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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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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要求ꎬ现已完成对贵州省 ４２ 个县(市)的普查

和 ２１ 个(市)的系统调查ꎮ 本项目历时 ５ 年ꎬ经过多个科研院所的共同努力ꎬ基本查清了贵州现有的农业生物资源ꎬ共采集了

４８００ 多份种质资源样本ꎮ 经过鉴定筛选ꎬ从抗病、抗逆、优质、早熟、丰产等不同方面筛选出 １５０ 多份优异种质资源ꎮ 这批优

异种质资源可为作物育种和基础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种质材料ꎬ应加强利用和保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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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ꎬ山高谷深ꎬ河流纵横ꎬ
致使形成多种气候类型和农业生态类型[１]ꎮ 与此

同时ꎬ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ꎬ不同民族有各异的

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及农事活动[２]ꎮ 正因为如此ꎬ

这里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利用、保留了大量的农业

生物种质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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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立项对贵州农业

生物资源进行调查和收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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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贵州具有丰富多样的农业生物

资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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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通过对贵州省不同县市的农业

生产、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进行前期调

研ꎬ在全省选择出 ４２ 个县(市)进行普查ꎬ并对其中

的 ２１ 个县(市)进行了系统调查ꎮ 经过普查和系统

调查ꎬ基本查清了贵州省农业生物资源现状ꎬ并采集

了 ４８００ 多份种质资源样本(图 １)ꎮ

图 １　 调查资源分布情况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 １　 作物种类丰富

贵州现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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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多类ꎻ果树作物栽培的 ４０ 类ꎬ野生的约 １１ 类ꎻ药
用作物栽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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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０ 多类(仅大型

真菌)ꎮ
１ ２　 采集样本隶属的科、属、种多

对采集的 ４８００ 多份种质资源样本进行植物分

类鉴定ꎬ阐明了它们隶属于 １３３ 科、３６８ 属、５００ 多个

物种ꎮ
１ ３　 物种及遗传多样性丰富

在调查采集的农业生物资源中ꎬ大量的作物具

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ꎮ
１ ３ １　 物种多样性　 例一ꎬ猕猴桃:已知贵州分布

有 ２６ 个物种ꎬ本次调查收集到 １６ 个物种ꎬ其中栽培

的 ４ 种ꎬ野生的 １２ 种ꎮ 例二ꎬ柑橘:贵州生长的柑橘

共 ６ 个物种ꎬ本次调查均已获得ꎮ 例三ꎬ韭菜:文献

报道贵州有 ３ 个物种ꎬ调查获得 ７ 个物种ꎬ其中野韭

和齿被韭(藤藤韭)是新记录种ꎬ类似粗根韭和近于

茖葱的两个物种或是新物种ꎮ 例四ꎬ石斛:已知贵州

石斛资源有 ８ 个物种ꎬ调查采集到 ５ 个物种ꎮ
１ ３ ２　 遗传多样性　 贵州作物种质资源的遗传多

样性亦很丰富ꎬ现仅粮食作物、蔬菜作物、果树作物

各举一例ꎮ 粮食作物的稻ꎬ稻是贵州第一大粮食作

物ꎬ采集到稻种质资源共 ４６５ 份ꎬ有水稻和陆稻ꎬ它们

的穗形有直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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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和黑色ꎬ并有香味和非香味之别ꎮ
蔬菜作物的辣椒ꎬ辣椒是贵州重要的蔬菜ꎬ它在贵州

的分布很广ꎬ本项目共采集到 １６３ 份ꎬ但品种间差别

很大ꎬ果实的形状有长锥形、短锥形、牛角形、羊角形、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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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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果实的颜色在青熟时有白、
黄、绿、黑色ꎬ老熟时有黄、鲜红、暗红、紫红色ꎮ 果树

作物的砂梨ꎬ调查采集到砂梨种质资源 ３６ 份ꎬ这些

砂梨品种的果实形状有近圆形、长圆形、卵形ꎬ果实

底色有褐和黄褐色之分ꎬ果锈数量和果实大小的差

别很大ꎮ

２　 贵州优异农业生物种质资源

本次调查共采集农业生物资源样(标)本 ４８００
多份ꎬ经过鉴定剔除了重复和无效样(标)本ꎬ获得

有效样(标)本 ３５００ 多份ꎬ这些种质资源已入编“贵
州农业生物资源调查收集目录”ꎮ 与此同时ꎬ经过

初步鉴定和深入鉴定评价ꎬ从中筛选出 １５０ 多份优

异种质资源ꎬ现将主要部分列入表 １ ~ ５ꎬ并对典型

优异资源进行举例说明ꎮ
２ １　 抗病种质资源

主要抗病种质资源如表 １ 所示ꎮ 其中水昔梨

(采集编号:２０１２５２２０１４ꎬ图 ２)和香水梨(采集编号:
２０１２５２２１５９ꎬ图 ３)均产自三都县ꎬ已有 ７０ 年种植历

史ꎬ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抗性强、品质好ꎮ 对选育适应

低纬中亚热带气候地区、短低温需求品种有一定的

利用价值ꎮ
米柑(采集编号:２０１３５２２４２９ꎬ图４)采集于印江县

朗溪镇昔卜村ꎬ在印江县多个乡(镇)有零星分布ꎮ
突出特点是高产、品质优良、抗柑橘黑斑病、耐贫瘠ꎬ
栽培可不施无机肥ꎬ不打农药ꎬ是贵州特有柑橘品种ꎮ
具有开发推广价值ꎬ特别适合作为有机柑橘栽培ꎮ 经

