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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广西野生蔬菜共 170种 , 64科 , 分别占广西植物种、 科总数的 2. 03%和 22. 22% ; 十字花科 ( Cruciferae ) ( 12

种 )、 菊科 ( Compositae) ( 16种 )、 禾本科—竹亚科 ( Gramineal- Bambusoideae) ( 12种 ) 共有 40种 , 占野菜种数的

23. 53% ; 苋科 ( Ama ranthaceae) ( 8种 )、 仙人掌科 ( Cac taceae ) ( 8种 )、 百合科 ( Liliaceae ) ( 6种 )、 蓼科

( Polyg onaceae) ( 6种 )共有 28种 , 占野菜种数的 16. 47% ; 有 35个科的野菜仅 1种。全区均有分布的野菜有 49科、 84种 ;

分布于桂南的野菜有 8科、 12种 , 分布于桂北的野菜 24科、 68种。170种野菜中 , 木本 36种 , 占 21. 18% , 归属于 14科 ;

草本 127种 , 占 74. 70% , 归属于 46科 ; 藤本 7种 , 占 4. 12% , 归属于 5科 ; 以整株、 茎、 叶、 花为主要食用部位的 (合

占 84. 12% )多收采于春夏 ,而以果实、 种子和根为主要食用部位的 (合占 15. 88% )多收采于秋冬。不同种类野菜 , 其

营养价值差异很大。一些野菜的某种营养成分的含量远高于栽培蔬菜 , 有的还含有栽培蔬菜中所没有的特殊营养成

分和药用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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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otal 170 species f rom 64 families of wi ld vegetables( WV) , taking up respec-

tiv ely 2. 03% o f the to tal species( T S) and 22. 22% o f total families( TF) of the plants in Guangxi.

40 species deriv ed f rom Crucifereae ( 12 species) , Composi tae ( 16 species) and Gramineael- Bam-

busoideae ( 12 species) takes up 23. 53% of the total WVs, and 28 species deriv ed f rom Amaran-

thaceae ( 8 species) , Cactaceae ( 8 species) , Liliaceae ( 6 species) and Po lygonaceae ( 6 species) takes

up 16. 47% of the to tal WVs, and there are 35 fami lies o f WVs w ith only one species. 84 WV

species f rom 49 families dist ribute in the who le Guangxi, 12 WV species f rom 8 families in southern

Guangx i, 5 WV species f rom 2 families in w estern Guangxi , 68 species f rom 24 families in northern

Guangx i. Among 170 WV species, there a re 36 species o f 14 fami lies for w oody plants taking up

21. 18% , 127 species of 46 families for the herbs, and 7 species of 5 families for the vines taking up

4. 12% . The WVs wi th w hole plant , stems, leaves and flow ers as edible parts are mainly harv ested

in spring and summar, taking up 84. 12% , and the WVs wi th f rui t, seed and root as edible parts are

mainly harv ested in autumn and winter, taking up 15. 88% . The nutri tio n varies wi thin dif ferent

WV s. Some of WV s are bet ter than the cultiva rs for their high nutrition, some o f WVs also contain

a certain of special nut ri tion and mat ter fo r hea lth.

Key words　w ild vegetable , species , exploitation, pro tection

　　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农业生产中化肥和农药使

用量的不断增加及生产中忽视蔬菜品种提纯复壮 ,蔬

菜生产出现了许多问题 , 如品种退化、病虫害频繁而

严重、害虫抗性增强 ; 蔬菜中的化肥残留物及农药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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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通过食用进入人体 , 诱发或加重了各种疾病的发

