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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调查分队由广西农科院蔬菜所副所长陈振东任队长，中国农科院农作物普查办公

室高爱农博士、广西农科院水稻所梁云涛博士为副队长，率 8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由上

思县种子站钟礼华站长陪同，前往叫安乡进行系统调查。

第三调查分队由广西农科院玉米所书记程伟东为队长，广西农科院甘蔗所副所长吴建

明和中国农科院农作物普查办公室胡小荣博士为副队长，率领 7个研究所和部门科技人员，

由上思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长黄志勇陪同，前往公正乡进行系统调查。

这次对上思县的农作物种质资源进行系统调查的主要任务，是要查清各类作物种质资

源的种类、分布、生态环境等基本信息；对上思县内粮食、蔬菜、果树、经济作物、牧草

等作物种质资源进行收集，采集 80-100 份栽培作物的古老地方品种及重要作物的野生近缘

植物资源的种子、种茎等繁殖材料，妥善保存，并填写作物种质资源征集表；接收上思县

征集的珍稀、名优、特异作物种质资源及作物种质资源征集表。

（刘根泉 中国农科院作科所）

访问老农 研究工作 整理标本

2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专家组

到湖南省农科院检查工作

10 月 26-28 日，受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领导小组委托，中国农

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述民带领有关专家组成的检查组到湖南省农科院检查“第三

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工作。在省农科院副院长余应弘和院科学技术处有关

同志陪同下，检查组重点考察了省农科院资源调查队在道县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

集的全过程，CCTV4 进行了全程跟拍。

余应弘向检查组介绍农科院种质资源调查和收集

工作的基本情况、主要进展、主要成效和组织管理情

况。2015 年湖南省农科院抽调院属各研究所的专家组

建了 3个调查小组，赴沅江县、城步县、石门县、宜

章县、道县、茶陵县、凤凰县 7个县进行种质资源的

系统调查与抢救性收集工作。此次调查活动由院科技

处统筹安排，3个调查小组具体实施，各小组分工合

作，工作开展十分顺利。

王述民一行详细了解了湖南省农科院资源调查工作的各个环节，他充分肯定了湖南省

农科院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行动”中所做的工作。他表示，湖南省

农科院的有关做法和经验值得在各省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工作中推广借鉴。

(刘新红 湖南省农科院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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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国际频道记者专题采访湖北省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普查与收集行动”

9 月 23 至 25 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记者马红和

陈大伟在通山县对“湖北省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普查

与收集行动”进行了为期 3天的专题采访。

本次专题采访以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2个农作物

种质资源调查队的实地调查和收集工作环节为主线，采

用记者随同调查队实地工作的采访方式，全方位记录了

本次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工作的整个过程。第一

调查队队长张再君研究员和第二调查队队长万正煌研

究员分别接受了专访。本次专题采访的主要内容涵盖了

与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交流、与群众座谈、信息采集、实

物收集以及第一阶段工作的小结等。

据悉，本次专题采访旨在翔实记录第三次全国农

作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工作的具体过程，展现考察队

员们不辞辛劳、敢于奉献的精神风貌，并为宣传此次全

国农作物种质普查与收集行动的大型纪录片收集素材。

湖北省是该大型纪录片拍摄的第一站。

(张士龙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图注：

1.央视记者拍摄考察队与基层干部交流

2.央视记者拍摄群众座谈会

3.央视记者拍摄种质资源收集过程

4.央视记者在第一阶段总结会现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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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积极开展种质资源普查 努力夯实种业发展基础

按照农业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统一部署，湖北省作为第一批

实施的 4个省（市）之一，确定了 62 个县（市、区）参与活动，其中 21 个县开展系统性

调查和抢救性收集工作，目前各任务单位正紧锣密鼓，全面推进。

一、精心谋划，迅速启动，加快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进度

8 月 27-29 日，省种子管理局配合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在武汉召开了“湖北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培训会”，来自各县农业局、种子管理局领导与专家近 200 人参加了培训。

农作物种质资源首席专家刘旭院士亲临现场，讲解了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规划和资

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专家们全面详细讲解了技术

规范与操作方法。培训会的召开，提高了思想认识，增强了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工作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厘清了工作思路，明确了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的重点任务。

二、加强领导，重视架构，推动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实施

为进一步明确任务强化责任，统筹全省抓好工作落实，省农业厅成立了由戴贵洲厅长

任组长、省农业厅和省农科院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厅机关有关处室和省农科院粮作所负责

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省种子管理局抽调业务人员成立了工作专班，印发了实施方案；承

