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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野生蔬菜在食用、药用等方面有着较为广阔的利用前景，对野生蔬菜分布特征进行调查可以更好地对其进行

利用。 浙江临安西天目山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各类野生蔬菜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为探明野生蔬菜

在西天目山的分布情况，该研究采用路线调查法对该地区野生蔬菜的垂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开发和利

用前景进行了讨论。 主要调查结果如下：（１）共发现野生蔬菜 ３３ 种，隶属于 ２０ 科 ３２ 属。 （２）在调查的 ５ 条路线

中，海拔为 ３００—４５０ ｍ 有野生蔬菜 １９ 种，优势种有一年蓬、苦苣菜和野茼蒿；４００—４５０ ｍ 的 ２ 条路线中有野生蔬

菜 １９ 种，野艾和菊芋为优势种；海拔 ７５０—９００ ｍ 有野生蔬菜 ５ 种，一年蓬为优势种；９００—１ １００ ｍ有野生蔬菜 ７
种，蘘荷和车前草为优势种。 （３）西天目山野生蔬菜种类和数量随海拔增高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上述结果表明，西
天目山地区的野生蔬菜种类丰富，群落数量多，具有广阔的发展和利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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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位于浙江省西北部临安

市境内，经纬度分别为 ３０° １８′３０″—３０° ２０′５５″Ｎ，
１１９°２３′４７″—１１９°２８′２７″Ｅ。 天目山地处中亚热带

北缘，受独特的山体影响，形成冬暖夏凉的小气

候，造就了天目山得天独厚的植物资源。 西天目

山山体陡峭，海拔随山势上升较快，因而形成具有

明显差异的气候，使植被分布在垂直方向上呈现

显著的区别。
野生蔬菜，指非人工种植而自然生长的蔬菜，

其根、茎、叶、花、果实等可供人们食用，具有较强的

抗病虫害的优势特征［１－２］。 野生蔬菜营养成分丰

富，含有人体所必须的矿物质、蛋白质、脂肪等营养

成分，其含量远远高于栽培蔬菜。 常见的栽培蔬菜

中的维生素 Ｄ、维生素 Ｅ、维生素 Ｋ 等［３］含量少或者

几乎没有，但在野生蔬菜中较广泛存在。 野生蔬菜

也是防病治病的天然良药，人们将野生蔬菜作为可

发展的医疗保健对象。 如蒲公英性平，味甘、微苦，
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及催乳作用，对治疗乳腺炎

十分有效［４］。 苦菜可以清热解毒，对痢疾、黄疸、肛
瘘、蛇咬伤也有很明显的治疗效果等［４］。 野生蔬菜

含有各种抗氧化成分和丰富的营养，如黄酮含量要

高于常规种植蔬菜约 １ ６％［５］，因其具有保护皮肤

以及修复皮肤功能，可被利用加工成化妆品，使皮

肤处于活化状态，防止衰老，日益受到人们特别是

女性的青睐。 另外，由于受现代工业和农药化肥污

染较少，食用野生蔬菜逐渐成为一种绿色、健康、安
全的饮食风尚。

野生蔬菜的分布与海拔高度有密切联系。 海

拔较低区域内主要以草本类为主，在海拔增加一定

高度区域内，乔木类和藤本类种类呈现出优势，但
是当海拔继续增高后，草本类又凸显出优势，乔木

类种类减少［６］。 西天目山植被类型丰富，根据山体

在垂直方向上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可划分为 ６ 个类

型，形成了 ８ 个植被型，使植物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

特征［７］。
近年来，研究学者对野生蔬菜的研究力度不断

提高，各个地区都成为野生蔬菜资源的调查对象，
但对西天目山至今还未进行过调查。 为此，本研究

对浙江省西天目山的野生蔬菜资源垂直分布状况

进行了调查，结合查阅资料进行分析总结，并对其

综合利用给出相关建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调查的时间与方法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６ 日至 ８ 月 ２９ 日。
本次对西天目山野生蔬菜资源的调查采用路线调

查法。 选取调查路线后，在出发前用 ＧＰＳ 定位确定

海拔高度，出发后分别统计道路 ２ 旁野生蔬菜的种

类和数量，在调查结束后同样用 ＧＰＳ 定位确定海拔

高度。
１ ２　 物种鉴定

在调查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野生蔬菜，自己可以

鉴定或者在现场老师的协助下能够鉴定的，就当场

记录下其种名；如果现场不能鉴定的，详细记录下

该植株的特征，主要方式是拍照和采集植物标本：
用相机对该野生蔬菜全方位的拍照，记录植株的典

型特征，包括植株的根、茎、叶、花、果实等；采集植

物标本时，若植株较小，可以整株采集，植株较大

的，则选取该植株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采集，如
乔木采集带顶芽的枝条，藤本可采集中间部分，最
好选取带花、果的部分，并固定好进行保存，最后根

