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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中的植物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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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民族植物学的方法，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使用的植物进行调查和分析。该文简要介绍 

了33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植被多样性；统计得到 9O种民间用于建筑材料的植物，报道了其 

使用部位、使用方法及使用民族，其中以傣族利用植物资源最为丰富；探讨了影响不同少数民族民居建筑植物 

选择的影响因素，包括自然条件、民族文化、社会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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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NG Yuan-Xia，FENG Jin-Chao ，ZHU Fa．Ting， 

SUN Jin_Xia，ⅥrANG Dan-Qi 

(College of Li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The wild plants traditionally used in local-style dwelling house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ere investi— 

gated by the methods of ethnobotanical field survey．The environmental and plant diversity of the living area in 33 

ethnic groups were introduced．90 species used in traditional local-style dwelling houses were listed，whose parts uti— 

lized，usages and using minorities were summarized，of which the plant diversity of Dai People used was the most a— 

bundant．The factors affected choosing plants were also analyzed，including natural conditions，national culture，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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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知识是逐渐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巧，是人 

们世世代代实践和表达所保存与发展起来的文化现 

象，具有超越历史时空、与 自然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特 

性。目前我国对少数民族植物利用的方式和相关传 

统知识的研究较多，如高黎贡山地区独龙族药用植 

物、食用植物 、宗教植物 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龙春林 

等，1999)；哈斯巴根等对蒙古族药用植物、食用植 

物、饲用植物和文化植物的研究；对拉祜族食用花卉 

的民族植物学编目工作(刘怡涛等，2007)等；但对于 

建材植物利用的传统知识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而 

不同少数民族的传统民居都是借助当地的地形、地 

貌、气候、自然资源等条件，取其有利因素规避不利 

的自然环境状况建造而成，如白族民居为适应当地 

风大、多地震等自然条件的特点，房屋朝上注意避风 

并用硬 山封檐 以防风，构架上注意防震 (曾茜， 

2007)；彝族民居一般沿山地的等高线依山设置，依 

据当地 自然资源“前面有坝可种粮，后面有山可放 

羊”(刘浩，2003)。本研究旨在了解不同少数民族传 

统民居建筑的特点；说明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使 

用植物的种类和利用方法；通过对不同少数民族建 

材植物使用特点的分析，探讨影响各民族民居建材 

植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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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的自然环境 

本文研究对象为我国北方 8个少数民族蒙古 

族、鄂伦春、鄂温克、俄罗斯族、满族、朝鲜族、达斡尔 

族、赫哲族，南方 22个少数民族白族、布依族、苗族、 

彝族、壮族、傣族、傈僳族、纳西族、侗族、怒族、独龙 

族、土家族、布朗族、德昂族、仡佬族、哈尼族、基诺 

族、黎族、毛南族、水族、佤族、瑶族和西北 3个少数 

民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传统民居使 

用的植物资源及其相关知识。 

1．1北方少数 民族聚居区的 自然环境条件 

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吉林省、内蒙古 

自治区额尔古纳右旗、黑龙江省的三江流域等地，属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漫长，严寒少雪；夏季湿 

热，雨量充沛，年均降雨量约 600 mm，春季短促，多 

风易旱；秋季气温骤降，常有霜冻。地形较平坦，地 

貌类型以高原和平原为主。 

1．2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自然环境条件 

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贵州、广 

西、四川、鄂西、湘西等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均 

降雨量 1 000 1 500 mm，属亚热带气候，以亚热带 

季风气候为主，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 

1．3西北少数 民族聚居区的自然环境条件 

我国西北属干旱半干旱地区，干燥少雨，蒸发强 

烈、昼夜温差大，光热资源丰富，是我国日照和太阳 

辐射最充足的地区(戴声佩等，2010)。天山主脊以 

北地区属于中温带，以南的新疆广大地区属于暖温 

带范围，西北干旱区降雨稀少，区域差异比较大。平 

原地区的年降雨量基本都在 200 mm以下，北疆准 

噶尔盆地的降雨量较多，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都在 

100 mm以上(倪健等，2005)。发育着高山、高原、 

湖盆和谷地等主要地貌类型(李中强，2005)。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1)文献研究。查阅 

