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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全面普查和抢救性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ꎬ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采用查阅文献、访问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ꎬ对分布在

甘肃省干旱地区 １０ 个县 / 市的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进行了普查ꎬ填写基础信息表格 ９６０ 余张ꎮ 通过资源普查发现ꎬ近 ２５ 年来

出现了气温升高、降雨量减少、农业总产值比重下降、小麦和特色杂粮杂豆锐减、生物多样性降低ꎬ抗旱形势严峻、资源保护压

力加大等问题ꎮ 针对这些问题ꎬ本研究提出了甘肃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有效保护和高效利用建议ꎬ为科技创新和政府决策提供

了基础信息和材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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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质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资

源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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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ꎬ作物种质资源越丰富ꎬ生
物产业的竞争力就越强[１]ꎮ 干旱缺水是全球农业

生产面临的严重问题ꎬ对农作物造成的损失在所有

非生物胁迫中占首位[２ － ３]ꎮ 甘肃省地处西北内陆干

旱地区ꎬ气候干旱、雨量稀少、土壤盐渍化、土地贫瘠

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ꎮ 因此ꎬ全面普

查、抢救性收集抗旱、耐盐碱、耐贫瘠等抗逆优异农

作物种质资源[４]ꎬ为培育抗逆农作物新品种提供基

础材料ꎬ加快抗逆作物新品种的选育已经成为保障

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紧迫任务ꎮ
甘肃省东西狭长ꎬ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

青藏高原交汇处ꎬ西秦岭山地边缘ꎮ 地势高亢ꎬ地形

复杂ꎬ高原山地和沙漠戈壁分布广ꎬ耕地面积仅占总

土地面积的 １４％ ꎬ耕地中 ７８％为旱地[５ － ６]ꎮ 由于甘

肃特殊的气候环境和生产条件ꎬ形成了丰富的抗旱、
耐盐碱、耐贫瘠等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ꎬ为全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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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科技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随着全球气候变

化ꎬ生态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和作物品种的更新换代ꎬ
野生资源、地方资源和退出生产的品种ꎬ因得不到有

效保护而灭绝或面临濒危的威胁ꎬ如武威红皮葱、地
黄瓜、凉州谷ꎬ张掖乌江米ꎬ酒泉可可奇、铁蛋子甜

瓜ꎬ平凉山药、苦荞ꎬ礼县漩水大黄等已很难找到ꎮ
如果不及时进行有效保护ꎬ将有大批资源永久性丧

失ꎬ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ꎮ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ꎬ农业生态体系的变化ꎬ农

作物种质资源种类、分布、数量、品质和应用ꎬ作物种

植结构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ꎬ因此ꎬ对农作物种质资

源进行详细的摸底普查十分必要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农
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印发的«全国农作物

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２０１５ － ２０３０
年)» [７]ꎬ为今后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勾

画了发展布局ꎮ «规划»确定了五大行动计划ꎬ排在

头一条的就是全国第三次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

动ꎮ 根据«西北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要求ꎬ按

照«甘肃省干旱区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子课题

计划进度和考核指标ꎬ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组织相关课题组全体成员历时 ２ 年多ꎬ对本省 １０ 个

县 /市(环县、静宁、会宁、安定、皋兰、永登、广河、民
勤、临泽、敦煌)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进行了普查ꎻ提
出了甘肃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有效保护和高效利用建

议ꎬ为科技创新和政府决策提供基础信息和材料ꎮ

１　 普查方法与内容

１ １　 普查方法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年ꎬ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品种资源研究室牵头ꎬ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各县(市、
区)的自然环境、农业产业结构、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种

类和分布情况ꎬ确定普查的 １０ 个县 /市(环县、静宁、
会宁、安定、皋兰、永登、广河、民勤、临泽、敦煌) (表
１、图 １)ꎮ 联合当地农业局和农技推广中心相关专业

人员ꎬ聘请当地农民作向导ꎬ重点普查该村农作物品

种、种植历史及现状ꎬ并做好访谈全过程的记录工作ꎮ

表 １　 甘肃省干旱地区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县 /市的基本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ｃｒｏｐ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ｂｉｏ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县 / 市
Ｃｏｕｎｔｙ / ｃｉｔｙ

年均降雨量(ｍｍ)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年均气温(℃)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无霜期(ｄ)
Ｆｒｏｓｔ￣ｆｒｅｅ ｓｅａｓｏｎ

