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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白裤瑶饲料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胡仁传１ꎬ 胡琦敏１ꎬ 农　 友１ꎬ 罗斌圣２∗

( １.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院ꎬ 广西中药质量标准研究重点实验室ꎬ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２ꎻ
２. 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ꎬ 江西 庐山 ３３２９００ )

摘　 要: 白裤瑶非常喜欢饲养和食用当地黑猪ꎬ对饲料植物的采集和管理具有独特而丰富的经验和知识ꎮ
该研究旨在对白裤瑶地区饲料植物及其有关的本土知识进行民族植物学编目ꎬ在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期间ꎬ该文

作者多次前往当地进行饲料植物的民族植物学调查ꎬ利用了关键人物访谈、半结构式访谈和小组讨论ꎬ同时

该研究还通过打分排序和统计植物利用频度来筛选出综合利用价值高的饲料植物ꎮ 结果表明:(１)白裤瑶

传统饲料植物共 １０４ 种ꎬ隶属于 ４２ 科 ８５ 属ꎻ被引用植物种数最多的科是菊科(１６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１５.３８％)ꎬ
其次为荨麻科(１３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１２.５％)ꎮ (２)枝叶(５６.７３％)、全草(２６.９２％)和叶(８.６５％)为当地饲料植

物的主要利用部位ꎬ大多数饲料植物是草本植物(８８.４６％)ꎬ多数饲料植物(占总数的 ６４.４２％)一年四季都

可以采集ꎬ保障了家猪食物来源充足ꎮ (３)饲料植物的主要加工方法是将其切碎或打碎后煮熟饲喂ꎮ (４)
当地被受访者引用最多的物种是玉蜀黍、构树、番薯、桑、金荞麦、稻ꎮ (５)根据综合打分排序ꎬ在当地具有

较高综合评价的饲料植物分别为构树、番薯、桑、金荞麦、南瓜ꎮ 白裤瑶对饲料植物用于养猪的传统知识非

常丰富且保存较为完善ꎬ对其采集利用和管理十分科学ꎬ相关的饲料植物资源值得进一步开发和推广ꎮ 该

研究结果为白裤瑶传统知识的保存提供了数据支撑ꎬ并为现代新型饲料的开发提供了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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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一个多山地国家ꎬ有大量人口居住在

山地中ꎮ 由于地形限制ꎬ山地的居民无法进行大

规模、机械化农耕ꎬ因此许多地方保持着传统的动

物农耕和畜牧业以满足日常需求 ( Ｌ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ꎮ 随着科技的进步ꎬ动物饲料得到了大量应

用ꎬ但仍旧有许多地方保留着以野生植物资源来

饲养牲畜的传统(Ｌ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ꎮ 虽然野生饲

料植物采集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ꎬ但往往具

有营养丰富、绿色环保等特点ꎬ因而逐渐受到越来

越多科学家的关注(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饲料植物是指可以被牲畜、家禽和野生动物

食用的植物(哈斯巴根和裴盛基ꎬ２０００)ꎮ 参与畜

牧养殖的土著(地方)社区掌握着丰富的饲料植物

传统知识ꎬ这些传统知识往往能为现代新型饲料

的研发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Ｓａｄａｔ￣Ｈｏｓｓｅｉｎ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目前ꎬ国际上已报道过许多关于野生饲料

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ꎬ如巴西和巴基斯坦等国

家的研究案例(Ｎｕｎｅ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Ｓｈａｈｅ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在我国ꎬ虽有一些对野生饲料植物进行区

域性研究的报道ꎬ但鲜有关于它们对地方社区的

相对重要性评价(哈斯巴根和裴盛基ꎬ ２０００ꎻ Ｍ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ꎮ 其 中ꎬ Ｍａ 等

(２０１９)通过对野生饲料植物的调查ꎬ充分描述了

传统知识在生态移民过程中所发生的变迁ꎻＹａｎｇ
等(２０２１)对我国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的野生饲料

植物进行了调查ꎬ利用植物被受访者引用的频率

来反映这些植物对社区的重要性ꎬ属于较为典型

的民族植物学案例ꎮ
瑶族是典型的山居民族ꎬ其中的白裤瑶是瑶

族众多支系中的一个分支ꎮ 白裤瑶自称“朵努”ꎬ
因其男子常年穿着白裤而得名ꎮ 他们主要分布在

我国广西南丹县里湖瑶族乡、八圩瑶族乡以及贵

州荔波县瑶山瑶族乡ꎬ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

定为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一个民族ꎬ也有“人类

文明的活化石”的美誉(邱仁富ꎬ ２００８)ꎮ 白裤瑶

被认为是一个由原始社会生活形态直接跨入现代

社会形态的民族ꎬ他们保留有独特的婚姻、丧葬、
饮食等习俗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舞蹈、赛事活动、
民族服饰和传统医药(邱仁富ꎬ ２００８)ꎮ 目前ꎬ针
对白裤瑶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人文社科方向ꎬ鲜有

从植物资源利用角度进行的科学报道ꎮ
白裤瑶的日常生计囊括了畜牧业ꎬ几乎家家

户户都饲养了牲口以补贴家用ꎮ 作为一个具有丰

富传统文化的民族ꎬ白裤瑶积累了许多传统畜牧

业知识ꎮ 白裤瑶当地的生猪养殖主要以小规模家

庭养殖为主ꎬ用以满足日常的家庭肉类需求和售

卖贴补家用ꎮ 当地对种猪的选择多以本地传统黑

猪为主(图 １)ꎮ 在我们调查的农户中ꎬ有近 ７０％
的农户都是饲养本地黑猪ꎮ 本地黑猪个子小、爱
运动、肉质鲜美ꎬ有股淡淡的香味ꎬ被白裤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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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猪中的极品ꎮ 同时ꎬ他们在饲养的过程中发现ꎬ
本地黑猪的抗病能力比市场常见的普通白猪更

