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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双版纳黄瓜(Cucumis sativus var. xishuangbannanesis)是黄瓜的一个变种。云南省西双版纳及周边地区的少

数民族长期以来栽培、管理和利用这种黄瓜, 使它成为当地重要的作物农家品种, 对其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 了解

其传统知识十分必要。我们于2017–2018年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调查了西双版纳黄瓜农家品种及其相关的传统

知识。结果表明, 与现代品种相比, 西双版纳黄瓜农家品种具有香味浓郁、耐贮藏等特异性; 西双版纳的傣族、基

诺族、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拥有丰富的关于西双版纳黄瓜农家品种的传统知识。西双版纳黄瓜种质资源在大部

分村寨已经消失或濒临消失, 与之相关的传统知识也随之消亡, 目前仅在海拔较高、交通欠发达的边远山区还栽

培和保留了少量的农家品种。建议开展西双版纳黄瓜农家品种的原生境保护, 既保护其种质资源, 也保护相关的

传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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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Xishuangbanna cucumber variety (XC), Cucumis sativus var. xishuangbannanesis, has been 
cultivated, managed and used for many generations by ethnic people in Xishuangbanna Prefecture, South 
Yunnan, China. It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crop landrace in local communities. An ethnobotanical investig-
ation was conducted in Xishuangbanna in 2017–2018 to collect the agronomic traits of XC and the 
associat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XC fru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shelf life and 
delicious flavor. The Dai, Jinuo, Yi, Yao and other ethnic communities were believed to historically possess 
rich traditional knowledge about XC. Most villagers today, however, did not grow XC and thus their XC 
genetic resources have been lost together with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Only a few households in the 
remote and high-altitude mountainous villages continue to cultivate very limited amounts of XC for family 
consumption. The genetic resources of XC and the associated traditional cultures have suffered rapid decline. 
We suggest that on-farm conservation should be adopted to protect both the genetic resources of XC and the 
associat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Key words: Cucumis sativus var. xishuangbannanesis; landrace; traditional knowledge; biodiversity; in situ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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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品种(landrace)也称为传统品种(traditional 
variety)、地方品种(local variety), 是指经过长期驯

化、在当地环境中选育或演化形成的、适应了当地

自然条件和文化环境的、与其他种群相区别的植物

或动物的传统遗传资源类型(Camacho et al, 2005; 
Commission on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
iculture, 2013; Sponenberg, 2014), 它与一般意义上

的品种 (cultivar)或者正规审定品种 (standardized 
breed or cultivar)不同, 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并与当

地文化相互作用。农家品种一直是农业生物多样性

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人们提供食物安全和营养保障, 
也提供其他产品和服务(Bellon et al, 2015), 被认为

是遗传资源宝库, 为当地农户及育种家源源不断提

供培育新品种所需的遗传资源。 
自1890年E. von Proskowetz和F. Schindler首次

在国际农林大会上提出将农家品种作为遗传资源

进行保护以来, 这一问题开始受到各国科学家的广

泛关注, 并多次成为国际会议的讨论热点(Zeven, 
1998)。1927年, 由国际农业研究所(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的前身)组织的国际农业大会对农家品种的

保护进行了广泛讨论, 并提出参与者应该通过在农

场(就地保护, in situ conservation)和学校试验地种

植农家品种, 组织本国的农家品种保护行动。农作

物的就地保护是指农业生态系统中农家品种的原

生境保护(Soleri & Smith, 1995)。近年来, 农业生物

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郭
辉军等, 2000; Gotor et al, 2018)。农业生物多样性以

生物多样性为基础, 是指从品种(种内)、半栽培和采

集管理种(物种层次), 到具有多物种的农业生态系

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农地景观和相关的技术、文

化、政策(Brookfield & Stocking, 1999)。与迁地保护

相比, 就地保护对农家品种的保护更为有效(Bellon 
et al, 2017), 其传统方法是由农民贮藏种子, 对大

部分地区的很多品种、野生近缘种来说, 这是最重

要且最有效的手段(Wood & Lenné, 1997)。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是全球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历史悠久, 形成

