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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贵州农业生物资源调查”项目完成了对贵州 ４２ 个县的普查和 ２１ 个县的系统调查ꎮ 调

查的农业生物资源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作物、果树作物和药用植物等ꎮ 通过调查基本查清了贵州现有栽培的农业

生物资源 ２０７ 类ꎬ采集了 ４８００ 多份种质资源ꎬ其中 ３５００ 多份是国家尚未编目、入库(圃)保存的新种质资源ꎬ并且这些种质资

源呈现出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ꎮ 这充分说明我国少数民族的偏远地区农业生物资源还有很大的收集潜力ꎬ应继

续调查收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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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ꎬ蕴育了丰富多样

的农业生物资源ꎮ 然而ꎬ随着社会变迁ꎬ世代相传的

农业生物资源逐渐消失ꎮ 因此ꎬ对贵州农业生物资

源进行调查收集是非常必要的ꎮ
“贵州农业生物资源调查”项目是国家科技基

础性工作专项ꎬ本项目总体目标是完成贵州少数民

族地区粮食、经济、蔬菜、果树作物和药用植物的调

查收集ꎬ阐明少数民族农业生物资源的价值ꎬ为制订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物资源有效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发展战略、科研和原始创新ꎬ提供权威性基础资

料和材料ꎮ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８ 卷

１　 调查方法

本项目的调查采取了普查与系统调查相结合的

方法[１]ꎮ 选择了 ４２ 个县(占全省的 ５０％左右)开展

普查ꎬ并在其中 ２１ 个县开展系统调查ꎮ 重点调查的

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水族、毛南族、侗族、瑶族、
彝族、壮族等ꎮ
１ １　 普查

普查由普查县农业局技术人员按“农业生物资

源普查表”要求填写完成ꎮ 填写前ꎬ对负责填写人

员进行集体培训ꎬ在培训基础上通过查档案访问有

关专家或年长农民ꎬ填写各项内容ꎮ
１ ２　 系统调查

系统调查由本项目组织系统调查队ꎬ赴系统调

查县进行实地调查ꎮ
１ ２ １　 系统调查的准备　 组建系统调查队并进行

培训ꎬ同时准备好所需物资和有关资料ꎮ
１ ２ ２　 系统调查的方法 　 在每个调查县中选择 ３
个有代表性的乡(镇)ꎬ在入选的 ３ 个乡(镇)中各选

３ 个村进行调查ꎮ 调查的方式是访问和座谈ꎬ根据

调查的信息ꎬ按«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技术规程»采
集种质资源的样本[２]ꎮ

２　 调查结果

本项目的调查工作已结束ꎬ普查了 ４２ 个县ꎬ系
统调查了其中的 ２１ 个县ꎬ获得了大量的基础资源和

信息ꎬ采集到 ４８００ 份农业生物资源样本ꎮ 本文根据

调查和采集的种质资源样本ꎬ简述贵州农业生物资

源丰富多彩的种类、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ꎮ
２ １　 丰富多彩的种类

现将调查到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作物、
果树作物、药用植物和食用菌的栽培种类及其野生

种类归纳列入表 １ꎮ 根据表 １ 统计ꎬ迄今贵州栽培

的农业生物资源共 ２０７ 类ꎬ野生的 ６８０ 多类ꎮ 其中

粮食作物栽培的 ２７ 类ꎬ野生的约 １０ 类ꎻ经济作物栽

培的 ２６ 类ꎬ野生的约 ９ 类ꎻ蔬菜作物栽培的 ５８ 类ꎬ
野生的约 １０ 多类ꎻ果树栽培的 ４０ 类ꎬ野生的约 １１
类ꎻ药用植物栽培的 ５０ 多类ꎬ野生的 ３００ 多类(仅为

主要的)ꎻ食用菌栽培的 １３ 类ꎬ野生的约 ２４０ 多类

(大型真菌)ꎮ

表 １　 调查地区农业生物资源的种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ａｇ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资源大类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栽培种类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野生种类