生 ,直接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各

国园艺家们在蔬菜繁育和生产中采用选育或从国内

外引种高产、 优质、 抗病虫能力强的蔬菜优良种类 ,

减少农药和化肥使用 ,开发利用野生蔬菜资源 ,改善

栽培管理等措施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提高产量、

保证优质等。由于野生蔬菜具有抗逆性强、 鲜嫩、 营

养价值高、无污染等特点 , 其开发利用已成为科学家

和蔬菜消费者的焦点 , 并已初步表现出良好的前景。

许多发达国家在研究野生蔬菜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

及遗传育种等的基础上 ,已组织力量对野生蔬菜的综

合开发利用进行系统研究 , 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

欧洲各国、日本等正在开发野菜市场 , 开展商品化生

产 [1. 2 ]。

广西野生蔬菜资源很丰富 , 种类多 , 分布面广 ,

许多野菜的营养价值很高 ,优于同类栽培蔬菜 ,有的

还含有独特的营养成分或良好的药用价值 , 在科研、

食用、 饲用、 工业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但开

发利用中存在不少问题 ,丰富的资源未能得到合理的

开发利用和保护。为此 , 我们在收集以往调查资料的

基础上 ,于 1995年至 1997年组织力量对广西桂南、桂

中、桂北的 20多个县 (市 )的野菜资源进行了初步调

查研究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广西野生蔬菜资源的特点

1. 1　种类丰富 , 分布广泛

广西位于热带—— 亚热带 ,其高温多雨、四季分

明的季风气候和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及土壤类型 ,为

各种植物的广泛分布提供了有利条件。据现有资料统

计 , 广西可作为蔬菜食用的植物即野生蔬菜共有 170

种 , 归属于 64科 , 分别占广西植物的种 ( 8354)、 科

( 288) 总数的 2. 03%和 22. 22% ; 但不同科的野生蔬

菜种类数量差异较大 , 以十字花科 ( Cruciferae) ( 12

种 )、 菊科 ( Composi tae) ( 16种 )、 禾本科 -竹亚科

( Gramineal-Bambusoideae) ( 12种 )等 3个科的野菜种

类最多 , 共有 40种 , 占野生蔬菜种数 23. 53% ; 其次

是苋科 ( Amaranthaceae ) ( 8种 )、 仙人掌科

( Cactaceae) ( 8种 )、 百合科 ( Liliaceae) ( 6种 )、 蓼科

( Polyg onaceae) ( 6种 ) 等 4个科 , 共有 28种 , 占野生

蔬菜种类总数的 16. 47% ; 35个科的野生蔬菜仅有 1种

(表 1)。

　　广西野生蔬菜的分布面广。据统计 , 全区均有分

布的野生蔬菜有 49科、 84种 ,分别占广西野生蔬菜科、

种总数 76. 56%和 50. 00% ;仅分布于桂南的野生蔬菜

表 1　广西野生蔬菜种类统计

Table 1　 Species of wild vegetables in Guangxi

科名 Fami ly
种的数量

Amoun t of
species

科名 Fami ly
种的数量

Amoun t of
species

科名 Fami ly
种的数量

Amoun t of
species

1.紫萁科 Osmundaceae 2

2.蚌壳蕨科 Dick soniaceae 1

3.凤尾蕨科 Pteridaceae 2

4.裸子蕨科 Cymnogrammaceae 1

5.水蕨科 Ceratopteridaceae 1

6.蹄盖蕨科 Ath yriaceae 1

7.乌毛蕨科 Blech naceae 1

8.苏铁科 Cycad aceae 2

9.频科 Marsileaceae 1

10.沙椤科 Cyatheaceae 1

11.樟科 Lau raceae 1

12.胡椒科 Pip eraceae 1

13.三白草科 Sau rcu raceae 1

14.十字花科 Cruciferae 12

15.石竹科 Caryoph yl laceae 3

16.马齿苋科 Por tulacaceae 2

17.蓼科 Polyg onaceae 6

18.藜科 Chenopodiaceae 3

19.苋科 Amaranthaceae 8

20.落葵科 Basellaceae 1

21.千屈菜科 Lyth raceae 1

22.柳叶菜科 Onagraceae 1

23.仙人掌科 Cactaceae 8

24.锦葵科 Malv aceae 1

25.苏木科 Caesalpiniaceae 5

26.蝶形花科 Papilionaceae 5

27.桑科 Moraceae 3

28.青皮木科 Olacaceae 1

29.山柑科 Opi liaceae 1

