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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重要

的生态功能。 在由森林、村寨、梯田、水系构成的哈尼梯田生态系统中，植物（特别是资源植物）是该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持这个系统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笔者采用植物分类学、植物生态学、民族植物学等方法，以云

南省红河州梯田最集中的 ４ 个县域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的重要资源植物为对象，调查了其多样性状况及相关的传

统管理与利用知识，探讨了两者在支撑、保护哈尼梯田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的作用。 结果表明，哈尼梯田生态系

统有 １５１ 科 ４４５ 属 ６５１ 种资源植物，其中药用植物 ２５５ 种、食用植物 ２２６ 种；当地百姓拥有十分丰富的管理和利用

植物多样性的传统知识，包括森林和树木、食用和药用植物、草果和板蓝种植以及薪柴等方面的知识和文化，应用

类别涉及日常生产生活和梯田保护等诸多方面；资源的多用途、多功能特点明显，体现了当地深厚的植物利用文

化和紧密的人地互动关系。 当地丰富的植物多样性构筑了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的基础，居民对资源植物的长

期采集、管理和利用承载着独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传统知识和文化，支撑着当地居民的生计，在维持整个哈尼梯

田农业生态系统稳定、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和推动遗产地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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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ｍａｎ⁃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ｗｉｌｌ ｄｅｐｅ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ｒｉｃｈ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Ｈａｎｉ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ｒｉｃｅ ｆｉｅｌ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ｒａ⁃
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ｌａｙｓ ａ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Ｈａｎｉ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ａｎｉ ｔｅｒｒａｃ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其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ｆａｏ．ｏｒｇ ／ ｇｉａｈｓ ／ ）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介绍中

强调：“由于不断创新、世代相传以及与其他社区和

生态系统的交流，动态保护战略和进程能够维持生

物多样性和基本的生态系统服务。 资源管理和利

用方面积累的相关知识和经验丰富而广博，是一项

具有重要全球意义的宝藏，应加以推广和养护，同
时使其能够继续发展演化。”可见，国际社会已充分

认识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在维持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方面的重要作用，生物多样

性成为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２０２１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通过了《昆明宣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ｂｄ．ｉｎｔ ／ ｍｅｅｔ⁃
ｉｎｇｓ ／ ＣＯＰ－１５－ＰＡＲＴ１），将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

流化，包括加强对农耕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

保护。
近年来，研究者对英国坎泊兰郡平原［１］、韩国

青山岛［２］、意大利南部佩拉杰群岛［３］ 等农业遗产地

开展了研究，揭示这些农业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状

况及其对作物品种、野生生物及传统知识的保护作

用，并发现生物多样性对传统农业生态系统和当地

人们的生计有着重要影响。 其他拥有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地的国家和区域也纷纷研究其生物多

样性，如日本、摩洛哥、智利等［４－８］。 研究发现这些

传统农业生态系统还与当地丰富的传统知识和传

统文化紧密相关，有力维护了这些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

最多的国家，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地总数达到 １８ 个。 此外，还有 １３８ 处为我国农

业农村部认定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及数量

众多的传统农耕系统。 我国对这些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地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但研究热

点主要集中在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和产业化研究、农
业文化遗产价值与保护体制研究、农业文化遗产与

乡村振兴研究等方面，其中以针对浙江青田稻鱼共

生系统和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两大农业文

化遗产地的研究为多。 针对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

田系统的研究多围绕生态补偿、当地居民生计、土
地利用等内容［９］，鲜有涉及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针

对学术界和广大公众长期关注的农业文化遗产内

涵及如何保护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保护中应注意

把握的 ８ 组关系” ［１０］，但作为农业文化遗产重要组

成单元的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却不在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学者已经注意到农业文化遗产

地的生物多样性及当地传统知识系统的重要性，其
中张丹等［１１］对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农