Ｗｉｌ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粮食作物

Ｆｏｏｄ ｃｒｏｐ
稻、小麦、大麦、燕麦、玉米、高粱、甜高粱、谷子、黍稷、荞麦、食用

稗、子、薏苡、籽粒苋、普通菜豆、蚕豆、豌豆、豇豆、绿豆、小豆、
饭豆、小扁豆、黎豆、刀豆、马铃薯、甘薯、木薯

小麦野生近缘植物、野生绿豆、野生薏苡、野生荞

麦、野生苋、野燕麦

经济作物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ｏｐ
大豆、油茶、花生、芝麻、向日葵、紫苏、棉花、大麻、苎麻、青麻、蓖
麻、构树、茶树、桑树、烟草、花椒、大料、木姜子、薄荷、蓝靛、油
桐、皂角、漆树、油橄榄、乌桕

野大豆、野苏子、野茶树、野花椒、野大料、野薄荷、
野桑树、野油菜、野香料类、野染料类

蔬菜作物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
大白菜、白菜、芥菜、甘蓝、莴苣、生菜、芹菜、菠菜、花椰菜、苋菜、

薄荷∗、萝卜、胡萝卜、芜菁、苤蓝、黄瓜、苦瓜、冬瓜、丝瓜、南瓜、
西葫芦、瓠瓜、佛手瓜、蛇瓜、甜瓜、西瓜、茄子、辣椒、番茄、藊豆、

长豇豆、四棱豆、蚕豆∗、豌豆∗、菜豆∗、小扁豆∗、韭菜、葱、蒜、
蕌头、姜、阳荷、山奈、茴香、芜荽、芋头、山药、魔芋、豆薯、薯蓣、

马铃薯∗、菊芋、莲藕、竹笋、慈菇、百合、花椒∗、水芹、草石蚕、叶
用甜菜、茼蒿、荆芥、荠菜、黄花蔊菜、蕺菜、荆菜、冬寒菜

野葱、野蒜、野山药、野韭菜、野魔芋、野生樱桃番

茄ꎬ还有一些野菜如血皮菜、蕨菜、苦卖菜、豆瓣菜、
鱼蓼、辣蓼、草果、香茅草、野草香、满山香、奶浆花、
金钢膝、甜香菜等

果树作物

Ｆｒｕｉｔ ｃｒｏｐ
苹果、梨、山楂、蒲桃、李、杏、桃、木瓜、杨梅、橘、橙、柚、椪柑、柠
檬、枳、枳椇、余甘子、橄榄、石榴、杮子、葡萄、香蕉、芭蕉、菠萝、
芒果、番木瓜、猕猴桃、草莓、枣、核桃、银杏、榛、板栗、火龙果、无
花果、刺梨、龙眼、枇杷、荔枝、火棘、仙人掌、南酸枣

野葡萄、野橄榄、野银杏、野梨、野橘、野猕猴桃、三
叶木瓜、野杨梅、野板栗、小血藤、野李、野杏、野核

桃、牛奶子、胡颓子、八月瓜、野柿、野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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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续)

资源大类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栽培种类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野生种类

Ｗｉｌ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药用植物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杜仲、黄柏、太子参、板蓝根、金银花、百合∗、党参、木姜子∗、桔
梗、半夏、川芎、丹参、厚朴、白芷、冰球子、泽兰、穿心莲、垂油子、
刺五加、大黄、防风、黄岑、黄姜、黄芪、姜黄、接骨丹、金钗石斛、
苦金盆、雷公藤、灵芝、龙胆草、棕树、青蒿、三七、水昌蒲、天麻、
铁皮石斛、土三七、五香草、小草乌、断续、鱼腥草、重楼、竹根七

等ꎬ共 ５０ 多种

金银花、杜仲、党参、白芨、车前草、何首乌、天麻、板
蓝根、木姜子、半夏、独角莲、桔梗、钩藤、百合、龙胆

草、千里光、岩白菜、和尚头、麦冬、夏枯草、盐肤木、
羊耳菊、虎耳草、接骨茶、接骨草、马鞭草、田基黄、
倒提壶、灯心草、地苦胆、隔山俏、过路黄、海金沙、
虎仗、黄莲、柴胡、六月雪、龙须藤、芒萁、重楼、蒲公