了丰富的作物遗传资源(Xu et al, 1999)。作物农家品

种的保护是农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的基础, 是
在农业生态系统中进行的动态保护, 是农业生物多

样性就地保护的重要途径; 旨在保留作物潜在的利

用价值, 这对于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是十分

必要的。中国西双版纳地区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尤为

丰富, 历史上由于高山阻隔, 与外界交流一直较少, 
至今仍然保存着各种各样的半栽培状态植物, 以及

由当地农民选育出的大量农家品种(郭辉军和龙春

林, 1998)。自2002年以来, 随着退耕还林计划的实

施, 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建设, 交通条件

的改善, 橡胶、香蕉、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

扩大, 以及作物新品种逐渐替代农家品种, 当地的

农业生物多样性大幅下降(Shen et al, 2017)。 
黄瓜(Cucumis sativus)是重要的蔬菜作物, 其

保护地栽培面积居我国蔬菜的首位。作为植物性别

分化和维管束发育研究的模式植物, 黄瓜的生物学

研究在近年来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全基因组测序

更是极大地推动了黄瓜的相关研究(Huang et al, 
2009), 相继克隆或定位了一批重要的农艺性状基

因, 如性别决定基因M (Li et al, 2009)、苦味基因Bi 
(李曼等, 2010)、果瘤基因Tu (Zhang et al, 2010)、β-
胡萝卜素基因(Bo et al, 2012)等。西双版纳黄瓜

(Cucumis sativus var. xishuangbannaensis)是黄瓜的

一个变种(戚春章等, 1983), 简称为版纳黄瓜, 是分

布在我国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周边地区的特有

种质资源。与普通黄瓜相比, 它具有香气浓、果型

特异、耐贮藏、单瓜质量大等特异性, 是拓宽黄瓜

育种品质遗传背景的重要资源(李锡香等, 2004; 沈
镝等, 2009a, b)。目前 , 在国家蔬菜种质中期库中保

存了1,521份黄瓜资源, 其中30份为版纳黄瓜(沈镝

等, 2010; Wang et al, 2018)。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利用版纳黄瓜进行新品种的构建, 以及对其农艺

性状的遗传分析。例如, 国外有研究人员利用引自

我国的1份版纳黄瓜资源创建了3份高胡萝卜素含

量的加工类型黄瓜新种质(Simon & Navazio, 1997)。
我国的研究人员利用版纳黄瓜与普通黄瓜杂交组

合, 构建重组自交系群体, 进行黄瓜重要农艺性状

的遗传分析(薄凯亮等, 2011; 沈镝等, 2011)。本文对

其进行了系统的民族植物学调查, 旨在详细了解版

纳黄瓜农家品种的栽培现状, 记录当地少数民族对

其管理利用的传统知识和相关民族文化, 以期挖掘

版纳黄瓜农家品种的潜在价值, 促进当地农业生物

多样性保护。 

 
西双版纳位于云南省南部, 地处21°10ʹ–22°40ʹ 

1  研究区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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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99°55́ –101°50ʹ E, 属于北回归线向南的热带湿

润区域, 热带雨林气候, 日照充足, 雨量充沛, 有
着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资源, 被称为动、植物王国, 
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地区。西双版纳居住着傣

族、布朗族、基诺族、瑶族、彝族、哈尼族等十几

个民族, 当地人民掌握着丰富的与动植物相关的传

统知识。西双版纳的蔬菜资源丰富, 分布范围广, 
当地少数民族多以家庭为单位, 于房前屋后、菜园、

沟边等, 种植蔬菜, 随吃随取。 

 
2017–2018年在西双版纳进行了实地考察, 主

要地点包括: 景洪市的基诺族乡和勐养镇, 勐腊县

的勐仑镇、勐伴镇、尚勇镇、瑶区乡、关累镇、易

武镇和象明乡, 以及勐海县的打洛镇、勐阿镇和勐

遮镇, 对版纳黄瓜农家品种及其传统知识进行了调

查。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
view)、关键人物访谈(key-informant interview)等方

