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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资源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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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旨在为贵州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基础数据，采用分季节多次线路调查和

重点区域样地调查以及访问村民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对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和

特征分析。结果表明：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资源较为丰富，有７１科１５７属２９７种，分别占全国油
料植物科、属、种的６５．７４％、３９．５５％、３６．４９％，以单种科、单种属最多，从生活型来看，乔木１５７种，
占总种数的５２．８６％，占绝对优势；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属的分布特点是以温带分布略占优势，
表现为植物区系热带至亚热带向温带过渡的特点；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主要集中在海拔４００～
１０００ｍ，１０００ｍ以上分布的种较少，β多样性Ｃｏｄｙ指数测度发现，海拔６００～８００ｍＣｏｄｙ指数最
高，生物多样性受海拔影响明显；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含油量高的种类较多，含油量４０％以上的
有６４种，占总种数的２１．５５％。建议做好贵州黔东南州乌桕、木姜子类、黄连木、皂荚、山桐子、日
本白檀等油料植物的栽培驯化，同时加强对野生油料植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力度。

关键词：黔东南州；油料植物；资源调查；特征分析

中图分类号：Ｑ９４９．９３；ＴＳ２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９６９（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３２－０８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ｉｌｄｏｉｌｐｌａ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Ｑｉａｎｄｏｎｇ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ＡＮＧＬｉｄ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Ｔａｉｊｉ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Ｔａｉｊｉａｎｇ５５６３００，Ｇｕｉ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ｂａｓｉｃｄａｔａ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ｌｄｏｉｌｐｌａ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
Ｑｉａｎｄｏｎｇｎａｎ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ｗｉｌｄｏｉｌｐｌａ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Ｑｉａｎｄｏｎｇｎａｎ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ａｎｄｉｔ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ｉｎｅｓｕｒｖｅｙ，ｋｅｙ
ａｒｅａｓａｍｐｌｅ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ｌｄｏｉｌ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Ｑｉａｎｄｏｎｇｎａｎ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ｗａｓｒｉ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２９７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１５７ｇｅｎｅｒａａｎｄ７１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６５．７４％，３９．５５％ ａｎｄ３６．４９％ ｏｆｏｉｌｐｌａｎｔ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ｗｉｌｄｏｉｌｐｌａｎｔｓｗｅｒｅ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ｓｉｎｇｌｅｇｅｎａｒｅｉｎＱｉａｎｄｏｎｇ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ｌｉｆｅｔｙｐ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５７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ａｒｂｏ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５２．８６％ 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ｗｉｌｄｏｉｌｐｌａｎｔｇｅｎｅｒａｉｎＱｉａｎｄｏｎｇ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ｗａｓ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ｚｏｎ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ｚｏｎｅｔｏ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ｚｏｎｅｔｏ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ｚｏｎｅ．ＩｎＱｉａｎｄｏｎｇｎａｎ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ｗｉｌｄｏｉｌ
ｐｌａｎｔｓｍａｉｎｌ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４００－１０００ｍ，ａｎｄｆｅｗ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ｂｏｖｅ１０００ｍ．Ｔｈｅβ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ｄｙｉｎｄｅｘ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ｄｙｉｎｄｅｘｏｆ６００－８００ｍｗ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ｗｉｌｄｏｉｌ
ｐｌａｎｔ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ｗｉｌｄｏｉｌｐｌａ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ｏｉ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Ｑｉａｎｄｏｎｇｎａｎ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６４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ｉｔｈｏｉ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ｂｏｖｅ４０％，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２１．５５％ ｏｆ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ｔｉ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ｔｏｄｏａｇｏｏｄｊｏｂｉ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ｉｌｐｌａｎｔｓｉｎ

Ｑｉａｎｄｏｎｇｎａｎ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ｕｃｈ
ａｓＳａｐｉｕｍ ｓｅｂｉｆｅｒａ， Ｌｉｔｓｅａ ｐｕｎｇｅｎｓＨｅｍｓｌ，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Ｉｄｅｓｉａ
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ｏｉｌ

２３１ ＣＨＩＮＡＯＩＬＳＡＮＤＦＡＴＳ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９Ｎｏ４



ｐｌａｎｔｓ，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ｌｄｏｉｌｐｌａｎｔ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Ｑｉａｎｄｏｎｇｎａｎ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ｏｉｌｐｌａ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油脂的来源主要有动物类和植物类，其中植物
类占７０％左右［１］。油料植物也称油脂植物，是指植

物体的种子、果实、花等器官中含有油脂的植物。植

物油脂既是人类营养的重要来源，也是一些工业产

品的重要原料，在食品、化工、医药、能源等领域均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２］。贵州黔东南州不但植物