英、前胡、三角枫、山豆根、蛇莲、石斛、头花蓼、香
樟、淫羊霍等ꎬ主要的共计 ３００ 多种

食用菌

Ｅｄｉｂｌｅ ｆｕｎｇｉ
香菇、平菇、竹荪、黑木耳、双孢蘑菇、金针菇、茶树菇、杏钱包菇、
袖珍菇、凤尾菇、炬菇、玉黄菇、灰树花等

可食用的大型真菌有 ２４０ 多种ꎬ如奶浆菌、菌丝菌、
鸡枞菌、灰树花、马鞍菌、隐花青鹅膏、砖红绒盖牛

肝菌、巴氏蘑菇、双孢蘑菇、美味牛肝菌、白黑似牛

肝多孔菌、点柄粘盖牛肝菌、瓣片绣球菌、臭黄菇、
拟臭黄菇、紫陀螺菌、皱木耳、美网柄牛肝菌、长裙

竹荪、董紫红菇、细绒盖红菇、大白菇、蜡伞、小鸡油

菌、白密褶杯伞、球基蘑菇、鸡油菌、离生枝瑚菌、黄
白粘盖牛肝菌、长根菇、松塔牛肝菌、紫红菇、橙黄

革菌、乳白绿菇、松林小牛肝菌、乳菇、环柄香菇、橙
黄银耳、黑皱木耳、亮黄红菇、桂花耳、密环菌、毛木

耳、红菇、平菇、多鳞口蘑、黑木耳、淡绿红菇、红托

竹荪、白鬼笔、香菇等等

∗:为大类资源之间重复的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ｉｎｄ

２ ２　 物种多样性

在本次调查收集的农业生物资源中呈现出丰富

的物种多样性ꎮ 其中部分作物的物种多样性如下ꎮ
２ ２ １　 猕猴桃物种多样性[３￣４] 　 本次调查共采集样

本 ６１ 份ꎬ它们分别属于 １２ 个物种ꎬ其中栽培的 ２ 种ꎬ
即中华猴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ｌａｎｃｈ 和美味猕猴

桃 Ａ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Ａ Ｃｈｅｖ )Ｃ Ｆ Ｌｉａｎｇ ＆ Ａ Ｒ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ꎻ
野生的 １０ 种ꎬ即毛花猕猴桃 Ａ ｅｒｉａｎｔｈａ Ｂｅｎｃｈ、圆果

猕猴桃 Ａ ｇｏｌｂｏｓａ Ｃ Ｆ Ｌｉｎｇ、长绒猕猴桃 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ｖａｒ. ｍｏｌｌｉｓ ( Ｄｕｎｎ )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 全 毛 猕 猴 桃 Ａ.
ｈｏｌｏｔｒｉｃｈａ Ｆｉｎｅｔ. ｅｔ Ｇａｇｎｅｐ 、粉毛猕猴桃 Ａ ｆａｒｉｎｏｓａ
Ｃ Ｆ Ｌｉａｎｇ、糙叶猕猴桃 Ａ ｒｕｄｉｓ Ｄｕｎｎ、黄毛猕猴桃

Ａ ｆｕｌｖｉｃｏｍａ Ｈａｎｃｅ、大花猕猴桃 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Ｃ Ｆ.
Ｌｉａｎｇ、硬齿猕猴桃 Ａ ｃａｌｌｏｓａ Ｌｉｎｄｌ 、梅叶猕猴桃

Ａ ｎａｃｒｏｓｐｅｒｍａ Ｃ Ｆ Ｌｉｎꎮ
２ ２ ２　 柑橘物种多样性[３￣４] 　 已知贵州省分布有 ６
个柑橘物种ꎬ本次调查均已采集到ꎬ它们是宽皮橘

Ｃｉｔｒ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Ｂｌａｎｃｐ、柚 Ｃ ｇｒａｎｄｉｓ (Ｌ ) Ｏｓｂｅｃｋ、
甜橙 Ｃ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 ) Ｏｓｂｅｃｋ、葡萄柚 Ｃ ｐａｒａｄｉｓ Ｍａｃ￣
ｆａｄ、黎檬 Ｃ ｌｉｍｏｎｉａ Ｏｓｂｅｃｋ、 宜昌橙 Ｃ 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Ｓｗｉｎｇｌｅꎬ后两者为野生种ꎮ
２ ２ ３　 韭菜物种多样性[４￣５] 　 文献报道贵州省有 ３
种韭菜ꎬ本次调查收集到 ６ 种ꎬ即栽培物种普通韭菜

Ａｌｌ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Ｒｏｔｔｌ ｅｘ Ｓｐｒｅｎｇ ꎬ野生物种多星韭 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Ｋｕｎｔｈ、卵叶山韭 Ａ ｏｖａ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 、
野韭 Ａ ｒａｍｏｓｕｍ Ｌ (已开始驯化栽培)、藤藤韭(暂
订名ꎬ可能是齿被韭 Ａ ｙｕａｎｕｍ Ｗａｎｇｅｔ Ｔａｎｇ)、类卵

