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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锦屏野生食用植物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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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进一步掌握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资源情况,更好地对该区野生食用植物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采用

野外调查、走访及查阅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对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资源进行研究与分析.结果表明:锦屏县野生食用

植物共有68科120属177种(含变种、下同),主要包括:蕨类植物3科3属6种,裸子植物2科2属2种;被子植物

63科115属169种.在科属组成上,含1~5种的科较多,有63科,占该区野生食用植物总科数的92.65%,有120种,

是野生食用植物总种数的67.80%.生活型上,野生木本食用植物以乔木类为主,占总种数的28.24%.在野生草本食

用植物中,以多年生草本为主,是该区野生食用植物总种数的16.95%.在食用部位上,以果菜类为主,共93种,是总

种数的51.96%;根菜类相对较少,仅有10种,占总种数的5.59%.在食用用途中,以果品类为主,有68种,占总种数

的22.59%.从生活型、食用部位及食用用途上看,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具有较高的开发价值,但在开发的同时应加强

对具有多重利用价值的宜昌胡颓子、黄连木等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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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食用植物具有独特的口味,丰富的营养价值,同时能补充人体所缺的生命元素,与人类生活密不可

分.其生长在纯天然,无农药、化肥等有害物质污染的环境中,集营养、医疗、保健、无添加的特点于一身,遵循

“从土地到餐桌”的原则,满足了人们对无公害绿色食品的需求,深受当代人的青睐[1-4].
锦屏县作为我国南方集体林区和贵州省的十个重点林业县之一,素有“杉木之乡”的美誉[5].该区野生植

物资源丰富,多数可供食用,具有潜在的开发利用价值.目前,关于贵州野生食用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见于黔

西南州[6-7]、铜仁市[7,10-11]及黔东南地区[8-9,12],而对于具有丰富野生食用植物资源的锦屏县的调查迄今尚

未见报道,本文通过对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资源进行统计分析,以期为该区野生食用植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提供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锦屏县位于贵州省东南边隅,依黔面楚,东界湖南省靖州县,西毗剑河县,南邻黎平县,北抵天柱县.地跨

东经108°48'37″~109°24'35″,北纬26°23'29″~26°46'49″,土地总面积1596km2.该区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

丘陵倾斜的过渡地带,多低山,多丘陵间有平地,位于中亚热带中纬度地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海
拔400m~800m,最高1345m,最低282m.年均气温16.4℃,年日照数为1086.3h,夏无炎热,冬无酷寒,
雨量充沛,干湿季节分明,水热同期,光热同季,年降水量在1250~1400mm之间.地质以板岩、变质岩发育

而成的微酸性黄壤、黄红壤为主,全境以溶蚀、侵蚀、剥蚀和侵蚀堆集地形地貌为主,独特而优越的自然条件,
为植物的生长提供适宜的土壤与养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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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14-20],对当地野生食用植物市场进行走访调查及

采集植物标本并进行鉴定(凭证标本保存于贵州大学标本室),获得了该区野生食用植物资源的基础数据,对
该区野生食用植物的生活型、食用类型和食用用途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种 类

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共68科120属177种(表1),对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进行系统发育类群的划分见

