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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粮食作物资源

理塘县植物资源丰富，很多植物在科研和经济开发中都具有很高的开发价值。

粮食作物主要有青稞、小麦、豌豆、洋芋、胡豆、玉米、荞子等。2005 年全县农

作物播种面积 57495 亩；粮食播种面积 55000 亩，其中：青稞播种面积 35362 亩，

小麦播种面积 12424 亩，洋芋播种面积 3395 亩，豌豆播种面积 2957 亩，胡豆播

种面积 258 亩，玉米播种面积 524 亩，荞子播种面积 80 亩；粮食产量达到 7748

吨，单产 141 公斤，经济作物主要以蔬菜为主，2005 年种植蔬菜 169 亩，产量 232

吨。饲料作物以元根为主，2005 年播种面积为 2226 亩。

受气候和高海拔区域影响，理塘县农作物均为一年一熟。常年种植的粮食作

物有：青稞、小麦、洋芋、豌豆、胡豆、玉米、荞子等。

1、青稞类：青稞是藏牧民群众生活的主食，其品种分为本地品种和引进品种

两类。本地品种有：短芒白、黑六棱、白青稞；引进品种有：康青三号、康青六

号。

短芒白：为本县地方良种，主要分布在海拔 3500—3800 米的中木拉乡、下木

拉乡、麦洼乡、拉波乡、章纳乡、喇嘛垭乡等地。

黑六棱：为本地良种，主要分布在海拔 3000—3800 米的呷柯、君坝、亚火、

觉吾、莫坝、下木拉、德巫等地。

白青稞：主要分布在海拔 3800 米以下的地区。

康青三号：理塘县农业区乡大多数都有分布。

康青六号：主要分布在雄坝乡。

2、小麦类：本地红、白花小麦为本县良种，理塘县农业区都有分布。

3、豌豆：本地品种有麻豌豆、白豌豆，引进品种有青豌豆、荷兰豌豆，理塘

县农业区均有分布。

4、洋芋：本地品种有白洋芋，引进品种有米拉洋芋、紫皮洋芋，理塘县农业

区均有分布。

5、玉米：种植面积少，主要分布在海拔 2800 米以下的绒坝乡。主要品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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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黄玉米。

6、胡豆：主要种植在海拔 3200 米以下的君坝乡、哈衣乡、莫坝乡、亚火乡

等地。

7、荞子：理塘种植的荞子为甜荞，主要种植在海拔 3400 米以下的君坝乡、

哈衣乡等地。

二、蔬菜品种资源

1991—2005 年，通过科技人员的艰辛努力，初步摸索出了高海拔地区大棚温

室蔬菜和露天保护膜蔬菜种植技术。大棚温室内可种植的蔬菜品种有：青椒、黄

瓜、芹菜、蒜、葱、膘儿白、蕃茄、生菜、香菜、佛手瓜、南瓜、四季豆等 30 种

蔬菜，近百个品种。露天保护膜种植的蔬菜品种有：芹菜、花菜、白菜、无藤瓜、

葱、萝卜、膘儿白、莴笋、莲花白、佛手瓜、南瓜等 20 多种蔬菜。理塘县蔬菜品

种主要来自外来引进品种，本地品种主要是萝卜。

大棚温室每年可生产四季新鲜蔬菜上市，以其丰厚的经济效益而深受当地老

百姓的青睐，农牧民群众投资兴建大棚温室热情高涨。截止 2005 年底，理塘县已

在高城镇、上木拉、中木拉、下木拉、拉波、君坝等乡镇示范推广建设简易木制

结构的温室大棚 20 多亩，年生产新鲜蔬菜 10 多万斤。甲洼卡娘村也建设有大棚

温室 3个 400 多平方米，缓解了理塘县城乡居民吃菜难的矛盾。

理塘县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曾对油菜、甜菜、蔬菜等部分经济作物进行了

试种，力图改变农牧民的增收渠道和种植业结构单一这一不利局面，后因区域气

候、种植技术、农田基础设施薄弱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导致试种失败。在此期间，

粮、经、饲三元结构的农业种植模式一直没有形成气候，广大农牧民也一直从事

着单一的粮食生产。

“十五”期间，中央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力度，政策上给予倾斜，资金

上给予扶持。县委、县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实际出发，适时提出“一一二

三四”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在稳定提高粮食生产的同时，加大种植业结构调整力

度，改变过去单一的种植模式，拓宽农牧民的增收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