平均海拔(ｍ)
Ｍｅａｎ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耕地面积(万 ｈｍ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环县 Ｈｕａｎｘｉａｎ ３２２ ３ ９ ７ １８６ １４５０ ９ ０１

静宁 Ｊｉｎｇｎｉｎｇ ４４６ ２ ７ ４ １５４ １６６３ ９ ８１

会宁 Ｈｕｉｎｉｎｇ ３３２ ６ ７ ９ １５５ ２０２５ １５ ０７

安定 Ａｎｄｉｎｇ ３２５ ３ ７ ６ １５５ １８９６ １１ ４７

皋兰 Ｇａｏｌａｎ ２５３ ８ ７ １ １７６ １６６９ ２ ８３

永登 Ｙｏｎｇｄｅｎｇ ２９０ ４ ５ ９ １２１ ２２２５ ９ １３

广河 Ｇｕａｎｇｈｅ ４７６ ５ ６ ３ １５１ １９５３ １ ２８

民勤 Ｍｉｎｑｉｎ ６９ ９ ９ ２ ２１０ １３６７ ６ ３９

临泽 Ｌｉｎｚｅ １２２ ３ ８ ２ １７９ １７８５ １ ８９

敦煌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３９ ９ １０ ５ １４２ １１３９ １ ７３

１ ２　 普查内容

普查内容主要包括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０ 年 ２５ 年间 ６ 个

时间节点上气候和植被情况、农业生产总值ꎻ当地种

植的作物类型、面积、产量及应用品种的更替情况ꎮ
在普查过程中基本按照普查表既定格式执行ꎬ种植

作物依照当地种植面积大小做出了相应调整ꎬ并对

表中未列出但当地种植的特色作物进行补充普查ꎬ
并及时撰写普查报告[８ － １０]ꎮ

２　 普查结果与分析

本次普查填写基础信息表格 ９６０ 余张ꎬ通过走

访调查、查阅资料和对普查数据的统计分析ꎬ摸清了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个普查县 /市的气候变化、种植结

构调整、作物品种更替、农业总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

比重及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等基本情况ꎬ发现 ２５ 年

间气温升高了 １ １ ℃ꎬ降雨量减少了 ８３ ６ ｍｍꎬ干旱

加重ꎻ种植作物类型趋向单一ꎬ小麦种植面积大幅下

降ꎬ具有地方特色的杂粮杂豆锐减ꎬ玉米和马铃薯面

积迅速增加ꎬ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压力加大ꎻ尽管农业

总产值稳步提升ꎬ但其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各县均

呈降低趋势ꎬ平均降低近 ２８％ ꎮ 主要普查结果

如下ꎮ

５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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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甘肃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县 /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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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气候变化

甘肃省地处黄土、青藏和蒙古三大高原交汇地

带ꎮ 境内地形复杂ꎬ山脉纵横交错ꎬ海拔相差悬殊ꎬ
高山、盆地、平川、沙漠和戈壁等兼而有之ꎬ是山地型

高原地貌ꎮ 从东南到西北包括了北亚热带湿润区到

高寒区、干旱区的各种气候类型ꎮ
从普查的 １０ 个县 /市 ２５ 年的降雨量和气温

变化趋势看ꎬ年降雨量除临泽 县 增 加 ５５ ６ ~
１２４ ７ ｍｍ、敦煌市保持在 ５０ ｍｍ 左右外ꎬ其余 ８ 个

县均 呈 波 浪 式 下 降 趋 势ꎬ 平 均 年 降 雨 量 降 低

８３ ６ ｍｍꎻ年平均气温各县均呈上升趋势ꎬ平均升高

了 １ １ ℃(图 ２)ꎮ

图 ２　 平均降雨量、平均气温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由此可见ꎬ甘肃省的气候变化与全球气候变化

相吻合ꎬ降雨减少、气温升高、干旱加重ꎬ需要引起政

府部门的高度重视ꎬ建议加大力度收集、筛选抗旱资

源、培育抗旱节水品种ꎮ
２ ２　 植被覆盖变化

从图 ３ 可以看出ꎬ普查县 ２５ 年间植被覆盖率呈

上升趋势ꎬ而农作物覆盖率基本保持在 １７％ 左右ꎮ
在所普查的 １０ 个县 /市中ꎬ永登县的植被覆盖率最

高ꎬ达到了 ８７ １５％ ꎬ敦煌市植被覆盖率最低ꎬ仅为

４ ５３％ ꎻ不同县的农作物覆盖率的变幅也比较大ꎬ从
０ ５６％到 ４６ ９８％ ꎬ定西市最高ꎬ敦煌市最低ꎮ 由于

图 ３　 植被覆盖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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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调整种植结构ꎬ发挥区域种植比较优势ꎬ宜林则