担工作任务的 62 个县（市、区）与中国农科院签订了工作合同，明确了工作任务；各县（市、

区）也相应成立了领导小组和技术专班，制定了工作方案。目前，全省种质资源普查与收

集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

三、细化分工，严格要求，确保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目标

为达到查清各类作物的种植历史、栽培制度、品种更替、社会经济和环境变化，以及

重要作物的野生近缘植物种类、地理分布、生态环境和濒危状况等重要信息，收集相关种

质资源样品的工作目标，62 个县（市、区）全面普查、填报资源普查登记表，其中 41 个

县（市、区）已进入种质资源样品收集阶段，21 个县（市、区）在普查的基础上协同省农

科院开展系统性调查和抢救性收集，预计我省收集资源样品总量 2500～3330 份；省种子管

理局进一步加强了与省农科院的紧密联系，正积极建立普查信息数据库，将收集的资源及

时存入资源保存库，使优异资源能够得到妥善保存，有效保护重要基因资源。

（马磊 湖北省种子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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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资源调查与抢救性收集小结

—— 重庆市巫山和奉节站

于 2015 年 10 月 20-28 日参与全国资源调查与抢救性收集重庆-巫山-奉节的工作，针

对重庆巫山和奉节两县的桃种质资源收集有一些浅显的认识。

1. 巫山县桃种质资源较为丰富，山间、田间、房前屋后常

见，但不成片，均为零星种植，自家食用。主栽品种为‘白花桃’，

其所用砧木多为在山间挖来的野生毛桃。

巫山县的建坪乡、邓家乡、官渡镇桃种质资源较为丰富。在

该地共收集到 11 份资源，包括 1份山桃、1份普通桃地方品种

‘六月桃’、1份普通桃栽培品种‘白花桃’、8份野生毛桃。该

地区野生毛桃总体表现为抗瘠薄、抗流胶；树形各异，枝条节间

长度和树干皮孔均有明显区别。

其中，有 2份野生毛桃表现特殊。据当地人反映，1份野生

毛桃（编号 2015502030）果实果肉红色素含量很高，果肉脆、 编号 2015502030 野生毛桃-枝条和种子

甜，风味好，大家都争抢果核拿回家种，该份资源可作为红肉桃新品种选育的宝贵材料；

1份野生毛桃（编号 2015502006）树形为柱形，高 10～12m，可与帚形山桃媲美。

编号 2015502006

野生毛桃-树体和采集枝条

编号 2015502006野生毛桃-枝条和种子

2. 奉节县桃种质资源较少，可能因为在考察该地时，连续大雨，没有到险远地带。据

了解，当地农作物的栽种多为烟草，果树极少。在该地仅收集到 2份野生毛桃，各方面指

标表现一般。

3. 重庆山区当地人多以果实成熟时间的早晚命名普通桃地方品种，如在农委普查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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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桃’、‘四月桃’、‘五月桃’、‘六月桃’的记载。但由于本次参与的调查时间较短，

所收集地区有限，只收集到‘四月桃’和‘六月桃’，希望以后有机会予以补充收集。

4. 本次收集的桃种质资源已全部嫁接，待后期评价鉴定。

5. 全国资源调查与抢救性收集工作环境艰苦，在此诚挚感谢重庆相关单位的领导、老

师和同行的共进退。

（严娟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桃研究室/国家果树种质南京桃草莓圃）

武宣县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行动座谈会

为了及时准确做好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查清本县粮食、纤维、

油料、蔬菜、果树、糖、烟、茶、桑、牧草、绿肥等各类农作物的种植历史，栽培制度，

品种更替，种质资源种类、分布、多样性及其消长状况等基本信息以及重要作物的野生近

缘植物种类，地理分布，生态环境和濒危状况等信息，10 月 22 日，武宣县农业局召开了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有 13 位退休老农技

推广人员年龄在 65 岁以上，有的达 83 岁高龄，他们有的 20 世纪 50 年代即参加农技推广

工作，并且长期奋战在农技推广第一线，这些退休老农技推广人员在会上畅所欲言，为完

成本县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信息素材，也为今后开展

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奠定了重要的信息基础。

（覃德注 广西武宣县农业局办公室）

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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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调查 3组顺利开展城步县

系统调查与收集工作

2015 年 10 月 14-26 日，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方案及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资源调查领导小组安排，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作物种质资源系统调查 3

