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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在江苏省多县市纷纷启动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2016

年实施方案的要求，2016 年要完成江苏和广东两省 19 个县农

作物种质资源的系统调查与抢救性收集任务。2016年5月12-14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举办广东和江苏省系统调查与收集培训班。

通过培训，大家深刻体会到了本次系统调查与收集工作的重要

意义，明确了各自的任务分工，掌握了相关的技术知识。

7 月份开始起，在经费还没到位的情况下，江苏省多县纷

纷响应行动号召，积极准备，针对各县实际情况，通过调研、

走访等形式，对资源情况进行调查摸底，溧阳市还简历了农作

物种质资源信息群 http://jq.qq.com/?_wv=1027&k=2HCFdp3，

调查取得初步成效。六合区、睢宁县、靖江市、响水县等也都

纷纷行动，希望通过这次行动，不仅对全区农作物种质资源进

行全面普查，摸清农作物种质资源“家底，还希望在普查基础

上，进行各类作物种质资源的系统调查，抢救性收集各类栽培

作物的古老地方品种、种植年代久远的育成品种、重要作物的

野生近缘植物，以及其他珍稀、濒危作物和野生近缘植物的种

质资源。

（编辑部 陈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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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多县市启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

1 溧阳市

根据农业部、省农委统一部署，溧阳市于 2016 年启动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为确保

本次普查与收集工作的顺利实施，7月 19 日上午种子管理局召开了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启动会。种子管理

站站长徐春松主持了会议。市农林局分管局长王亦愚与会并作了重

要讲话。

7月 26 日下午，省农科院蔬菜所王伟明所长一行来本市开展调

研活动。种子管理站徐春松站长先将近期本市开展的普查工作内容

与进度向对方作了简单汇报，并就下一步如何开展此项活动作了交

换意见，初步确定了开展种质资源调查的方案。

为确保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工作与收集工作的顺利实施，市农作物种

质资源普查工作小组办公室经研究决定建立溧阳市农作物种质资源信息

群 http://jq.qq.com/?_wv=1027&k=2HCFdp3，主要起到以下四个方面的作

用：1、宣传种质资源征集的意义目的；2、交流各镇种质资源信息；3、

发布相关的征集信息；4、介绍普查工作进展及成果。

8 月 8-9 日农作物种质资源征集工作小组成员在相关镇农业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通过下乡走访老农民（土专家）和城区蔬菜种子经销

商、召开座谈会、进村入户实地调查勘验等形式对本市溧城镇、昆仑街道、

天目湖镇所属的马垫、合心、毛尖等村进行调查摸底，初步掌握到水菜瓜、长梗白菜、毛尖花红、

野毛桃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种质资源 10 个品种，并首战告捷成功采集到黄籽麻苦菜、乌骨豆、溧阳白

梗香菜、长白梗、奶奶芥菜 5个品种的种子。

（江苏省溧阳市种子管理站 袁秀英 潘俊华）

2 睢宁县

7 月 13 日，睢宁县农委召开了睢宁县“第三次全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工作部署暨技术培训会，启动睢

宁县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工作。

根据农业部及省农委的要求，6月底正式成立了睢宁县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和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实

施小组，并将在 8—9月普查全县各类农作物基本信息以及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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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及征集等。 该领导小组由县农委主任仝泽章任组长，农委

纪委书记、分管粮食、种子管理、项目副主任任副组长，相关单位人员为成员，具体工作由县农委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实施小组负责完成。普查对象是睢宁县域内相关农作物，主要是粮食、

油料、蔬菜、果树、烟、茶、桑等。普查与征集时间为 2个月，遇特殊情况适当延期，最迟在 12 月

中旬完成。此次普查的主要任务是查清我县各类农作物的种植历史、栽培制度、品种更替、社会经

济和环境变化、种质资源种类、分布、多样性及其消长状况等基本信息，征集当地古老、珍稀、特

有、名优的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等。 普查地点确定在全县 18 个镇（街道），重