林ꎬ宜牧则牧ꎬ宜耕则耕ꎬ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农户种

植传统特色作物ꎬ种植比较效益高的作物来增加收

入ꎬ因而农作物覆盖率占植被总覆盖率变化较大ꎮ
２ ３　 种植结构调整

随着气候变化、栽培技术革新、农业比较效益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尤其是随着双垄沟地膜覆盖

技术的推广应用和马铃薯产业、玉米制种产业的迅

速发展ꎬ使甘肃省作物种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２ ３ １　 大宗作物变化情况　 如图 ４ 所示ꎬ近 ２５ 年

来 １０ 个县 /市的小麦种植面积大幅度下降ꎬ从 １９８５
年的 ２５ ５０ 万 ｈｍ２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１ ０８ 万 ｈｍ２ꎬ降
幅达 ５６ ５％ ꎬ在敦煌市ꎬ小麦甚至退出了生产ꎮ 随

着科技进步ꎬ作物高产优质新品种的选育及科学的

田间管理ꎬ使得小麦单产呈逐年上升的趋势ꎬ各县均

值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２７８２ ９５ ｋｇ / ｈｍ２ 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９２１ １５ ｋｇ / ｈｍ２ꎻ不同县(市)间产量差异很大ꎬ临泽

县的产量达到 ７７８１ ４０ ｋｇ / ｈｍ２ꎬ是会宁县的 ７ 倍ꎮ

图 ４　 大宗作物的种植面积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ｔａｐｌｅ ｃｒｏｐ ａｒｅａｓ

甘肃省是一个降雨偏少、严重缺水的省份ꎬ因此

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推广下ꎬ覆膜(全膜、半
膜)、双垄沟播配套栽培等新型模式应用而生ꎬ使玉

米栽培海拔高度提高 ２００ ｍ 以上ꎬ玉米杂交种广泛

使用ꎬ产量也稳步增长ꎮ 另外ꎬ玉米不仅是重要的粮

食作物、饲料作物ꎬ也是主要的能源作物ꎬ玉米价格

由此接近甚至超过小麦ꎬ使得玉米成为干旱、半干旱

地区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的主推作物ꎬ种
植面积因此大幅度增加ꎮ 玉米除敦煌市外ꎬ各县

种植面积均呈强劲的增加态势ꎬ由 １ ９６ 万 ｈｍ２增

加到 １９ ７３ 万 ｈｍ２ꎬ其中环县净增近 ６ ６７ 万 ｈｍ２、
会宁县净增近 ５ ３３ 万 ｈｍ２ꎻ由于新品种及覆膜技

术的大力推广ꎬ玉米平均产量也呈稳步增长的态

势ꎬ２５ 年间增长了 １ ７５ 倍ꎬ其中民勤县产量最高ꎬ
达到 １１８７８ ８０ ｋｇ / ｈｍ２ꎮ

马铃薯营养丰富ꎬ加工附加值高ꎬ产品类型众

多ꎬ深受人们喜爱ꎬ是甘肃省主要的粮食和经济作

物ꎮ 随着近年来价格攀升ꎬ为马铃薯种植创造了

有利条件ꎬ种植面积稳中有增ꎬ由 ４ ３９ 万 ｈｍ２增至

１８ ２４ 万 ｈｍ２ꎬ净增 １３ ８５ 万 ｈｍ２ꎬ定西市大力发展

马铃薯产业ꎬ提高产品附加值ꎬ马铃薯种植面积也

有显著增加ꎬ其中安定区 ２０１０ 年达 ６ ６７ 万 ｈｍ２ꎬ
增加了 ６ ４ 倍ꎮ 产量呈波浪式上升ꎬ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９５３７ １５ ｋｇ / ｈｍ２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２９８３ ８５ ｋｇ / ｈｍ２ꎮ
２ ３ ２　 其他作物变化情况　 由图 ５ 表明ꎬ小杂粮种