据《天目山植物志》 ［８］进行鉴定。
１ ３　 数据分析与相关资料查阅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对调查过程中获得的

数据进行处理，在相关网站上查阅与野生蔬菜资源

相关的资料进行总结并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西天目山调查路线地理信息

表 １ 所示为本研究调查路线的时间、海拔高度

和经纬度数据。 本次调查选用了西天目山地区 ５ 条

常用线路，海拔范围为 ３０１—１ ０９６ ｍ，调查历时

４ ｄ。
２ ２　 西天目山野生蔬菜种类及数目汇总

本次路线调查共调查发现野生蔬菜 ３３ 种，隶属

于 ２０ 科 ３２ 属，详情见表 ２。 以草本类的野生蔬菜

为主，隶属于菊科的野生蔬菜明显多于其他类，占
总数的 ３０ ３％，有苦苣菜（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Ｌ．）、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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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调查路线地理位置数据

路线
调查时间 ／
（月－日） 海拔 ／ ｍ 东经度 ／ ° 北纬度 ／ °

１ ０８－２７ 起点 ４６８ １１９ ４５１ ３０ ３２７

终点 ３０１ １１９ ４４３ ３０ ３１４

２ ０８－２６ 起点 ４６８ １１９ ４５１ ３０ ３２７

终点 ３８０ １１９ ４５６ ３０ ３３１

３ ０８－２７ 起点 ４６８ １１９ ４５１ ３０ ３２７

终点 ３９１ １１９ ４５６ ３０ ３２３

４ ０８－２９ 起点 ９１７ １１９ ４１５ ３０ ３７０

终点 ７６４ １１９ ４１７ ３０ ３６７

５ ０８－２８ 起点 ８７６ １１９ ４４９ ３０ ３２６

终点 １ ０９６ １１９ ４３３ ３０ ３４２

表 ２　 西天目山野生蔬菜种类和数目汇总

编号 科名 属数 种数

１ 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１０ １０

２ 唇形科（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３ ４

３ 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２

４ 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１ １

５ 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６ 伞形科（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１ １

７ 蕨科（Ｐｔｅｒ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８ 芭蕉科（Ｍｕｓ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９ 车前科（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１０ 苋科（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１１ 荨麻科（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１２ 天南星科（Ａｒ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１３ 三白草科（Ｓａｕｒｕｒ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１４ 楝科（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１５ 马钱科（Ｌｏｇ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１６ 姜科（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１７ 棕榈科（Ｐａｌｍａｅ） １ １

１８ 鸭跖草科（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１９ 马齿苋科（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２０ 石竹科（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１

芋［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ｓ （Ｌ． １７５３）］、野茼蒿［Ｃｒａｓｓ⁃
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ｎｔｈ．） Ｓ． Ｍｏｏｒｅ］等。 其次

为唇形科，占总数的 １２ １％，有白苏（Ｐｅｒ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ｅｓ⁃
ｃｅｎｓ）、紫苏［Ｐｅｒ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Ｌ．） Ｂｒｉｔｔ．］、地笋（Ｌｙ⁃
ｃｏｐｕｓ ｌｕｃｉｄｕｓ Ｔｕｒｃｚ）等。 最少为芭蕉科、天南星科、

三白草科等。 灌木 １ 种，即天目早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ｔｉａｎｍｕｅｎｓｉｓ Ｚ． Ｐ． Ｗａｎｇ ｅｔ Ｎ． Ｘ． Ｍａ）。 乔木 ２ 种，即
香椿［Ｔｏｏｎ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 Ｊｕｓｓ．） Ｒｏｅｍ．］和棕榈［Ｔｒａ⁃
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Ｈｏｏｋ．） Ｈ． Ｗｅｎｄｌ．］。 藤本 １ 种，
即野葛［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ｌｏｂａｔａ （Ｗｉｌｌｄ．） Ｏｈｗｉ］。 其余 ２９ 种

为草本类野生蔬菜，如一年蓬［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 （Ｌ．）
Ｐｅｒｓ．］、野苋菜 （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ｌｉｖｉｄｕｓ）、紫苏 ［ Ｐｅｒ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Ｌ．） Ｂｒｉｔｔ．］等。
２ ３　 西天目山野生蔬菜的垂直分布