资源丰富，而且山地资源丰富，发展油料植物具有先

天的优势，通过调查掌握该地区油料植物种类、分布

状况和特征，开发和筛选一批生长能力强、结实率

高、产油量高、油脂品质高的野生油料植物，进行种

质资源选育、丰产栽培技术试验和驯化，可为产业化

提供稳定而优质的油料植物品种。目前，除杨礼旦

等［３］对贵州台江县的木本油料植物进行调查分析

外，未见对贵州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资源进行研

究的报道，使得这一地区的野生油料植物资源没有

得到应有的开发利用。因此，本文在对贵州黔东南

州野生油料植物资源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对黔东南

州野生油料植物资源进行统计分析，以期为黔东南

州开发利用野生油料植物资源提供基础数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区概况

贵州黔东南州地处长江、珠江上游，境内清水

江、舞阳河、都柳江三大干流穿过，以雷公山为分水

岭，分别汇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是两江上游重要

的生态安全屏障。地理位置为东经 １０７°１７′２０″～
１０９°３５′２４″，北纬２５°１９′２０″～２７°３１′４０″，东邻湖南省
怀化市，南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和河池市，西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抵遵义市、铜仁市。全境

东西宽 ２２０ｋｍ，南北长 ２４０ｋｍ，土地总面积
３０３３７．１０ｋｍ２，占贵州省土地总面积的１７．２％。全
州森林覆盖率６７．９８％，生态区位突出。境内沟壑
纵横，山峦延绵，重崖迭峰，有雷公山、云台山、佛顶

山等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１９个，占全州国土面积
的７．８％，两江一河地表水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
质，全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９６％以
上。黔东南州年均气温在１４．６～１８．５℃之间，年降
水量１０１０．４～１３６７．５ｍｍ，年均日照为１０４８．５～
１３０６．５ｈ，占可照时数４％～２９％，处于全国日照时
数低值区内，年平均相对湿度７８％ ～８３％，年无霜
期２７３～３２７ｄ。土壤类型多样，成土母质以碎屑岩
类的母岩母质为主，占总土地面积的８６％；碳酸盐

母岩母质次之，占总土地面积的１１％。主要森林土
壤多为黄壤。黔东南州内天然林主要是常绿阔叶

林、常绿落叶混交林和针阔混交林，约占林业用地的

３６％，州内生物种类繁多，有各种植物３６２３种，分
属２１４科１０５０属。其中野生植物资源１９４科９４７
属３３００余种，植物种类较为丰富。
１．２　研究方法

在查阅资料［１，４－９］的基础上，通过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对全州１６个县（市）采用分季节多次线路调查和
重点区域样地调查以及访问村民相结合的调查方

法，记录沿调查线路和访问村民观察到的野生油料

植物的种类、生境和数量等，同时进行标本采集、拍

照建档、参考有关资料［５－９］对种类鉴定，查阅油脂含

量相关资料［１，１０］对野生油料植物的含油量、含油部

位、用途等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β多样性测度Ｃｏｄｙ指数，比对物种组成沿
环境梯度的替代速率，分析海拔段生物多样性变化

规律，计算为 β多样性测度 Ｃｏｄｙ指数（βＣ）。βＣ＝
［ｇ（Ｈ）＋ｌ（Ｈ）］／２，式中：ｇ（Ｈ）为随海拔段增加的
物种数量；ｌ（Ｈ）为随海拔段减少的物种数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植物种类组成

根据调查和查阅相关资料，黔东南州野生油料

植物较为丰富，有２９７种，隶属７１科１５７属，科、属、
种分别占全国油料植物科、属、种的 ６５．７４％、
３９．５５％、３６．４９％［１］。其中：裸子植物３科１３属１７
种，以 红 豆 杉 科 （Ｔａｘａｃｅａｅ）４属 ７种、松 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５属６种为主；被子植物６８科１４４属２８０
种，主要以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８属 ５３种、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７属 １４种、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７属
１３种、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４属 １２种、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４属１２种、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９属１２种、
榆科（Ｕｌｍａｃｅａｅ）３属６种、漆树科（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ｃｅａｅ）４
属６种、山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２属５种等为主，被子植
物占优势。从科来看，以樟科、木兰科、豆科、大戟