表2.其中双子叶植物有54科104属152种,单子叶植物有9科11属17种;蕨类植物有3科3属6种;裸子

植物有2科2属2种.
表1 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统计

Tab.1 StatisticsofwildfoodplantsinJinpingCounty

科名 拉丁名 属数 种数

木贼科 Equisetaceae 1 2

紫萁科 Osmundaceae 1 2

碗蕨科 Dennstaedtiaceae 1 2

银杏科 Ginkgoaceae 1 1

松科 Pinaceae 1 1

木兰科 Magnoliaceae 2 2

樟科 Lauraceae 3 4

三白草科 Saururaceae 1 1

五味子科 Schisandraceae 1 1

睡莲科 Nymphaeaceae 1 1

木通科 Lardizabalaceae 3 6

马桑科 Coriariaceae 1 1

紫堇科 Fumariaceae 1 1

杜仲科 Eucommiaceae 1 1

榆科 Ulmaceae 1 1

桑科 Moraceae 3 7

胡桃科 Juglandaceae 2 3

杨梅科 Myricaceae 1 1

壳斗科 Fagaceae 4 11

藜科 Chenopodiaceae 2 2

苋科 Amaranthaceae 2 5

落葵科 Basellaceae 1 1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2 2

科名 拉丁名 属数 种数

蓼科 Polygonaceae 3 3

猕猴桃科 Actinidiaceae 1 5

梧桐科 Sterculiaceae 1 1

葫芦科 Cucurbitaceae 1 1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2 3

柿树科 Ebenaceae 1 3

山矾科 Symplocaceae 1 1

紫金牛科 Myrsinaceae 2 2

报春花科 Primulaceae 1 1

蔷薇科 Rosaceae 13 24

蝶形花科 Fabaceae 3 3

胡颓子科 Elaeagnaceae 1 2

山龙眼科 Proteaceae 1 1

桃金娘科 Myrtaceae 1 1

石榴科 Punicaceae 1 1

山茱萸科 Cornaceae 1 2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1 1

鼠李科 Rhamnaceae 3 4

葡萄科 Vitaceae 3 4

漆树科 Anacardiaceae 3 3

楝科 Meliaceae 1 1

芸香科 Rutaceae 3 9

五加科 Araliaceae 2 2

科名 拉丁名 属数 种数

伞形科 Umbelliferae 2 2

茄科 Solanaceae 1 1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1 1

紫草科 Boraginaceae 1 1

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3 3

唇形科 Labiatae 2 2

木犀科 Oleaceae 3 4

紫葳科 Bignoniaceae 1 1

茜草科 Rubiaceae 1 1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2 2

败酱科 Valerianaceae 1 1

菊科 Compositae 3 3

锦葵科 Malvaceae 1 1

水鳖科 Hydrocharitaceae 1 1

棕榈科

(槟榔科)
Palmae

 

1

 

1

 

天南星科 Araceae 1 1

香蒲科 Typhaceae 1 1

禾本科 Gramineae 3 5

姜科 Zingiberaceae 1 1

百合科 Liliaceae 1 3

薯蓣科 Dioscoreaceae 1 2

菝葜科 Smilacaceae 1 2

  在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资源中,被子植物为主要类群,占92.65%.如双子叶植物中的三叶木通(Akebia
trifoliata),五月瓜藤(Holboelliafargesii),中华猕猴桃(Actinidiachinensis)和周毛悬钩子(Rubusamphi-
dasys)等,单子叶植物中的龙舌草(Otteliaalismoides),棕榈(Trachycarpusfortunei),薤白(Allium mac-
rostemon)等;野生食用蕨类植物次之,如紫萁(Osmundajaponica),毛轴蕨(Pteridiumrevolutum)等;裸子

植物较少,只有银杏(Ginkgobiloba)和马尾松(Pinusmassoniana).
2.2 科属种组成

2.2.1 科的组成

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科的组成见表3,参考周瑶等[21]的方法进行统计,得出含1种的科有31科,占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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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45.59%,如锦葵科(Malvaceae),天南星科(Araceae)和旋花科(Convolvulaceae)等;有32种野生食用植

物,占总种数的18.08%.含2~5种的科有32科,占总科数的47.06%,如五加科(Araliaceae),苋科(Amaran-
thaceae)及十字花科(Cruciferae)等;有88种,占野生食用植物种数的49.72%.含6~10的科有3科,占总科

数的4.41%,如桑科(Moraceae),木通科(Lardizabalaceae),芸香科(Rutaceae)等,有野生食用植物22种,占
总种数的12.43%;大于11种的科只有蔷薇科(Rosaceae)和壳斗科(Fagaceae),其占总科数的2.94%,有

35种野生食用植物,占该区总种数的19.77%.以上结果表明种数较多的科主要分布在含2~5种的科,含种

数大于11的科最少,说明含2~5种的科在该县野生食用植物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表明在该区域野生食用