在平均海拔为 ３８５ ｍ 区域内的野生蔬菜种类见

表 ３。 共有 １９ 种野生蔬菜，其中一年蓬、苦苣菜和

野茼蒿为优势种。 它们多生长在阳光充足的旷地，
如一年蓬，喜生于肥沃向阳的土地上，在背光阴暗

的地方不能正常生长［９］。 地笋和香椿等为弱势种。
调查发现的 １９ 种野生蔬菜，其中含乔木类 ２ 种，藤
本类 １ 种，灌木类 ２ 种，其它 １４ 种为草本类。

表 ３　 西天目山海拔 ３８５ ｍ 野生蔬菜目录

种名 数量

苦苣菜（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Ｌ．） ∗∗∗∗

野 茼 蒿 ［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 Ｂｅｎｔｈ．） Ｓ．
Ｍｏｏｒｅ］ ∗∗∗∗

鸭跖草（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Ｌ．） ∗∗

天目早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ｔｉａｎｍｕｅｎｓｉｓ Ｚ． Ｐ． Ｗａｎｇ ｅｔ Ｎ．
Ｘ． Ｍａ） ∗∗

白苏（Ｐｅｒ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

野艾（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ａｅｆｏｌｉａ） ∗∗

野苋菜（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ｌｉｖｉｄｕｓ） ∗∗

野莴苣（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ｅｒｉｏｌａ Ｔｏｒｎｅｒ） ∗

苎麻［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ｎｉｖｅａ （Ｌ．） Ｇａｕｄｉｃｈ．］ ∗∗

野芹菜（Ｃｉｃｕｔａ ｖｉｒｏｓａ Ｌ） ∗

芭蕉（Ｍｕｓａ ｂａｓｊｏｏ Ｓｉｅｂｏｌｄ） ∗∗

一年蓬［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 （Ｌ．） Ｐｅｒｓ．］ ∗∗∗∗

棕榈［Ｔ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Ｈｏｏｋ．） Ｈ． Ｗｅｎｄｌ．］ ∗

香椿［Ｔｏｏｎ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 Ｊｕｓｓ．） Ｒｏｅｍ．］ ∗

蘘荷［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ｍｉｏｇａ （Ｔｈｕｎｂ．） Ｒｏｓｃ．］ ∗∗

野葛［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ｌｏｂａｔａ （Ｗｉｌｌｄ．） Ｏｈｗｉ］ ∗

薄荷（Ｍｅｎｔｈａ ｈａｐｌｏｃａｌｙｘ Ｂｒｉｑ．） ∗

车前（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 Ｗｉｌｌｄ） ∗∗∗

地笋（Ｌｙｃｏｐｕｓ ｌｕｃｉｄｕｓ Ｔｕｒｃｚ） ∗
　 　 （∗：１—１０ 株，∗∗：１１—５０ 株，∗∗∗：５１—１００ 株，∗∗∗∗：

１０１—２００ 株，∗∗∗∗∗＞２００ 株）

在平均海拔为 ４３０ ｍ 区域内的野生蔬菜种类见

表 ４。 该海拔区域内共有 １９ 种野生蔬菜，其中野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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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ａｅｆｏｌｉａ）和菊芋为优势种。 菊芋

常生于中低海拔，阳生、山谷、草地、灌丛中及路

旁［１０］。 马齿苋（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Ｌ．）和紫苏等为弱

势种。 调查发现的 １９ 种野生蔬菜，全部为草本类。

表 ４　 西天目山海拔 ４３０ ｍ 野生蔬菜目录

种名 数量

车前（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 Ｗｉｌｌｄ） ∗∗

一年蓬［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 （Ｌ．） Ｐｅｒｓ．） ∗

马兰［Ｋａｌｉｍｅｒ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 （Ｌｉｎｎ．） Ｓｃｈ．） ∗

紫苏［Ｐｅｒ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Ｌ．） Ｂｒｉｔｔ．） ∗

野苋菜（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ｌｉｖｉｄｕｓ） ∗

野艾（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ａｅｆｏｌｉａ） ∗∗∗

菊芋［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ｓ （Ｌ． １７５３）） ∗∗∗

野芋（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 ａｎｔｉｑｕｏｒｕｍ Ｓｃｈｏｔｔ） ∗

苦苣菜（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Ｌ．） ∗

繁缕［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ｍｅｄｉａ （Ｌ．） Ｃｙｒ．］ ∗

野芹菜（Ｃｉｃｕｔａ ｖｉｒｏｓａ Ｌ．） ∗

菊花脑［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ｉｎｄｉｃｕｍ （Ｌ．） Ｄｅｓ Ｍｏｕｌ．］ ∗

