ꎮ 此外ꎬ花青素和原花青素的存在也赋予了有

色稻谷更高的药用价值(Ｐｉｎｅｎ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ꎻ Ｔｅｒ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 Ｚ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
Ｍｕｓｓ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例如ꎬ研究表明花青素和原花

青素均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 ( Ｉｃｈｉｋａｗ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ꎻ Ｐｒｉｏｒ ＆ Ｇｕꎬ ２００５)ꎬ而有色稻谷的高抗氧化

性将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癌症 ( Ｘｉ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糖尿病(Ｗａｌｔｅｒ ＆ Ｍａｒｃｈｅｓａｎꎬ ２０１１)、缺铁性

贫血(王金亭和郭丽ꎬ ２００７)等慢性疾病的风险ꎬ为
人体提供健康益处ꎮ 但是ꎬ由于缺乏客观的营养成

分数据的对比支撑ꎬ诸如长毛谷等绝大多数有色农

家稻谷的营养保健价值未能得到有效凸显ꎬ其商业

需求仍然有限ꎬ这将不利于长毛谷等有色农家稻谷

种质的留存与推广ꎮ 对于有色稻谷ꎬ特别是像长毛

谷等一些种植面积趋于消亡的稀有品种ꎬ分析其营

养成分以寻求合理的推广模式ꎬ尤为显得十分重要

且极其紧迫ꎮ
本研究以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的长

毛谷种植区为研究区域ꎬ依托民族植物学调查和

营养化学分析的研究手段ꎬ通过收集云南省兰坪

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当地有关长毛谷品质特征、传
统知识与文化和开发利用现状的信息ꎬ并将长毛

谷与常见普通稻谷的营养成分进行对比ꎬ拟探讨

以下问题:(１)拉玛人对于长毛谷的传统认知如

何ꎬ是否有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与文化ꎻ(２)长毛

谷的利用现状如何ꎬ当前保护工作的优势及威胁

因素何在ꎻ(３)长毛谷的营养成分含量如何ꎬ是否

具有市场开发利用前景ꎮ

１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处滇西北“三

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核心区ꎬ位于云南西北

部ꎬ怒 江 傈 僳 族 自 治 州 的 东 部ꎬ 地 理 坐 标 为

９８°５８′—９８°３８′ Ｅ、 ２６° ０６′—２７° ０４′ Ｎꎬ总面积为

４ ３８６.４６ ｋｍ２ꎮ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境内海拔

在１ ３６０ ~ ４ ３５４ ｍ 之间ꎬ相对高度差为３ ０７５.４ ｍꎮ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固定耕地面积为 ２４７. ２８
ｋｍ２ꎬ约占总土地总面积的 ６％ꎮ 年平均气温为

１１.１ ℃ ꎬ年降雨量１ ０００ ｍｍ 左右ꎮ 兰坪境内降水

丰沛ꎬ再加之地表水资源丰富ꎬ大小河流共 ９３ 条ꎬ
除澜沧江外ꎬ主要有 ２９ 条ꎬ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水

力资源ꎬ有利于当地农业的发展ꎮ
１.２ 民族植物学调查

民族植物学调查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在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展开ꎮ 采用关键人物

访谈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在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

县的 ８ 个乡镇(金顶镇、啦井镇、营盘镇、通甸镇、
兔峨乡、河西乡、石登乡和中排乡)对长毛谷的种

植利用现状进行了调查ꎮ 调查的内容包括长毛谷

的品质特征、传统知识与文化及开发利用现状ꎮ
１.３ 营养成分评价

１.３.１ 试验材料　 长毛谷(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稻米样品来

源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

治县ꎬ是长毛谷谷粒用普通碾米机加工后的米粒ꎮ
１.３.２ 试验方法 　 长毛谷可利用碳水化合物、能
量、水分、灰分、蛋白质、总膳食纤维、花青素含量

和 原 花 青 素 含 量 依 照 ＧＢ ２８０５０—２０１１、 ＧＢ
５００９.３—２０１６ 第一法、ＧＢ ５００９. ８８—２０１４、ＮＹ / Ｔ
２６４０—２０１４ 和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