植物主要为蔷薇科和壳斗科.
表2 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类群划分

Tab.2 ClassificationofwildedibleplantsinJinpingCounty

分类 科数 比例/% 属数 比例/% 种数 比例/%

蕨类 3 4.41 3 2.5 6 3.39

裸子植物 2 2.94 2 1.67 2 1.13

双子叶植物 54 79.41 104 86.67 152 85.88

单子叶植物 9 13.24 11 9.17 17 9.6

总 计 68 100 120 100 177 100

表3 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科种统计

Tab.3 StatisticsofwildedibleplantsinJinpingCounty

科分级 科数 比例/% 种数 比例/%

含1种的科 31 45.59 32 18.08

含2~5种的科 32 47.06 88 49.72

含6~10种的科 3 4.41 22 12.43

含11种及以上的科 2 2.94 35 19.77

总 计 68 100 177 100

2.2.2 属的组成

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属的组成见表4,含1种的属有91属,占总属数的75.83%,如藜属(Chenopodi-
um)、柘属(Machura)等;有93种,占总种数的52.54%.含2-5种的属有28属,占总属数的23.33%,如樟属

(Cinnamomum)、榕属(Ficus)等;有76种,占野生食用植物总种数的42.94%.该区优势属为悬钩子属(Ru-
bus),有8种.结果表明:该区野生食用植物含1种的属最多,含2~5种的属次之,超过5种的属仅有悬钩

子属.
表4 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属种统计

Tab.4 SpeciesstatisticsofwildedibleplantsinJinpingCounty

属分级 属数 比例/% 种数 比例/%

含1种的属 91 75.83 93 52.54

含2~5种的属 28 23.33 76 42.94

含8种的属 1 0.83 8 4.52

总计Total 120 100 177 100

2.3 生活型划分

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中,有木本植物126种,其中乔木类有50种,占总种数的28.25%,其常绿型与落叶

型所占比例相同,均占14.12%.如:银杏、杜仲(Eucommiaulmoides)、枇杷(Eriobotryajaponica)、槐(So-
phorajaponica)、黄连木(Pistaciachinensis)等.灌木类次之,有30种,占总种数的16.94%.常绿型较多,落
叶型较少,分别占10.73%与6.21%.主要有枸杞(Lyciumchinense)、宜昌胡颓子(Elaeagnushenryi)、金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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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Rosalaevigata)、周毛悬钩子等.小乔木或灌木类较少,有27种,占总种数的15.25%.常绿型与落叶型分

别占比6.78%和8.47%.主要有尖叶四照花(Dendrobenthamiaangustata)、竹叶花椒(Zanthoxylumarma-
tum)、木犀(Osmanthusfragrans)、黄荆(Vitexnegundo)、金柑(Fortunellajaponica)、赤楠(Syzygium
buxifolium)等.木质藤本最少,有19种,占总种数的10.73%,其常绿型与落叶型所占比例接近,分别为

6.21%和4.52%.主要有南五味子(Kadsuralongipedunculata)、三叶木通、忍冬(Lonicerajaponica)、五月

瓜藤等.
表5 锦屏县野生木本食用植物生活型划分

Tab.5 ClassificationofwildwoodyedibleplantsinJinpingCounty

木本植物
乔木类

常绿型 落叶型

灌木类

常绿型 落叶型

小乔木或灌木类

常绿型 落叶型

木质藤本

常绿型 落叶型

种数 25 25 19 11 12 15 11 8

比例/% 14.12 14.12 10.73 6.21 6.78 8.47 6.21 4.52

  该区草本食用植物种数仅为木本食用植物种数的40.5%,有51种,占总种数的28.81%.其次是多年生

草本植物最多,有30种,占总种数的16.95%,主要有紫萁、节节草(Commelinadiffusa)、毛轴蕨、薤白、香蒲

(Typhaorientalis)、紫云英(Astragalussinicus)等.一二年生草本植物次之,有19种,占总种数的10.73%,
如紫堇(Corydalisedulis)、繁缕(Stellariamedia)、芫荽(Coriandrumsativum)、紫苏(Perillafrutescens)、
附地菜(Trigonotispeduncularis)、地肤(Kochiascoparia)等.草质藤本最少,仅有日本薯蓣(Dioscoreaja-
ponica)和薯蓣(Dioscoreaopposita).