强ꎮ 根据观察ꎬ当地的黑猪多为放养ꎬ在调查过程

中我们经常能看见奔跑在村头巷尾的黑猪ꎮ 当地

人认为ꎬ让猪拥有足够的运动ꎬ身体更健康ꎬ肉质

会更好吃ꎮ 同时ꎬ大部分白裤瑶在喂食过程中坚

持使用传统的野菜或种植的粗粮ꎬ不用市场上的

饲料ꎬ他们认为饲料热量太高ꎬ猪消化不了的时候

容易发生内热而生病ꎮ
白裤瑶对黑猪的养殖有独特的理解ꎬ他们善

于使用当地环境中生长的植物资源作为饲料ꎮ 因

此ꎬ我们推断当地对于植物饲料的使用具有非常

丰富的传统知识ꎬ并且这些知识可用于现代新型

饲料的开发ꎮ 为了调查并记录有关饲料植物相关

的传统知识ꎬ评估并筛选具有较好开发潜力的饲

料植物ꎬ我们于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间多次前往白裤瑶

地区进行相关的民族植物学调查ꎬ以期对白裤瑶

地区饲料植物及其有关的本土知识进行民族植物

学编目ꎬ为其传统知识的保存提供数据支撑ꎬ为现

代新型饲料的开发提供思路ꎮ

图 １　 白裤瑶当地黑猪
Ｆｉｇ. １　 Ｂｌａｃｋ ｐｉｇｓ ｉｎ Ｂａｉｋｕ Ｙａｏ ａｒｅａ

１　 研究地点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点

根据前期文献查阅整理ꎬ并结合前期调查结

果和白裤瑶民族博物馆管理人员的建议ꎬ选取广

西南丹县里湖瑶族乡的怀里村、董甲村、瑶里村ꎬ
以及南丹县八圩瑶族乡瑶寨村、利乐村、关西村和

贵州荔波县瑶山瑶族乡瑶山村作为研究地点(图

２)ꎮ 所选择的研究地点为主要的白裤瑶居民聚集

地ꎬ传统文化保存十分完善ꎬ有利于我们对相关数

据的搜集ꎮ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ꎬ我们共分 ６ 次ꎬ前往白

裤瑶村寨进行民族植物学调查ꎬ调查时间涵盖了 ４
个不同季节ꎮ

Ａ. 怀里ꎻ Ｂ. 董甲ꎻ Ｃ. 瑶里ꎻ Ｄ. 利乐ꎻ Ｅ. 瑶寨ꎻ Ｆ. 关西ꎻ
Ｇ. 瑶山ꎮ
Ａ. Ｈｕａｉｌｉꎻ Ｂ. Ｄｏｎｇｊｉａꎻ Ｃ. Ｙａｏｌｉꎻ Ｄ. Ｌｉｌｅꎻ Ｅ. Ｙａｏｚｈａｉꎻ
Ｆ. Ｇｕａｎｘｉꎻ Ｇ. Ｙａｏｓｈａｎ.

图 ２　 研究的地点
Ｆｉｇ. ２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１.２ 数据采集

１.２.１ 文献整理分析 　 收集、整理白裤瑶调查研究

的相关资料ꎬ包括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地方志要、
民间手稿等ꎬ用于了解白裤瑶的文化特征、风俗习

惯、民族特色、分布情况以及植物利用相关的传统

知识ꎬ建立本研究的基础知识框架ꎮ
１.２.２ 野外调查地点和信息报告人的选择 　 为了

解白裤瑶居民整体对饲料植物的使用情况ꎬ采用

简单随机抽样法对研究地点的村民进行调查(Ｌ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同时ꎬ利用目的性抽样法和滚雪球

抽样法选择目标村落内知名度较高、具有丰富传

统知识的老人、传统兽医、村干部等作为本研究的
关键人物进一步访问调查(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１.２.３ 民族植物学访谈 　 对于前期通过抽样方法

选取的一般访谈对象和关键人物ꎬ以半结构式访

谈和漫谈式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访问(Ｍａｒｔｉｎꎬ
２００４)ꎮ 主要访问白裤瑶用到的饲料植物的当地

名、用法、利用部位、利用频度、采集来源和季节

等ꎮ 本研究共对 １８５ 位信息报告人进行了访谈ꎬ
其中ꎬ８７ 位男性、９８ 位女性ꎬ有 ４３ 人被选为本研

究的关键人物ꎮ
此外ꎬ我们还通过组织关键人物进行小组讨论

和打分排序(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ꎬ ＧＲ)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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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ꎬ对饲料植物的营养价值、猪的偏好程度、采
收难易程度、加工难易程度 ４ 个方面进行量化打分ꎬ
每项指标设最高分 ５ 分、最低分 １ 分ꎮ 打分标准ꎬ以
饲料植物的营养价值为例ꎬ最佳 ５ 分、较好 ４ 分、好
３ 分、一般 ２ 分、较差 １ 分ꎮ 以总分成绩评定饲料植

物品质的优劣ꎮ 得分最高的饲料植物ꎬ说明该植物

品质最好且具有较高的潜在开发价值ꎮ
１.２.４ 数据分析 　 当地人对不同植物的利用程度

是不同的ꎬ它的量化对于深入探讨当地人对周围

环境的适应策略及对周围环境中的植物资源的利

用程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淮虎银和裴盛基ꎬ
２００３)ꎮ 例如ꎬ Ｌａｄｉｏ 和 Ｌｏｚａｄａ(２００１)采用植物的

利用频度这一概念对巴塔哥尼亚西北部 ２ 个社区

非木材林产品的利用情况进行了研究ꎮ
在该案例中ꎬ植物的利用频度被定义为 ｆ ＝

Ｎｍ / Ｎ ｉꎮ 式中:ｆ 为某一植物的利用频度ꎻＮｍ为提到

该植物的信息提供者的人数ꎻＮ ｉ为信息提供者的

总人数ꎮ ｆ 越大ꎬ说明该植物被利用的频度越高

(Ｌａｄｉｏ ＆ Ｌｏｚａｄａꎬ ２００１)ꎮ 同样ꎬ本研究也拟利用

该指标对白裤瑶饲料植物进行类似的评价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白裤瑶饲料植物的统计和分析