业生物多样性进行了回顾，提出强化农业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可持续管理的研究、建立农业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激励机制等建议，并对传统文化与农业生物

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传统文化

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而农业生

物多样性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也可以用来传达和

保护民族传统文化［１２］。
久负盛名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云南红河

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所在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其生

态系统复杂多样，拥有我国最完整的热带山地森林

植被垂直带谱，分布有野生高等植物约 ６ ０００ 种、陆
栖脊椎野生动物 ６９０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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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种［１３］。 哈尼稻作梯田生态系统包含农业系统、
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具有生态、经济和

社会多方位价值［１４］。 对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

统的生物多样性开展了初步的研究，其中较为深入

的是梯田中传统栽培的水稻品种及其遗传多样性

以及稻鱼共作系统中的部分浮游动植物和底栖动

物［１４－１８］，而对系统中植物多样性的研究较为匮乏，
尤其没有资源植物方面的研究报道。 资源植物指

对人类有益和可以利用的植物［１９］，往往蕴含着丰富

的采集、利用和管理植物的传统知识，承载着人与

植物的互惠关系。 由于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独

特而复杂，植物物种多样性丰富，而且当地居民已

经发展和积累了许多传统的植物学知识［２０］，亟待总

结、梳理。 因此，十分有必要开展对哈尼梯田生态

系统中的资源植物多样性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研

究，这不仅有利于保护和持续利用当地植物资源，
也有利于深度了解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的科学内涵

和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这对促进农业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 １　 研究区域

哈尼梯田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季风气

候，年均温度约为 １４ ℃，年均降水量达 １ ４００ ｍｍ；
所处地区河流众多，山势高大，立体气候明显。 在

多元化的气候条件作用下，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的植

被类型多样，从热带雨林到山地苔藓林、从干热河

谷半萨王纳植被到暖温性竹林都有分布。 云南红

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主要分布在红河州的元阳县、
红河县、金平县和绿春县，总面积约 ６ ６６６ ｈｍ２，其中

元阳县的梯田处于红河哈尼梯田的中心地带。
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起，笔者先后 ４ 次对云南红河哈

尼稻作梯田系统中的资源植物进行了调查。 所调

查的区域涵盖 ４ 个县哈尼梯田的主要分布区，包括

元阳县的坝达、多依树、老虎嘴、牛角寨片区，红河

县的甲寅、撒玛坝片区，绿春县的腊姑、桐株片区，
金平县的阿得博、马鞍底片区。 除了这十大片区梯

田的稻作系统和梯田间残留的植被，调查范围也外

扩到梯田周边的环境，具体做法是从梯田边缘往外

延伸 １００ ｍ，包括旱地、天然林、人工林、神林、村庄、
水域、荒地等。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植物生态学方法

（１）样线法

从梯田上部沿直线往下部延伸，在坝达、甲寅、

撒玛坝、腊姑、阿得博 ５ 个片区各设置 ６ 条样线，每
条长度为 １０ ｍ。 记录各样线内的植物物种数量、名
称、用途等。

（２）样方法

在 １０ 个梯田片区的稻田中各选择 ２ 个样方，分
别位于村寨下方约 １００ ｍ 和底部河沟上方约 １００ ｍ
的梯田中，每个样方大小为 ２ ｍ×２ ｍ，记录每个样方

内的植物物种数量、名称、用途等。 在坝达、多依

树、甲寅、撒玛坝、腊姑、阿得博 ６ 个片区靠近梯田的

天然次生林各选 １ 个样方，在多依树、甲寅 ２ 个片区

的人工林各选 １ 个样方，８ 个样方大小均为 ２０ ｍ×２０
ｍ，记录每个样方内的植物物种数量、名称、用途等，
对胸径大于 １０ ｃｍ 的乔木树种，记录其数量、高度、
胸高直径、幼苗数量等。
１ ２ ２　 民族植物学方法