表6 锦屏县野生草本食用植物生活型划分

Tab.6 Life-formdivisionofwildherbsandedibleplantsinJinpingCounty

草本植物
草质藤本

常绿型 落叶型
一二年生草本 多年生草本

种 数 2 0 19 30

比例/% 1.13 0.00 10.73 16.95

2.4 食用部位

与栽培植物相比,野生食用植物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类和矿物质,加之长期生长于自然环境条件下,受化

肥、农药等物质的污染少,堪称真正的绿色食品,倍受消费者青睐,是亟待开发的宝贵膳食资源[22].如香椿

(Toonasinensis)富含蛋白质、维生素C等人体不可缺乏的营养物质,是城乡居民喜食的野生菜蔬,目前亦被

广泛栽培.蕨菜(Pteridiumaquilinum),每100g幼叶含维生素C27mg、胡萝卜素1.04mg、维生素B
20.13mg.磨芋(Amorphophallusrivieri)的干燥块茎中含粗蛋白9.71%,氨基酸7.88%,尚含生物碱、桦木

酸等[23].
根据食用部位的不同,可将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分为叶茎类、根菜类、花菜类、果菜类.如表7所示.其中

果菜类最多,有30科55属93种,占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科、属、种的比例为38.46%、44.00%和51.96%,主
要有三叶木通、板栗(Castaneamollissima)、樱桃(Cerasuspseudocerasus)、枸杞等;叶茎类次之,共有30科

50属64种,占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科、属、种的比例为38.46%、40%和35.75%,如紫萁、杜仲、地肤等;花菜

类植物第三,有10科12属12种,占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科、属、种的比例为12.82%、9.60%及6.70%,常见

有栀子(Gardeniajasminoides)、蘘荷(Zingibermioga)、忍冬、韭(Alliumtuberosum)等;根菜类植物最少,
共有8科8属10种,占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科、属、种的比例为10.26%、6.40%和5.59%,主要有莲(Ne-
lumbonucifera)、香蒲、土茯苓(Smilaxglabra)、黑果菝葜(Smilaxglaucochina)等.

由表8可知,在野生植物的食用部位数量特征中,含1种食用部位的野生食用植物有170种,占野生食

用植物的比例较高,为96.05%.如蕺菜(Houttuyniacordata)、马桑(Coriarianepalensis)、甜槠(Castanop-
siseyrei)、藜(Chenopodiumalbum)、刺苋(Amaranthusspinosus)、罗浮柿(Diospyrosmorrisiana)、君迁子

(Diospyroslotus)、高粱泡(Rubuslambertianus)、赤楠等.含2种食用部位的的野生食用植物有4种,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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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主要有莲、野山楂(Crataeguscuneata)、灰楸(Catalpafargesii)、韭.含3种及以上食用部位的野生

食用植物有3种,占总种数的1.69%,常见于宽叶韭(Alliumhookeri)、蘘荷、葛藟(Vitisflexuosa).
表7 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类型

Tab.7 TypesofwildedibleplantsinJinpingCounty

食用部位 科数量 比例/% 属数量 比例/% 种数量 比例/%

果菜类 30 38.46 55 44.00 93 51.96

叶茎类 30 38.46 50 40.00 64 35.75

花菜类 10 12.82 12 9.60 12 6.70

根菜类 8 10.26 8 6.40 10 5.59

总 计 78 100 125 100 179 100

     注:同一食用植物具有2种或2种以上食用部位时分别重复计入对应的项目中.

2.5 食用用途

  以野生果树为例,与栽培果树相比,野生果树风味

独特,有的清香,有的味道奇特,有的口感独特,其吃法

多样,可鲜食、熟吃、做汤、做陷、榨汁,如:枣、枸杞等.
通过对野生食用植物的食用部位及数量划分,将锦屏

县野生食用植物的食用用途主要分为8类:果品类、菜
用类、香料类、制酒类、油料类、糖类、淀粉类和其他类

(表9).