科、芸香科占优势；从属来看，大于５种的属有木姜
子属（Ｌｉｔｓｅａ）１１种、樟属（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１０种、山胡
椒属（Ｌｉｎｄｅｒａ）９种、花椒属（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７种、安息
香属（Ｓｔｙｒａｘ）６种、润楠属（Ｍａｃｈｉｌｕｓ）６种。这６个
属共４９种，占总种数的１６．５０％，为优势属。黔东
南州野生油料植物科、属的组成见表１。从表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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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以单种科、单种属

最多。

表１　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科、属的组成

科分级 数量 占比／％ 属分级 数量 占比／％

含１种的科 ３１ ４３．６６ 含１种的属 ９３ ５９．２４

含２～５种的科 ２３ ３２．３９ 含２～５种的属 ５８ ３６．９４

含６～１０种的科 １１ １５．４９ 含６～１０种的属 ５ ３．１８

含１１种以上的科 ６ ８．４５ 含１１种以上的属 １ ０．６４

从生活型来看：乔木１５７种，占总种数的５２．８６％；
灌木７４种，占总种数的２４．９２％；草本４３种，占总
种数的１４．４８％；藤本 ２３种，占总种数的 ７．７４％。
乔木占绝对优势，灌木次之，草本和藤本较少。

２．２　植物地理区系
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科、属的区系分布特征

见表２。
表２　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科、属的区系分布特征

分布型 科
占总

科数／％ 属
占总

属数／％

世界分布 ９ １２．６８ ９ ５．７３

泛热带分布 ２１ ２９．５８ ２７ １７．２０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洲际

间断分布
５ ７．０４ １２ ７．６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 ２ ２．８２ ７ ４．４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３ ４．２３ ５ ３．１８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１ １．４１

热带亚洲分布 ６ ８．４５ １８ １１．４６

北温带分布 １８ ２５．３５ ３１ １９．７５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２ ２．８２ １５ ９．５５

旧世界温带分布 ６ ３．８２

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 １ １．４１ ３ １．９１

东亚分布 ３ ４．２３ ２１ １３．３８

中国特有分布 ３ １．９１

合计 ７１ １００．００１５７ １００．００

从表２可以看出：按照吴征镒等［１１－１２］对种子植

物区系成分划分的方法，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科

的地理区系分为１１个类型，以泛热带分布及其变型
２１科〔如樟科 、山茶科、柿科（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无患子
科（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等〕、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１８科
〔如松科、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胡桃科（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等〕为主，分别占总科数的２９．５８％和２５．３５％，是构
成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科地理分布区类型的主骨

架；其次是世界分布 ９科〔如豆科、蔷薇科、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等〕，占 １２．６８％。热带分布科共 ３８

科，占５３．５２％；温带分布科共 ２４科，占 ３３．８０％。
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科的分布特点是具有热带性

质，同时和温带性质具有一定的联系。

从属的分布类型上看，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

属的地理区系分为１２个类型，以北温带分布及其变
型３１属〔如松属（Ｐｉｎｕｓ）、红豆杉属（Ｔａｘｕｓ）水青冈
属（Ｆａｇｕｓ）等〕和泛热带分布及其变型２７属〔如朴
属（Ｃｅｌｔｉｓ）、柿属（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柞木属（Ｘｙｌｏｓｍａ）、花
椒属等〕为主，分别占总属数的１９．７５％和１７．２０％；
其次是东亚分布及其变型 ２１属〔如猫儿屎属
（Ｄｅｃａｉｓｎ）、猕 猴 桃 属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栾 树 属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等〕，占 １３．３８％；再者为热带亚洲分
布及其变型１８属〔如润楠属（Ｍａｃｈｉｌｕｓ）、南五味子
属（Ｋａｄｓｕｒａ）、山茶属（Ｃａｍｅｌｌｉａ）等〕和东亚和北美
间断分布及其变型１５属〔如漆属（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石楠属（Ｐｈｏｔｉｎｉａ）、檫木属（Ｓａｓｓａｆｒａｓ）等〕，分别占
１１．４６％和９．５５％。热带分布属共６９属，占４３．９５％；温
带分布属共７６属，占４８．４１％。黔东南州野生油料
植物属的分布特点是以温带分布略占优势，表现为

植物区系热带至亚热带向温带过渡的特点。黔东南

州野生油料植物科、属地理成分特征与省内的江口

县［１３］、万山区［１４］以及邻近湖南省的德夯风景名胜

区［１５］、湘西地区［１６］基本一致，与武功山［１７］、井冈

山［１８］、庐山［１９］、壶瓶山［２０］油料植物区系地理成分

特征相近，但温带分布占优势的特征更突出。

２．３　分布特征
２．３．１　地域分布

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州内各县都有分布，以

黎平县最多（２１３种），其次是榕江县、从江县和雷山
县，岑巩县最少（１３９种）。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
呈现东部种类多，南部种类少的特征，这与黔东南州