和收集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建筑所利用植物资源相关 

的文献资料，包括地方志、植物志、民族志、风物志等 

书籍，以及相关的研究论文，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 

研究；(2)实地调查。根据查阅的相关文献资料，事 

先设计问卷调查表和访谈表，采用民族植物学和文 

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和民间访谈，包括结 

构式访谈和半结构式访谈；(3)室内分析。对以上获 

得的传统植物学知识进行整理和编目。 

3 研究结果 

3．1北方少数民族民居建筑的植物多样性 

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植被概况大体如 

下：东北地区东北部为温带落叶阔叶林；东北的南 

部、河北东部、山东东部、淮河流域等地生长着暖温 

带落叶阔叶林；在黄土高原东南部、黄淮平原西部和 

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等地区，分别分布着以松属和落叶 

阔叶树占优势的稀疏森林和以云、冷杉占优势的山地 

寒温带森林(任国玉，2004)。北方少数民族多为狩 

猎、游牧民族，为适应流动性的生活生产方式，房屋建 

造较为简单，使用的植物资源较单一，共有 12种，隶 

属于 6科 11属(表 1)，其中屋顶覆盖物总共 6种。 

3．2南方少数民族民居建筑的植物多样性 

我国南方属热带亚热带区域，北起秦岭一淮河 

一 线，以亚热带区域为主体，面积占我国的 1／4。与 

全球同纬度地带广泛分布着荒漠、半荒漠相比，我国 

亚热带则是“绿洲”，分布着世界上面积最大、最具有 

代表性的常绿阔叶林(杨玉盛等，2009)。竹类是南 

方少数民族民居中主要利用的植物类群，在 73种用 

于房屋建造的植物中，占有 14种。傣族利用植物的 

种类最为丰富，共有 58种，隶属 27科 50属(表 1)， 

其中竹类有 11种，来 自6个属。 

3．3西北少数民族民居建筑的植物多样性 

西北干旱区以荒漠为主要植被类型，建群种主 

要是超旱生的小半乔木、半灌木、小半灌木和灌木。 

草原、灌丛、森林和各类草甸植被等主要分布在降雨 

量较多的山地和径流水分积聚的荒漠区河流两侧、 

扇缘水分溢出带与湖泊周围低洼地，昆仑山西段雪 

岭云杉(Picea schrenkiana)和圆柏林(Sabina spp．) 

呈带状分布(倪健等，2005)。西北少数民族较少，受 

当地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限制，主要利用的植物 

种类有 5种，隶属于3科 3属(表 1)，其中乔木 4种， 

草本 1种。 

4 讨论与分析 

4．1不同少数民族植物利用丰富度比较 

当前我国对建材植物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南 

方几个少数民族，其中对傣族传统民居利用植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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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五棱苦丁茶 Ilex pentagona 

44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45 丝茅 I．koenigii 

46 毛叶紫薇 Lagerstroemia caudata 

47 落叶松 Larix gmelinii 

48 枫香树 Liquidambar forTilosana 

49 潺稿木姜子 Litsea glutinosa 

50 中平树 Macaranga denticulata 

51 粗糠柴 Mallotus philippensis 

52 川楝 Melia toosendan 

53 黄棉木 Metadina trichotoma 

54 帽柱木 Mitragyna rotundifolia 

55 长果桑 Morus wlacvouva 

56 团花 Neolamarckia cadamba 

57 水椰 Nypa fructicans 

58 粳稻 Oryza sativa subsp．japonica 

59 黑毛滇竹 Oxytenanthera nigrocilliata 

6O 山白兰(合果木)Paramichelia baillonii 

61 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 

62 楠竹(毛竹)Phyllostachys pubescens 

63 华山松 Pinus armandii 

64 高山松 P．densata 

65 思茅松 P．kesiya var．1angbianensis 

66 红松 P．koraiensis 

67 樟子松 P．sylvestris vat．mongolica 

68 云南松 P．yunnanensis 

69 苦竹 Pleioblastus amarus 

7O 绒毛番龙眼 Pometia tomentosa 

71 胡杨 Populus euphratica 

苦杨 P．1aurifolia 

思茅豆腐柴 Premna szemaoensis 

窄叶翅子树 Pterospermum lanceaefolium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银木荷 Schima argentea 

红木荷(西南木荷)S．wallichii 

思茅蒲桃 Syzygium szemaoense 

红柳 Tamarix chinensis 

柽柳 T．chinensis 

柚木 Tectona grandis 

毗黎勒 Terminalia bellirica 

棕叶芦 Thysanolaena maxima 

红椿 Toona ciliata 

小果红椿 T．microcarpa 

棕榈 Trachycarpus fortunei 

狭叶山黄麻 Trema angustifolia 

麦秸 Triticum aestivum 

布荆 tex negundo 

树干 

全草 

全草 

树干 

树干 

树干 

树干 

树干 

树干 

树干 

树干 

树干 

树干 

树干 
叶  

全草 

竹干 

树干 

全草 

竹干 

树干 

树干 

树干 

树干 

树干 

树干 

竹干 

树干 

树干和枝条 

树干 

树干 

树干 

树干和枝条 

树干 

树干 

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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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 

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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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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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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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研究最为充分，例如，禹平华等(1982)对西双版 