本研究总共记录了 １０４ 种白裤瑶家猪饲用植

物(表 １)ꎮ 从对白裤瑶家猪饲料植物科的组成分

析(表 ２)可以看出ꎬ多种科(含 ５ 种及以上)有 ６
个ꎬ占总科数的 １４. ２９％ꎬ含 ５１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４９.０４％ꎻ寡种科(含 ２ ~ ４ 种) １４ 个ꎬ占总科数的

３３.３３％ꎬ含 ３１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２９.８１％ꎻ单种科(含
１ 种)２２ 个ꎬ占总科数的 ５２.３８％ꎬ含 ２２ 种ꎬ占总种

数的 ２１.１５％ꎮ 根据属的统计分析(表 １)发现ꎬ白
裤瑶猪饲料植物仅有寡种属(１４ 属、３３ 种)和单种

属(７１ 属、７１ 种)ꎮ 白裤瑶家猪饲料植物的种类在

科的层面主要集中在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 １６ 种)、
荨麻科(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１３ 种)等少数多种科中ꎬ而在

属的层面则分散于寡种属和单种属中(表 ２)ꎮ 这

充分说明了白裤瑶饲料植物在科属层面具有很高

的多样性ꎮ
从植物生活型来看ꎬ饲料植物以草本植物为

主(占总数的 ８８.４６％)ꎬ其次是灌木(９.６２％)和乔

木(１.９２％)ꎮ
通过统计发现ꎬ白裤瑶对这些饲料植物的加

工方法较为统一ꎬ主要分为两种方法(表 １)ꎬ即切

碎(打碎)煮熟和新鲜喂食ꎮ 将饲料植物切碎或者

打碎可方便黑猪进食ꎬ增加其适口性ꎮ 而有些饲

料植物要经过蒸煮ꎬ这样不仅可以让其质地变得

软烂ꎬ更具适口性且利于消化ꎬ还能用来去除植物

本身的微毒和特殊气味ꎮ
白裤瑶饲料植物的利用部位非常多样化ꎬ包

括枝叶、全草、叶、种子、谷壳、果实、果序、茎和花

等(图 ３)ꎮ 当地饲料植物的利用部位不包括植物

的根ꎬ这样可以充分保证植物能够存活且具有一

定的 可 持 续 性ꎮ 其 中ꎬ 枝 叶 ( ５６. ７３％)、 全 草

(２６.９２％)和叶(８.６５％)为当地饲料植物的主要利

用部位ꎬ共占所记录植物的 ９２.３０％ꎬ并且利用的

部位多为幼嫩部分ꎬ如嫩叶和嫩枝叶ꎬ使其更加具

有适口性ꎮ 当地人会将脱粒后的水稻和粟米的谷

壳用于饲料ꎬ增加其膳食纤维的含量ꎮ 此外ꎬ有些

植物的多个部位都可以作为饲料ꎬ具有较好的利

用效 率ꎬ 如 苎 麻 (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ｎｉｖｅａ) 和 长 叶 水 麻

(Ｄｅｂｒｅｇｅａｓｉａ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的 叶 和 果 序ꎬ薏 苡 ( Ｃｏｉｘ
ｌａｃｒｙｍａ￣ｊｏｂｉ)和玉蜀黍(Ｚｅａ ｍａｙｓ)的种子和嫩叶都

可以用作饲料ꎮ
白裤瑶用于饲养黑猪的野生植物总体全年可

采ꎬ能保证充足的饲料来源ꎬ其中部分植物的采集

具有一定的季节性ꎮ 大多数饲料植物一年四季都

可以采集(占总数的 ６４.４２％)(图 ４)ꎻ其余的饲料

植物主要为夏秋季采集ꎬ分别占总数的 ２８.８５％和

３０.７７％ꎻ春冬采集的则较少ꎬ都为 ３.８５％ꎮ 调查中

我们发现ꎬ当地人会利用季节变化来选择采集时

间ꎬ以提高饲料植物的适口性和利用率ꎮ 例如ꎬ他
们总是根据植物的生长周期收集饲料植物ꎬ为了

提高植物的适口性ꎬ通常在植物繁盛的季节收集

植物的幼嫩部分ꎮ
白裤瑶当地喂养黑猪的饲料植物往往包括野

生植物和栽培植物ꎮ 据调查ꎬ当地人会将一些易

生长且营养价值较高的饲料植物种植在庭院中或

房前屋后的空地上ꎬ以方便饲喂黑猪ꎮ 在本研究

所记录的饲料植物中ꎬ大部分为野生ꎬ占总数的

７７.８８％ꎬ有 ２０.１９％是栽培植物ꎮ 此外ꎬ还有 ２ 种

饲料植物既有采集于野外的ꎬ也有被当地人栽培

的ꎬ它们分别是十万错(Ａｓｙｓｔａｓｉａ ｎｅｍｏｒｕｍ)和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ꎮ 目前ꎬ尚未见有关于十

万错植物用于饲料及其营养成分研究的相关报

道ꎬ而构树作为广泛分布于我国各地的一种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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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ꎬ其粗蛋白含量为 １８％ ~ ２４％ꎬ被证明是极具

开发潜力的非常规饲料资源(谭桂华等ꎬ２０１７)ꎮ
２.２ 饲料植物的利用频度和打分排序

表 １ 显示了 １０４ 个被引用物种的利用频度

( ｆ)ꎬ反映了当地人对这些植物的熟悉程度ꎮ 白裤

瑶饲料植物的 ｆ 值从 ０.０４ 到 １ 不等ꎬ其中 ４６ 个物

种的 ｆ 值高于 ０.３８(平均 ｆ 值)ꎬ５８ 个物种的 ｆ 值低

于平均水平ꎮ 最常被引用的物种是玉蜀黍( ｆ＝ １)、
构树( ｆ＝ ０.９７)、番薯(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ｂａｔａｔａｓꎬｆ ＝ ０.９７)、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ꎬ ｆ ＝ ０. ９３ ) 、 金 荞 麦 (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ꎬｆ＝ ０.８３)、稻(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ꎬｆ ＝ ０.８１)ꎮ 由于