点在古邳、魏集、岚山、王集、官山 5个镇。

睢宁电视台、《今日睢宁》进行了全程宣传报道，并在电视、报纸、睢宁农业网上征集当地名

特优农作物农家品种线索，以确保当地古老、珍稀、特有、名优的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植物种

质资源等能够得到保护。 （江苏省睢宁县农委种子管理站 惠鹏）

3 南京市六合区

7月 19日，根据省农委相关要求，区农业局召开“第三次全国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推进会，相关科室、涉农街镇农业服务

中心负责人、种子管理站全体人员及特邀老农技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农业局韦局长就此次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作了动员，要求我

们对全区农作物种质资源进行全面普查，摸清农作物种质资源“家底”。

区种子管理站陈站长对此次种质资源普查行动实施技术方案进行

详细的讲解，此次普查与征集工作从 5月开始一直持续到 10 月底，旨

在基本查清我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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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种类、分布、多样性及其消长状况等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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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信息。

在普查基础上，还将进行各类作物种质资源的系统调查，抢救性收集各类栽培作物的古老地方品

种、种植年代久远的育成品种、重要作物的野生近缘植物，以及其他珍稀、濒危作物和野生近缘植

物的种质资源。

（六合区农业局 王东海 周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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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靖江市

7 月 8 日上午，农委举办了“靖江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

收集培训会”，各镇农推中心负责人及种子技术员、农委相关科

站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种子管理站张海燕站长就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的意义及如何开展这项工作作了详细讲解。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朱杰同志到场并作重要讲话。朱主任从三个方面强

调了种质资源普查的意义、任务、责任，要求大家要提高认识，认真部署，重抓落实，确保各项任

务圆满完成。 （靖江市种子管理站 陈莉）

5 响水县

为贯彻落实《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 年）》（农种发【2015】

2 号）文件精神，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尊师民收集行动实施方案》（农办种【2015】26

号）文件要求，8月 9日上午，响水县农业委员会组织全县各镇区农业中心负责人、种田大户、种子

经营户等 60 多人，召开响水县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

收集培训会。会上农委副主任程江作了全面的动员与部

署，种子管理站周钧站长作详细的培训与辅导。向大家

解读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的目的、意义及当

前的工作任务和工作重点。培训大家如何进行文献资料

查阅、资源分类、信息采集、数据填报、样本征集、资

源保存以及如何与农户座谈交流等方法。让大家明白随

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各国围绕重要基因发掘、创新

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人类未来面临的食

物、能源和环境危机的解决都有赖于种质资源的占有，作物种质资源越丰富，基因开发潜力越大，

生物产业的竞争力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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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明确不同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品种多样性和演化特征，预测今后农

作物种质资源的变化趋势，丰富国内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数量和多样性，不仅能够防止具有重要潜在

利用价值种质资源的灭绝，而且通过妥善保存，能够为未来国家生物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基

因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 （江苏省响水县种子管理站 庄海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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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味道——穇子

穇子，第一次与之结缘是去年在整理种质资源目录清单的时候，专家向我介绍，穇子也是一种

杂粮，在湖南省道县、隆回、新化等地有少量种植，是一种药食同源的作物。7月 19-25 日，我随同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和收集第三小组前往邵阳市隆回县进行资源调查和收

集，在走访过程中，加深了对穇子的了解和认识。

穇子，别名龙爪粟、龙爪稷、鸡爪粟、雁爪粟等等，是一

年生的草本谷类作物。它生长在丘陵山地高寒地带，对管理要

求不高，其米粒颗粒饱满，质地粗硬。“没上过高山，不知道

平地；没吃过 穇子，不知道粗细。” 这句当地俗语足可反映

穇子的粗糙程度。现在人们在利用穇子做食物时，一般会掺入

适量的糯米来改善它的口感。

在上世纪 70 年代，粮食紧缺，穇子也是一种重要的主食之一。随着社会的进步，水稻等农作物

产量的提高，穇子慢慢地退出了当地农作物的种植范畴。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穇子因营养价