采用民族植物学方法调查哈尼梯田生态系统

的植物种类及相关民间利用知识，主要采用参与式

观察（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半结构式访谈（ ｓｅｍ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关键人物访谈 （ ｋｅ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等方法在野外、村社和集市进行调查。 运

用“ ５Ｗ ＋ １Ｈ” 提问法［２１］，即从原因 （Ｗｈｙ）、对象

（Ｗｈａｔ）、地点（Ｗｈｅｒｅ）、时间（Ｗｈｅｎ）、人员（Ｗｈｏ）、
数量（Ｈｏｗ ｍｕｃｈ ／ ｍａｎｙ） ６ 个方面，了解所调查植物

的当地名、食用 ／入药部位、用途、管理方式和制备

方法等，获得相关传统知识。 对当地使用的植物采

集凭证标本，保存于中央民族大学标本室。
１ ２ ３　 植物分类学方法

在当地专家的协助下，对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的

植物物种多样性进行调查，并采集植物标本。 参照

《中国植物志》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和网络资源如植物

智（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ｌａｎｔ．ｃｎ ／ ）及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ｌｏｒａ Ｏｎｌｉｎｅ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ｆｌｏｒａ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等，对采集到的标本进行

鉴定并确定学名，整理形成哈尼梯田生态系统资源

植物名录。
以上所有方法均辅以访谈、记录（图片和音像）

等手段。 对于资源的归类，该研究未进行细分，仅
把植物资源分为食用类、药用类、生产实践类和其

他 ４ 个类别；对于多用途的物种，根据其最主要的用

途进行归类。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的资源植物物种多样性

从广义上说，哈尼梯田传统农业生态系统包括

为梯田提供水源和部分养分的森林生态系统，该系

统拥有 ２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连山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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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水岭自然保护区）、２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观音

山自然保护区和阿姆山自然保护区）以及神林和天

然林、人工林等森林植被。 从自然保护区考察报告

所报道的数据来看，该系统拥有约 ６ ０００ 种高等植

物，包括苔藓、蕨类、裸子和被子植物［２２－２３］。
研究界定的哈尼梯田传统农业生态系统为梯

田本身及向周边延伸 １００ ｍ 的区域。 经实地考察、
统计，该系统拥有 １５１ 科 ４４５ 属 ６５１ 种资源植物（附
件 １），包括食用植物 ８０ 科 ２２６ 种、药用植物 ８９ 科

２５５ 种，具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在哈尼梯田生态

系统的 ６５１ 种资源植物中以豆科植物为多，共 ３２
种；其次为蔷薇科、菊科、樟科植物，分别有 ２８、２４、
２１ 种；此外，唇形科（１９）、禾本科（１８）、报春花科

（１６）、茜草科（１６）、五加科（１５）和杜鹃花科（１５）植
物也较多。
２ ２　 哈尼梯田生态系统中植物的民间利用

当地哈尼族、彝族、汉族等都拥有十分丰富的

管理和利用植物多样性的传统知识，包括森林和树

木（特别是神林神树）、食用和药用植物、草果和板

蓝种植、薪柴等方面的知识和文化。 当地少数民族

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和用途可分为木材、薪柴、
观赏、药用、食用、固埂、玩具、染色、饲料、香料、毒
药 １１ 类。 资源利用的单一用途和多种用途并存，多
用途、多功能特点明显。 很多植物在当地既有食用

价值，又可以治疗疾病，具有药用价值。 药食两用

植物的知识多样且独特，兼具药用和食用价值的植

物有 ４２ 种。
２ ２ １　 食用植物

由于哀牢山区山高坡陡，各村寨缺乏平缓的园

地种植蔬菜，所以采集野菜是山区各民族最直接的

蔬菜来源。 滇橄榄（余甘子，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是
云南及周边地区重要的野生药食两用植物，一般果