这些饲料植物皆为当地最常见的栽培植物ꎬ容易

被当地人获取、利用方便、营养价值较高ꎬ因此具

有非常高的利用频度ꎬ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它们在

当地的畜牧系统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一般栽培植物的利用频度都相对较高ꎮ

我们通过组织关键人物针对白裤瑶的饲料植

物进行小组讨论和打分排序ꎬ先对饲料植物的营

养价值、猪的偏好程度、采收难易程度、加工难易

程度四个方面进行量化打分ꎬ再综合总分(ＧＲ 值)
将各饲料植物排序ꎮ 白裤瑶饲料植物的 ＧＲ 值从

６ 分至 ２０ 分(满分)不等ꎮ 具有较高 ＧＲ 值的前五

名分别 为 构 树 ( ＧＲ ＝ ２０)、 番 薯 ( ＧＲ ＝ １９)、 桑

(ＧＲ ＝ １９)、金 荞 麦 ( ＧＲ ＝ １８)、 南 瓜 (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ꎬＧＲ＝ １８)ꎬ说明这 ５ 种饲料植物在当地具

有较高的利用价值ꎮ 此外ꎬＧＲ 值高的前几名都为

栽培植物ꎮ 其中ꎬ构树、番薯、桑树、金荞麦这 ４ 种

植物都具有很高的综合利用价值和利用频度ꎬ说
明它们在当地作为饲料植物得到了很好的评价ꎮ

３　 讨论

３.１ “森林－农田－庭园”的可持续模式

白裤瑶是典型的山地民族ꎬ耕地面积有限ꎬ粮
食作物以玉米、番薯、水稻等为主 (水稻多为购

买)ꎮ 玉米、番薯由于其耐旱、产量高、适应性强、
营养价值高等特点深受白裤瑶的喜爱ꎬ不仅能满

足日常生活所需ꎬ还可以给家畜补充部分营养ꎮ
白裤瑶妇女长期保持着种桑养蚕的传统ꎬ蚕丝是

白裤瑶传统服饰必不可少的一部分ꎮ 桑叶营养价

值高ꎬ白裤瑶除了用来养蚕之外ꎬ也可用来饲养家

畜ꎮ 此外ꎬ白裤瑶还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ꎬ选取了

构树、金荞麦等宜种、产量高、营养价值高的植物

作为家猪饲料的补充ꎮ 同时ꎬ结合野生饲料植物

的采集ꎬ充分保证了家猪的日常营养所需ꎮ 因此ꎬ
构树、番薯、桑树、金荞麦这 ４ 种植物不仅具有很

高的使用频度ꎬ还有很高的 ＧＲ 值ꎬ受到白裤瑶的

偏好使用ꎬ它们不仅不会对人的主粮构成威胁ꎬ还
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且对环境要求低ꎮ

牲畜的可持续生产通常涉及有效利用当地可

用资源ꎬ特别是饲料资源ꎮ 因此ꎬ了解野生饲料植

物的重要性对于有效利用现有森林资源至关重

要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当地人还是偏好栽培植物

作为主要的猪饲料ꎬ这与我们实地观察到的情况

相符ꎮ 这不仅有效提升了空间、土地的整体利用

率ꎬ也提升了栽培作物的利用率ꎮ 采集野生植物

喂猪可对猪饲料来源进行补充ꎬ能带来潜在的健

康效益ꎮ 这种“森林－农田－庭园”相互搭配的模

式ꎬ充分体现了当地人在小农系统中所展现出的

管理智慧ꎮ 这种系统整合ꎬ可以减轻因扩大农业

和牧场需求的不断增加而对土地和森林资源造成

日益增加的压力ꎮ 传统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结合已

被证明ꎬ可以优化有用饲料植物的选择ꎮ 因此ꎬ对
于饲料植物的记载、野生饲料植物的实验室评价

和合理运用ꎬ都有重要意义且值得大力开展ꎮ
３.２ 白裤瑶饲料植物传统知识现状及其保护

如今ꎬ农民们已经改变了他们对养猪的态度

和管理方法ꎬ以应对日益严格的法规和社会经济

发展ꎮ 生产方式的改变伴随着饲养方式的巨大转

变ꎬ现代饲喂模式仅使用较少的绿色草料ꎬ而传统

的野生饲料植物已被营养浓缩物和其他现成栽培

植物(如甘薯、卷心菜、芥末和萝卜)所取代ꎮ 野生

饲料植物的采集似乎变得不那么必要ꎬ从而导致

关于饲料植物利用和管理的传统知识逐渐消失ꎮ
Ｙａｎｇ 等(２０２１)在竹溪县的研究案例ꎬ反映了当地

只有一小部分年长的村民偶尔使用野生饲料植物

喂猪ꎮ 由于小规模养猪户的数量正在减少ꎬ并且

年轻一代正在放弃使用传统饲养方法ꎬ因此当地

关于野生饲料植物利用和管理的传统知识正面临

消失的巨大风险(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本研究发

现ꎬ白裤瑶地区的野生牧草资源丰富ꎬ当地人们在

饲料植物的利用和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传统知

识ꎮ 然而ꎬ与 Ｙａｎｇ 等( ２０２１)的案例不同的是ꎬ我
们看到大量的白裤瑶村民仍旧沿用了传统饲料植

物采集和管理的传统实践ꎮ 究其原因可能是ꎬ当
地人一直非常喜欢食用本地黑猪品种ꎬ 并且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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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白裤瑶猪饲料植物编目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ａｉｋｕ Ｙａｏ ｆｏｒ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ｏｒ ｐｉｇｓ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植物名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

瑶名
Ｙａｏ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资源类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ｙｐｅ