叶韭(暂订名ꎬ似短管韭与茗葱之间的新物种)ꎮ 后

３ 种为贵州省的新记录种ꎮ
２ ２ ４　 石斛的物种多样性[４ꎬ６￣７] 　 石斛是药用植

物ꎬ在贵州省有 ８ 个物种ꎬ本次调查采集到 ５ 个物

种ꎬ 即 铁 皮 石 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Ｗａｌｌ ｅｘ
Ｌｉｎｄｌ 、流苏石斛 Ｄ 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ｕｍ Ｈｏｏｋ 、 蔬花石斛

Ｄ ｈｅｎｒｙｉ Ｓｃｈｌｔｒ 、细叶石斛 Ｄ ｈａｎｃｏｋｉｉ Ｒｏｌｆｅꎮ
２ ３　 遗传多样性

贵州农业生物资源的多样性ꎬ不仅体现在作物

种类的丰富多彩和物种的多样性ꎬ而且还表现在某

些物种内的遗传多样性ꎮ
２ ３ １　 稻(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 )种内遗传多样性[８￣９] 　
采集到的稻种质资源的样本有水稻和陆稻ꎬ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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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形和子粒性状均表现出很大的差异ꎬ具有丰富的

遗传多样性ꎮ 穗子的形状有直立、半直立、弯曲和下

垂 ４ 种ꎮ 糙米的胚乳有粘和糯两性ꎬ形状有椭圆形、
半纺锤形和纺锤形ꎬ颜色有白色、红色、紫色和黑色ꎬ
并有香味和非香味之别ꎮ
２ ３ ２　 玉米(Ｚｅａ ｍａｙｓ Ｌ )种内遗传多样性[８ꎬ１０] 　
获得的玉米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丰富程度ꎬ可以

从它们的果穗和子粒的差异性体现出来ꎮ 果穗的形

状有圆锥形、圆柱形、扁头形、四角头形ꎬ被苞叶包被

状况有完全包被和不完全包被之别ꎮ 子粒类型有硬

粒型、马齿型、中间型、糯质型、爆裂型ꎬ形状有圆形、
楔形和中间形ꎬ颜色有白色、浅黄色、黄色、红色、紫
色、花色ꎮ
２ ３ ３　 普通菜豆(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Ｌ )种内遗传

多样性[８ꎬ１１] 　 调查采集的普通菜豆种质资源具有丰

富的遗传多样性ꎬ仅从荚和子粒的形状和颜色就可

以充分表达ꎮ 荚的形状有长扁条、短扁条和弯扁条ꎬ
荚表面有凸和平之别ꎬ荚尖端有锐与钝两种ꎮ 子粒

的形状有椭圆形、长椭圆形、卵圆形、肾形ꎻ颜色有白

色、黄白色、黄色、红色、黑色ꎬ并且在主颜上面分布

有斑纹或斑点ꎬ这些斑纹(点)的颜色亦为多种ꎮ
２ ３ ４　 辣椒(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 Ｌ )种内遗传多样

性[５ꎬ１２] 　 辣椒是贵州省重要的蔬菜ꎬ它在贵州分布

的很广ꎮ 因此ꎬ本次调查采集的蔬菜种质资源中ꎬ辣
椒的样本份数最多ꎬ同时样本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ꎬ
足以表明它的遗传多样性丰富ꎬ这里仅从它们的果

实形状和颜色来说明ꎮ 果实的形状有长锥形、短锥

形、牛角形、羊角形、线形、指形和灯笼形ꎬ果面的棱

沟存在有和无之别ꎬ果肩形状有凸、凹或无肩ꎮ 果实

的颜色也很多ꎬ青熟时有白色、黄色、绿色、黑色ꎬ老
熟时有黄色、鲜红色、暗红色、紫红色ꎮ
２ ３ ５　 中国李(Ｐｒｕｎｕｓ ｓａｌｉｃｉｎａ Ｌｉｎｄｌ )种内遗传