值高，且有补中益气、厚肠胃之效，在追求食品天然、安全的今天，穇子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

穇子酒（永州零陵）、穇子粑粑、穇子粑蒸鸡（娄底新化）等地方特色食物深受人们喜欢。

隆回县 72 岁的宁佐廷老人还种植着穇子等传统作物。“穇子的产量很低，亩产才 300 来斤，我

每年就种 3、4分地，种了快 30 年了。我主要是舍不得丢下从祖辈手里

就遗传下来的种子，每年还坚持种一些粗粮，怕某一年不种了，以后再

没人种了。我也不图产量有多高，只是想让儿孙们记住老家的味道。”“现

在市面上很多的农副产品都有得卖，价格也不贵，大家条件都好了，觉

得种地太辛苦，很多人家都不愿意再种了，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还能坚持

种一点。我儿子在外面做生意，买房安家，再不会回农村种地了，孙子

虽然在农村长大，但也从来没有下地干过农活，等我们百年以后，谁还会来继承这些老祖宗留下来

的种子？”老人家对穇子味道的传承表示担忧。

老人的话深深打动了我。面对时光流逝，中国人习惯用特定的食物来延续昔日的美好时光，寻

得心灵的慰藉。对于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经历 70 余载人生风雨的老人来说，穇子已不仅仅是

一种食物，而是其一生悲欢苦乐岁月的感情寄托，是对远离家乡的儿女的浓浓思恋。对于吃着爷爷

亲手做的穇子粑粑长大的小孙子来说，也许等他长大后，会离开家乡，不再会记得穇子粑粑的做法，

但那种香甜的味道，承载着长辈的血脉眷念，萦绕着浓浓的老家味道，将是他一生不灭的记忆。对

于我们农业科研工作者来说，在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的基础上，怎样进一步保护、开发、利

用这种濒临消失的作物，怎样传承和延续这种地方传统的味道是一道等待我们解决的命题，也是一

种历史责任和使命。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科学技术处 刘新红 宗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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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杨庆文研究员到广西农科院、广西自治区种子管理局调研

2016 年 7 月 25 日下午，南宁,头上骄阳普照着，空气温度 40℃左右，脚下将近 50℃的地面烘烤

着，一行人行走在广西农科院明阳试验基地的玉米资源晾嗮场、

红薯资源鉴定圃、葡萄资源棚架间，豆大的汗珠不断地从脸上流

下，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前胸后背的衣服已全部被汗水湿透，转

一下都能拧出水来，可是他们却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双方不停地

交谈着、讨论着。同样的一幕于 7 月 26 日上午再次出现，在广

西农科院的甘蔗野生资源圃、香蕉资源鉴定温室、蔬菜资源鉴定

圃，还是这一行人顶着酷暑在孜孜不倦地做着同一件事——“第

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2016 年广西农科院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工作的调研。调研