实食用，可生食、腌制或泡酒，哈尼族、彝族也用其

树皮制作菜肴；梯田生态系统中出产的毛胶薯蓣

（粘黏黏，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ｓｕｂｃａｌｖａ）可用于制作美味的特色

食品“山药豆腐”；鱼腥草（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是当

地各少数民族最喜欢食用的野菜和调味植物。 蘸

水是哈尼族等当地百姓的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

调味品，其所用的调味植物较多，除了鱼腥草，还有

３ 种木姜子、２ 种辣椒、３ 种唇形科和 ２ 种姜科植物。
来自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的多样化食材成就了世界

遗产地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如入选吉尼斯世界纪

录的长街宴等。
２ ２ ２　 药用植物

药用植物一般用于治疗跌打损伤以及消炎等，

如吊石苣苔（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ｓ）用于舒经活血，
石柑子（Ｐｏｔｈｏ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用于治疗跌打损伤，山菅

（Ｄｉａｎｅｌｌａ ｅｎｓｉｆｏｌｉａ） 用于治疗肚子痛，多毛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ｌａｓｉｏｔｒｉｃｈｏｓ）用于治疗乳腺炎等。 除了用于

治疗自身的疾病外，村民也采集经济价值较高的药

材到集市上摆摊出售或者卖给固定的草药收购者，
比如翠云草（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ｕｎｃｉｎａｔａ）在当地被较多收

购，拥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草果（Ａｍｏｍｕｍ ｔｓａｏｋｏ）、
板蓝（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ｎｔｈｅｓ ｃｕｓｉａ）是哈尼梯田传统农业生态

系统中栽培最多的 ２ 种植物，都具有多种用途，既可

作为日常生计被利用，也是重要的经济作物。 草果

的嫩芽是当地人喜爱的菜肴，果实是著名的南药；
板蓝（马蓝、南板蓝根）一直以来都是当地各民族的

染料植物，也是用途广泛的药用植物。
２ ２ ３　 生产资料植物

生产资料植物主要用于编织、包装、制作工具

和用具等。 统计显示，当地有材用植物 ６６ 种，至少

４０ 种用于薪柴。 当地人用桂樱属的云南桂樱

（Ｌａｕｒｏｃｅｒａｓｕ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 和长叶桂樱 （ Ｌａｕｒｏｃｅｒａｓｕｓ
ｄｏｌ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做刀柄，用酸藤子属的平叶酸藤子

（Ｅｍｂｅｌｉａ ｕｎｄｕｌａｔａ） 和肉果酸藤子 （Ｅｍｂｅｌｉａ ｃａｒｎｏ⁃
ｓｉｓｐｅｒｍａ） 的 藤 做 绳 子； 建 房 时 用 到 五 节 芒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ｆｌｏｒｉｄｕｌｕｓ）和白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２ ２ ４　 其他资源植物

药用植物和食用植物是当地数量最多、不同民

族使用最广泛的 ２ 类植物。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植物

被用作饲料、染色、观赏、香料等，如生长在村寨周

边、林下、箐沟等旁的各类野生植物可作为饲料用

于喂养牲口，猪殃殃（Ｇａｌｉｕｍ ｓｐｕｒｉｕｍ）用于染制米饭

和节日使用的鸡蛋等。
此外，哈尼梯田中还有一些具有生态功能的植

物，主要用于水源涵养、防风、固田埂，对维持梯田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重要作用。 最著名的涵养水

源树种是水冬瓜树（尼泊尔桤木，Ａｌｎｕｓ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其在田间地头广泛分布，或与草果、板蓝等构成混

农林系统。 村民也在田埂边刻意种植和保留了柳

属的华西柳（Ｓａｌｉｘ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用于固着田埂，
因为该种植物枝叶稀疏，种在田间不会遮挡其他

作物。

３　 讨论

作为文化景观遗产，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

统中的梯田和村落往往受到更多关注，而与梯田生

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有重要联系的自然资源，特别是

野生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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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却常被忽视。 梯田生态系统的稳定不仅有赖于

