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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湖北省区域开始行动

2015 年 9 月 20 日上午，湖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动员及培训会在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如期召开，这标志着“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行动”之“系统调查与收集”湖北省区域开始行动！

作为本次行动主要承担单位之一的负责人，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游

艾青作了出发前的动员讲话。随后，会议主持人、农业部作物基因资源与种质创制湖北科

学观测试验站站长张再君研究员带领参与行动人员再次温习了此次行动的技术规范，并邀

请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爱农博士深入系统地阐述了调查与收集种质资源的具

体操作过程及注意事项。

此次行动参与人员共有 12 名，分属 2个系统调查队。第 1调查队：张再君（队长，湖

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水稻遗传育种专家）、高爱农（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专家）、徐育海（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果树遗传育种

专家）、张士龙（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玉米遗传育种专家）、李莉（湖北省农

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豆类遗传育种专家）、尹延旭（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蔬菜遗传育种专家）。第 2调查队：万正煌（队长，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豆类

遗传育种专家）、蒋迎春（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果树遗传育种专家）、郝万军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茶叶遗传育种

专家）、邓晓辉（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

研究所蔬菜遗传育种专家）、金孝芳（湖北省

农业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果树遗传育种专

家）、雷剑（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

所甘薯遗传育种专家）。

当天下午 14：00，准备充分、斗志昂扬

的 2个调查队准时踏上征途，奔赴此次行动的

目的地——湖北省通山县。预计此次行动第一

阶段将历时 7天。

(张士龙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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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宁启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工作

白沙无渣生姜、西岭弥猴桃和绞股蓝、塔山团子糯谷和粲子、麻洲红皮花生、板桥鸡

血李等等，许多常宁特有的农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资源，生于山林之中，长在偏僻之野，

这些“稀世珍宝”，有的植被面积逐年减少；有的已面临濒危灭绝状态，亟需将它们摸清家

底，开展资源保护和利用。

今年 8 月下旬，农业部组织召开第三次全

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主要目的

是建立农作物特有及地方品种的基因库，为创

制高产、优质、高效、广适、适合机械化等目

标性状突出和有育种价值的新种质，实现农作

物种质资源的安全保护和高效利用奠定基础。

常宁属于全国235个农作物普查与征集县之一。

本次普查对象主要涉及粮食、油料、蔬菜、果

树、牧草等农作物种质资源以及当地古老、珍稀、特有的作物品种、野生近缘种。9月 8

日，市农业局组建由局长任组长的常宁市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专

业组和资料组，由粮油、经作、蔬菜专业等 20 名技术专家组成，

其中具有高级农艺师职称 2 人、农艺师 8 人、助理农艺师 7 人、

技术员 3 人。在开展为期 2 天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专项

培训后，普查组深入塔山、西岭、白沙、板桥、大堡、江河等乡

镇，访问乡村干部、老农、专业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主，深入荒

山僻野，普查收集了 50 个农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种质样品，其中 塔山粲子

粮油作物 2个、蔬菜 27 个、水果 11 个、中药材及其他作物 10 个，

并拍照存档。

据悉，此次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将持续到

10 月底，届时将填写普查表

格，做好及时信息上报，并将 西岭小粒板栗

普查收集的样品送至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段祖荣 常宁市农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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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山遍野觅瑰宝

——大悟县开展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行动纪实

黄从福

（湖北省大悟县农业局,432800）

座落在大别山脉西端的大悟县，位于鄂东北部、地跨 114002'～114035'E、31018'～

31052'N，国土总面积 1985.71km2,属低山丘陵区和北亚热带季风性大陆气候。境内峰峦起

伏，溪涧纵横，气候温和，雨量丰沛，日照充足，从而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截至 2014 年底，全县耕地面积 55.02 万亩，总人口 63.47 万，其中农业人口 53.59

万，种植业生产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52.2%，属典型的农业大县，农作物种植历史悠久，

种质资源丰富。因此是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的对象。

金秋时节，桂花飘香，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在我县井然有序地

展开了。通过对此次工作的亲身经历，本人感受颇深，体会多多。

多措并举抓落实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自任务下达后，

县种管局即向农业局汇报，并达成一致意见，迅速采取如下措施，分头组织实施。

一是参加技术培训。8月 28—29 日，选派了雷绍新、丁惠丽 2人在武汉举办的省级培

训班，主要学习内容是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技术规程、数据采集与录入方法及项目

管理方法，分别听取了“湖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概况”和“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

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授课，不仅武装了头脑，而且学到了方法，从而为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提供了技术支撑。

二是成立领导小组。县农业局以悟农（2015）38 号文件形式成立了以局长张驰为组长、

副局长陈锡明和种管局局长朱新洲为副组长、有关技术人员为成员的大悟县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与收集行动领导小组。实行组长统筹，副组长具体分管督促，成员分工协作，各负

其责。

三是抓好摸底排查。采取“全面撒网，重点开花”策略。因从事种植工作多年，且有

一定的阅历经验，由本人率先进行全县种质资源摸底，经走村入户、观察了解、虚心请教

老农和经验丰富的农技人员及乡村干部，历时 10 天对全县现有种质资源进行了筛选，除去

过去已普查与收集种质资源外，初步查明有近百种，包括粮食、纤维、油料作物和特种蔬

菜与野生食用植物及水果、中药材、本地特产等，分别归类，纳入普查与收集名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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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指南，人手一份。目的在于有的放矢，不打乱仗，提高工效。