植面积先升后降ꎬ１９９５ 年种植面积达 １１ ８９ 万 ｈｍ２ꎬ
之后直线下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仅 ２ ４５ 万 ｈｍ２ꎻ食用豆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０ 年种植面积出现明显滑坡ꎬ较最大年

份减少了 ４ ２５ 万 ｈｍ２ꎻ油料作物变化幅度相对

较小ꎮ

图 ５　 油料作物、食用豆、小杂粮种植面积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ｒｅａ ｏｆ ｅｄｉｂｌｅ ｏｉｌ ｃｒｏｐｓꎬ
ｆｏｏｄ ｌｅｇｕｍ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 ｃｒｏｐｓ

随着养殖业、高原夏菜和苹果产业的快速发展ꎬ
１０ 个普查县 /市的牧草、蔬菜和果树种植面积显著

增加ꎬ其中牧草从 ２０００ 年的低谷增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２ ７６ 万 ｈｍ２ (图 ６)ꎬ扩大了近 ７ ３３ 万 ｈｍ２ꎻ果树、
蔬菜种植面积持续上升ꎬ分别增加了 ７ ２ 倍和

５ ４ 倍ꎮ

图 ６　 果树、牧草、蔬菜种植面积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ｒｅａ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ｔｒｅｅꎬ
ｆ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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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农业总产值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ꎬ甘肃省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

化ꎬ从 １９９０ 年开始第一产业持续下降ꎬ第二产业稳

中有升ꎬ第三产业整体呈上升态势ꎮ 从普查 １０ 个

县 /市 ６ 个时间节点的农业总产值变化情况看(图
７)ꎬ尽管农业总产值稳步提升ꎬ但其占国民总产值

的比重各县均呈降低趋势ꎬ其中环县降幅最大ꎬ达
５６ ４％ ꎬ民勤县最小ꎬ约 ２％ ꎬ平均降低近 ２８％ ꎮ

图 ７　 农业总产总值及占总产值比例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总之ꎬ近 ２５ 年来气温升高、降雨减少ꎬ作物种植

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ꎬ小麦和特色杂粮杂豆锐减ꎬ玉
米、马铃薯、牧草及园艺作物稳步上升ꎬ农业总产值

所占比重下降ꎬ抗旱形势严峻ꎬ资源保护压力加大ꎮ
２ ５　 作物品种的更替

从普查数据看ꎬ所普查的 １０ 个县 /市 ２５ 年间三

大作物小麦、玉米、马铃薯品种更新较快ꎬ蔬菜、油料

作物品种更新也较频繁ꎬ牧草、果树、食用豆更新较

慢ꎬ其余作物介于二者之间ꎮ
２ ５ １　 小麦品种更替概况　 在所普查的 １０ 个县 /
市中ꎬ自 １９８５ 年以来发生了 ３ 次品种更替ꎮ 小麦种

植品种以春小麦为主ꎬ除敦煌市、永登县和皋兰县

外ꎬ其余县 /市主栽品种均属当地研究院所选育而

成ꎬ如定西市的定西系列、静宁县的静宁系列、临泽

县的张春系列、环县的西峰系列和环冬系列等ꎮ 定西

２４ 号和定西 ３５ 号从 １９８５ 年开始在定西市和会宁县

等地区大面积种植ꎬ在全省曾一度达到 ６ ６７ 万 ｈｍ２

以上ꎬ种植面积最大年份分别占该地区小麦种植面

积的 ３４ ２９％ 和 ４４ ０１％ ꎬ２０１０ 年定西 ３５ 在会宁县

种植面积占小麦总面积的 ２４ ８８％ ꎬ定西 ２４ 在定西

市占 ８ ８％ ꎬ可见ꎬ定西 ２４ 和定西 ３５ 至今仍是该地

区的主栽品种ꎮ 同时甘春 １１ 号、甘春 １２ 号等品种

具有抗旱耐高温能力ꎬ产量也高ꎬ逐步发展成为了各

自最适种地区的主栽品种ꎬ形成了小麦品种的第 １
次更替ꎮ ２０ 世纪末ꎬ小麦品种的选育进入一个较

快的发展阶段ꎬ由于国家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ꎬ
品种在产量、品质、抗性各方面进入一个更高的水

平ꎬ甘春 ２０、西峰 ２２ 号、高原 ６０２、宁春 ４ 号等一批

新材料大面积种植ꎬ从而形成了小麦的第 ２ 次更

替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ꎬ西峰 ２７ 号、西峰 ２８ 号、陇春

２２ 号、宁春 １８ 号等一批优良品种的选育在生产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ꎬ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和甘肃农业