法(Martin, 1998; 雷启义等, 2017), 共调查了27个村

寨9个民族的137人。调查的内容包括: 黄瓜农家品

种的当地名称、保留情况、种植方式、利用方式, 以
及相关的民族习俗等。共收集了11份版纳黄瓜资源, 
全部保存于国家蔬菜种质中期库。 

 
3.1  西双版纳黄瓜农家品种的特异性 

版纳黄瓜是典型的农家品种, 一直以来都没有

进行任何品种改良, 经过当地人的长期栽培和利用, 
形成了其独特的农艺性状。版纳黄瓜的果型有短柱

形和方圆形, 外形与哈密瓜相似。老熟瓜皮有3种颜

色, 即乳白、灰白和棕黄色。嫩果的果肉为绿白色, 
老熟瓜的果肉为橙色, 这是区别于普通黄瓜的重要

特征之一。单果重2–3 kg, 最大果重5 kg左右。与普

通黄瓜相比, 单瓜种子数目多。版纳黄瓜香味浓郁, 
嫩瓜和老瓜都可食用, 老瓜味道酸甜。老熟瓜耐贮

藏, 常温下可贮存2个月左右。版纳黄瓜在栽培过程

中, 不需搭架挂蔓, 也无需浇水和施肥, 且具有抗

病虫的特性, 极大地减轻了山区农民进行作物田间

管理的负担。 
3.2  西双版纳黄瓜农家品种的传统知识和文化 
3.2.1  农家品种的命名 

当地人根据栽培方式以及果型的差异将当地

黄瓜农家品种分为两个类型: 一种套种在山上的轮

歇地, 果型巨大, 被称为“大黄瓜”或“山黄瓜”, 即
版纳黄瓜; 另一种种植在房前屋后或者田间, 果型

较小(依然比普通黄瓜果型大), 被称为“黄瓜”或“小
黄瓜”。 

当地黄瓜农家品种民间命名方式有两种, 分别

为: 形态特征——基诺族和傣族根据黄瓜的外形特

征, 将果型巨大的黄瓜农家品种(版纳黄瓜)命名为

“大黄瓜”, 傣族将果型较小的黄瓜命名为“小黄瓜”; 
生境特征——布朗族和佤族将种植于山上的黄瓜

(版纳黄瓜)命名为“山黄瓜”。 
相同含义的黄瓜命名, 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有

不同的称呼。例如, 基诺族将“大黄瓜”称为siku, “黄
瓜”moso siku; 傣族将“大黄瓜”称为diang gua或
diang jing, 将“小黄瓜”称为diang sang; 布朗族和佤

族分别将“山黄瓜”称为gei yong和jie guo。 
3.2.2  传统的种植方式 

在刀耕火种时期, 当地人将版纳黄瓜与旱稻、

玉米等作物套种, 种植于山上的火烧地。其中, 基
诺族对轮歇地的管理体现了山地民族生态文化的

独特性。具体做法是: 将轮歇地划分为若干片, 每
一块土地只耕种1年, 按时更换种植的农作物, 13年
为一个周期, 保证了被砍烧的植被能及时恢复。同

时, 基诺族人们在砍烧新的轮歇地时, 往往会保留

具有食用、药用和文化价值的树种。尽管刀耕火种

时期已经结束, 但轮歇地以及多种作物套种的栽培

管理方式仍被沿用。勐腊县瑶区乡是西双版纳唯一

的瑶族乡, 属于山区, 农业耕地多, 很多村寨的农

户都在轮歇地种植黄瓜农家品种, 通常将黄瓜与玉

米、南瓜、四季豆等作物套种。版纳黄瓜无论攀援

与否, 都能够正常生长并结果, 因此当地少数民族

利用其攀援特性与其他作物套种, 更加充分地利用

空间光照; 同时, 利用版纳黄瓜抗病虫害的特性, 
降低了病虫害入侵农田的风险, 提高了生态系统的

稳定性。 
3.2.3  食用方法 

版纳黄瓜是当地少数民族最喜爱的食物之一,
食用部位主要是果肉。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皮直接