表8 野生食用植物的食用部位数量

Tab.8 Numberofediblepartsofwildedibleplants

食用部位数量 种 数 比例/%

含1种 170 96.05

含2种 4 2.26

⩾3种以上 3 1.69

  果品类有水果和干果之分,因多数野果可即食而深受人们喜爱.该区共有果品类17科,41属,68种,占
该区野生食用植物科、属、种的11.41%、17.60%和17.60%,常见的有石榴(Punicagranatum)、沙梨(Pyrus
pyrifolia)、柚(Citrusmaxima)、甜橙(Citrussinensis)等.菜用类33科,53属,66种,占该区野生食用植物

科、属、种的22.15%、22.75%和21.93%,如:荠(Capsellabursa-pastoris)、鹅肠菜(Myosotonaquaticum)、紫
堇、宽叶紫萁(Osmundajavanica)等.香料类可增加食物的美感,丰富人们舌尖上的味蕾,该区此类野生食用

植物共有30种,隶属于20科24属,分别占该区野生食用植物科、属、种的13.42%、10.30%和9.97%,如山

鸡椒(Litseacubeba)、川桂(Cinnamomumwilsonii)、花椒(Zanthoxylumbungeanum)、芫荽等.制酒类经过

酿制发酵,具有独特的风味,有23科,37属,47种,其占该区野生食用植物科、属、种的15.44%、15.88%和

15.61%,常见的有杜仲、缫丝花(Rosaroxburghii)、野山楂等.
表9 野生食用植物的食用用途

Tab.9 Edibleusesofwildedibleplants

分类 科 比例/% 属 比例/% 种 比例/%

果品类 17 11.41 41 17.60 68 22.59

菜用类 33 22.15 53 22.75 66 21.93

香料类 20 13.42 24 10.30 30 9.97

制酒类 23 15.44 37 15.88 47 15.61

油料类 16 10.74 27 11.59 33 10.96

糖类 11 7.38 17 7.30 19 6.31

淀粉类 11 7.38 14 6.01 18 5.98

其他类 18 12.08 20 8.58 20 6.64

合 计 149 100 233 100 301 100

     注:同一食用植物具有2种或2种以上食用用途时分别重复计入对应的项目中.

此外,油料类植物有16科,27属,33种,占该区野生食用植物科、属、种的10.74%、11.59%和10.96%,
主要有湖南山核桃(Caryahunanensis)、梧桐(Firmianaplatanifolia)、悬钩子蔷薇(Rosarubus)等.糖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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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则有11科,17属,19种,占该区野生食用植物科、属、种的7.38%、7.30%和6.31%,常见的有番薯(Ipo-
moeabatatas)、金樱子、无花果(Ficuscarica)、桃(Amygdaluspersica)等.淀粉类植物有11科,14属,

18种,占该区野生食用植物科、属、种的7.38%、6.01%及5.98%,主要有黑果菝葜、磨芋、荞麦(Fagopyrum
esculentum)、蕨(Pteridiumaquilinum)等.其他类18科,20属,20种,占该区野生食用植物科、属、种数量的

12.08%、8.58%和6.64%.如马尾松除食用外,还可制肥皂、油漆及润滑油等,由于木材纤维长,是造纸和人造

纤维板的重要原材料;罗浮柿未成熟果实可提取柿漆,木材可制家具;亦可从栀子成熟果实提取栀子黄色素,
不仅可作为工业用天然着色剂原料,还可用于化妆等领域,是一种品质优良的天然食品色素,无人工合成色

素的副作用.

3 讨 论

3.1 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种类丰富

锦屏县共有野生食用植物68科120属177种,其中主要以被子植物占优势,共有169种,占该区野生食

用植物总种数的95.48%.从科属种组成上看:含1种的科、属及含2~5种的科、属占比较大.优势科为蔷薇

科,有24种,占该区野生食用植物总种数的13.56%.优势属为悬钩子属,有8种,占野生食用植物种数的

4.52%.这说明含2~5种的科及含1种的属在该区野生食用植物科属数量的构成中占据主体地位.研究显

示,该区野生食用植物种类远多于任安云等[6]、李萍等[12]分别对黔西南(40科59属65种)及雷公山地区

(40科56属72种)野生食用植物资源的研究.这与锦屏县地处贵州东部,水热条件分布均匀有关,故而利于

野生食用植物生长.该区野生食用植物资源丰富,具有较大的开发利用价值,反映了该区野生食用植物资源

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人们进行野生食用植物的开发和利用提供更多选择的可能.
从生活型上看:该区野生食用植物以乔木类和草本类植物为主,乔木类植物生长较草本植物缓慢,这为