30.苦木科 Simarubaceae 1

31.楝科 Meliaceae 1

32.五加科 Araliaceae 5

33.伞形科 Umbellif erae 3

34.杜鹃花科 Ericaceae 1

35.败酱科 V alerianaceae 2

36.菊科 Composi tae 16

37.报春花科 Primulaceae 1

38.车前草科 Plan taginaceae 3

39.茄科 Solanaceae 4

40.玄参科 Scroph ulariaceae 1

41.紫葳科 Big noniaceae 3

42.唇形科 Labiatae 5

43.蔷薇科 Rosaceae 2

44.胡芦科 Cucu rbi taceae 3

45.寻麻科 Urt icaceae 1

46.茜草科 Rubiaceae 1

47.忍冬科 Capri foliaceae 1

48.桔梗科 Campanulaceae 1

49.爵床科 Acanthaceae 1

50.眼子菜科 Potamogetonaceae 1

51.水鳖科 Hydrochari taceae 1

52.芭蕉科 Musaceae 1

53.百合科 Liliaceae 6

54.鸭跖草科 Commelinaceae 2

55.雨久花科 Pontederiaceae 2

56.菝契科 Smilacaceae 1

57.薯蓣科 Dios coreaceae 12

58.买麻藤科 Gnetaceae 1

59.睡莲科 Nymphaeaceae 3

60.白花菜科 Capparidaceae 2

61.虎耳操科 Saxi f ragaceae 1

62.禾本科 -竹亚科 Gramineal- Bambu-
soideae

12

63.念珠藻科 Begoniaceae 1

64.秋海棠科 Begoniaceae 1

合计 Total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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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科、 12种 , 分别占广西野生蔬菜科、 种总数的

12. 50%和 7. 06% ; 仅分布于桂西的野生蔬菜有 2科、

5种 , 分别占广西野生蔬菜科、 种总数的 3. 13%和

2. 94% ; 仅分布于桂北的野生蔬菜有 24科、 68种 , 分

别占广西野生蔬菜科、 种总数的 37. 50%和 40. 00%

(表 2)。总的来说 , 广西野生蔬菜的分布趋势是山区

多 , 平地少。

1. 2　营养价值高 , 种间差异大

不同种类的野生蔬菜的质地、营养成分的组成及

其含量差异很大 (表 3、 表 4)。据统计 , 在 170种野生

蔬菜中 , 木本 36种 , 占 21. 18% , 归属于 14科 ; 草本

127种 ,占 74. 70% ,归属于 46科 ; 藤本 7种 ,占 4. 12% ,

归属于 5科。总的说来 ,野生蔬菜的营养价值较高 ,许

多野生蔬菜的某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栽培蔬菜的几

倍 ,有的还含有栽培蔬菜没有的特殊营养成分和药用

成分 ; 如葛仙米 ( N . commune (Vauch ) Flenk )和香

椿 ( T . sinensis ( A. Juss) Roem ) 嫩芽中的蛋白质含

量分别高达 22. 5%和 15. 9% ,远高于栽培蔬菜 ; 鲜荠

菜 (Capsel la hursapasrtoris Medic)中维生素 C的含

量高达 120 mg /100g～ 340 mg /100g ,比蔬菜 Vc之王

的番茄要高得多 ; 马齿苋 ( P. oleracea L. ) 中维生

素 E的含量 ( 12. 2 mg /100 g )是菠菜的 6倍 , 其中还

富含 W-3脂肪酸和α-亚麻酸的含量 ,α-亚麻酸的含量

( 300 mg /100 g～ 400 mg /100 g ) 比任何一种叶类蔬

菜均高 , 是菠菜的 10倍
[3 ]
; 蕨菜 ( P. aquil lum ( L. )

Kuh n) 中含有 16种氨基酸 , 其中 8种是人体必须的 ,

表 2　广西野生蔬菜分布情况

Table 2　 The distribution of wild vegetables in Guangxi

分布区

Dist ribu tion area

种类数量

Amoun t of

species

　　　　　主要种类 Main species

在全广西均有分

布 All Area of

Guangxi

84

蕨菜 ( P. aqui llum ( L. ) Kuhn)、木姜子 ( L . cubeba ( Lour. ) Pers. )、荠菜、鱼腥草 ( Houttynia cord ata

Thb. )、豆瓣菜 (N astur tium o f f icinale)、焊菜 (R . mon f lana (Wall) Smal l)、马齿苋、火炭母 ( P. chinense