大学选育的陇春系列和甘春系列在所普查县 /市均

有种植ꎬ但品种更新换代速度较快ꎬ形成了第三次更

替ꎮ 和尚头作为甘肃省的一种特色小麦农家品种ꎬ
主要分布在皋兰县和永登县ꎬ从 １９８５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均有种植ꎬ面积最大时占小麦面积的 ５０ ０２％ ꎮ
在外引品种方面ꎬ大部分品种均从邻近省份引

进ꎬ主要有宁春系列、永良系列和新春系列ꎬ晋 ２１４８
和墨宝石分别从福建和黑龙江引进ꎻ外引品种以宁

春 ４ 号、高原 ６０２ 和晋 ２１４８ 种植面积最大ꎬ分别占

引进品种的 １５ ５％ 、１５ ２９％和 １４ ３８％ ꎬ晋 ２１４８ 在

１９９５ 年以后退出了种植历史ꎬ而宁春 ４ 号和高原

６０２ 自引进以来至今仍在种植ꎮ
总体而言ꎬ小麦品种更替速度较快ꎬ在所普查的

每个时间点上均有不同的主栽品种ꎬ且以当地所育

品种为主ꎬ外引品种更新速度较慢ꎮ
２ ５ ２　 玉米品种更替概况　 通过分析本次普查数

据显示ꎬ玉米品种也经历了 ３ 次大的更替ꎮ 主栽品

种主要以育成品种为主ꎬ当地农家品种甚少ꎬ仅有白

玉米、白马牙、马牙苞谷等零星种植ꎬ１９８５ 年以后农

家品种几乎退出了生产ꎬ从而被酒单 ２ 号、酒单 ３
号、敦玉 １ 号、中单 ２ 号等高产、抗旱新品种所代替ꎬ
形成了第 １ 次玉米更替换代ꎮ

酒单系列品种属甘肃省自育品种ꎬ在甘肃省玉

米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ꎬ从 １９８５ 年到 ２０１０ 年该

系列品种均 有 种 植ꎬ ２５ 年 间 占 玉 米 总 面 积 的

６ ８０％ ꎬ 其 中 １９９５ 年 占 到 ８ ２６％ ꎬ ２０１０ 年 占

５ ２９％ ꎬ说明该系列品种在甘肃省的种植面积趋于

稳定状态ꎮ
从 １９８５ 年开始ꎬ中单 ２ 号在甘肃大面积种植ꎬ

１９９０ 年种植面积占玉米总面积的 ４９ ２７％ꎬ１９９５ 年仍

是当地主栽品种ꎬ占到 ４０ ２８％ꎬ之后面积逐渐减少ꎬ
但至今仍有少量种植ꎮ ２０００ 年ꎬ酒单 ４ 号、豫玉 ２２ 号

和沈单 １６ 号等新品种的引入逐渐取代了中单 ２ 号ꎬ
已成为当时的当家品种ꎬ从此形成了玉米的第 ２ 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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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ꎮ ２００５ 年以后不同省份育成品种被引入ꎬ但种植

面积相对较少ꎬ如掖单系列、沈单系列、金穗系列、承
单系列等ꎬ该时期郑单 ９５８ 和先玉 ３３５ 开始引入种

植ꎬ到 ２０１０ 年已成为主栽品种ꎬ形成了第 ３ 次更替ꎮ
在 ２００５ 年以前玉米品种更替速度较慢ꎬ酒单系

列和中单 ２ 号在甘肃玉米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之后由于国内育种公司的兴起ꎬ加快了玉米品种的

选育ꎬ品种的更替速度也随之加快ꎬ同时也提高了玉

米产量ꎮ
２ ５ ３　 马铃薯品种更替概况 　 近 ２５ 年间所普查

１０ 个县 /市马铃薯品种更替 ２ 次ꎬ主栽品种以陇薯

系列、渭薯系列和青薯系列为主ꎮ 陇薯系列从 １９８５
年开始不断选育更新ꎬ２０１０ 年陇薯 ６ 号开始大面积

种植ꎮ 渭薯系列从 ２０００ 年以后种植面积逐渐减少ꎬ
到 ２００５ 年已很少种植ꎮ 从 １９８５ 年到 １９９５ 年ꎬ由青

海引进的品种深眼窝在甘肃占据主导地位ꎬ占该时

期马铃薯总面积的 １７ ７６％ ꎬ之后退出了生产ꎮ 除

此之外ꎬ在甘肃省马铃薯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外

引品种有青薯 １６８、高原 ８ 号、克星 ６ 号和大西洋ꎮ
１９９５ 年开始ꎬ随着深眼窝等品种的退出ꎬ青薯 １６８、
高原 ８ 号的引入ꎬ马铃薯第 １ 次更替形成ꎮ