采收季节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利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加工方法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打分排序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ＧＲ)

利用频度
Ｕｓａｇ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ｆ)

凭证
标本号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ＩＤ

芭蕉科
Ｍｕｓａｃｅａｅ

芭蕉 ｗｏ ｓａｏ Ｍｕｓａ
ｂａｓｊｏｏ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茎
Ｓｔｅｍ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０ ０.１６ ＨＲＣ７３２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车前 ｗｏ ｄａｏ ｍｕ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５ ０.４７ ＨＲＣ８５８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金疮小草 ｑｉ ｌｉｎ ｃａｏ Ａｊｕｇａ
ｄｅｃｕｍｂｅｎ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８ ０.２４ ＨＲＣ１９０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铁苋菜 — Ａｃａｌｙｐｈ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２ ０.４３ ＨＲＣ８２３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裂苞铁苋菜 — Ａ. ｓｕｐｅｒ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８ ０.０８ ＨＲＣ９６５

大麻科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ａｃｅａｅ

大麻 — Ｃａｎｎａｂｉｓ ｓａｔｉｖａ 灌木
Ｓｈｒｕ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冬
Ｗｉｎｔｅｒ

种子 Ｓｅｅｄ 打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Ｓｍａｓｈ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０ ０.２８ ＨＲＣ８６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大豆 ｄａ ｂｏ ｗａ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ｍａｘ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种子 Ｓｅｅｄ 打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Ｓｍａｓｈ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５ ０.４４ ＨＲＣ３４１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薏苡 ａｉ ｊｉｅ Ｃｏｉｘ ｌａｃｒｙｍａ￣ｊｏｂｉ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种子、嫩叶
Ｓｅｅｄ ａｎｄ
ｔｅｎｄｅｒ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１ ０.２０ ＨＲＣ２８３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稻 ｃｕｏ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秋
Ａｕｔｕｍｎ

谷壳
ｈｕｓｋ

打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Ｓｍａｓｈ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４ ０.８１ ＨＲＣ６４８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象草 — 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
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ｍ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９ ０.３６ ＨＲＣ８３５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粟 ｎｅｎｇ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ｌｉｃａ
ｖａｒ.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ａ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秋
Ａｕｔｕｍｎ

谷壳、嫩叶
Ｈｕｓｋ ａｎｄ
ｔｅｎｄｅｒ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３ ０.２８ ＨＲＣ３４０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高粱 ａ ｙｏｎｇ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ｂｉｃｏｌｏｒ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冬
Ｗｉｎｔｅｒ

果实
Ｆｒｕｉｔ

打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Ｓｍａｓｈ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３ ０.１３ ＨＲＣ９４８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玉蜀黍 — Ｚｅａ ｍａｙｓ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秋
Ａｕｔｕｍｎ

种子、嫩叶
Ｓｅｅｄ ａｎｄ
ｔｅｎｄｅｒ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５ １.００ ＨＲＣ３３９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南瓜 ｇａｏ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果实
Ｆｒｕｉ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８ ０.７３ ＨＲＣ９５１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绞股蓝 — Ｇｙｎｏｓｔｅｍｍａ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０ ０.４５ ＨＲＣ１２５

堇菜科
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

七星莲 — Ｖｉｏｌａ ｄｉｆｆｕｓ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９ ０.３５ ＨＲＣ４５２

堇菜科
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

犁头草 — Ｖ.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１ ０.３７ ＨＲＣ７１

堇菜科
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

紫花地丁 ｚｕ ｊｉａｏ ｂｏ Ｖ.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０ ０.２９ ＨＲＣ５９３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木槿 ｗｏ ｗａｉ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ｓｙｒｉａｃｕｓ

灌木
Ｓｈｒｕ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２ ０.４８ ＨＲＣ９５０

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铜锤玉带草 ｙａ ｎｏｎｇ ｄｉｅ Ｌｏｂｅｌｉａ
ｎｕｍｍｕｌａｒｉ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１ ０.３３ ＨＲＣ３０２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艾 ｗｏ ｈｏ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春夏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０ ０.４８ ＨＲＣ８４８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五月艾 ｗａ ｈｕｏ Ａ. ｉｎｄｉｃ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８ ０.３２ ＨＲＣ８７７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白苞蒿 — 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春夏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９ ０.３５ ＨＲＣ８５７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三脉紫菀 ｙａ ｂｕ ｓａｉ Ａｓｔｅｒ
ａｇ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８ ０.４４ ＨＲＣ８５２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白花鬼针草 ｗｏ ｚｏｎｇ Ｂｉｄｅｎｓ ａｌｂ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９ ０.３６ ＨＲＣ８２１

６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续表 １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植物名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

瑶名
Ｙａｏ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资源类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ｙｐｅ

采收季节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利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加工方法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打分排序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ＧＲ)

利用频度
Ｕｓａｇ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ｆ)