L. )、藜 (C. serotinum L. )、刺苋 (A . spinosus )、野苋 ( A . viridi s L. )、落葵 (Basel la rubra L. )、节节菜

(Rotala india (W ild ) )、月见草 (Oenanthera biennis L. )、木槿 ( H. syviacus L. )、决明 (C . tora L. )、构树
(B. pap yri f era ( L. ) Vent )、香椿、崩大碗 (C. asiatica ( L. ) Urb. )、革命菜 (G. crepidioides Benth)、蒲公
英 ( T . mongol icum H. -M. )、五月艾 ( A . valgari sL. )、车前草 ( P. major L. )、枸杞 (L . chinense Mil l)、酸

浆 ( P. f ranchett i Mas t )、少花笼葵 (S .n ig rum L. var. pauci f lorum Liou)、白苏 ( P. f rutescens ( L. )

Bi rtt )、紫苏 ( P. f ru tescens ( L. ) Bi rt t. var. cri spa )、佛手瓜 ( S. edule)、狗肝菜 ( Dicl ip tera ch inensis

Nees )、萱草 ( H. f ulva L. )、水葫芦 ( E. crassipes ( Mart. ) Solm s) 、薯蓣 (D. batatas Decne)等。

桂 东 Eas tern

Guangxi
86

除全广西都有分布的 84种外 , 还有野薄荷 (M. haolocalyx Briq)、淡竹 ( P . n ig ra ( Lodd) mun ro var.

h enonis(m if f ) Stapf et Rendle)。

桂 东 南 South-

eas tern Guangxi
89

除全广西都有分布的 84种外 ,还有牛漆 ( A . bidentata Bl. )、轮叶沙参 ( A. t etr aph yl ia ( Th b. ) Fis ch )、茨

实 ( E. f exok saf i sb )、萍蓬草 (N . pumi lum Smith)、树头菜 (C . uni locularis )。

桂 南 Sou thern

Guangxi
95

除全广西都有分布的 84种外 , 还有水萝卜 (R. islan dica)、风花菜 (R . palust ris Bess )、量天尺 ( H.

undatus( Haw. ) Bri t t et Rose)、号角树 (Cecrop ia pel tata L. )、厚叶葱木 ( A. dasy ph yl la Miq. )、鸡儿肠
(Aster ind icus L. )、野薄荷、白花菜 (C . gynand ra )、树头菜、毛竹 (P . pubescens )等。

桂 西 南 South-

w es tern Guang xi
96

除全广西都有分布的 84种外 , 还有水萝卜、 山菠萝 (C . siamensis Miq. )、 量天尺、狭叶败酱 ( P.

angusti fol ia Hems l)、红背菜 ( G. bicolor DC. )、绞股兰 ( G. p enta ph yllum ( Th b. ) Mac. )、水车前 (O.

ali smoides ( L. ) Pers)、树头菜等。

桂 西 w es tern

Guangxi
87

除全广西都有分布的 84种外 , 还有亢子梢 (C . macrocarpa ( Bge. ) Rehd. )、 忍冬 (Lonicera ja pon ica

Thunb. )、葛仙米 (N . commune (Vauch ) Flenk )。

桂 西 北 North-

w es tern Guang xi
113

除全广西都有分布的 84种外 , 还有宽叶自萁 (O. japonica Bl. )、牛蘩蒌 (M yosoton aquqticum )、酸模

(Rumex a cetosa L. )、何首乌 (P . mul ti f lorum Thunb. )、 皱叶酸模 (R . cr isp us L. )、柳叶菜 (E. hirsutum

L. )、水苋菜 ( A . caudatus L. )、五加 ( A. gracil istylus W. W. Sm. )、牛蒡 ( Arctium la p pa L. )、苦菜 ( I.

Chinensis( Th b. ) Nak)、苦荬菜 (Sonchus arvensis L. )、山莴苣 (L . ind ia L. )、珍珠菜 ( L . clethroides

Duby)、杏叶沙参 ( A. st ricta Miq)、轮叶沙参、水苦荬 (V . anagal l ia L. )、绞股兰、忍冬等。

桂 北 Nor thern

Guangxi
152

除全广西都有分布的 84种外 ,还有中华凤丫蕨 (C . intermed ia Hieron )、碎米荠 (C. hirsuta L. )、鸡肉菜
(C . f lexuosa With )、无瓣焊菜 (R. dubia )、牛蘩蒌、酸模、何首乌、皱叶酸模、柳叶菜、水苋菜 ( A. caudatus