(２００３ 版)进行检测ꎬ见表 １ꎮ

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表 １　 长毛谷营养成分检测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营养成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 ｇ(１００ ｇ) ￣１]

检测方法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可利用碳水化合物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ＧＢ ２８０５０—２０１１

能量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Ｂ ２８０５０—２０１１

水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ＧＢ ５００９.３—２０１６ 第一法
(ＧＢ ５００９.３—２０１６ Ｍｅｔｈｏｄ １)

灰分
Ａｓ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ＧＢ ５００９.４—２０１６ 第一法
(ＧＢ ５００９.４—２０１６ Ｍｅｔｈｏｄ １)

蛋白质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ＧＢ ５００９.５—２０１６ 第一法
(ＧＢ ５００９.５—２０１６ Ｍｅｔｈｏｄ １)

总膳食纤维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ＧＢ ５００９.８８—２０１４

花青素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

ＮＹ / Ｔ ２６４０—２０１４

矢车菊色素
Ｃｏｒｎｆｌｏｗｅｒ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ＮＹ / Ｔ ２６４０—２０１４

飞燕草色素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ＮＹ / Ｔ ２６４０—２０１４

芍药色素
Ｐｅｏｎｙ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ＮＹ / Ｔ ２６４０—２０１４

原花青素
Ｐｒ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ｓ

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
规范(２００３ 版)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ｏｏｄｓ (２００３)

　 　 从 已 发 表 文 献 ( 高 如 嵩ꎬ １９８４ꎻ 朱 文 适ꎬ
１９８８ꎻ 裘凌沧等ꎬ １９９３ꎻ 赖来展等ꎬ １９９４ꎻ 张名

位ꎬ ２０００ꎻ 赵则胜和戚家华ꎬ ２００３ꎻ 洪秀明和鄢又

国ꎬ ２００７ꎻ Ｓａｌｇａｄ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
Ｋｕｓｈｗａｈａꎬ ２０１６)中整理获得普通稻谷(包括市场

常见品种如两广优 ８００、杂交稻种等)、常见黑米和

常见红米的营养成分数据ꎬ用于与长毛谷营养成

分进行对比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长毛谷的民族植物学调查

２.１.１ 拉玛人对长毛谷的认知 　 长毛谷是由云南

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的拉

玛人(白族支系)传统栽培的一个特有水稻农家品

种(图版 Ｉ)ꎮ 拉玛人对该传统品种十分了解ꎬ从命

名到农艺性状的认知、从栽培管理到贮藏和食用ꎬ
都拥有非常丰富的传统知识ꎮ 长毛谷的颖果末端

有长芒ꎬ就像拖着一条长尾巴一样ꎬ脱壳后米色多

为红色ꎬ所以当地人也称其为“长毛红米”ꎮ 长毛

谷对生长环境有一定的要求ꎬ适宜湿润的环境和

较短的日照ꎬ平均种植海拔在 ２ ２００ ｍ 左右ꎮ 长毛

谷在农历三月育种ꎬ农历十月收割ꎬ生长期长达 ７
个月ꎬ一般亩产为 １５０ ~ ２００ ｋｇ(２ ２５０ ~ ３ ０００ ｋｇ
ｈｍ ￣２)ꎬ比普通稻谷少了一半ꎮ 其秧苗插下后ꎬ不
用施肥、喷药和除草ꎬ到了收获季节即可收成ꎬ因
此又被称为“懒人谷”ꎮ