的森林植被有关，东部森林植被保存较完好，植物种

类丰富。

２．３．２　垂直分布
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在海拔４００～１４００ｍ

范围内都有分布。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β多样性
的垂直分布格局见表３。
表３　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β多样性的垂直分布格局

海拔／ｍ 种数 Ｃｏｄｙ指数

［４００，６００］ １８２ ＿

（６００，８００］ ２０９ １１８．０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１９４ １０４．５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７３ ９７．０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 ３６ 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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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３可知：海拔４００～６００ｍ，分布有１８２种，占
总种数的６１．２８％；海拔６００～８００ｍ，分布有２０９种，
占总种数的７０．３７％；海拔８００～１０００ｍ，分布有１９４
种，占总种数的６５．３２％；海拔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ｍ，分布
有７３种，占总种数的２４．５８％；海拔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ｍ，
分布有３６种，占总种数的１２．１２％。黔东南州野生油
料植物主要集中在海拔４００～１０００ｍ，１０００ｍ以上分
布的种较少，高海拔地区不太适宜油料植物的生长。

海拔６００～８００ｍ是野生油料植物分布集中区，随海拔
下降和上升，野生油料植物种数呈逐步下降的特征。

从表３还可以看出，海拔６００～８００ｍ的 Ｃｏｄｙ
指数最高，达１１８．０，表明这一海拔段野生油料植物
生物多样性最高，海拔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ｍ的Ｃｏｄｙ指数
最低。随着海拔上升，Ｃｏｄｙ指数下降，说明黔东南
州野生油料植物在海拔段分布规律明显，黔东南州

野生油料植物生物多样性受海拔影响较明显。

２．４　含油量及含油部位
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含油量统计结果见表

４。黔东南州野生高含油量（＞４０％）植物种类、用
途及蕴藏量见表５。

表４　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含油量统计结果

含油量／％ 种数 占比／％

１０．０～１９．９ ５６ １８．８６

２０．０～２９．９ ９４ ３１．６５

３０．０～３９．９ ８３ ２７．９５

４０．０～４９．９ ３６ １２．１２

５０．０～５９．９ ２２ ７．４１

６０．０～６９．９ ６ ２．０２

合计 ２９７ １００．００

表５　黔东南州野生高含油量植物种类、用途及蕴藏量

序号 科名 种名 生活型 含油部位 含油量／％ 用途 蕴藏量 生境

１ 松科 铁坚油杉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乔木 种子 ４７．９ 工业用油 ＋ 寨中空地

２ 红豆杉科 三尖杉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乔木 种仁 ６６．１ 工业用油 ＋ 村旁、林缘边

３ 粗榧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灌木 种子 ５９．６ 制皂、润滑油 ＋ 林缘边

４ 榧树Ｔｏｒｒｅｙａｇｒａｎｄｉｓ 乔木 种子 ４３．７ 食用、润滑油 ＋ 林中

５ 五味子科 华中五味子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ｓ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藤本 种子 ４２．２ 药用、工业用油 ＋＋＋ 沟谷杂木林下

６ 红茴香Ｉｌｌｉｃｉｕｍｈｅｎｒｙｉ 灌木 果实、叶 ４２．３ 香精原料 ＋＋ 林缘、路边

７ 木兰科 阔瓣含笑Ｍｉｃｈｅｌｉａｐｌａｔｙｐｅｔａｌａ 乔木 种子 ５８．２ 工业用油 ＋＋ 林中、林缘

８ 厚朴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乔木 种子 ４５．８ 制皂 ＋ 林中、路边

９ 木通科 三叶木通Ａｋｅｂｉａ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ａ 藤本 种子 ４３ 工业用油 ＋＋＋ 山坡灌丛或沟

谷杂木林下

１０ 樟科 红果黄肉楠

Ａｃｔｉｎｏｄａｐｈｎｅｃｕｐｕｌａｒｉｓ 灌木 种子 ４６．４ 制皂、润滑油 ＋ 溪边

１１ 猴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乔木
果仁、

枝叶
４８．９

提取芳香油、

工业用油
＋＋＋ 风景林中

１２ 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乔木 果实 ４３．９ 提取芳香

油、润滑油
＋＋＋ 林中、村旁

１３ 肉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ｓｓｉａ 乔木
果实、

树皮
４６．４ 提取芳香

油、药用
＋＋＋ 林中

１４ 川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乔木
果实、

枝叶
４８．３ 提取芳香油 ＋＋＋ 林中

１５ 黄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ｐｏｒｒｅｃｔｕｍ 乔木
种仁、

枝叶
５５．４ 药用、制皂 ＋＋ 林中

１６ 香叶树Ｌｉｎｄｅｒ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乔木 种仁 ５０ 食用、

工业用油
＋＋＋ 林缘边、路边

１７ 红果山胡椒Ｌｉｎｄｅｒａ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ａｒｐａ 乔木
果仁、

枝叶
４８．７ 食用、香精、

工业用油
＋＋ 林缘边、路边

１８ 香叶子Ｌｉｎｄｅｒａ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乔木 种子 ５６．１ 工业用油 ＋＋ 林中、林缘边