鸭跖草（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Ｌ．） ∗∗

酸模（Ｒｕｍｅｘ ａｃｅｔｏｓａ Ｌ．） ∗

白苏（Ｐｅｒ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

鱼腥草（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

萱草（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 ｆｕｌｖａ Ｌ．） ∗

马齿苋（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Ｌ．） ∗

鼠曲草（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ａｆｆｉｎｅ Ｄ． Ｄｏｎ） ∗
　 　 （∗：１—１０ 株，∗∗：１１—５０ 株，∗∗∗：５１—１００ 株，∗∗∗∗：
１０１—２００ 株，∗∗∗∗∗＞２００ 株）

在平均海拔为 ８２５ ｍ 区域内的野生蔬菜种类见

表 ５。 该海拔区域内共有 ５ 种野生蔬菜，其中一年

蓬为优势种。 一年蓬喜生于肥沃向阳的土地上，常
生长在道路旁、山坡上、田野中，对生长环境要求不

严苛，在干燥贫瘠的土壤和海拔较高地带也能正常

生长。 野茼蒿和鸭跖草等为弱势种。 调查发现的 ５
种野生蔬菜，全部为草本类。

在平均海拔为 ９８０ ｍ 的野生蔬菜种类见表 ６。
该海 拔 区 域 内 共 有 ７ 种 野 生 蔬 菜， 其 中 蘘 荷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ｍｉｏｇａ （ Ｔｈｕｎｂ．） Ｒｏｓｃ．］和车前（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 Ｗｉｌｌｄ）为优势种。 蘘荷喜生于山谷中林荫

下，高大的乔木繁茂的枝条遮挡了阳光，这为蘘荷

的生长提供了荫湿的环境，有利于其生长［１１］。 苎麻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ｎｉｖｅａ （ Ｌ．） Ｇａｕｄｉｃｈ．］ 和百合 （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等为弱势种。 调查发现

的 ７ 种野生蔬菜，其中有 ６ 种为草本类，灌木 １ 种，
即苎麻。

表 ５　 西天目山海拔 ８２５ ｍ 野生蔬菜目录

种名 数量

欧洲蕨［Ｐｔｅｒｉｄｉｕｍ ａｑｕｉｌｉｎｕｍ （Ｌ．） Ｋｕｈｎ］ ∗

黄鹌菜（Ｙｏｕｎｇ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鸭跖草（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Ｌ．） ∗

一年蓬［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 （Ｌ．） Ｐｅｒｓ．］ ∗∗∗∗

野 茼 蒿 ［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 Ｂｅｎｔｈ．） Ｓ．
Ｍｏｏｒｅ］ ∗

　 　 （∗：１—１０ 株，∗∗：１１—５０ 株，∗∗∗：５１—１００ 株，∗∗∗∗：
１０１—２００ 株，∗∗∗∗∗＞２００ 株）

表 ６　 西天目山海拔 ９８０ ｍ 野生蔬菜目录

种名 数量

蘘荷［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ｍｉｏｇａ （Ｔｈｕｎｂ．） Ｒｏｓｃ．］ ∗∗∗

车前（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 Ｗｉｌｌｄ） ∗∗∗∗∗

苎麻［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ｎｉｖｅａ （Ｌ．） Ｇａｕｄｉｃｈ．］ ∗

鱼腥草（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

百合（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

鸭跖草（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Ｌ．） ∗∗

马齿苋（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Ｌ．） ∗
　 　 （∗：１—１０ 株，∗∗：１１—５０ 株，∗∗∗：５１—１００ 株，∗∗∗∗：
１０１—２００ 株，∗∗∗∗∗＞２００ 株）

图 ２　 西天目山不同海拔高度野生蔬菜物种种数

２．４　 西天目山野生蔬菜的垂直分布特征

西天目山不同海拔高度野生蔬菜物种种数见

图 ２。 随着海拔升高，野生蔬菜多样性表现为逐渐

降低；草本类野生蔬菜多样性先增加后减小；乔木

类、灌木类和藤本类野生蔬菜所占比例随海拔升高

而下降。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表明，在海拔 ３００—５００ ｍ，

５２第 ５ 期 张小惠等：西天目山野生蔬菜的垂直分布特征及其利用



气候温暖，沟壑为土壤提供了适宜的湿度，加之由

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一海拔区域内旷地较多，且
灌木生长旺盛，灌木较乔木矮，因此，充足的阳光