凭证
标本号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ＩＤ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狼杷草 — Ｂ.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１ ０.４４ ＨＲＣ９６２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野茼蒿 ｗｏ ｓｕａｎ ｇａｏ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６ ０.５５ ＨＲＣ８２４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黄瓜菜 — Ｃｒｅｐｉｄｉａｓｔｒｕｍ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１ ０.１９ ＨＲＣ９０９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一点红 — Ｅｍｉｌｉａ
ｓｏｎｃｈｉｆｏｌｉ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１ ０.２７ ＨＲＣ３０４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粗毛牛膝菊 —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ｑｕａｄｒｉｒａｄｉａｔ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１ ０.３２ ＨＲＣ９５３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菊三七 — Ｇｙｎｕ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８ ０.１２ ＨＲＣ３２８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苦荬菜 — Ｉｘｅｒｉｓ
ｐｏｌｙｃｅｐｈａｌ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３ ０.４１ ＨＲＣ１１９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豨莶 — Ｓｉｅｇｅｓｂｅｃｋ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７ ０.３７ ＨＲＣ８３８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腺梗豨莶 ｊｉ ｌｕ 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７ ０.３６ ＨＲＣ８８３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金腰箭 ｗｏ ｎｉａｏ ｓａｏ Ｓｙｎｅｄｒｅｌｌａ
ｎｏｄｉｆｌｏｒ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９ ０.２５ ＨＲＣ８２０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黄鹌菜 — Ｙｏｕｎｇ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３ ０.４１ ＨＲＣ９６０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十万错 — Ａｓｙｓｔａｓｉａ
ｎｅｍｏｒｕｍ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或野生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ｏｒ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９ ０.３２ ＨＲＣ３１６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狗肝菜 — Ｄｉｃｌｉｐｔｅｒ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１ ０.４３ ＨＲＣ８９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野靛棵 ｗｏ ｊｉａ ｈｕ Ｊｕｓｔｉｃｉａ
ｐａｔｅｎｔｉｆｌｏｒ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０ ０.１１ ＨＲＣ８４９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九头狮子草 — Ｐｅｒｉｓｔｒｏｐｈｅ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２ ０.４１ ＨＲＣ２５７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球花马蓝 ｙａ ｃｅ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ｎｔｈｅｓ
ｄｉｍｏｒｐｈｏｔｒｉｃｈ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４ ０.６０ ＨＲＣ８４０

苦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三苞唇柱苣苔 — Ｃｈｉｒｉｔａ
ｔｒ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９ ０.０４ ＨＲＣ５２７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藜 —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２ ０.３２ ＨＲＣ７０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金荞麦 ｗｏ ｗｅｎｇ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８ ０.８３ ＨＲＣ８３９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萹蓄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ｅ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秋冬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４ ０.６１ ＨＲＣ９５２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尼泊尔蓼 ｗｏ ｎｉａｏ ｒｅ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０ ０.４５ ＨＲＣ７９２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习见蓼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ｌｅｂｅｉｕｍ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４ ０.６０ ＨＲＣ９７６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羊蹄 ｗａｎ ｄｅ ｍｕ Ｒｕｍｅｘ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１ ０.２３ ＨＲＣ８３７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尼泊尔酸模 — Ｒ.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叶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２ ０.３３ ＨＲＣ４２６

落葵科
Ｂａｓ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落葵薯 — Ａｎｒｅｄｅｒ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４ ０.５５ ＨＲＣ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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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植物名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

瑶名
Ｙａｏ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资源类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ｙｐｅ

采收季节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利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加工方法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打分排序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ＧＲ)

利用频度
Ｕｓａｇ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ｆ)

凭证
标本号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ＩＤ

马齿苋科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土人参 — Ｔａｌｉｎｕｍ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５ ０.５３ ＨＲＣ９７５

美人蕉科
Ｃａｎｎａｃｅａｅ

蕉芋 — Ｃａｎｎａ
ｅｄｕｌｉｓ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６ ０.６７ ＨＲＣ１０６

美人蕉科
Ｃａｎｎａｃｅａｅ

美人蕉 — Ｃ. ｉｎｄｉｃａ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５ ０.２０ ＨＲＣ７８８

猕猴桃科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聚锥水东哥 — Ｓａｕｒａｕｉａ
ｔｈｙｒｓｉｆｌｏｒａ

灌木
Ｓｈｒｕ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２ ０.３９ ＨＲＣ９６１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白毛乌蔹莓 ｃｈｏｕ ｔｅｎｇ Ｃａｙｒａｔｉａ
ａｌｂｉｆｏｌｉ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９ ０.０８ ＨＲＣ８８１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乌蔹莓 ｙａ ｂａ ｊｉｅ Ｃ.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０ ０.４９ ＨＲＣ８４３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栓翅地锦 ｓｈｉ ｔａｏ
ｔｅｎｇ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ｓｕｂｅｒｏｓ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６ ０.０９ ＨＲＣ６５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鸡矢藤 ｇｅ ｂａ Ｐａｅｄｅｒｉａ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８ ０.３９ ＨＲＣ１５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金剑草 ｓｉ ｆａｎｇ ｃａｏ Ｒｕｂｉａ ａｌａｔ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８ ０.２０ ＨＲＣ１７８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枸杞 — Ｌｙｃ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灌木
Ｓｈｒｕ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６ ０.２０ ＨＲＣ９４９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少花龙葵 ｗｏ ｇｕｏ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ｍ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２ ０.５６ ＨＲＣ８３１

秋海棠科
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秋海棠 —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块茎 Ｔｕｂｅｒ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６ ０.２０ ＨＲＣ９１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川续断 ｗｏ ｐｉ ｃｕｏ Ｄｉｐｓａｃｕｓ
ａｓｐｅｒ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８ ０.１７ ＨＲＣ８５９

三白草科
Ｓａｕｒｕｒａｃｅａｅ

蕺菜 ｗｏ ｚａ 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１ ０.３７ ＨＲＣ１１１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鸭儿芹 ｗｏ ｄｕｏ ｗｕ Ｃｒｙｐｔｏｔａｅｎ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３ ０.４９ ＨＲＣ８５０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水芹 —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３ ０.５５ ＨＲＣ９７３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构树 ｗｏ ｂｉ ｊｉｅ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乔木
Ｔｒｅｅ

栽培或野生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ｏｒ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２０ ０.９７ ＨＲＣ８２６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桑 ｗｏ ｊｉｅ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乔木
Ｔｒｅｅ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９ ０.９３ ＨＲＣ８２７

商陆科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ｃｅａｅ

商陆 ｚｕ ｚｉｏｎｇ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ｃｉｎｏｓ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０ ０.３７ ＨＲＣ８３０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荠 —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３ ０.４５ ＨＲＣ９７１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碎米荠 —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ｈｉｒｓｕｔ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４ ０.５３ ＨＲＣ９７４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鹅肠菜 — Ｍｙｏｓｏｔｏ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４ ０.５１ ＨＲＣ９５４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繁缕 —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ｍｅｄｉ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３ ０.４５ ＨＲＣ９５５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大野芋 ｗｏ ｂｉｅ 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
ｇｉｇａｎｔｅ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１ ０.２４ ＨＲＣ８２８