１９ 山胡椒Ｌｉｎｄｅｒａｇｌａｕｃａ 乔木 果实 ５３．０ 提取芳香油、

工业用油
＋＋＋ 林缘边

２０ 山鉼 Ｌｉｎｄｅｒａｒｅｆｌｅｘａ 灌木 种子 ５３．７ 工业用油 ＋＋＋ 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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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序号 科名 种名 生活型 含油部位 含油量／％ 用途 蕴藏量 生境

２１ 黑壳楠Ｌｉｎｄｅｒａｍｅｇａｐｈｙ 乔木 种子 ５２．２ 制皂 ＋＋ 路边

２２ 香粉叶Ｌｉｎｄｅｒａｐｕｌｏｃｈｅｒｒｉｍａ 乔木 种子 ４１．３ 工业用油 ＋＋＋ 林中、林缘边

２３ 山鸡椒 Ｌｉｔｓｅａｃｕｂｅｂａ 灌木 种仁 ６１．８ 制皂、润滑油 ＋＋＋＋ 林中、林缘边

２４ 黄丹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乔木 种子 ５３．０
提取芳香油、

工业用油、食

用、药用

＋＋ 林中

２５ 宜昌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乔木 果实 ４８．２
提取芳香油、

工业用油、食

用、药用

＋＋ 林中、林缘边

２６ 毛叶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ｍｏｌｌｉｓ 乔木 果实 ４３．６
提取芳香油、

工业用油、食

用、药用

＋＋＋ 林中、林缘边

２７ 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ｐｕｎｇｅｎｓ 乔木 果实 ５５．４ 食用、药用 ＋＋＋＋ 林中、林缘边

２８ 红叶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ｒ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乔木 果实 ４２．７
提取芳香油、

食用、工业

用油

＋＋＋ 林中、林缘边

２９ 檫木Ｓａｓｓａｆｒａｓｔｚｕｍｕ 乔木 种子 ４０．４ 工业用油 ＋＋ 林中、村旁

３０ 豆科 皂荚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乔木 种子 ４０．０ 制皂、润滑油 ＋＋ 村旁、路边

３１ 安息香科 野茉莉Ｓｔｙｒａｘ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灌木 种子 ４２．５ 制皂、润滑油 ＋＋ 林中

３２ 山矾科 日本白檀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灌木 种子 ４０．４ 工业用油 ＋＋ 疏林中、林缘

３３ 山茱萸科 光皮
"

木Ｓｗｉｄａ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 乔木 果肉、种仁 ４４．６ 食用 ＋＋ 林中

３４ 三裂瓜木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ｐｌａｔａｎｉｆｏｌｉｕｍｖａｒ．ｔｒｉｌｏｂｕｍ 乔木 种子 ５１．８ 工业用油 ＋＋＋ 路边、林缘边

３５ 毛八角枫Ａｌａｎｇｉｕｍｋｕｒｚｉｉ 乔木 种子 ４１．３ 工业用油 ＋＋＋ 路边、林缘边

３６ 桦木科 榛Ｃｏｒｙｌｕｓ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乔木 种子 ５１．６ 食用、药用 ＋ 林中

３７ 壳斗科 板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 乔木 种子 ４３．４ 食用、工业用油 ＋＋＋＋ 林缘边

３８ 水青冈Ｆａｇｕｓｌｏｎｇｉ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ａ 乔木 种仁 ５６．８ 食用、工业用油 ＋＋ 林中

３９ 胡桃科 野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 乔木 种仁 ６８．２ 食用、工业用油 ＋＋ 林中

４０ 贵州山核桃Ｃａｒｙａ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乔木 种仁 ６８．６ 食用、工业用油 ＋ 林中

４１ 湖南山核桃Ｃａｒｙａｈｕ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乔木 种仁 ６３．７ 食用、工业用油 ＋＋ 林中

４２ 杜英科 猴欢喜Ｓｌｏａｎｅ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乔木 种皮 ５６．７８ 工业用油 ＋ 林中