作为水果或零食吃, 有时蘸白糖食用。凉拌、炒熟、

煲汤以及腌制酸黄瓜, 也是当地人喜食的方式。此

外, 哈尼族利用版纳黄瓜的根治疗感冒, 具有清热

解毒的功效。 

2  研究方法 

3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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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传统文化 
版纳黄瓜也是各少数民族祭祀活动中的供品

之一。布朗族过年祭祀祖先时, 将黄瓜洗净、剖开

并蒸熟, 与去皮蒸熟的芋头、从庭园中采集的鸡冠

花, 以及酒一起作为供品。祭过祖先之后, 再将供

品中的食物吃掉。佤族在“新米节”时, 将一把小米

和黄瓜包在一起, 于烧香处悬挂一晚, 用于辟邪。

第二天把米放入鸡肚中煮熟, 黄瓜切片(不煮), 招
待亲朋。傣族祭祀时需要两三种蔬菜, 通常会用白

菜、黄瓜等家中最常见的蔬菜; 当有人过世时, 则
会将家中的两三种作物种子洒在屋外。 
3.2.5  种子保存和交换方式 

当地农户黄瓜种子的传统来源主要有3个, 分
别是自家留种、亲友之间交换、作为嫁妆由新娘带

到男方家庭。自家留种是最普遍的方式, 当年留种, 
第二年播种。由于环境因素以及保存方法受限, 通
常种子只会保留一年。基诺族为了延长种子保存时

间, 有时会将成熟老瓜悬挂起来, 第二年剖开取种

子。基诺族、傣族、佤族都会将黄瓜种子作为嫁妆。

佤族婚嫁时, 用芭蕉叶包裹各种作物的种子。 
3.3  西双版纳黄瓜农家品种保护与利用现状 

在2000年以前, 西双版纳山区村寨几乎所有的

农户都种植版纳黄瓜农家品种, 但近年来越来越少, 
甚至在一些村寨已绝迹。在调查区域的105个村寨

中, 挑选出27个村寨进行访谈和实地考察, 结果发

现仅15个村寨中的部分农户仍然在种植版纳黄瓜

农家品种(表1), 涉及到的民族有傣族、哈尼族、基

诺族、瑶族和彝族, 其中景洪市基诺族乡巴卡小寨 
 
表1  主要调查地点及西双版纳黄瓜农家品种种植情况 
Table 1  Sites investigated and cultivation status of Xishuangbanna cucumber landraces 