纳傣族建材植物的研究。据现有资料，傣族用于民 

居建筑的植物种类共有 58种，隶属 27科 50属，11 

种竹类资源作楼板和墙篱，45种乔木作房屋的主 

架 ，棕叶芦和棕榈的叶作屋顶覆盖物。其次是朝鲜 

族，6种，怒族 5种；满族、鄂温克族等 4种；土家族、 

侗族、毛南族、瑶族等 3种；苗族、傈僳族、黎族、俄罗 

斯族等 2种。研究结果表明，生活在同一区域相似 

自然环境条件下的民族在使用植物资源方面差异较 

大，比如，北方少数民族中俄罗斯族使用落叶松(属 

松科落叶松属)作建筑材料，而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 

则分别利用红松和樟子松(属松科松属)作建材。禾 

本科植物在南方少数民居中使用较多，其次为豆科 

和楝科。 

4．2影响不同区域 民族植物利用的因素 

4．2．1气候条件 我国地域辽阔，跨纬度较广，气候 

和植被类型南北差异较大。我国 9O 以上的人 口 

分布于黑龙江省黑河至云南省瑞丽一线的东部(罗 

辑等，1992)，是世界上季风气候最显著的地区，来自 

中高纬度大陆的冬季风寒冷干燥，来 自低纬度热带 

海洋的夏季风高温多雨，我国东部地区的气候具有 

明显的大陆性特征，干冷、湿热季变化剧烈的气候对 

于传统民居的空间格局和型式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沙润，1998)。秦岭一淮河以南为湿润、多雨、高温 

的气候特点，以北较寒冷、干燥，四季交替明显。南 

方少数民族以适应当地湿润、多雨、高温的特点，传 

统民居多为“干栏式”建筑，选用竹类资源作为房屋 

的主要建筑材料，能够降温、通风、遮雨和防止热 

辐射。 

4．2．2地形地貌 在江河湖泊密布的江南水乡，人 

们采用吊脚楼的传统民居方式，往往悬挑于河岸之 

上，外墙用竹笆抹灰或席子等较轻材料，被细木支架 

于水面上(范晓冬，2000)。我国的山地面积广大，按 

海拔高度计算，500 m以上的面积 占全国总面积的 

84％，真正的平原仅 11 oA(任美锷，1985)。在高原、 

山地、丘陵和盆地区，地形和地貌影响了传统民居建 

筑材料的选用。 

4．2．3自然资源 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自然资源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房屋的建筑材料，炎热潮湿的云 

南南方地区竹木繁茂，各民族以充足的竹木材料建 

造竹楼。高寒山区森林茂密，气候寒冷，各民族就地 

取材，建造了保暖性良好的木楞房。滇南山地建筑 

土掌房，所需泥土木材多(王伟等，2008)。俄罗斯族 

生活的高寒地区需要严实、封闭、保暖的居室，而高 

山地带密布的森林、丰富的木材，为他们建盖木刻楞 

提供了充足的材料(李智远，2007)。纳西族房屋全 

用木材垒制而成，称为“木垒子”。侗族地区有“杉 

海”之称，故侗族房屋多用杉木建造。自然资源和条 

件决定了我国南方多选用防腐的材料 ，北方多选用 

防寒材料 。 

4．2．4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也影响着我国传统 

民居建筑形式和建筑材料的选用。多元的民族渊源 

形成了多元的民族建筑形式，属于氐羌族系的彝、 

白、哈尼、怒等族的住居多为井干式或合院式建筑； 

属于百越、百濮族系的傣、壮、布依、和水族的住屋以 

干栏式建筑为主(杨庆，2007)。受枫树图腾文化的 

影响，贵州东南和湖南湘西等地的苗族选用枫香树 

作房屋的主要部件(何泌章，2008)。 

4．2．5经济因素 额尔古纳河畔的俄罗斯族因地处 

祖国边陲，经济水平不甚发达、技术水平比较落后且 

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选择木刻楞 

建筑可以大大的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 (李智远， 

2007)。我国东北的鄂温克、鄂伦春族长期生活在原 

始森林中，生产力水平低下，大多以狩猎、采集为生， 

逐兽而居，因季而迁，极不稳定。他们一般只有简陋 

的不固定的居住建筑“撮罗子”。对于仍以狩猎采集 

为主的民族，则以十分简陋的茅草房、叉叉房为住屋 

(杨庆 ，2007)。 

5 结论 

目前对于建材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报道较 

少，主要集中在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对竹类资源的相 

关利用，如探讨黎族人在适应环境、生产方式、传统 

民居、民族医药、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等方面与植物 

资源的关系(甘炳春等，2006)；对云南德宏地区少数 

民族建筑房屋所用材料进行了相关研究(袁明等， 

2006)；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建筑类型及其成因的分 

析(石峰，1999)；比较研究 了广西壮族与云南傣族 

“干栏民居”的异同(农祥亮，2005)。根据我国少数 

民族传统民居的特点，对建材植物的利用主要集中 

在两大方面。南方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对竹类资源 

的利用，竹材主要做建筑的脚手架、农家粮仓、家畜 

围栏、工棚、竹楼板、隔板、围篱等(王慷林，1994)。 

大多数民族利用乔木的树干做房屋的主架。当前应 

加强建材植物的基础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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