气候、地貌、植被和水文等地理要素，也与原住民和

自然资源的长期互动所形成的人地共生体系密不

可分［２４］。 当地丰富的植物多样性构筑了哈尼梯田

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对相关植物的长期采集、管
理和利用承载着独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传统知识

和文化，支撑着当地百姓生计，在维持整个哈尼梯

田复合型农业系统稳定、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和推动

遗产地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３ １　 丰富的植物多样性维系整体农业生态系统

稳定

　 　 在哈尼族“森林－村寨－梯田－水源”四位一体的

系统格局中，植物资源是贯穿其中的重要要素，它
不仅提供了多样的产品，在民族社区生计发展和自

然资源可持续经营方面发挥着多重作用，同时在保

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安全方面产生了不可

替代的价值。 与此同时，健康稳定的复合型农业生

态系统也保证了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和稳定。
在哈尼村落的森林里生长有大量涵养水源能

力极强的阔叶树种，它们构成了复杂多样的生态系

统。 正是这些阔叶树在不同层次中的存在，保证了

哈尼梯田在大旱之年依然能够水源长流。 但因遗

产地人口众多，人地、人林矛盾突出，私挖乱采、乱
砍滥伐等现象时有发生。 同时，因目前退耕还林补

偿少、经济效益较低，导致当地农民种树造林积极

性不高，部分农民甚至为追求经济效益在水冬瓜林

等水源林下套种草果等林下经济作物，或者用杉木

等速生经济林替代水冬瓜林。 还有一些梯田核心

区为发展林下种植，将小乔木、灌木、草本植物都进

行了清理，仅保留部分高大乔木。 这些人为活动都

严重破坏了生物多样性，极大地影响了森林涵养水

源的能力，导致森林蓄水能力下降；而水源不足会

直接影响水稻种植，部分水田变成了旱地，用来种

植香蕉、除虫菊等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这有违哈

尼梯田可持续性发展的观念，使梯田生态环境保护

压力徒增。 此外，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干旱问题，
以及紫茎泽兰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ｍ）、飞机草

（ 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 ）、 肿 柄 菊 （ Ｔｉｔｈｏｎｉ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ｏｌｉａ）、空心莲子草（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等多种外来入侵植物也威胁着哈尼梯田生态系统

的安全。
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应关注植物多样

性的保护工作，强化梯田生态系统的森林植被保

护：可继续通过利用哈尼族崇拜树木和森林的传统

信仰有效地保存和维持森林资源；通过制定地方法

律法规或政策来稳定并扩大水源森林的保护区域；
重视并加强防止外来入侵物种，保护生态系统内部

健康稳定，从而实现梯田农业生态系统稳定运行、
良性循环。
３ ２　 紧密的人地互动关系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动态

保护

　 　 日常生产生活中，当地人对植物的利用方式主

要集中在药用、木材、食用、饲料等不同方面。 植物

与各民族的联系最早源于人们对植物资源的物质

性依赖，随着这种依赖关系的持续紧密发展，植物

对各民族的信仰、行为等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并从社会文化角度建立了认知、利用、保护的互动

体系，从而构成了整个人类生态系统中复杂的人与

植物的关系，影响着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 哈尼梯

田生态系统中的植物多样性的管理和利用正是这

种关系的典型体现。 哈尼梯田农业文化遗产长期

以农业生产这一核心经济活动动态保持其服务功

能和独特的生态、文化、审美价值［２５］。 而在居住和

耕作之外，野生植物的存在极大丰富了当地居民的

日常生活，为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强化

了遗产地与当地居民之间的联系，因此有利于和谐

人地关系的建立和保持，对遗产地聚落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促进作用。
由于受到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传统植