现代杂交稻种ꎬ一方面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

性弱ꎻ另一方面虽然具有高产量的优势ꎬ但品质不

佳ꎬ每年需要重新制种ꎬ投入的经济成本也较高ꎮ
长毛谷产量虽然不高ꎬ但它极其稳定ꎬ在其种植历

史中ꎬ已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ꎬ进化出了与当地环

境相适应的抗逆性能ꎬ可以长期留种种植ꎬ非常方

便偏远山区人民栽种ꎮ
２.１.２ 长毛谷的传统知识与文化

２.１.２.１ 传统耕作知识 　 在耕作环境方面ꎬ拉玛人

的梯田坐落于山腰ꎬ常有高山常绿森林在其之上ꎬ
他们从碧罗雪山上引水灌田ꎬ施以少量的农家化

肥(由松枝、玉米秆、猪粪、牛粪、羊粪、绿肥等组

成)ꎬ实现生态种植ꎮ 白族拉玛人信仰万物有灵ꎬ
崇拜祖先和自然ꎬ因此他们一般在梯田开垦时不

会破坏高山森林的生态环境ꎬ而是充分利用高山

森林来涵养水源ꎬ保护土壤ꎮ 碧罗雪山上的雪水

似一个天然水库ꎬ参与调节梯田的灌溉ꎻ此外ꎬ顺
流经过高山森林的雪水也可以给梯田带来许多腐

殖质等天然肥料ꎬ为水稻种植创造了适宜的生长

环境ꎬ有利于传统农耕的可持续生态发展ꎮ
长毛谷亩产一般为 １５０ ~ ２００ ｋｇ(２ ２５０ ~ ３ ０００

ｋｇｈｍ ￣２)ꎬ在产量上远不如普通稻谷ꎬ这也是长毛

谷种植受限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然而ꎬ许多高产的

稻谷往往对恶劣环境的适应性弱ꎬ尤其不适合在

贫瘠、高寒地区种植ꎮ 面对这种情况ꎬ拉玛人很好

地均衡了低产但高抗的长毛谷和高产但低抗的普

通稻谷的优劣性ꎬ在肥沃、温暖地区种植普通稻

谷ꎬ而在应贫瘠、高寒地区种植长毛谷ꎬ充分利用

了土地资源ꎬ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稻谷的增收ꎬ也促

进了多种不同属性的稻种在当地的留存ꎮ 同时ꎬ
拉玛人也会在梯田同一高度的不同区块内种植不

同的水稻品种(例如在长毛谷种植区内种植绿帮

谷、白吊谷等农家品种)ꎮ 这种水稻多品种的混作

模式可以有效缓解单一作物品种栽种而导致因病

５１１ 期 何柳等: 稀有稻种长毛谷的民族植物学及营养成分研究



Ａ. 长毛谷植株ꎻ Ｂ. 长毛谷稻谷ꎻ Ｃ. 长毛谷粥ꎮ
Ａ.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ｐｌａｎｔꎻ Ｂ.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ｒｉｃｅꎻ Ｃ.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ｃｏｎｇｅｅ.

图版 Ｉ　 长毛谷示意图
Ｐｌａｔｅ Ｉ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虫害带来的毁灭性风险(Ｚ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ꎬ从而能

够有助于降低整体基因库部分基因资源丧失的

概率ꎮ
２.１.２.２ 历史典故　 长毛谷很早就出现在拉玛人口

述史中ꎬ表明它与拉玛人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ꎮ
传说远在唐朝时期ꎬ白族支系拉玛人为了躲避征