四是选用精兵强将。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是一项战路性工作，关系到国家

前途和命运，不可小视。同时行动本身又很艰辛，经慎重考虑，小组成员得选经验丰富、

年富力强、业务过硬的专业技术人员方可胜任。雷绍新，种管局副局长，从事种管工作长

达 20 多年，又参加了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专门培训，由他负责普查；丁惠

丽，是一位女同志，工作细致，吃苦耐劳，由她负责资料整理与录入；黄斌，抽调技术人

员，善长仪器使用，由他进行 GPS 定位；朱新洲，县调查队队长，工作经验丰富，责任心

强，由他全权负责协调与管理调查队日常工作。

五是加强后勤保障。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需要必备的仪器和设备，关系

重大，由种管局副局长柳志双完成；陈华成，抽调技术干部，司职车辆运行和取样。从而

确保了工作得心应手，出行有车，极大调动了队员的积极性。

孜孜以求寻珍稀

目标锁定、任务明确之后，就是坚定不移地执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悟素

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称，山多路弯林密是其基本地理地貌特征。为了顺利完成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调查队上下一心，扭成一股绳，按照实施方案于 9月起正式启

动。

首先，第一项任务是填写 1956、1981、2014 年三个时段的《基本情况普查表》。由于

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诸多原因造成早期资料不全，怎么办？通过跑档案馆、上门找气象站

和统计局，同时查《县志》，参阅大量文献资料等多种形式填写，尽管费力用心，但仍有“民

族、经济”状况等栏目无法填入。可能与当时机构不健全、资料丢失等有关。本着宁缺勿

滥，实事求是的原则，只能空着。

接下来的任务是种质资源收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项实质性工作。按照规定，每县

需要征集当地古老、珍稀、特有、名优的作物和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 20～30 份。由于已

往对粮、棉、油、菜等大宗农作物种质资源征集在册，现有杂交物种又入基因库不在收录

范围内，因此，更增加了此次征集的难度。众志诚成，克难奋进。要顺利完成任务，惟一

可行的办法就是走村入户问、深入田间地头寻、漫山遍野找，不留死角，消除盲点，一个

字：搜！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调查队全体人员近 20 天的共同努力，种质资源收集终于有所突

破，既有数量，也有质量。名、特、优、稀种质资源都齐全。为此，也付出了代价。最为

感人的是：9月 15 日，为了调查本地茶，驱车赶往阳平镇虎岗村，因路徒林密，杂草丛生，

队里多人被刺伤，没路穿树林、钻草棵，有沟绕道行，实在难走砍去荆棘小心挪步向目的

地进发，好不容易找到了生长 48 年的本地茶树，并且拍了照（见图 1），累的个个汗流浃

背，口干舌燥，筋疲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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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阳平虎岗本地茶树

9 月 22 日，在芳畈镇芳畈村，为了查实玉皇李这一珍稀物种，我们顾不上休息在午后

的骄阳下徒步走田埂、过水沟，鞋也磨破了。队长朱新洲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身上被蚊

虫叮肿了也不吭声，在向导的带领下直奔果园，亲眼见到了流失多年的玉皇李实物，人人

喜出望外（图 2）。据园主介绍，20 世纪 90 年代遗留下来的玉皇李全县仅 32 株，名贵胭脂

李只有 3株，金皇李就 2株，它们的共特点是果大、品质好，十分俏销。

早熟玉皇李 6月果实成熟，胭脂李果皮胭脂色，金皇李果皮金黄色，果色诱人。须用

野桃树作砧木，本果枝作接穗嫁接。

图 2 芳畈早熟玉皇李

花生是大悟的传统农产品和支柱产业，种植历史十分悠久，为了寻找原生态种质资源，

跑遍了全县搜寻，终于在东新、丰店、彭店等偏辟乡野觅得。经观察了解，大悟袖珍花生

（图 3）以果小、粒饱、口味好而闻名，几十年来从未见发病，表现出超强的抗旱耐瘠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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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因而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实属地道的本地特有名优种质资源，为此 2012 年大悟花

生成功申报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图 3 大悟袖珍花生

任重道远谋未来

国之大，无农则不稳。天之道，万物繁衍生。物种代代传承和优胜劣汰是生命过程中

最本质的特征，普查与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是手段，保护和利用优良种质资源才是目的。

个人认为：对现有种质资源的普查与收集就是全面摸底，了解现状，此项工作目前我县虽

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已有 28 份种质资源初查录，但由于开展时间晚，错过了全面了解种

质资源特征特性的生育季节，仅果实或种子、植株样本难以断定，要得到完整资料，至少

还需一个生长周期的观察取样，很费周折。至于保存和利用现有种质资源，则是一项庞大

的系统工程，需要科研院所大力配合，潜心研究，反复试验选育比较，更是旷日持久。因

此，种质资源征集与利用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繁重任务，不能操之过急。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收集新物种，同时做好资料报送、样本保管和标本制作及种质资

源甄别鉴定等应急工作。为确保此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取得实效，建议国家

加快研究与开发利用步划，切实采取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及时抢救濒临物种资源。

天蓝、水清、山绿、田园似锦，风景如画，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梦想。但愿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能造福人类、服务社会，为现代农业提供更多更好的高产优质、抗逆

性强、适应性广的农作物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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秭归县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

2015 年 9 月 14 日，秭归县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工作会议，

正式启动普查与收集工作。

农作物种质资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物产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性战略资

源。为尽快查清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家底，保护并积极利用携带重要基因的农作物种质资

源，农业部组织开展了第三次普查与收集行动，我省 62 个县（市、区）纳入普查与收集范

围。

秭归县地处三峡河谷地区，特有种质资源丰富，目前已录入国家库的种质资源达 515

个，录入湖北省中期种质资源库数量 378 个（包括玉米、水稻、小麦及其他）。今年，秭

归县再次被列为普查与收集工作的重点县之一，将着力开展本县经济、人口、自然资源信

息统计，并对当地古老、珍稀、特有、名优的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进行

收集。

召开会议安排部署 讲解相关内容

（张斌 秭归县种子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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