L. )、刺槐 (R. pseu doa cacia L. )、胡枝子 (L . bicolor Turcz)、臭椿 ( A . al ti ssima ( M i ll) Sw ingle)、五加、三

叶五加 ( A . t ri f oliatus ( L. ) Vos s)、土当归 (A . cordata Thunb)、厚叶葱木、败酱 (P . scabiosaefol ia Fisch

et Link)、牛蒡、小蓟 (C . chinensi s Gard en et Champ )、红背菜、苦菜、野苦荬菜 ( I. Dent icu lata ( Hou tt )

Stebb )、苦荬菜、山莴苣、鸡儿肠、珍珠菜、杏叶沙参、轮叶沙参、水苦荬、野薄荷、鸡爪根 ( P. d iscolor

Bge. )、绞股兰、忍冬、水车前、百合 (L . brown ii . var. colchesteri (Wal l. ) W il s)、萍蓬草、扯根草 ( P.

chinensi s)、 方角 竹 (C . quad rangular is ( Fenzi ) Makino)、 水 竹 ( P. congesta Rendle)、 麻 竹 ( S.

lat i f lorus ( Mun ro) McClu re)等。

桂 东 北 North-

eas tern Guangxi
100

除全广西都有分布的 84种外 ,还有中华凤丫蕨、水萝卜、无瓣焊菜、反枝苋 ( A . ret ro f lexus ) 、三叶五加、
土当归、 败酱、 红背菜、 苦荬菜、 山莴苣等。

桂 中 Midddle

Guangxi
88 除全广西都有分布的 84种外 , 还有鸡爪根、 淡竹、 毛竹、吊丝球竹 ( S. beecheyanus ( Munro) McC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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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广西野生蔬菜资源质地分类统计

Table 3　 The texture statist ics of wild vegetables in Guangxi

野菜

Wild
veg etab le

科

Fami ly

占科总数

Percen tage
(% )

种

Species

占种总数

Percentag e
(% )

木本 Woody 14 21. 19 36 21. 18

草本

Herbaceous
46 71. 88 127 74. 70

藤本 Vine 5 7. 81 7 4. 12

合计 To tal 64 170 100. 00

表 4　常见野生蔬菜的营养成分含量*

Table 4　 The content of nutrition in the common wild vegeta-

bles

植物名称

Name of

plant

粗蛋白

Crude

pro tein

( g / 100g )

粗脂肪

Crude fat

( g / 100g )

淀粉

Starch

( g / 100g )

粗纤维

Coa rse fi bre

( g /100g )

维生素 C

Vit amin C

( g /100g )

马齿苋 2. 30 0. 50 3. 00 0. 70 35

荠菜 4. 24 0. 32 4. 80 1. 12 44

蕨菜 1. 60 0. 40 10. 00 1. 30 69

香椿 9. 80 0. 78 5. 60 2. 45 115

薇菜 3. 10 0. 20 4. 00 3. 80 85

蒲公英 4. 80 1. 10 5. 00 2. 10 47

革命菜 2. 60 0. 87 3. 46 7. 96 12

菊 芋 H.

tube ro sus
6. 20 0. 46 51. 02 1. 22 46

野 决 明

T. tabacea

DC.

4. 90 1. 12 3. 20 5. 40 104

枸杞 13. 20 11. 00 4. 60 1. 08 30

落 葵 B.

rubra L.
1. 70 0. 20 3. 10 2. 10 102

歪头菜 V.

unijuga

A L. Br.