马铃薯品种新大坪是甘肃省定西市农民在全省

马铃薯区域试验中保留的一个参试品种ꎬ亲本已无

法查证ꎬ２００５ 年以后新大坪在甘肃省马铃薯生存中

占主导地位ꎬ占当时总面积的 １４ ０９％ ꎬ尤其在马铃

薯之乡定西市ꎬ曾一度达到 ３１ ６１％ ꎮ ２００５ 年以后ꎬ
陇薯 ６ 号、新大坪等高产品种大面积种植ꎬ形成了马

铃薯第 ２ 次更替ꎮ

３　 存在问题及建议

３ １　 存在的问题

甘肃境内具有北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和高寒

带等多种气候条件ꎬ地形地貌复杂ꎬ生态类型多样ꎬ
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定向选择形成了丰富多彩

的农作物种质资源ꎮ ２００８ 年经农业部批复ꎬ在甘肃

省徽县建立了野生大豆原生境保护区ꎬ是国家二级

保护植物———野生大豆在本省的集中分布区ꎮ 甘肃

省农业科学院在资源研究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ꎬ
对支撑作物新品种选育和农业生产做出了重要贡

献ꎬ但与国家现代种业发展需求相比ꎬ尚存在较大差

距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作物种质资源存

量明显不足ꎮ 目前甘肃省农科院低温库收集保存了

来自 ８１ 个国家及地区的 ６３ 种作物 １ ４ 万余份种

质ꎬ与其他省级院所相比资源存量明显不足ꎮ

(２)资源收集编目力度不够ꎮ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由于

受研究经费的限制ꎬ本省没有组织过全省范围内的

资源收集鉴定与编目入库工作ꎬ资源增量十分缓慢ꎬ
尤其新育成资源和国内外引进资源未能及时收集ꎬ
随着作物品种退出农业生产ꎬ这些资源丧失的可能

性很大ꎮ 尽管本项目的实施ꎬ对保护本省部分县

(市、区)农作物种质资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ꎬ但
覆盖面有限ꎬ大分部地区的作物资源尚未收集鉴定

与入库保存ꎮ (３)资源深度鉴定评价工作有待提

高ꎮ 在现有种质库编目保存的资源ꎬ由于当时对种

质的抗逆性、品质性状、优异基因检测定位等项目没

有纳入重要的研究内容中ꎬ现急需组织力量补充鉴

定、测定相关数据资料ꎬ以保证资源信息的完整性ꎮ
(４)资源信息交流不畅ꎬ利用率不高ꎮ 尽管我院于

２００７ 年完成了 ６３ 种作物的种质表型数据库建设ꎬ
并挂接于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门户网站ꎬ首次实现了

本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信息的网络化社会共享ꎮ 但该

数据库以农艺性状数据为主ꎬ缺少图像、视频信息ꎬ
直观性较差ꎮ 现需要对其进行升级改造ꎬ提高点击

量ꎬ进而提高资源利用率ꎮ
３ ２　 建议

农作物种质资源对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本

次普查结果表明ꎬ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濒危现象十

分严重ꎬ加强种质资源搜集、保护、鉴定、育种材料的

改良和创新工作意义重大ꎬ是实现甘肃省由种业大

省向种业强省转变的必然选择ꎮ 因此ꎬ根据本次对

甘肃省干旱地区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普查和调查

结果[１１]ꎬ结合当地种植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种质资

源现状ꎬ提出如下建议ꎮ
３ ２ １　 建立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更新与创新基

地　 通过本次普查和调查发现ꎬ由于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和各项栽培技术的推广ꎬ显著增加了当地农民