县市 
County 

乡镇 
Township 

村寨/市场 
Village/Market 

主要民族 
Nationality  

是否种植黄瓜 
Cultivation 

景洪 
Jinghong 

勐养 Mengyang 勐养集市 Mengyang Market 傣族 Dai 是 Yes 

基诺族 Jinuo 亚诺寨 Yanuo 基诺族 Jinuo 否 No 

巴卡小寨一组 Baka Village Group 1 基诺族 Jinuo 是 Yes 

巴卡小寨三组 Baka Village Group 3 基诺族 Jinuo 是 Yes 

新寨 Xinzhai 基诺族 Jinuo 是 Yes 

扎果树村 Zhaguoshu 基诺族 Jinuo 是 Yes 

勐腊 
Mengla 

勐仑 Menglun 曼炸综合集贸市场 Manzha Market 傣族 Dai 是 Yes 

曼纳堵村 Mannadu 傣族 Dai 否 No 

勐伴 Mengban 城子一组 Chengzi Group 1 傣族 Dai 是 Yes 

卡咪村 Kami 布朗族 Bulang 否 No 

上回落村 Shanghuiluo 瑶族 Yao 否 No 

尚勇 Shangyong 尚冈村 Shanggang 傣族 Dai 否 No 

井冈村 Jinggang 傣族 Dai 是 Yes 

王四龙村 Wangsilong 布朗族 Bulang 否 No 

瑶区 Yaoqu 竜(龙)巴河小寨 Longbahe 瑶族 Yao 是 Yes 

关累 Guanlei 回库村 Huiku 苗族、哈尼族 Miao, Hani 否 No 

红毛树村 Hongmaoshu 哈尼族 Hani 是 Yes 

盘新龙寨 Panxinlong 哈尼族 Hani 否 No 

易武 Yiwu 易武集市 Yiwu Market 瑶族 Yao 是 Yes 

象明 Xiangming / 彝族 Yi 是 Yes 

勐海 
Menghai 

打洛 Daluo 打洛农贸市场 Daluo Market 傣族 Dai 是 Yes 

勐阿 Menga 城子村 Chengzi 傣族 Dai 否 No 

嘎赛村 Gasai 傣族 Dai 否 No 

曼短 Manduan 傣族 Dai 是 Yes 

勐遮 Mengzhe 小旧笼 Xiaojiulong 汉族 Han 否 No 

星火山村 Xinghuoshan 傣族 Dai 是 Yes 

佤族寨 Wazu 佤族 Wa 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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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勐腊县瑶区乡海拔高于龙巴河小寨(包括龙巴

河小寨)的村寨以及象明乡少数几个村寨等地位于非

常偏远的地段, 种植黄瓜农家品种的农户数较多。 
绝大多数村寨已经不再种植版纳黄瓜。例如, 

景洪市基诺族乡亚诺村和勐海县勐遮镇佤族寨, 以
种植茶树为主; 勐腊县勐伴镇卡咪村的布朗族, 将
土地出租用于种植橡胶、香蕉和芭蕉; 勐腊县尚勇

镇、勐海县勐阿镇嘎赛村的傣族主要种植经济作

物。通过出售橡胶等经济作物产品, 加上近年来村

村通公路, 农户有能力而且比较方便从市场购买蔬

菜, 因此不再种植黄瓜农家品种, 其他蔬菜的种植

规模也在减少。 
版纳黄瓜农家品种的传统知识主要由家庭成

员中的老人和妇女掌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年
轻人外出求学或务工, 传统知识和文化的传承受到

威胁, 农家品种的价值渐渐被忽略。 
调查结果显示, 在交通便利、经济较发达的地

方, 版纳黄瓜农家品种几乎绝迹, 仅有极少数农户

偶尔种植。只有在海拔较高的偏远山区, 由于不适

宜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 且交通不发达, 黄瓜农家

品种仍然是部分村民的一种重要资源, 相关的传统

知识也得以保存。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 版纳黄

瓜农家品种资源数量正在加速减少, 已处于濒临灭

绝的边缘, 与之相关的传统知识也即将消失, 必须

尽快采取措施加以抢救、收集、保存、研究, 发掘

并利用其特异的性状和基因资源。 

 
迁地保护和种质库保存是保存作物遗传资源

的重要措施。然而, 对农家品种特别是少数民族地

区作物农家品种进行就地保护或在地保育更有必

要, 这不仅能保护这些珍贵的遗传资源, 而且能确

保其适应变化的环境, 也能保护与之相关的传统知

识和文化, 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农业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以及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 因此值得大力提倡。 
版纳黄瓜农家品种是我国数以万计农家品种

的一个缩影。采用科学的手段阐明其特异性, 揭示

其重要价值, 将为农家品种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

供科学依据。建议: (1)通过一系列培训或交流, 促
进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农家品种保护的价值达成共

识。(2)提供技术指导, 加强政策扶持, 在促进农家

品种保护的同时, 提高农户的生计水平。(3)利用

Bellon等(2015)开发的就地保护与农民生计评估框

架对农家品种就地保护的效果进行评估, 不断改

善就地保护措施, 促进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4)以科学研究数据为依据, 挖掘版纳黄瓜的优良

特性, 以申报地理标志产品, 并扩大生产, 达到保

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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