４３ 大戟科 山乌桕Ｓａｐｉｕｍ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乔木 种子 ４０．８ 生物能源、制皂 ＋＋ 林缘、沟边

４４ 乌桕Ｓａｐｉｕｍｓｅｂｉｆｅｒａ 乔木 种子 ４２．２ 生物能源、涂料等 ＋＋ 林缘、路边

４５ 油桐Ｖｅｒｎｉｃｉａｆｏｒｄｉｉ 乔木 种子 ５６．８ 涂料、油漆 ＋＋＋ 林缘、路边

４６ 木油桐Ｖｅｒｎｉｃｉａｍｏｎｔａｎａ 乔木 种仁 ５８．６ 涂料、油漆 ＋＋ 疏林中、林缘

４７ 蓖麻Ｒｉｃｉｎｕ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草本 种子 ４６．１ 工业用油 ＋＋＋ 荒地

４８ 叶下珠科 算盘子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ｐｕｂｅｒｕｍ 灌木 种子 ５１．０ 药用、工业用油 ＋＋＋ 灌木丛中、林缘

４９ 秋枫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乔木 种子 ４３．８ 润滑油 ＋＋＋ 沟谷林中

５０ 唇形科 海通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ｏｒｕｍ 乔木 种子 ５１．８ 工业用油 ＋＋ 沟边、路边

５１ 山茶科 油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灌木 种子 ４２．４ 食用、工业用油 ＋＋＋ 林中、林缘

５２ 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灌木 种子 ４６．７ 工业用油 ＋＋＋ 林中、林缘

５３ 卫矛科 苦皮藤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ａｎｇｕｌａｔｕｓ 藤本 果实 ４４．０ 药用、工业用油 ＋＋＋ 山坡灌丛中

５４ 南蛇藤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藤本 种仁 ５５．６ 药用 ＋＋ 山坡灌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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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序号 科名 种名 生活型 含油部位 含油量／％ 用途 蕴藏量 生境

５５ 西南卫矛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ｕｓ 灌木 种子 ５２．６ 工业用油 ＋＋ 林下

５６ 蓼科 扛板归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ａ 草本 种子 ６２．７ 药用 ＋＋＋ 田边、路旁

５７ 苦木科 臭椿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乔木 种子 ４６．３ 工业用油、药用 ＋＋ 林中

５８ 漆树科 木蜡树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ｅ 乔木 果实 ４１．９ 工业用油 ＋＋＋ 林中

５９ 黄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乔木 种子 ５６．５ 生物能源、

工业用油
＋ 风景林中

６０ 金粟兰科 草珊瑚Ｓａｒｃａｎｄｒａｇｌａｂｒａ 灌木 种子 ４９．５ 药用 ＋＋＋ 林中

６１ 菊科 苍耳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ｓｔｒｕｍａｒｉｕｍ 草本 种子 ４４．８ 药用 ＋＋＋＋ 荒地、山坡

６２ 大麻科 朴树Ｃｅｌｔ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乔木 种仁 ４３．０ 润滑油 ＋＋＋ 林缘、村边、沟边

６３ 苦木科 苦木Ｐｉｃｒａｓｍａｑｕａｓｓｉｏｉｄｅｓ 乔木 种子 ５０．９ 工业用油 ＋＋ 林中、林缘

６４ 无患子科 复羽叶栾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 乔木 种仁 ４２．２ 工业用油 ＋＋ 疏林中

　注：数据后无标注的是参考《中国油脂植物》和《中国油脂植物手册》，含油量为多个产地的平均值；为参考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工业用油
脂植物类（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ｓｄｂ．ｃｎ／ｎｅｗｚｒｚｙ／ｎｔ００．ａｓｐ？）；＋表示蕴藏量较少，＋＋表示蕴藏量中等，＋＋＋表示蕴藏量较多，＋＋＋＋表
示蕴藏量丰富

　　由表４、表５可知，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含油
量１０．０％ ～１９．９％的有５６种，占１８．８６％，如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石 灰 花 楸 （Ｓｏｒｂｕｓ
ｆｏｌｇｎｅｒｉ）、杨梅（Ｍｙｒｉｃａｒｕｂｒａ）等；含油量 ２０．０％ ～
２９．９％的有 ９４种，占 ３１．６５％，如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红豆杉（Ｔａｘ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宜昌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深 山 含 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ｍａｕｄｉａｅ）、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等；含油量
３０．０％ ～３９．９％的有 ８３种，占 ２７．９５％，如紫藤
（Ｗｉｓｔｅｒ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木