物和生态知识及其维持体系受到了严重威胁。 目

前，对植物的传统认知和传统知识主要集中在老一

辈人手中，年轻人缺乏相关的知识传承的情况比较

严重。 在城镇化发展和利益需求的驱动下，很多村

寨的轻壮年劳力都选择外出打工，他们大多不愿像

父辈一样承受繁重而复杂的梯田劳作，因此使得这

些传统知识的传承面临困难。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既要保护梯田、民居、水系、

动植物资源等物质性要素，也要对地方性知识和传

统文化给予足够的关注，充分尊重当地传统习俗习

惯，保持村民对民族传统的认同和理解，并强化梯

田农耕文化传承，加强梯田人文环境塑造，尽力保

留紧密的人地互动关系，使村民劳作之余的生活更

丰富而生动。
３ ３　 民族植物学知识为遗产地乡村振兴提供契机

民族植物学知识源于当地百姓长年累月的实

践经验，常为植物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主要线

索。 哈尼梯田生态系统中的长苞白珠（Ｇａｕｌｔｈｅｒｉａ
ｌｏｎｇｉｂｒａｃｔｅｏｌａｔａ）在民族植物学调查中被发现具有类

似冬绿油（ｗｉｎｔｅｒｇｒｅｅｎ ｏｉｌ）的芳香气味，且传统用法

也与消炎相关，故对其精油进行成分分析和抑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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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证实其为优良的天然冬绿油的替代原料植

物，拓宽了冬绿油资源［２６］。 此外，当地多种野菜已

成为人们喜爱的天然、绿色、生态食品，这些植物均

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潜力，有望成为当地产业发展

的灵感源泉，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力。
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传统梯田生态系统的运

行面临着诸多问题，资源、环境保护与村民生计发

展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 如随着城市里“品味自

然”观念的兴起，野菜需求量大增，当地社区群众在

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进入保护区采集野菜的人数逐

渐增多。 在调查中发现野生药材收购市场生意红

火，对重楼、黄精等 ３０ 多种野生植物资源的需求较

大，导致当地村民除在水源林、风景林采挖外，进入

保护区内采挖的现象愈演愈烈，这种掠夺式采挖是

直接导致保护区某些资源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
村民有追求富裕生活的权利，只是在低水平的土地

价值、外来利益驱动和城镇化的现实背景下，边缘

民族地区传统的生计方式呈现出固有的脆弱性［２７］。
无论是从植物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角度来看，还

是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方向而言，挖
掘并认知梯田生态系统内植物资源的丰富性和重

要性，对其进行保护和合理的开发利用，从外部加

大技术、生产、市场、信息方面的投入，借助好梯田

生态农业和世界文化遗产的品牌，提高当地村民的

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不失为一个有效策略。
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必须重视民族植物学

知识线索，即重视并合理利用地方性知识，发掘具

有开发潜力的自然资源，在维持梯田生态系统的良

性运行的基础上探索地区产业发展新思路、新路

径，从而促进梯田聚落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

４　 结论

通过植物分类学、植物生态学、民族植物学等

调查手段发现，哈尼梯田生态系统中的资源植物种

类丰富，达到 １５１ 科 ４４５ 属 ６５１ 种，包括食用植物 ８０
科 ２２６ 种、药用植物 ８９ 科 ２５５ 种，表现出高度的资

源植物物种多样性。 当地百姓拥有十分丰富的管

理和利用植物多样性的传统知识，包括森林和树

木、食用和药用植物、草果和板蓝种植以及薪柴等

方面的知识和文化，应用类别涉及日常生产生活和

梯田保护等诸多方面，资源的多用途、多功能特点

明显。 哈尼族、彝族等对各种植物资源的多种利用

和管理方式体现了当地深厚的植物利用文化和紧

密的人地互动关系。 丰富的植物多样性及对相关

植物采集利用的地方性知识在维持整个哈尼梯田

农业生态系统稳定、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推动当地

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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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ａｎ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Ｊ］ ．Ｉ⁃
ｔ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１，６（２）：１７．