丁ꎬ从家里带了一把弩弓、长刀和箭筒ꎬ顺着澜沧

江沿岸一路逃至兰坪ꎮ 一日ꎬ白族拉玛人小伙儿

出去打猎倒箭筒时ꎬ掉出了一些长毛谷种子在地

上ꎬ后来到了 １０ 月份ꎬ大片的稻谷长得比家乡还

要丰盛ꎬ且都结满了长穗ꎮ 拉玛人认为长毛谷是

自然对族人勤劳质朴品德的恩赐ꎬ且兰坪之地也

是个产粮的好地方ꎬ从此以后便世世代代定居在

这里ꎬ以种植长毛谷为生ꎮ
这种作物与社会发展长久相伴的精神交汇形

成了一种依赖性利用的习俗ꎬ因此ꎬ即便是在农家

品种迅速消亡的当今社会ꎬ长毛谷依旧在兰坪占

据其一席之地ꎮ 这也是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典故对

于农家品种资源保护的体现ꎮ 此外ꎬ这种与民族

发展相伴相生的历史典故也使长毛谷拥有了特殊

的精神价值ꎬ而进一步赋予了长毛谷在市场上更

高的经济价值ꎬ从而实现了长毛谷资源保护与农

业增收的双赢ꎮ
２.１.２.３ 传统食用知识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拉

玛人通常将长毛谷作为日常饮食食用ꎮ 除了口感

佳以外ꎬ他们认为长毛谷还具有比其他稻谷更高

的营养价值ꎮ 此外ꎬ也有部分受访人表示他们将

长毛谷作为保健食品食用ꎬ例如作为孕妇或婴幼

儿的佐食或与其他药材共同熬煮等ꎬ这是因为他

们认为长毛谷有其特有的保健价值ꎮ
２.１.２.４ 种子的交换及保存文化 　 在农户层面ꎬ当
地农民会通过自留种、亲戚间交换种子、婚嫁时将

种子作为嫁妆等方式实现长毛谷种子的交换ꎮ 近

亲繁殖会对遗传多样性产生负面影 ( Ｌｅ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因此ꎬ当地农民之间的种子交换的发生也

有助于扩大稻种的亲本来源ꎬ以维持农家品种种

间和种内的遗传多样性ꎮ
２.１.３ 长毛谷的开发利用现状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的绿色革命以来ꎬ科学家利用水稻丰富的杂种优

势使得其产量大大提升ꎬ但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冲击了水稻农家品种的培育和发展ꎬ仅以长毛谷

为例ꎬ因其对生境具有特殊性要求ꎬ并且亩产仅是

杂交稻谷的一半ꎬ便逐渐被当地农民弃种ꎬ种植面

积日趋减少ꎮ
几年前ꎬ长毛谷的种植面积不到 １３.３３ ｈｍ２ꎬ仅

由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的白族支系拉玛人在中

排乡德庆村、营盘镇新华村和拉井镇九龙村少量

种植(表 ２)ꎮ
近年来ꎬ由于生态农产品受欢迎程度的提高ꎬ

农家品种作物的需求量持续增高ꎮ 当前ꎬ长毛谷

也获批为“云南省绿色食品”品牌ꎬ经济价值得以

提高ꎮ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ꎬ兰坪白族普米族自

治县的当地农民也有逐渐回归长毛谷种植的趋

势ꎬ 其种植面积微有增加ꎬ在原生境从农业耕种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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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各乡镇长毛谷种植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ｉｎ Ｌａｎｐｉｎｇ Ｂａｉ

ａｎｄ Ｐｕｍ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

乡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是否种植长毛谷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ｐｌ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种植村寨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金顶镇
Ｊｉｎｄｉｎｇ Ｔｏｗｎ

否
Ｎｏ —

啦井镇
Ｌａｊｉｎｇ Ｔｏｗｎ

是
Ｙｅｓ

九龙村
Ｊｉｕｌｏ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营盘镇
Ｙｉｎｇｐａｎ Ｔｏｗｎ

是
Ｙｅｓ

新华村
Ｘｉｎｈｕ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通甸镇
Ｔｏｎｇｄｉａｎ Ｔｏｗｎ

否
Ｎｏ —

兔峨乡
Ｔｕｅ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否
Ｎｏ —

河西乡
Ｈｅｘｉ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否
Ｎｏ —

石登乡
Ｓｈｉｄｅ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否
Ｎｏ —

中排乡
Ｚｈｏｎｇｐａｉ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是
Ｙｅｓ

德庆村
Ｄｅｑ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面对该品种进行了一定的保护ꎮ 但是由于在绝大