4. 07 1. 09 6. 48 0. 60 118

鸭儿芹 1. 59 0. 37 3. 20 2. 87 18

车前草 1. 86 0. 37 1. 28 1. 90 23

败酱 1. 93 1. 30 4. 32 8. 96 70

刺梨 5. 40 3. 81 0. 88 0. 89 2118

黄花菜 2. 90 0. 50 2. 34 3. 86 33

路边菊 A.

indicus L.
4. 17 0. 96 3. 66 4. 51 10

小蓟 17. 29 3. 42 2. 21 8. 19 46

酸模 3. 30 0. 39 2. 00 0. 59 70

苦苣菜 3. 09 1. 15 2. 78 2. 62 88

* 部分资料来源广西植物研究所编著的 《广西野生食用植物》 和 《桂

林地区野生蔬菜》 , 部分来源于项目的调查分析。

其含量占总量的 41. 97% [4 ] ;刺五加 ( A . gracili sty lus

W. W. Sm. )嫩叶中也含有 16种氨基酸 , 其中 7种是

人体必须的 ,其含量占总量的 30. 42% [ 5 ];荠菜中含有

胆碱和乙酰胆碱等、蒲公英中含有蒲公英苦素、植物

甾醇等 ;许多野生蔬菜中还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矿

质元素。因此 , 野生蔬菜是一种天然的保健食品。

1. 3　食用部位决定收采期

根据野生蔬菜的食用器官可将其分为五类: ( 1)

整株均可作为蔬菜食用的有 41种 , 占 24. 12% , 归属

于 21科 , 如虎杖、 苦菜、 山莴苣、 败酱、 荠菜、 蒲公

英等。 ( 2) 以根作为蔬菜食用的有 11种 , 占 6. 47% ,

归属于 6科 , 如牛蒡、 薯蓣、 葛根等。 ( 3) 以茎、 叶

作为蔬菜食用的有 94种 ,占 55. 29% ,归属于 43科 ,如

香椿、 蕨菜、 马齿苋、 少花龙葵等。 ( 4)以花作为蔬

菜食用的有 8种 , 约占 4. 71% , 如刺槐、 忍冬、 萱草、

锦鸡儿、 菜豆树等 , 归属于 6科。 ( 5) 以果实或种子

作为蔬菜食用的有 16种 , 占 9. 41% , 归属于 6科 , 如

酸浆、 灯笼果等。详细情况见表 5。

一般说来 , 以整株、 茎、 叶、 花为主要食用部位

的野生蔬菜 (合占 84. 12% ) 多收采于春夏两季 , 而

以果实、种子和根为主要食用部位的野生蔬菜 (合占

15. 88% ) 多收采于秋冬两季。
表 5　广西野生蔬菜食用部位统计

Table 5　 The statist ics of the edible parts of wild vegetables

in Guangxi

食用部位
Edible parts

科
Family

占科总数
Percen tage
(% )

种
Species

占种总数
Percen tage
(% )

全 株 Whole
plant

21 32. 81 41 24. 12

茎叶 Stems and
leaves

43 67. 19 94 55. 29

根 Roots 6 9. 38 11 6. 47

花 Flow ers 6 9. 38 8 4. 71

果、 种子 Frui t s
and seed s

6 9. 38 16 9. 41

合计 Total 64 170 100. 00

2　广西野生蔬菜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及现状

广西民间食用野生蔬菜及以野生蔬菜为药防治

各种疾病的历史悠久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人们也

积累了许多野生蔬菜食用和药用的经验。50～ 60年

代 ,出于当时的形势需要 ,在广西的不同区域范围内

曾进行过野生蔬菜调查和初步研究 [6 ]。近年来 , 人们

对野生蔬菜的营养、医药和科研价值等有了更进一步

的认识 ,但野生蔬菜的系统研究和开发利用方面仅刚

起步 , 基本情况如下:

科研方面: 50～ 60年代 ,对一些地方的主要野生

蔬菜资源进行了调查 ,分析了一些野生蔬菜的营养成

分含量 , 一些种类 (如淮山、 莼菜、 枸杞、 黄花菜

等 )的引种驯化和人工栽培已初步获得成功 ; 一些种

类 (如蕨菜、 淮山、 竹笋等 ) 的加工利用技术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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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和经验。