小组由项目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杨庆文研究员带队，同行的有项目办公

室的高爱农博士，《简报》编辑姜淑荣副研究员以及科研助理徐丽娜。

广西农科院科技处副处长车江旅，刘开强博士陪同调

研。广西农科院玉米研究所党委书记程伟东，蔬菜研究所

副所长陈振东，甘蔗研究所副所长杨荣仲，以及经作所、

生物所、水稻所、葡萄所等相关领导专家在基地现场介绍

了对 2015 年调查普查等搜集的资源的鉴定评价工作。随

后,调研组分别在广西农科院、广西自治区种子管理局与

相关领导、专家进行了座谈，会上听取了相关工作进展的

汇报。广西农科院副院长邓国富、广西自治区种子局副局长郭小强等到会，并在会上讲话。

广西农科院副院长邓国富介绍：2015 年收集资源 708 份，征集资源 962 份。其中收集的珍贵的

野生华东葡萄资源，抗霜霉病、白粉病、根线虫，耐湿耐热；收集的墨白玉米对创新抗旱种质将是

很好的材料。基本摸清了当地农作物资源的情况，对当地农业种质资源的种类、分布、生长情况、

生态环境因素等关键信息有了清晰全面的了解和掌握。调查中

发现某些种质生存环境变化很大，原生境破坏严重，如水稻 80%

以上被破坏。建议加强组织管理，注意保护。

2015 年广西农科院共有 8 个所 38 位科技人员参与收集调

查，培养锻炼了一批年轻的队伍。要加大培训力度，要让队员

不仅知道如何去收集，还要懂得如何采集保留重要的信息。

大概有 40 名科技人员参加了座谈会，相关领导专家作了发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 7 -

言，大家比较关注的是：集中统一组织收集模式是否利于不同作物的获得最佳采收时期；鉴定评价

工作量很大，经费是否及时保证；种子可以入库，营养繁殖的活体如何保存？本单位没有研究项目

的资源交给谁？评价是否有统一标准？评价鉴定环境与原生境差别较大，有的作物生长很差,影响鉴

定结果；征集的资源信息缺失，不利于鉴定等。

杨庆文研究员肯定了广西农科院的 2016 年的鉴定评价工作在预期之中，称相比洪灾中的湖南、

湖北，这里的工作令人欣慰。对于几个关注点，也一一给予解答：调查收集组织形式以集中为主，

分散为辅，集中有利于县乡统一接待及交流座谈，分散以各作物独立的专业调查为宜；只要有好的

资源就要想方设法收回来，不管是否收集县；对征集的资源要强调名、特、优、奇，有特点的没有

活体保存的必须再进行一次实地考察，补充采集；收集到的非本单位研究范围的资源，也由本单位

去做；他反复强调：鉴定评价是有统一标准的，以刘旭院士主持编著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技术规范

丛书”为准；鉴定评价资源的份数不是收集的份数，而是以能活体保存最后编目入国家库（圃）的

份数；不要单纯地追求是否有利用价值，应是为编目入库做基础的植物学性状的鉴定评价。

高爱农博士指出：收集的资源份数、鉴定评价的份数、最后编目入库的份数、要与预算下拨经

费的任务指标相符；收集到不熟悉的资源，应尽早与相关的种质库（圃）联系如何保存？如何鉴定？

及时进行；调查队员专业要全面，工作中不要只限于本专

业，要互相合作。

广西自治区种子管理局的郭局长介绍:2015 年普查县

上交资源共 1014 份,其中,栽培稻 250 份、野生稻 7 份、

杂粮 109 份、经济作物 255 份、豆类 128 份、玉米 58 份，

还有蔬菜、果树等。工作中发现上交的样本有的没有生命

力，如茶叶等；采样后有的没有及时上交，导致活体样本

发霉腐烂甚至死亡；采样不规范，如果树类，枝条嫁接成

活率极低，植株难以定植成活；取样随意，价值不大；尚有 30 份样本没有移交，如魔芋、鸡爪果、

凉粉果，千年桐等无单位接受。县乡镇人员少，业务不熟悉，征集表有的没有提交。

杨庆文研究员强调一定要把握好普查表的信息全面、真实、有效，要避免拍脑门填表，避免从

市场上买来的东西；对于芽率不高、活力不够的要重复提交，可以以快递到付的方式弥补；某些县

只提交几份材料，说明工作不到位，建议种子局加强考核。

车江旅建议对于很多信息不准确、不规范的普查表，应分别按照作物种类，由广西农科院相关

专家分别审查核阅，再修正。农科院与种子局可以协同去做，可在 QQ 群等交流平台，定期、不定期

地交流。2016 年广西农业科学院拟完成 2140 份农作物资源的鉴定评价工作和 1520 份农作物种质资

源的编目入库工作。 （编辑部 姜淑荣）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 8 -

江苏第二调查队的首次资源收集图集-江苏睢宁

照片拍摄者：姚协丰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

照片整理者：严娟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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