经济收入ꎬ提高了农业生产值ꎬ同时ꎬ使得该地区的

种植结构单一化ꎮ 敦煌市小麦播种面积缩减程度非

常严重ꎬ到 ２０１０ 年种植面积缩减为零ꎬ小麦在当地已

尽灭绝ꎻ环县玉米种植面积由 １９８５ 年 ０ １１ 万 ｈｍ２迅

速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 ６ ７９ 万 ｈｍ２ꎬ增速惊人ꎬ而糜子和

谷子呈现相反的发展态势ꎬ种植面积从 １９８５ 年

５ ４９ 万 ｈｍ２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 ０ ０１ 万 ｈｍ２ꎻ近年来ꎬ定
西市马铃薯产业蓬勃发展ꎬ２０１０ 年种植面积达 ６ ６７
万 ｈｍ２左右ꎬ较 １９８５ 年增加 ７ 倍之多ꎮ 因此ꎬ应抓

紧在经济、交通发达而生态环境即将发生重大变化

地区进行种质资源的考察收集ꎬ由甘肃省农业科学

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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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作物研究所主持ꎬ以本院相关研究所和市(州)农
业科学院为依托ꎬ按照不同生态区ꎬ在陇东旱塬、高
寒阴湿区、中部干旱区、陇南地区和河西灌区ꎬ分别

建立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更新与创新基地ꎬ承担相

应作物的资源研究工作任务ꎬ各基地将获得的种子、
数据、照片提交种质资源库统一管理保存ꎮ 对鉴定

筛选的优异资源在各基地进行展示ꎬ邀请种质用户

考察观摩ꎬ从田间直接获取资源材料ꎮ 进一步加强

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和原生境保护区建设[１２]ꎬ
完善种质资源保护体系ꎬ重点收集保护地方特色品

种和作物野生近缘种ꎮ
３ ２ ２　 加强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和野生种质资源

的研究和开发利用　 甘肃省皋兰县、永登县、景泰县

等地的特色小麦和尚头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ꎬ其面

粉质量好ꎬ尤其是蛋白质含量高ꎬ具有滑润爽口、味
感纯正、面筋强等特点ꎬ市面价格也高出普通面粉的

２ 倍多ꎬ同时该品种耐盐碱、耐贫瘠和耐深播ꎻ陇南

地区野生大豆资源非常丰富ꎬ对我国大豆起源研究

及新品种的选育具有重要意义ꎻ甘肃特殊油料作物

胡麻生产不仅影响到全省种植业ꎬ同时也影响到相

关的加工业和养殖业的发展ꎬ近年来ꎬ胡麻的营养价

值和保健功能引起了医疗、食品、农业等许多领域学

者的广泛关注[１３ － １５]ꎬ应用前景十分广阔ꎬ其野生种

具有较强的抗旱性、抗病性和耐贫瘠性ꎬ在甘肃分布

范围广阔ꎬ种类繁多ꎬ利用价值高ꎮ 加强对这些优异

资源以及野生资源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ꎬ挖掘它

们更多的潜在利用价值ꎬ为新品种的选育提供优异

基因资源ꎬ为当前农业生产提供优良品种ꎬ并大力推

广种植ꎬ对开发价值高的作物品种进行深加工ꎬ增加

农民收入ꎬ将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ꎮ
３ ２ ３　 加大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共享和转变资源服

务方式　 作物资源研究保存的核心在于高效利用ꎬ
为现代种业发展提供优质化服务ꎮ 随着科技体制改

革的不断深化ꎬ以产学研相结合、企业为主体的商业

化育种模式逐步形成ꎬ资源服务方式需要随之发生

如下转变ꎬ以适应现代种业发展需求ꎮ 第一ꎬ加大宣

传力度ꎮ 通过网络、报刊、广电新闻媒体和举办科技

培训、发放资料、田间展示等多种方式方法ꎬ大力宣

传优异资源ꎬ让广大用户认识资源的重要性ꎬ进而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ꎮ 第二ꎬ转变服务方式ꎮ 采用邮件、
信函、访问等方式ꎬ主动向种质用户推荐优质资源ꎬ
改变过去等待以科研、教学单位为主的用户前来引

种的被动局面ꎬ转向以企业、合作社为主的主动服

务ꎬ提高优异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利用效率ꎮ 第

三ꎬ提高资源共享ꎮ 研发集数据、图像、视频于一体

的种质信息数据库ꎬ形成科学的种质资源统一管理

体系ꎬ实现对种质资源的信息贮存、查询和应用ꎬ建
议将数据库挂接到甘肃省农牧厅、甘肃省农业科学

院、甘肃省种业信息网等主要农业机构网站ꎬ实现种

质信息的网络化共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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