食用方面: 一方面受传统习惯的影响 ,原来民间

已食用的野生蔬菜 (如淮山、 枸杞、 黄花菜、 竹笋

等 )不但在乡间仍为上尧佳品 , 现在有的用作招待贵

宾的上等佐食 ,而且逐步被市民和一些宾馆饭店所看

好 , 鲜菜上市供不应求 ; 另一方面 , 一些新的种类如

香椿、 蕨菜、 少花龙葵、 羊角菜等逐步进入市场 , 并

迅速地为消费者所喜爱。目前 , 市面上鲜野生蔬菜种

类不多 , 数量有限 , 价格可观 , 供不应求。

加工利用方面: 在民间 ,人们为了长期地保存野

生蔬菜以备食用 , 常采用腌制 (咸或酸 )和干制两种

方式来加工野生蔬菜 ,这些传统的加工方法为现代工

业化加工提供了基础。我区野生蔬菜开发利用起步较

晚 , 故加工数量不多 , 产品种类少 ; 目前 , 人们常鲜

食的野生蔬菜有几十种 , 而用于加工的仅 10多种 ; 有

10多家工厂涉及野生蔬菜食品加工 ,主要产品类型有

罐头 (蕨菜、 竹笋、 香椿等 )、 干品 (笋干、 淮山片、

黄花菜干等 )、 饮料汁液 (如百合汽水、 酸浆汁、 葛

根霸饮料等 )、保健营养食品 (如葛根粉、淮山粉、魔

芋豆腐等 )。多数产品销于国内市场 ,但也有一些产品

畅销国际市场 (如资源县等地的蕨菜、笋干和竹笋罐

头等 )。

3　广西野生蔬菜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

3. 1　野菜的开发利用前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对蔬菜的要求标准

也发生了变化 , 逐步向多样化、营养保健型、绿色型

的方向发展。因此 , 高营养、 无公害的野生蔬菜将有

良好的开发利用前景。主要表现在:

( 1) 科研价值高。首先 , 通过野生蔬菜的引种驯

化 ,有可能选育出优良的蔬菜种类或品种 ,供生产上

推广应用 ,这已成为目前国际蔬菜多样性研究的重点

之一
[ 1]
。其次 ,通过野生蔬菜间、栽培蔬菜和野生蔬菜

间的杂交 , 有可能培育出产量高、 品质优、 抗逆性强

的蔬菜新品种。再次 ,以抗逆性强的野生蔬菜作砧木、

以经济性状好的栽培品种作接穗 ,可以培育出能保持

野生蔬菜的抗逆性和栽培品种优良经济性状的苗木 ,

这在生产上已初步得到应用 , 如番茄、 黄瓜等。

( 2) 市场前景好、 经济效益佳。由于野生蔬菜自

然生长在森林环境中 , 具有鲜嫩、 营养价值高、 无污

染等特点 ,而且还具有防病治病的药用功效 ,深受广

大消费者的青睐。其中野生鲜菜在国内市场上供

不应求 ,野菜加工产品在国内 、国际市场上也很

抢手 , 价格看好 ; 经济效益很可观。据报道 , 农民上

山采野生蔬菜 ,收入达 40元 /天～ 70元 /天 ,种植蒲公

英年收入达 16万元 /hm
2 [16 ]

,种植薇菜年收入达 7. 5万

元 /hm
2 [17 ]

; 出口 1 t干薇菜的收入相当于出口 8 t～ 9

t猪肉、 40 t黄豆
[ 18] ; 在日本市场上 , 山嵛菜的售价

远高于人参 [ 19]。因此 , 野生蔬菜的采集、 种植和加工

利用 ,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好途径和地方发展加工业的

好方向 , 还是国家出口创汇的好渠道。

( 3) 综合加工利用潜力大。野生蔬菜不仅可以鲜

菜方式在市场上销售 , 而且可以加工成野生蔬菜干

品、 罐头、 饮料、 保健营养食品等 , 还可以制成添加

剂、 品质改良剂应用于食品、 医药、 化妆、 纺织、 造

纸、 建筑饲料等行业 , 具有很大的综合加工利用潜

力 [ 7～ 15 ]。

3. 2　野生蔬菜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根据我国野生蔬菜资源的特点、开发利用的状况