该区野生食用植物的栽培提供了思路,乔木类植物可通过种子的发育,植物组织培养,扦插等方式进行栽培,
通过一定的栽培技术对其进行管理,降低了后续栽培的生产成本,可惠及后代.草本植物生长速度快,人们可

以在相对木本植物较短的时间内收获大自然赠予的恩惠,但在收获的同时应增强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和保护

自然的意识,使野生食用植物的生长达到互补式的平衡.此外,该区野生食用植物的落叶习性为常绿型,植物

的生长较多取决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反映了该区气候环境为野生食用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
3.2 食用部位及食用用途多样

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的食用部位以果菜类最多,其次分别为叶茎类、花菜类及根菜类.
植物食用部位的多样性,更大限度地发挥了野生食用植物资源的利用价值,使得该区野生食用植物能最

大限度地达到物尽其用.从食用用途上看可分为8类,以果品类和菜用类居多,共占该区野生食用植物总种

数的44.52%,其次为香料类、制酒类、油料类、其他类、糖类和淀粉类.其中果品类野生食用植物大多可直接

采食,少数则需经过人为加工处理才能进行食用.果品类不仅能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且因其生长在无

污染的大气环境中,满足现代人对绿色食物的追求.
3.3 关于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的开发利用建议

研究显示,锦屏县野生食用植物资源丰富,具有较大的开发利用空间,这不仅能丰富人们的餐饮结构,而
且满足了现代人对食物多样性的需求与选择.在开发利用上,通过对野生食用植物的生境进行合理的改造,
发展林下经济,种植一些草本或灌木类野生食用类植物,如紫萁、蕨、蕺菜、白叶莓(Rubusinnominatus)等,
或者在林下进行家禽的养殖,进行产业化发展.在管理上,通过加强监管力度,拓宽该区野生食用植物的销售

市场,形成销售渠道多样化的经济链,以此来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在追求野生食用植物为人

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应加强对该区环境及植物的保护,只有在大环境稳定的前提下,人类活动才能有

条不紊地进行.因此,当地管理部门应加强并出台相应的保护利用措施,避免滥砍滥伐现象,以维护当地生态

系统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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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ofwildedibleplantresourcesinJinping,GuizhouProvince

PengMaimai1,GouGuangqian1,LongXuewei2,WangChengyuan2,ZhengTao1,HeXuanze1,YeHonghuan1

(1.CollegeofLifeScience,GuizhouUniversity,Guiyang550025,China;

2.ForestryBureauofJinpingCounty,GuizhouProvince,Jinping556700,China)

  Abstract:InordertofurthergraspthesituationofwildedibleplantresourcesinJinpingCountyanddevelopandutilize
thewildedibleplantresourcesbetterinthisarea,thewildedibleplantresourcesinJinpingCountywerestudiedandanalyzed
bymeansoffieldinvestigation,visitsandliteratureconsulting.Theresultsshowedthat:Therewere177speciesofwildedible

plantsbelongingto120generaand68familiesinJinpingCounty(includingvarieties,thesamebelow),includingPteridophytes
are3families,3generaand6species,gymnospermsare2families,2generaand2species,angiospermsare63families,

115speciesand169genera.Inthecompositionoffamiliesandgenera,therearemorefamilieswith1-5species,63families,

accountingfor92.65%ofthetotalfamiliesofwildedibleplantsinthisarea,120species,accountingfor67.80%ofthetotal
speciesofwildedibleplants.Inlifeform,thewildwoodyedibleplantsaremainlyarbors,accountingfor28.24%ofthetotal
species.Perennialherbsarethemainediblewildherbs,whichis16.95%ofthetotalnumberofwildedibleplantsinthisarea.
Intheedibleparts,93kindsoffruitsandvegetablesaredominant,whichis51.96%ofthetotalspecies,while10kindsofroot
vegetablesarerelativelyfew,whichis5.59%ofthetotalspecies.Intheedibleuse,thereare68kindsoffruits,accountingfor
22.59%ofthetotalspecies.Fromthepointofviewoflifetype,ediblepartsandedibleuses,wildedibleplantsinJinping
Countyhavehighdevelopmentvalue,butprotectionofElaeagnushenryiandCoptischinensiswithmultipleutilizationvalue
shouldbestrengthenedatthesametime.

Keywords:Jinping;wild;edibleplants;investigationand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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