部分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水源充足的更适合水稻

生长的地区ꎬ杂交稻种的种植可能带来更高的经

济收入ꎬ因此长毛谷的推广种植仍然受限ꎮ
长毛谷种植地现主要集中在兰坪白族普米族

自治县的中排乡德庆村、营盘镇新华村和啦井镇

九龙村高寒山区的原生境梯田上ꎬ由当地农民种

植管理ꎬ经合作公司以平均每千克 ９ 元的价格收

购后精制成生态红米品牌ꎬ外销盈利ꎮ 这种产销

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拓宽了销售渠道ꎬ使得长毛谷

的种植收益实现增长ꎬ一方面通过生态农业的发

展给当地带来新的经济刺激点ꎬ带给农民更多的

收益ꎻ另一方面也形成了生态友好型的农耕模式ꎬ
以原生境保护的方式持续利用长毛谷等农家品种

作物ꎬ保护了作物的遗传多样性ꎮ
在政府工作层面ꎬ近年来ꎬ当地依靠政府力量

大力宣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理念ꎬ加之原

有的当地本主崇拜、自然崇拜等民族信仰的熏陶ꎬ
包括农民、商界等人士越来越重视对于农家品种

在其原生境的保护工作ꎬ更愿意自发地保留长毛

谷等农家品种资源ꎮ 并且根据当地的“农家品种

更有营养”的观念ꎬ出于家庭成员的健康考虑ꎬ也
有农户在当地小面积种植长毛谷等农家品种作物

作为家庭的日常饮食来源ꎮ

然而ꎬ由于外来文化的入侵ꎬ兰坪县本土的民

族文化逐渐衰弱ꎬ同样导致“本主崇拜、自然崇拜”
等民族信仰逐渐消失ꎮ 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ꎬ越
来越多的农民更自然地选择用能带来更高收入的

新品种代替长毛谷等农家品种ꎮ 年轻人不愿意从

事农耕工作ꎬ当地农家品种耕种的农业文化持续

消亡ꎬ农业人口数量也持续下降ꎬ不足以维持当地

庞大的农家品种资源种植ꎬ部分农家品种资源趋

于消亡甚至已经消亡ꎮ 再者ꎬ近年来ꎬ当地旅游业

迅速发展ꎬ社会经济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ꎬ不少农

家耕种的稻田土地因此发生了功能性的转化ꎬ使
其顺应了旅游业的大力发展ꎮ 相关政府机构也未

直接针对农家品种种植出台种植补贴等相应的保

护政策ꎬ农家品种作物的原生境种植仍缺乏政策

刺激性ꎮ 同时ꎬ目前仍缺乏对于长毛谷品质特性

的科学研究ꎬ未有相关数据的发表ꎬ其市场推广工

作仍缺乏方向性ꎮ 总体而言ꎬ兰坪白族普米族自

治县的长毛谷的种植虽然有回升现象ꎬ但整体的

消亡速率仍不可小视ꎮ
２.２ 长毛谷的营养成分分析

基于对长毛谷进行民族植物学调查获得的信

息ꎬ即拉玛人认为长毛谷较其他稻谷更有营养ꎬ作
为日常主食的同时ꎬ也可作为保健品用ꎬ本研究在

食品学层面对长毛谷的营养成分进行了科学

评价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长毛谷稻米的营养成分与

常见稻谷的营养成分相比ꎬ存在十分明显的优势

和特点(表 ３)ꎮ 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长毛谷具有比普

通稻谷更丰富的可利用碳水化合物、水分和灰分ꎻ
与常见黑米、红米或白米品种相比ꎬ长毛谷具有更

丰富的总膳食纤维ꎮ 长毛谷的花青素含量远高于

常见红米的花青素含量ꎬ与常见黑米的花青素含

量较为接近ꎮ 在长毛谷的花青素中ꎬ矢车菊色素

的占比最大ꎬ含量为 １７６.００ ｇ(１００ ｇ) ￣１ꎻ飞燕草

色素和芍药色素也在长毛谷中被检测到ꎬ其含量

分别为 ３.０５、３.５１ ｇ(１００ ｇ) ￣１ꎮ 除此之外ꎬ在长

毛谷中还检测到了 ０.１５ ｇ(１００ ｇ) ￣１的原花青素ꎮ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长毛谷的原生境保护