［４］ 　 吴合显，李玮．借鉴与启示：国外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再认

识［Ｊ］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２０２０，１２（４）：１２１－１２９．［ＷＵ Ｈｅ⁃
ｘｉａｎ，ＬＩ Ｗｅｉ．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ＧＩＡＨ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２０，１２（４）：１２１－１２９．］

［５］ 　 ＡＫＩＲＡ Ｎ，ＥＶＯＮＮＥ Ｙ．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ＧＩＡＨ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１２（４）：５６７－５７７．

［６］ 　 姚忠，辛在军，吴永明，等．日本里山环境管理模式及对我国新

农村建设的启示［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１７，３３（９）：７６９－

７７４． ［ ＹＡＯ Ｚｈｏｎｇ， ＸＩＮ Ｚａｉ⁃ｊｕｎ， ＷＵ Ｙｏｎｇ⁃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ａｔｏｙａｍａ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
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 ３３ （ ９ ）：
７６９－７７４．］

［７］ 　 ＨＩＲＯＡＫＩ 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Ｋｕｎｉｓａｋｉ ＧＩＡＨ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５（４）：３９５－３９７．

［８］ 　 ＨＩＤＥＨＩＲＯ Ｉ，ＹＯＳＨＩＮＯＢＵ 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ＩＡＨＳ ｉｎ Ｓｈｉｚｕｏｋａ：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Ｇｒａｓ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５（４）：３９８－４０１．

［９］ 　 但方，王堃翯，但欢，等．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Ｊ］ ．世界农业，２０２２（５）：１０８－１１８．［ＤＡＮ Ｆａｎｇ，ＷＡＮＧ Ｋｕｎ⁃ｈｅ，
ＤＡＮ Ｈ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Ｊ］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２２（５）：１０８－１１８．］

［１０］ 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保护中应注意把握的八组关

系［Ｊ］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３（２）：１０２－

１１０． ［ ＷＡＮＧ Ｓｉ⁃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Ｊ］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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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３３（２）：
１０２－１１０．］

［１１］ 张丹，闵庆文，何露，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农业生物

多样性特征及其保护与利用［ Ｊ］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２０１６，２４
（４）：４５１－４５９．［ＺＨＡＮＧ Ｄａｎ，ＭＩＮ Ｑｉｎｇ⁃ｗｅｎ，ＨＥ Ｌｕ，ｅｔ ａｌ．Ａｇｒｏ⁃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
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６，２４（４）：４５１－４５９．］

［１２］ ＭＡ Ｎ，ＹＡＮＧ Ｌ，ＭＩＮ Ｑ Ｗ，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ＧＩＡＨ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１２（４）：４５３－４６１．

［１３］ 洪正华．擦亮生物多样性红河名片［ Ｊ］ ．社会主义论坛，２０２１
（９）：４－６．［ＨＯＮＧ Ｚｈｅｎｇ⁃ｈｕａ．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ｎｇｈｅ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Ｃａｒｄ［Ｊ］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Ｆｏｒｕｍ，２０２１（９）：４－６．］

［１４］ ＬＩ Ｆ Ｆ，ＧＡＯ Ｊ Ｃ，ＸＵ Ｙ，ｅｔ ａｌ．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ｉｃｅ⁃Ｆｉｓ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Ｈａｎｉ 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２１，２０：１００７６３．

［１５］ 徐福荣，汤翠凤，余腾琼，等．中国云南元阳哈尼梯田种植的稻

作品种多样性［ Ｊ］ ．生态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３３４６－３３５７． ［ＸＵ
Ｆｕ⁃ｒｏｎｇ，ＴＡＮＧ Ｃｕｉ⁃ｆｅｎｇ，ＹＵ Ｔｅｎｇ⁃ｑｉｏｎｇ，ｅｔ 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ｄｄｙ
Ｒｉｃ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Ｙｕａｎｙａｎｇ Ｈａｎｉ′ｓ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３３４６－３３５７．］