组在城步县农业局的大力协助下，顺利开展了对城步县为期 13 天的作物种质资源系统调查

与收集工作。

调查 3 组由 6 名一线种质资源研究方向科研人员组

成，涵盖果树、水稻、作物、蔬菜、茶叶等作物，组长

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杨水芝副研究员担任。

调查组在对城步县有关专家、年长农户等进行座谈、走

访的基础上，主要通过野外调查采集、农户家收集和农

贸市场采购等方式，对长安营乡、南山镇、汀坪乡、茅

坪镇、儒林镇等 5个乡镇共 13 个村进行系统调查与收集。调查区域包括高山、坡地、平地、

沼泽地等不同地型，海拔高度从 300～1800m，涉及苗、侗、瑶、汉等不同民族地区。本次

调查与收集行动共收集作物种质资源 120 份，其中果树 43 份，蔬菜 32 份，旱粮 28 份，水

稻 10 份，茶叶 7份，包括了黑节糯、旱禾等第一、二次全国农作物资源普查未收集到的水

稻资源，种植 30 年以上的糁子、小米、大豆、玉米、南瓜、萝卜等地方品种，外形、肉质

各具特色的野生猕猴桃和树龄上百年的梨、杨梅、越桔和半乔木型茶树等野生种质资源。

本次系统调查与收集工作，不仅对当地一些古老、

稀有、名优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种进行了收集，而

且对城步县地方品种的种植历史、栽培制度、品种更替

和作物野生种质资源的地理分布、生态环境和濒危状况

等信息进行了系统调查，为下

一步开展作物种质资源的挖

掘、利用及野生资源保护等提供了重要的遗传材料和信息。同时，

调查组还结合各自专业优势，调研并指导了当地果树、蔬菜、茶

叶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和水稻等的生产。

（刘振 湖南省茶叶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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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科院种质资源调查队在咸丰县境内

发现野生 “拐枣”

日前，“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搜集行动”湖北省农科院种质资源调查队在

湖北省咸丰县小村乡李子溪村发现野生 “拐枣”。据向导介绍，在当地 864m 的海拔高度，

野生拐枣是稀罕东西，已不多见。

该野生拐枣树高达 10 余米，叶子很像枣树的叶

子，但比枣叶大，长可达 8～16cm，宽 6～10cm，椭圆

形，边缘有锯齿，上面有 3条很明显的叶脉，叶互生。

果实圆形或宽椭圆形，生于

肉质扭曲的花序轴上，此时

正值成熟季节。

据当地人介绍，拐枣花

期 6月，果期 8-10 月。我们

吃的拐枣并非它的果实，而是它肥厚的果柄——如筷

子般粗细、形态扭来扭去象“卍”字的棕灰色“磕碜”

棒状物。霜后的拐枣“果实”，肉质鲜嫩，甘甜如饴，涩味消失，令人回味无穷。

据考证，拐枣和枣同属鼠李科植物，是远房亲戚关系。拐枣能“补中益气”（《滇南本

草图说》），能“止渴除烦、润五脏、利大小便、去膈上热、功用如蜜”（《本草拾遗》），具

有较多的药用价值；《随息居饮食谱》记载，“解烧酒毒，以枳椇子煎浓汤灌”，可见“解酒

毒”是拐枣果实——枳椇子的另一大功能。

(张士龙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拐枣果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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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上的萝卜王子“拴马桩”

10 月 17 日下午，“全国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湖北省系统调查与收

集第一调查队在咸丰县坪坝营镇新场村 8组实地考察时，发现一特大萝卜地方品种——拴

马桩，堪称“萝卜王子”。

“拴马桩”块头大，平均肉质块根长度 50～60cm，

横径 7～10cm，重量 3kg 左右。该品种植株健壮，叶簇

半直立或较平展，开展度约 60cm，叶色深绿；块根呈长

弯圆柱形，头尾略细，皮色白色，肉质白嫩、多汁、无

辛辣味，口感脆甜。由于肉质块根大部深扎土层，露出

地面部分仅约 20cm，十分稳固，当地村民形象地称之为

“拴马桩”。

据咸丰县农业局退休老局长白德清介绍，从他记事时起，该

萝卜品种就已经在当地种植，种植历史估计百年以上。该品种需

种植在土层深厚、松软的田地里。7月中下旬播种，10 月中下旬

即可收获，来年 2月初抽苔。在种植过程中要多施钾、磷肥。如

果生长正常，最大的萝卜长达 80cm，肉质根横径达 20cm，重量可

达 15kg，一亩地可产萝卜 7500kg 左右。据调查，在当地 1000m

的海拔高度上，目前还没有发现在个头上与其匹敌的其他萝卜品

种。该地方品种是一份珍贵的萝卜种质资源材料，具有良好的科

研和开发利用价值。

(张士龙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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