多样性[３ꎬ１３] 　 本次调查共采集到中国李种质资源样

本 ３３ 份ꎬ这些样本间的果实间表型十分不同ꎮ 果实

的形状有球形、圆形或心脏形ꎬ果顶有平顶、凹顶或

微尖顶ꎬ果皮底色有黄色、红色、绿色、紫色ꎬ果肉为

黄色和紫红色ꎮ
２ ３ ６　 砂梨(Ｐｙｒｕｓ ｐｙｒｉｆｏｌｉａＮａｋａｉ)种内遗传多样

性[３ꎬ１４] 　 本次调查采集的梨属资源中主要是砂梨ꎬ
共采到 ３６ 份样本ꎬ这些砂梨样本的果实形状有近圆

形、长圆形、卵形ꎬ果实颜色有褐色和黄褐色之分ꎬ并
且黑色斑点盖色有无不同、多少不同、大小不同ꎬ果
实大小的差别很大ꎬ这些表型差别足以说明砂梨的

遗传多样性十分丰富ꎮ

３　 讨论

３ １　 目前贵州在农业生产中仍保留丰富种质资源

的原因[１５￣１６]

本项目调查收集到农业生物资源样本 ４８００ 多

份ꎬ其中 ３５００ 多份是未曾编入国家作物种质资源目

录和入国家作物种质库(圃)保存的ꎮ 这个结果充分

说明ꎬ目前贵州在农业生产中仍保留着丰富多彩的种

质资源ꎬ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ꎮ
３ １ １　 多样的生态条件 　 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的

东部ꎬ海拔高度 １４７ ８ ~ ２９００ ６ ｍꎬ垂直高差 ２７００ ｍꎬ
境内山高谷深ꎬ河流纵横ꎬ随之形成了多种小气候和

土壤类型ꎬ因而产生了多样的生态条件ꎮ 在多样的

生态条件下ꎬ经长期自然和人工选择ꎬ形成了丰富而

稳定的适应性农业生物种质资源ꎮ 正因为如此ꎬ现
代育成品种不完全能适应多种生态条件ꎬ而且有些

作物的育种水平低或尚无育种研究ꎬ因此原有的许

多农业生物资源被保留下来ꎮ
３ １ ２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　 贵州省是

多民族集居省份ꎬ各少数民族有不同的传统文化和

生活习俗ꎬ居住在不同的生态区域ꎬ在历史长河中世

世代代依靠当地原有的农业生物资源ꎬ并创造出新

的种质资源和灿烂的民族文化ꎮ 就是这些悠久的民

族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ꎬ使原有丰富的农业生物资

源传承下来ꎮ 如各民族在他们的节庆和婚丧嫁娶

中ꎬ都要利用惯用的老地方品种庆祝或祭祀ꎻ有的民

族喜食糯性食品ꎬ所以多种糯稻、糯玉米、糯小米等

的传统品种被种植至今ꎻ有的民族认知一些老品种

有药效作用ꎬ这些品种可能产量不高ꎬ但多年还是必

种ꎬ也有一些老品种的茎秆高并有弹性ꎬ可用来做扫

把、笤帚ꎬ还有的老品种可以做衣服的佩饰品ꎬ这些

老品种年年都要种植ꎮ
３ ２　 如何保护贵州丰富多彩的农业生物资源[１５￣１６]

众所周知ꎬ世上的一切事物总是在不断变迁和

发展的ꎮ 贵州的农业生物资源和民族传统文化ꎬ随
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兴起、农业结构的调

整、外来文化的渗透ꎬ正经历着变迁ꎬ传统文化受到

异化ꎬ传统农业逐渐被现代农业取代ꎬ世代相传的

农业生物资源亦随之失传ꎮ 不言而喻ꎬ贵州的农

业生物资源亟待保护ꎮ 我们在“贵州农业生物资

源调查”工作实践中认识到ꎬ保护贵州农业生物资

源应从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继续调查收集

做起ꎮ
３ ２ １　 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实践证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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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逐渐异化中ꎬ与之相适应的农

业生物资源也在不断丢失ꎮ 事实说明ꎬ国家社会的

发展、民族间文化交流ꎬ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

是相对矛盾的ꎬ怎么解决这个矛盾ꎬ使之统一和谐ꎬ
这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新课题ꎮ 为此ꎬ我们呼吁国家

和地方政府在保障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ꎬ制
定法律法规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ꎮ 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