水稻农家品种长毛谷的原生境位于云南省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ꎬ 是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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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长毛谷与常见普通稻谷的营养成分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ｒｉｃｅ

营养成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 ｇ(１００ ｇ) ￣１]

长毛谷
Ｃｈａｎｇｍａｏｇｕ

普通稻谷
Ｃｏｍｍｏｎ

ｒｉｃｅ

常见黑米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ｌａｃｋ ｒｉｃｅ

常见红米
Ｃｏｍｍｏｎ
ｒｅｄ ｒｉｃｅ

可利用碳水
化合物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７３.８６ ６２.７０ ６３.４５ —

能量
Ｅｎｅｒｇｙ

１ ４４８ １ ４９０ — —

水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１３.２０ １１.６８ — —

灰分
Ａｓ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８２ ０.６０ — —

蛋白质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７.７０ ８.０９ １０.４８ ９.３２~
１０.２９

总膳食纤维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３.５２ — １.１１ —

花青素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

１８３.００ — ７９.５０~
４７３.７０

７.９０~
３４.４０

矢车菊色素
Ｃｏｒｎｆｌｏｗｅｒ ｐｉｇｍｅｎｔ

１７６.００ — — —

飞燕草色素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ｐｉｇｍｅｎｔ

３.０５ — — —

芍药色素
Ｐｅｏｎｙ ｐｉｇｍｅｎｔ

３.５１ — — —

原花青素
Ｐｒ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ｓ

０.１５ — — —

白族拉玛人传统利用的一个水稻农家品种ꎬ也是

拉玛人勤劳淳朴精神的象征性作物ꎮ 长期以来ꎬ
长毛谷一直是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计的重要种