及国际蔬菜多样性研究的现状 ,我们认为 ,我国野生

蔬菜资源的研究及其开发利用和保护应遵循如下指

导思想和原则:以调查和研究为基础 ,依靠科学技术 ,

合理开发和保护 ,自然收采与引种栽培相结合 , 市场

鲜销与保贮加工相结合 , 以国内市场为基点 ,逐步走

向国际市场 , 以求获得最佳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

3. 3　野生蔬菜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措施

( 1) 加强宣传 , 改变观念、 提高认识。利用各种

途径和方式 ,在各级有关部门、领导和群众中广泛地

宣传野生蔬菜优点、价值、 重要性、开发利用的前景

和重要意义 ,改变人们对野生蔬菜的认识 , 增加对野

生蔬菜资源的研究及其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投资 ,同

时也可以防止误采误食。

( 2)摸清家底 ,为野生蔬菜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

护打下基础。组织科技队伍 , 对广西各地野生蔬菜资

源的数量、 质量、 分布、 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进

行更加全面系统的调查 ,在此基础上建立野生蔬菜资

源数据库 ;有选择地引种价值高和开发利用前景好的

种类 , 对于数量少、 难繁殖、 难保存的种类 , 建立种

质圃或用生物技术建立种质库进行保存 ,为野生蔬菜

资源的研究及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打下基础。

( 3)加强科研 ,为野生蔬菜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

护提供技术方法。在对广西野菜资源进行调查的基础

上 , 在野生蔬菜的引种驯化、 选育种、 栽培管理、 生

理生化、分子生物学、营养学及加工利用技术等方面

进行系统研究 , 以获得一套完整的技术 ,为野生蔬菜

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 4)采、 管、种相结合 , 做到持续利用。首先 , 采

收野生蔬菜应根据市场需求和民众习惯 , 做到有计

划、 分批分期采收 , 避免盲目采收。其次 , 防止掠夺

性采集 , 保护自然资源 ; 对于价值高、 采集量大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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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 采后应加强抚育 , 如中耕除草、 适当施肥等 , 以

加快恢复、 提高产量。再次 , 对价值高、 开发前景好

的种类 ,应尽快建立生产示范基地和优良野生蔬菜种

苗基地 ,将整套栽培管理技术向农民示范和推广 ,并

为野生蔬菜的规模生产提供优良种苗。

( 5)加快野生蔬菜的综合开发利用 ,做好产、供、

销一条龙。野菜多产于山区或农村 , 其鲜品多就近在

附近的市场销售 ,远离山区或农村的城市居民很难品

尝得到。为让新鲜的野生蔬菜及其在各地市场上及时

供应 , 必须做好如下工作:

1) 适时收采 , 采后注意保鲜 , 及时处理 , 合理

包装 , 快速运输 , 视需出柜 , 提供烹调食用技术和建

议。

2)注意产品多样化、包装新潮化。野生蔬菜的加

工应注重产品多样化 , 质量高档 , 保持原色、 原质、

原味 , 包装新颖 , 美观大方 , 以提高野生蔬菜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 , 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4　结束语

广西野生蔬菜资源很丰富 ,开发前景好 ,但目前

有关野生蔬菜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甚少 ,野生蔬菜的

开发利用多处于零散、盲目的状态 , 宝贵的野生蔬菜

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

促进野生蔬菜资源的科研、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 ,使

这一宝贵的资源尽快造福于人民 , 为农民脱贫致富、

地方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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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大型科研计划

1. 地球科学综合研究计划 , 计划为期 20年 ; 前 10年投入 1. 4万亿日元。广泛吸收日本国内外科学家 , 充分利用地球观测卫

星、 深海探测船等观测系统 , 对亚太地区及全球的气候变化进行长期观测和研究 ;

2. 超级钢铁材料开发计划 , 计划为期 10年 ; 总投资 1 000亿日元。开发 21世纪新钢材 S TX-21, 使日本的钢铁工业摆脱困境

并求得发展。这种新钢材的强度和寿命是现有钢材的两倍 ;

3. 辐射光科研计划。世界最大的第三代同步加速器设施 SPRING-8已于 1997年 10月在日本兵库县的播磨科学城投入使用 ,

耗费 1 300亿日元 ( 11亿美元 )。它的研究范围很广泛 , 包括核共振散射、 特殊条件下的物质结构分析、 晶体 X射线断层扫描等 ,

将对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及医学等领域的研究发挥巨大的作用。预期日本在超高集成半导体、 计算机用磁性材料、 寿命长、 可靠

性高的结构材料、 生态材料及智能材料开发上将产生飞跃性的进展。

(摘自中国科学院 《科学发展报告》 1997.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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