（Ｓｗｉｄ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桑 （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构 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ｐａｐｒｉｆｅｒａ）、重阳木（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
等；含油量４０．０％～４９．９％的有３６种，占１２．１２％，
如 乌 桕 （Ｓａｐｉｕｍ 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山 乌 桕 （Ｓａｐｉｕｍ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油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光皮

"

木

（Ｓｗｉｄａ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宜昌木姜子（Ｌｉｔｓｅａ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肉
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ｓｓｉａ）、川 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苦皮藤（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ａｎｇｕｌａｔｕｓ）等；含油量
５０．０％ ～５９．９％的有 ２２种，占 ７．４１％，如粗榧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西 南 卫 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ｕｓ）、木姜子（Ｌｉｔｓｅａｐｕｎｇｅｎｓ）、黄丹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ｅｌｏｎｇａｔａ）、榛（Ｃｏｒｙｌｕｓ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等；含油
量６０．０％ ～６９．９％的有６种，占２．０２％，分别为三
尖杉（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ｆｏｒｔｕｎｅｉ）、山鸡椒（Ｌｉｔｓｅａｃｕｂｅｂａ）、
野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贵州山核桃（Ｃａｒｙａ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湖南山核桃（Ｃａｒｙａｈｕ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扛
板归（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ａ）。含油量４０％以上野生
油料植物的有６４种，占２１．５５％，表明黔东南州野

生油料植物具有含油量高的植物种类较多、可开发

潜力大的特征。黔东南州是樟科野生油料植物的富

集区，且其高含油量的种多。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

物的含油部位主要有种子、种仁、果实、叶、根、树干

（皮）、花等器官。总体来看，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

物含油部位以种子、种仁、果实为主，以种子为含油

部位的种类最多，少量的以叶、花、根为含油部位。

２．５　用途分析
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油的用途统计结果见表６。
表６　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油的用途统计结果

用途 种数 占比／％

工业用油 １２８ ４３．１０

制皂 ４５ １５．１５

制润滑油 ３６ １２．１２

食用 ４１ １３．８０

药（医）用 ２４ ８．０８

提取芳香油 １３ ４．３８

制漆（含涂料） ５ １．６８

香精原料 ２ ０．６７

生物能源 ３ １．０１

由表６可知：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油根据主要
用途分为 ９大类，以工业用油最多，有 １２８种，占
４３．１０％，如穗花杉（Ａｍｅｎｔｏｔａｘｕｓａｒｇｏｔａｅｎｉａ）、檫木
（Ｓａｓｓａｆｒａｓｔｚｕｍｕ）、铁坚油杉（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马
尾松、猴欢喜（Ｓｌｏａｎｅ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槐（Ｓｏｐｈｏ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杨梅等；其次用于制皂有４５种，占１５．１５％，如粗榧、云
实（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ｄｅｃａｐｅｔａｌａ）、皂荚（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云
贵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光叶石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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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ａｂｒａ）等；用于食用有４１种，占１３．８０％，如油茶、
榧 树 （Ｔｏｒｒｅｙ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榛、山 桐 子 （Ｉｄｅｓｉａ
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毛 叶 山 桐 子 （Ｉｄｅｓｉａ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ｖａｒ．
ｖｅｓｔｉｔａ）、花椒（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ｂｕｎｇｅａｎｕｍ）等；用于制
润滑 油 有 ３６种，占 １２．１２％，如 朴 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化香树、榔榆（Ｕｌｍｕｓ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重阳木、
冻绿 （Ｒｈａｍｎｕｓｕｔｉｌｉｓ）等；药 （医）用 ２４种，占
８．０８％，如南五味子（Ｋａｄｓｕｒａｌｏｎｇｉ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红
豆杉、南方红豆杉（Ｔａｘ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ｖａｒ．ｍａｉｒｅｉ）、黄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ｐｏｒｒｅｃｔｕｍ）、苍耳（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ｓｔｒｕｍａｒｉｕｍ）
等；用于提取芳香油的有１３种，占４．３８％，主要是樟
科植物；用于制漆（含涂料）的有５种，占１．６８％，如
油桐（Ｖｅｒｎｉｃｉａｆｏｒｄｉｉ）、木油桐（Ｖｅｒｎｉｃｉａｍｏｎｔａｎａ）、漆
（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ｖｅｒｎｉｃｉｆｌｕｕｍ）等；用于生物能源的有３
种，占１．０１％，为山乌桕、乌桕、黄连木；用于香精原
料的有２种，占０．６７％，黄心夜合（Ｍｉｃｈｅｌｉａｍａｒｔｉｎｉｉ）
的叶、红毒茴（Ｉｌｌｉｃｉｕｍ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ｍ）的果实和叶是提
取香精的重要原料。以上的用途分类是目前初步了