和土壤湿度为野生蔬菜特别是为植株矮小的草本

类野生蔬菜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生存环境。 在海

拔 ８００—１ ０００ ｍ，海拔升高，温度、湿度、风力等发

生规律性变化，森林郁闭度增大，野生蔬菜种类

减少。
２ ５　 西天目山野生蔬菜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现状

２ ５ １　 直接采集，利用率不高　 西天目山当地居民

主要通过直接采集，食用或加工后在市场进行销

售。 采集量最大的是当季的热销野生蔬菜，而大部

分野生蔬菜利用率极低，造成资源浪费。
２ ５ ２　 规模栽培，增加收益　 西天目山对市场需求

量较大的野生蔬菜进行规模栽培，增加产量，增加

收益。 由于部分野生蔬菜生长对环境要求严格，需
驯化后才能规模栽培，且目前技术不够成熟，所以

还不能广泛应用。
２ ５ ３　 与高校、研究所建立合作，提高野生蔬菜

利用率　 西天目山是部分华东地区高校的野外实

习基地。 其丰富的野生物种资源为学生提供了有

利条件，同时也为国家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国际学

术交流做出了贡献。 高校、研究所的相关学者对

野生蔬菜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进行探究，明确

不能食用的野生蔬菜种类，特别是有毒的野生蔬

菜［１２］ 。 同时引种西天目山特有的野生蔬菜，对其

进行驯化使其可以常规种植，扩大了野生蔬菜的

市场。
２ ６　 对西天目山野生蔬菜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建议

野生蔬菜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在西天目山

直接采集利用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一方面，无节制

的进行大量采摘违背了可持续发展观的精神内

涵［１３－１４］，会对西天目山的物种多样性造成破坏；另
一方面，市场对野生蔬菜供不应求，若只是进行现

有资源的开发，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对此，对天目

山野生蔬菜的利用提出以下建议。
２ ６ １　 发展生态旅游　 应在西天目山发展生态旅

游［７］。 近年到西天目山旅游的人逐年增加，频繁的

人类活动对其环境保护是十分不利的，游客不文明

的行为对西天目山物种多样性造成巨大威胁。 发

展生态旅游，规范人类活动，一方面可以保护天目

山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有利于建设人们的精神

文明。

２ ６ ２　 建立野生蔬菜群落保护区　 西天目山有许

多罕见的野生蔬菜，为了保护这些稀有的野生蔬菜

和物种多的样性，需建立野生植物群落保护区［１５］，
可以使其在合适的环境下生长，有效避免野生蔬菜

物种濒危的悲剧发生。
２ ６ ３　 向国内外推广栽培特有的野生蔬菜物种　
近年来，国际市场上的野生蔬菜处于供不应求的趋

势，国内很多城市对原生态的野生蔬菜的需求也处

于日益增加态势。 将特有的野生蔬菜物种向国内

外推广，进行规模栽培［１６］，可批量上市，满足市场对

野生蔬菜的大量需求，降低野生蔬菜原本高昂的

价格。
２ ６ ４　 宣传保护野生蔬菜　 由于西天目山周围的

居民没有充分认识保护野生蔬菜的重要性，片面地

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会对西天目山的野生蔬菜进行

无节制地采摘，导致野生蔬菜的濒危灭绝和生物多

样性的破坏，应加大对野生蔬菜保护的宣传力

度［１７］，使当地居民自觉保护野生蔬菜资源。

３　 结语

通过路线调查在西天目山地区共发现 ３３ 种野

生蔬菜，隶属于 ２０ 科 ３２ 属，且具有一定的垂直分布

特征，在海拔较低的区域，乔木、藤本和灌木类的野

生蔬菜种类较多，随着海拔逐渐增高，其种类多样

性降低，草本类野生蔬菜种类和数量均减少，乔木

类和藤本类野生蔬菜所占比例显著下降。 西天目

山为优越的地理条件为野生蔬菜的生长造就了得

天独厚的环境，野生蔬菜种类丰富，品质优良，其市

场发展空间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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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源、人工合成制剂等农药［２５⁃２６］，如阿维菌素、苦
参碱、烟碱、除虫脲、灭幼脲、甲维盐等，以确保在取

得良好防治效果的同时，减少化学防控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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