仙人掌科
Ｃａｃｔａｃｅａｅ

量天尺 — Ｈｙｌｏｃｅｒｅｕｓ
ｕｎｄａｔｕｓ

灌木
Ｓｈｒｕｂ

野生
Ｗｉｌｄ

秋冬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花
Ｆｌｏｗｅｒ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０ ０.０７ ＨＲＣ９６４

８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续表 １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植物名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

瑶名
Ｙａｏ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资源类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ｙｐｅ

采收季节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利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加工方法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打分排序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ＧＲ)

利用频度
Ｕｓａｇ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ｆ)

凭证
标本号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ＩＤ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柳叶牛膝 ｙａ ｇｅｉ 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９ ０.２１ ＨＲＣ８３４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莲子草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ｓｅｓｓｉｌｉ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１ ０.３６ ＨＲＣ９６３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刺苋 ａ ｎｉａｎｇ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ｕｓ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叶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７ ０.６４ ＨＲＣ９４７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苋 ｗｏ ｎｉｕ Ａ.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７ ０.７７ ＨＲＣ８２９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青葙 — Ｃｅｌｏｓｉ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３ ０.４０ ＨＲＣ９７２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飞蛾藤 ｗｏ ｎｉｏｎｇ Ｄｉｎｅｔｕ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春夏秋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８ ０.３７ ＨＲＣ８５４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猪菜藤 — Ｈｅｗｉｔｔｉａ
ｍａｌａｂａｒｉｃ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夏秋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８ ０.１２ ＨＲＣ９７７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番薯 ｙａｎ ｄｕ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ｂａｔａｔａｓ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９ ０.９７ ＨＲＣ１０５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序叶苎麻 ｗｏ ｇｕ ｂｉａｏ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ｃｌｉｄｅｍｉｏｉｄｅ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３ ０.４８ ＨＲＣ８３２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长序苎麻 — Ｂ. ｄｏｌｉｃｈ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４ ０.２０ ＨＲＣ８７８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苎麻 ｗｏ ｇｕ Ｂ. ｎｉｖｅａ 灌木
Ｓｈｒｕ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叶、果序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ｉｎｆｒｕｃｔｅｓｃｅｎｃｅ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７ ０.６４ ＨＲＣ８３６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八角麻 ｗｏ ｇｕ ｂｉａｏ ｈｕ Ｂ.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ｓ 灌木
Ｓｈｒｕ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３ ０.２４ ＨＲＣ８４７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长叶水麻 — Ｄｅｂｒｅｇｅａｓｉａ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叶、果序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ｉｎｆｒｕｃｔｅｓｃｅｎｃｅ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２ ０.３１ ＨＲＣ９０２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楼梯草 —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ｕｍ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７ ０.２９ ＨＲＣ９７０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糯米团 ｚｈａｎ ｚｈａｎ ｙａｏ Ｇｏｎｏｓｔｅｇｉａ
ｈｉｒｔ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枝叶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６ ０.５１ ＨＲＣ４８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紫麻 — Ｏｒｅｏｃｎｉｄｅ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灌木
Ｓｈｒｕ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５ ０.４１ ＨＲＣ８４２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广西紫麻 — Ｏ.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灌木
Ｓｈｒｕ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４ ０.４０ ＨＲＣ９５６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赤车 ｗｏ ｏｎ 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ａ
ｒａｄｉｃａｎ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７ ０.２７ ＨＲＣ８４４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石筋草 ｗｏ ｚｏｎｇ ｊｉｅ Ｐｉｌｅａ
ｐｌａｔａｎｉｆｌｏｒ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１ ０.３９ ＨＲＣ８４５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透茎冷水花 ｗｏ ｏｎ ｙａ Ｐ. ｐｕｍｉｌ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０ ０.３６ ＨＲＣ８５１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红雾水葛 — Ｐｏｕｚｏｌｚｉａ
ｓａｎｇｕｉｎｅａ

灌木
Ｓｈｒｕ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３ ０.３５ ＨＲＣ９５９

鸭跖草科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饭包草 ｗｏ ｚｏｕ ｗｕ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ｂｅｎｇｈａｌｅｎｓｉｓ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１０ ０.２８ ＨＲＣ８２２

鸭跖草科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竹节菜 — Ｃ. ｄｉｆｆｕｓ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１ ０.２９ ＨＲＣ１３８

鸭跖草科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水竹叶 — Ｍｕｒｄａｎｎｉａ
ｔｒｉｑｕｅｔｒ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０ ０.２０ ＨＲＣ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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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植物名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

瑶名
Ｙａｏ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资源类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ｙｐｅ

采收季节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利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加工方法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打分排序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ＧＲ)

利用频度
Ｕｓａｇ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ｆ)

凭证
标本号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ＩＤ

野牡丹科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地菍 —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
ｄｏｄｅｃａｎｄｒｕｍ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８ ０.１９ ＨＲＣ７８１

野牡丹科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尖子木 ｌｉ ｈｏｎｇ Ｏｘｙｓｐｏｒ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９ ０.２５ ＨＲＣ９１６

罂粟科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北越紫堇 ｔｕ ｈｕａｎｇ ｌｉａｎ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２ ０.１３ ＨＲＣ１４８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琉璃草 —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ｆｕｒｃａｔｕｍ

草本
Ｈｅｒｂ

野生
Ｗｉｌｄ

春夏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８ ０.１５ ＨＲＣ９６９

紫茉莉科
Ｎｙｃ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紫茉莉 ｗｏ ｂａｉ ｂａｉ 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
ｊａｌａｐａ

草本
Ｈｅｒｂ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全年可采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切碎煮熟或新鲜喂食
Ｃｕ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 ｆｅｅｄ ｆｒｅｓｈｌｙ

１２ ０.０９ ＨＲＣ８２５

　 注: 编目表中科名、植物名及学名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ｐｌａｎｔ.ｃｎ / 中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为依据ꎻ 排名主要以科名拼音字母顺序排序ꎬ次要以
学名的字母顺序排序ꎻ — 表示缺项ꎮ
　 Ｎｏｔ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ꎬ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ｐｌａｎｔ.ｃｎ / ꎻ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ｉｓ ｉｎ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ｉｓ ｉｎ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ꎻ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ｌａｃｕｎａ.