解的用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生产生活的实践，

更多的用途将被开发出来。

２．６　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开发现状及建议
黔东南州人民对油料植物开发利用的历史悠

久，油茶、花椒栽培在２００年以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黔东南州人民以出售油桐籽、乌桕籽、生漆、五倍子、

胡桃等的所获作为收入来源的一部分。樟科油料植

物用途广泛，是提取芳香油和人们日常生活调料的

主要原料来源，尤其是我国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的

少数民族地区，如木姜子油是该地区传统的民间食

用油和调味品，特别是酸汤类食品酸汤鱼等的必不

可少的重要原料，近年来黔东南州对木姜子进行了

开发利用，如将其作为生产木姜子系列产品的原料

等。目前，对各种野生油料植物开发利用已引起州、

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发展以油茶、花椒为主的油

料植物已被纳入经济发展规划，也已建成规模较大

的相关产业基地，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当前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开发利用很不充

分，开发利用的种类极单一。在掌握野生油料植物

生物学特性、油脂成分组成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开发

和筛选一批生长能力强、结实率高、产油量高、油脂

品质高的野生油料植物，如对乌桕、木姜子类、黄连

木、皂荚、山桐子、日本白檀等油料植物进行种质资

源选育、丰产栽培技术试验和驯化，建立野生油料植

物可持续利用基地和人工种植、引种驯化基地，加强

对已建成基地和在建基地的管理，为产业化提供稳

定而优质的油料植物品种，同时加强对野生木本油

料植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力度。

３　结　论
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多样性丰富，且有多种

开发潜力大的种。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有７１科
１５７属２９７种，以被子植物占绝对优势。从物种组
成上看，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以单种科、单种属最

多；从生活型来看，乔木 １５７种，占总种数的
５２．８６％，占绝对优势。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的资
源特色是樟科的种，有５３种，且高含油量的种多，是
樟科野生油料植物的富集区。

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属的分布特点是以温带

分布略占优势，表现为植物区系热带至亚热带向温

带过渡的特点；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主要集中在

海拔４００～１０００ｍ，１０００ｍ以上分布的种较少，β
多样性测度Ｃｏｄｙ指数发现，海拔６００～８００ｍＣｏｄｙ
指数最高，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生物多样性受海

拔影响明显。黔东南州野生油料植物含油量４０％
以上的有６４种，占总种数的２１．５５％，用途涵盖以
工业用油为主的９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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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９个种源滇牡丹籽中脂肪酸组成的聚类分析

　　欧氏距离越短，组内种源脂肪酸组成结构越接
近。由图２可看出，当欧氏距离为５时，９个种源被
分为３个大簇：ＤＹＲ、ＤＬＪ、ＤＮＬ、ＤＨＸ、ＤＹＷ及 ＤＨＱ
为一簇，其在欧氏距离为３附近时被分为２个亚簇，
其中 ＤＹＲ、ＤＬＪ、ＤＮＬ及 ＤＨＸ样品聚为一个亚簇，
ＤＹＷ和ＤＨＱ聚为一个亚簇；ＤＬＤ单独成一簇；ＤＹＬ
及ＤＬＳＨ为一簇。
３　结　论

对人工栽种于同一样地的９个不同地理种源的
滇牡丹籽基本营养成分及脂肪酸组成进行比较分

析。结果表明，９个种源滇牡丹籽中 ＤＨＸ种源样品
粗脂肪含量显著高于其他种源样品，９个种源滇牡
丹籽的脂肪酸组成相同，３种含量最高的脂肪酸中，
除油酸含量差异较小外，亚油酸含量及 α－亚麻酸
含量变异系数均相对较大，ＤＬＤ种源样品中 α－亚
麻酸含量高于其他种源样品。９个种源滇牡丹籽主
要性状指标与种源地地理因子相关性分析表明，滇

牡丹籽百粒鲜质量和百粒干质量与海拔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棕榈酸含量与经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脂

肪酸ＰＣＡ表明，硬脂酸、α－亚麻酸、十一酸、油酸、
癸酸及亚油酸最能反映出不同种源滇牡丹籽中脂肪

酸的组成情况。经聚类分析，９个种源滇牡丹籽被

分为３个大簇。上述结果表明，在开展油用滇牡丹
人工育种工作时，应充分考虑育种过程中父母本的

种源地因素，以获得更好的油用滇牡丹选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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