［１６］ 徐福荣，董超，杨文毅，等．利用微卫星标记比较云南元阳哈尼

梯田两个不同时期种植的水稻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 Ｊ］ ．中
国水稻科学，２０１１，２５（４）：３８１－３８６．［ＸＵ Ｆｕ⁃ｒｏｎｇ，ＤＯＮＧ Ｃｈａｏ，
ＹＡＮＧ Ｗｅｎ⁃ｙｉ，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ｃ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ｗｏ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ｉｎ Ｈａｎｉ′ ｓ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Ｙｕａｎ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Ｕｓ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ｉ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 ２５ （ ４ ）：
３８１－３８６．］

［１７］ 马孟莉，郑云，周晓梅，等．云南哈尼梯田红米地方品种遗传多

样性分析 ［ Ｊ］ ． 作物杂志， ２０１８ （ ５）： ２１ － ２６． ［ ＭＡ Ｍｅｎｇ⁃ｌｉ，
ＺＨＥＮＧ Ｙｕｎ，ＺＨＯＵ Ｘｉａｏ⁃ｍｅｉ，ｅｔ 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ｄ Ｒ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Ｈａｎｉ′ｓ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Ｃｒｏｐｓ，２０１８（５）：２１－２６．］

［１８］ 何柳，宋英杰，龙春林．哈尼梯田水稻农家品种遗传多样性的

原生境保护研究进展［ Ｊ］ ．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２０，３６（１０）：８７－

９４．［ＨＥ Ｌｉｕ，ＳＯＮＧ Ｙｉｎｇ⁃ｊｉｅ，ＬＯＮＧ Ｃｈｕｎ⁃ｌｉｎ．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ｃ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ｉｎ Ｙｕａｎｙａｎｇ Ｈａｎｉ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Ｒｉｃ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ｎ⁃
Ｓｉｔ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２０，３６（１０）：８７－９４．］

［１９］ 朱太平，刘亮，朱明．中国资源植物［Ｍ］．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１０．［ ＺＨＵ Ｔａｉ⁃ｐｉｎｇ，ＬＩ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Ｕ Ｍ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１０．］

［２０］ ＬＵＯ Ｂ Ｓ，ＬＩＵ Ｂ，ＺＨＡＮＧ Ｈ Ｚ，ｅｔ ａｌ．Ｗｉｌ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Ｈａｎｉ ｆｒｏｍ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Ｒｉｃｅ Ｐａｄｄｙ 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Ｈｏｎｇｈｅ Ｐｒｅ⁃
ｆｅｃｔｕｒｅ，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
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９，１５（１）：５６．

［２１］ 王洁如，龙春林．基诺族传统食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Ｊ］ ．
云南植物研究，１９９５，１７（２）：１６１－ １６８． ［ＷＡＮＧ Ｊｉｅ⁃Ｒｕ，ＬＯＮＧ
Ｃｈｕｎ⁃Ｌｉｎ．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Ｊｉｎ⁃
ｕ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 Ｊ ］ ． Ａｃｔａ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 Ｙｕｎｎａｎｉｃａ， １９９５， １７ （ ２ ）：
１６１－１６８．］

［２２］ 许建初．云南金平分水岭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集

［Ｍ］．昆明： 云 南 科 技 出 版 社， ２００２： ５ － ４４． ［ ＸＵ Ｊｉａｎ⁃ｃｈｕ．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Ｆｅｎｓｈｕｉｌ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Ｊｉｎｐ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 ［ Ｍ］．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５－４４］

［２３］ 许建初．云南绿春黄连山自然保护区［Ｍ］．昆明：云南科技出版

社，２００３：１１９－２１３． ［ＸＵ Ｊｉａｎ⁃ｃｈｕ．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ｎｓｈ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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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哈尼梯田生态系统中的主要资源植物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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