源ꎮ 当地拉玛人利用传统的耕作知识和种子保存

文化使得长毛谷种质资源持续在原生境种植而得

以流传至今ꎮ 但是ꎬ在当前杂交稻种广泛推广的

背景下ꎬ长毛谷因其生长期长、产量低的不利特征

而推广受阻ꎬ种植面积非常小ꎬ因此对其的保护工

作亟待开展ꎮ
原生境保护是长毛谷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的重

要特征ꎮ 原生境保护是一种将作物暴露于可能遭

遇病虫害、低温逆境胁迫等不利农业生产环境中

的动态保护形式(何柳等ꎬ ２０２０)ꎮ 原生境保护能

够对珍稀的农家品种资源进行有效保护ꎬ并使其

适应变化的环境ꎬ这对于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和

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此

外ꎬ原生境保护也兼顾了与农家品种相关的传统

知识和文化的保护ꎬ同样是传统知识和文化传承

的重要保护举措ꎮ 因此ꎬ原生境保护应作为对农

家品种采取必要保护措施的首选方案之一ꎮ
虽然长毛谷的原生境保护工作卓有成效ꎬ但

目前外来文化的影响、经济利益的冲突、农业劳动

力的流失、旅游业的发展、缺乏政策支持和市场推

广方向性等因素仍然使得长毛谷资源保护工作受

阻ꎮ 因此ꎬ建议在当前原生境保护工作的基础上ꎬ
地方政府可以采取农业补贴、老农户宣传等手段

加强资源保护ꎮ 同时ꎬ定期的种质资源收集也值

得提倡(何柳等ꎬ ２０２０)ꎮ
３.２ 长毛谷的营养保健价值

民族植物学调查发现ꎬ拉玛人认为长毛谷的

营养较其他稻谷更丰富ꎬ除了日常饮食外ꎬ在日常

生活中也将其作为养生食品ꎮ 基于此信息ꎬ本研

究利用营养学手段对长毛谷的营养成分评价如

下ꎮ (１)长毛谷的可利用碳水化合物、水分、灰分

均高于普通稻谷的均值ꎬ其中经高温灼烧产生的

灰分间接代表了稻谷中铝、钙、氯、铁、镁、锰、磷、
钾、硅、钠、锌等矿物质(无机盐)的含量(张名位ꎬ
２０００)ꎬ表明长毛谷具有比市场常见稻谷相近或更

优的营养开发价值ꎮ (２) 就保健价值层面而言ꎬ
长毛谷也具有高于常见黑米或红米品种均值的总

膳食纤维含量ꎮ 谷类食物中这种高含量的膳食纤

维具有多种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功能ꎬ例如ꎬ降低患

冠心病的风险ꎬ减少长期酗酒对胰腺的损害(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ꎬ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ꎬ改善肾

切除术患者氮的排泄(Ｒｅｎｔｅｒｉａ￣Ｆｌｏｒｅ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Ｎｏｏｒ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３) 长毛谷中还含有较高含

量的花青素和 ０.１５ ｇ(１００ ｇ) ￣１的原花青素ꎮ 花

青素类化合物还有一定的生物活性( Ｐｕｔｔ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长毛谷中含量最高的花青素为矢车菊素ꎮ
矢车菊素可以抵御氧化、炎症、肥胖ꎬ预防糖尿病ꎬ
保护心脏ꎬ促进血液循环和保护感受器细胞等(张
夏南ꎬ ２０１６ꎻ 韩旭和张兵ꎬ ２０１７)ꎮ 有研究发现ꎬ
食用含有较高矢车菊素含量的食物可以有效改善

黄褐斑症状(刘占云等ꎬ ２０１１ꎻ 郭祯祥等ꎬ ２０１２)ꎮ
此外ꎬ矢车菊素还具有较高的抗癌预防效应ꎮ 食

用富含矢车菊素的食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癌

症等疾病的风险(刘迪等ꎬ ２０２１)ꎮ 同时ꎬ原花青

素也具备抗氧化、抗炎和抗菌的能力( Ｐｒｉｏｒ ＆ Ｇｕꎬ
２００５)ꎬ具有防治糖尿病和抗炎以及保护肝脏与胃

黏膜 等 作 用 ( Ｐｉｎｅｎ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ꎻ Ｔｅｒ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８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２００７ꎻ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 Ｚ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ꎮ 花青

素和原花青素之间也具有协同作用ꎮ 研究表明ꎬ
同时含有花青素和原花青素的稻米的抗氧化性是

白米的 ３ 倍(廖金花等ꎬ ２０１５)ꎮ 因此ꎬ同时含有

花青素和原花青素的长毛谷具有更高的保健

价值ꎮ
综上所述ꎬ长毛谷具有比市场常见稻谷更高

的营养和保健价值ꎮ 这种营养保健价值是作为农

家品种长毛谷的潜在开发优势ꎬ表明长毛谷既可

作为一种常规的日常食品ꎬ又可作为食品增补剂

( ｆ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或保健食物( ｎｕｔｒ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ꎮ 此

外ꎬ营养数据分析也进一步证实了当地百姓对于

传统作物的认知具有合理性ꎬ这种认知是当地人

群经长期实践所归纳得到的经验总结ꎮ 当在进行

农家品种保护工作时ꎬ应重视当地流传的一些经

验性结论ꎬ并采用科学的手段加以验证ꎮ 长毛谷

这种潜在的营养和保健优势也凸显了它的资源价

值ꎬ其他农家品种也可能存在有类似的特性ꎬ而这

些特性也是未来良种培育的重要目标ꎬ农家品种

将成为重要的原始品种ꎮ 因此ꎬ农家品种稻种的

保护工作意义重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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