强调ꎬ“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ꎬ也是我国发展的

一大有利因素ꎬ要尊重民族差异ꎬ包容文化多样ꎮ”
无疑ꎬ各级政府应以倾斜性政策和经济手段ꎬ鼓励少

数民族传承和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ꎬ随之亦保护了

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物资源ꎮ
３ ２ ２　 继续调查和保存好已收集的农业生物资源

调查结果表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物资源还

有很大的收集潜力ꎬ有必要继续调查收集ꎮ 特别是

当前国家提出农业转型ꎬ将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方式ꎬ
这预示着一家一户的耕种方式将转为规模化生产ꎬ
种植的品种和其他措施都将是统一的ꎮ 这势必造成

各民族种植的多样性的品种遭到部分淘汰ꎬ因此继

续调查收集更显得迫切ꎮ 为此ꎬ我们建议地方和国

家科技管理部门拟定立项ꎬ给予经费支持ꎮ 与此同

时ꎬ调查收集到的 ３５００ 多份新种质资源ꎬ应尽快编

目和入国家作物种质库(圃)保存ꎮ
３ ３　 对国家调查收集农业生物资源的建议[１７]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项

目已于 ２０１５ 年正式启动ꎬ是非常及时和非常务实的

举措ꎮ 为此ꎬ我们根据“贵州农业生物资源调查”的
体会ꎬ以及我国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现状ꎬ提出 ３
点建议:第一ꎬ在全国调查收集中ꎬ应将重点放在生

态条件多样的地区和多个少数民族集居的区域ꎮ 因

为事实证明ꎬ这样的地区农业生物资源比较丰富ꎬ收
集的潜力比较大ꎮ 第二ꎬ从我国各类作物种质资源

丰富度和现今收集保存数量看ꎬ我们认为蔬菜和果

树种质资源的收集潜力比其他作物更大ꎬ更应给予

重视ꎮ 第三ꎬ对收集到的种质资源ꎬ应及时整理、编
写临时收集目录ꎬ为以后编目、入国家作物种质库

(圃)作好准备ꎮ 在此ꎬ特别提出的是ꎬ多年生和无

性繁殖作物的保存难度比较大ꎬ往往易造成得而复

失ꎮ 因此ꎬ应充分发挥国家作物种质圃和临时种质

圃以及无性繁殖作物繁殖保存基地的作用ꎬ从经费

和人力、物力上给予保障ꎮ

参考文献
[１] 　 刘旭ꎬ郑殿升ꎬ黄兴奇  云南及周边地区农业生物资源调查

[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２] 　 郑殿升ꎬ刘旭ꎬ卢新雄  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技术规程[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３] 　 贾敬贤ꎬ贾定贤ꎬ任庆棉  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果树

卷 [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４] 　 刘旭ꎬ杨庆文  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名录卷 [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５] 　 朱德蔚ꎬ王德槟ꎬ李锡香  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蔬菜

作物卷 [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６] 　 李先恩  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药用植物 [Ｍ]  北

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７] 　 么厉ꎬ程惠珍ꎬ杨智  中药材规范种植(养殖)技术指南[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８] 　 董玉琛ꎬ郑殿升  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粮食作物卷

[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９] 　 韩龙植ꎬ魏兴华  水稻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１０] 　 石云素  玉米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Ｍ] 北京:中

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１１] 　 王述民ꎬ张亚芝ꎬ魏淑红ꎬ等  普通菜豆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

数据标准[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１２] 　 李锡香ꎬ张宝玺  辣椒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１３] 　 郁香荷ꎬ刘威生  李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Ｍ] 北

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１４] 　 曹玉芬ꎬ刘凤之ꎬ胡红菊ꎬ等  梨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

准[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１５] 　 高爱农ꎬ郑殿升ꎬ李立会ꎬ等  贵州少数民族对作物种质资源

的利用和保护[Ｊ] 植物遗传学报ꎬ２０１５ꎬ１６(３):５４９￣５５４
[１６] 　 郑殿升ꎬ高爱农ꎬ李立会ꎬ等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作物稀有种

质资源和野生近缘植物[ Ｊ]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６ꎬ１７
(３):５７１￣５７６

[１７] 　 郑殿升ꎬ高爱农  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物资源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的建议[ Ｊ]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６ꎬ１７ (５):
９５７￣９５９

１７３


	植物遗传2期(全)_部分199
	植物遗传2期(全)_部分200
	植物遗传2期(全)_部分201
	植物遗传2期(全)_部分202
	植物遗传2期(全)_部分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