表 ２　 白裤瑶猪饲料植物科的组成分析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Ｂａｉｋｕ

Ｙａｏ ｆｏｒ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ｓ

类型
Ｔｙｐｅ

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占总科数的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

包含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占总种数的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

多种科(含 ５种及以上)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５ 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６ １４.２９ ５１ ４９.０４

寡种科 (含 ２~４ 种)
Ｄｅｐａｕｐｅｒａｔｅ ｆａｍｉｌｙ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２－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４ ３３.３３ ３１ ２９.８１

单种科(含 １ 种)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ｍｉｌｙ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ｏ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２ ５２.３８ ２２ ２１.１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４ １００.００

认为只有放养黑猪并喂养天然饲料才能使其更加

美味、健康ꎮ 这种传统文化很可能是相关饲料植

物知识仍旧保存良好的关键ꎮ 相比之下ꎬ我们同

样观察到白裤瑶地区周边的一些壮族和汉族村落

用现代方法饲养白猪ꎬ虽然产肉多ꎬ但其免疫力相

对较弱ꎬ并且关于利用野生植物作为饲料传统知

识的流失也较为严重ꎮ 由此可见ꎬ传统品种、传统

种质资源可能是一种维系地方传统知识网络稳定

性的重要因素ꎮ 未来ꎬ我们在对传统知识进行抢

救性保护的同时ꎬ还要重点关注当地的传统品种

(包括动物和植物)和传统种质资源ꎮ

Ａ. 枝叶ꎻ Ｂ. 全草ꎻ Ｃ. 叶ꎻ Ｄ. 种子ꎻ Ｅ. 谷壳ꎻ Ｆ. 果实ꎻ
Ｇ. 果序ꎻ Ｈ. 茎或块茎ꎻ Ｉ. 花ꎮ
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ꎻ Ｂ.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ꎻ Ｃ. Ｌｅａｆꎻ Ｄ. Ｓｅｅｄꎻ Ｅ. Ｈｕｓｋꎻ
Ｆ. Ｆｒｕｉｔꎻ Ｇ. Ｉｎｆｒｕｃｔｅｓｃｅｎｃｅꎻ Ｈ. Ｓｔｅｍ ｏｒ ｔｕｂｅｒꎻ Ｉ. Ｆｌｏｗｅｒ.

图 ３　 白裤瑶饲料植物的利用部位统计
Ｆｉｇ.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Ｂａｉｋｕ Ｙａｏ ｆｏｒ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ｓ

３.３ 饲料植物的功能开发和研究

本研究中ꎬ通过利用频度和综合利用总分反

映出当地人对栽培饲料植物的偏好ꎬ野生饲料植

物也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ꎮ 甚至ꎬ许多野生饲

料植物具有很好的开发价值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
许多植物在白裤瑶的评价中具有很好的营养价值

(ＧＲ 值里营养价值方面分数较高)ꎮ 然而ꎬ目前关

于这些植物的科学研究报道较少且与畜牧业无

关ꎮ 在畜牧业快速发展和对绿色饲料高度需求的

今天ꎬ对于这些野生饲料植物的科学验证、开发、
驯化、种植等都具有重要意义ꎬ本研究的植物编目

可以对这类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ꎮ 目前ꎬ我

０３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图 ４　 白裤瑶饲料植物的采集时间统计
Ｆｉｇ.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Ｂａｉｋｕ Ｙａｏ ｆｏｒ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ｓ

国对于野生饲料植物的本底调查还十分缺乏ꎬ值
得鼓励更多的科研工作者投身其中ꎮ

白裤瑶当地有非常丰富的野生饲料植物资源ꎮ
我们在进行采访过程中发现ꎬ大量饲料植物在当地

还有其他用途ꎮ 在已记录的饲料植物名录中ꎬ超过

５０％的植物在当地被用于其他用途ꎬ主要包括药用、
食用ꎮ 例如ꎬ铜锤玉带草(Ｌｏｂｅｌｉａ ｎｕｍｍｕｌａｒｉａ)的全

草煮水内服治疗结石、捣碎外擦可治疗带状疱疹ꎻ
白苞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被用于野菜炒食ꎮ 有些

饲料植物同时作为兽药ꎬ如尼泊尔蓼 (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可以用作治疗猪瘟和猪的内热ꎮ 这些饲

料植物的其他用途充分体现了当地人在植物资源

利用方面的智慧ꎬ同时从侧面反映了这些野生饲料

植物对牲畜的膳食补充和促进健康的效果ꎬ值得用

不同的学科和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进一步分析并推广ꎮ

４　 结论

本研究以我国白裤瑶地区为例ꎬ调查当地居

民对养猪饲料植物资源的传统知识ꎬ共记录了 １０４
种饲料植物ꎬ并记录了其当地名、生活型、利用部

位、采集季节和加工方法等相关信息ꎮ 通过针对

白裤瑶猪饲料植物利用频度的统计和小组讨论及

打分排序ꎬ我们筛选出了对当地综合利用价值较

高的饲料植物ꎮ 根据分析我们认为ꎬ当地“森林－
农田－庭园”相互搭配的资源利用模式不仅高效且

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ꎮ 当地人对于本地黑猪品种

的喜爱ꎬ并坚持以传统方式养殖ꎬ是相关饲料植物

知识仍旧保存良好的关键ꎮ 因此ꎬ我们所记录的

饲料植物具有一定的开发潜力ꎮ 总体来说ꎬ当地

猪饲料植物的相关传统知识保存较为完善ꎬ当地

人对其采集和管理十分科学ꎬ相关的饲料植物资

源值得后续进一步研究和开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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