园艺性状鉴定评价认为可能是红橘(Ｃｉｔｒ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和甜橙(Ｃｉｔｒ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的天然杂种ꎮ

表 １　 抗病种质资源[４￣８]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ｂｉｏｔ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采集编号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Ｎｏ.
作物名称

Ｃｒｏｐ ｎａｍｅ
种质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ａｍｅ
抗病性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０１４５２２１４１ 水稻 红米 极抗叶稻瘟病(０ 级)
２０１３５２２１５２ 水稻 重粒 ３８ 极抗叶稻瘟病(０ 级)
２０１４５２２０１８ 水稻 本地折糯 高抗叶稻瘟病(１ 级)
２０１４５２２０７９ 水稻 粘谷 高抗叶稻瘟病(１ 级)
２０１４５２２１５６ 水稻 香米 高抗叶稻瘟病(１ 级)
２０１４５２２１６１ 水稻 打糯 高抗叶稻瘟病(１ 级)
２０１４５２５１７４ 水稻 麻粘 高抗叶稻瘟病(１ 级)
２０１４５２１０６２ 普通菜豆 永康朱砂豆 高抗锈病(含 １１ 个抗病基因)
２０１４５２１０１８ 普通菜豆 朱砂豆 高抗锈病(含 １０ 个抗病基因)
２０１４５２１０３７ 普通菜豆 肉豆 高抗锈病(含 １０ 个抗病基因)
２０１２５２２１６７ 猕猴桃 中华猕猴桃 高抗溃疡病(ＨＲ)
２０１３５２２４２９ 柑橘 米柑 高抗溃疡病(ＨＲ)
２０１３５２２４２７ 柑橘 土柑 高抗褐斑病(ＨＲ)
２０１３５２３４１８ 柑橘 牛肉红柑橘 抗褐斑病(Ｒ)
２０１２５２２１５９ 砂梨 香水梨 中抗腐烂病(ＭＲ)

２ ２　 抗逆种质资源

主要代表性抗逆种质资源如表 ２ 所示ꎮ 其中黄

岗洋弄(采集编号:２０１３５２３４４７ꎬ图 ５)采集于黎平县

双江镇黄岗村ꎬ在当地的侗族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ꎬ
现今仍种植ꎮ 名称源于侗语“苟阳弄”ꎬ汉语意为

“密林深处的糯稻”ꎮ 该品种特别适应阴冷、日照不

足的林缘地带ꎬ每日仅有 ２ ｈ 左右直射日照即可正

常生长发育ꎬ产量可达 ３５０ ~ ４００ ｋｇ / ６６７ ｍ２ꎮ
２ ３　 优质种质资源

主要代表性优质种质资源如表 ３ 所示ꎮ 其中白

香禾(采集编号:２０１３５２３３０２ꎬ图 ６)采集于黎平县岩

洞镇岩洞村ꎬ该品种种植历史悠久ꎬ当地约有 ８００ 农

户种植ꎬ面积约 ４００ 亩ꎮ 生育期 １４０ ~ １５０ ｄꎬ适合低

海拔 ４００ ~ ６００ ｍ 种植ꎮ 香味在众多香禾糯品种中

最为突出ꎬ蒸的糯米饭香味最为浓郁ꎬ且糯性强、软、
不回生ꎬ品质突出ꎮ 酿的糯米酒也特别香浓ꎮ 白香

禾芒短、产量高ꎬ平均产量 ３５０ ~ ４００ ｋｇ / ６６７ｍ２ꎮ
贵州是辣椒种植大省ꎬ在长期自然和人工选择

下ꎬ形成了许多优良的地方资源[１０]ꎮ 辣椒(采集编

号:２０１３５２２３５９ꎬ图 ７)采集于印江县洋溪镇曾心村ꎮ
皮厚ꎬ香味浓ꎬ辣味浓ꎮ 株高 ５０ ｃｍꎬ果型中等ꎬ果长

８ ~ １０ ｃｍꎮ 直接晾晒后做干椒或辣椒粉ꎬ土家族治

疗伤风感冒的特效药ꎬ即用火烘干辣椒放进热水后

泡脚ꎮ

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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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抗逆种质资源[４ꎬ９]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ｂｉｏ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采集编号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Ｎｏ.
作物名称

Ｃｒｏｐ ｎａｍｅ
种质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ａｍｅ
抗逆性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０１３５２３４６８ 水稻 德顺糯禾 耐冷性属于极强(ＨＲ)类型

２０１３５２３４５０ 水稻 白芒晚熟糯 耐冷性属于极强(ＨＲ)类型

２０１５５２２０１７ 水稻 银平香禾 耐冷性属于极强(ＨＲ)类型

２０１３５２３４９１ 水稻 大白禾 耐冷性强(Ｒ)

２０１３５２３４６７ 水稻 平甫八月禾 耐冷性强(Ｒ)

２０１３５２３４４７ 水稻 黄岗洋弄 耐阴冷寡照ꎬ适林缘地带种植

２０１３５２３４３５ 水稻 六十天禾 耐旱性强ꎬ可在水量不足的水田或雨量较多的旱田种植

２０１４５２２１２９ 葡萄 红葡萄 耐湿热气候

２０１３５２４４１２ 葡萄 本地葡萄 特别适应夏季高温多雨气候

２０１３５２２４１１ 葡萄 刺葡萄 耐高湿环境

表 ３　 优质种质资源[４ꎬ６￣７ꎬ１１￣１４]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采集编号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Ｎｏ.
作物名称

Ｃｒｏｐ ｎａｍｅ
种质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ａｍｅ
优质性状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０１３５２３３０９ 水稻 黄鳝血 糯性极强ꎬ属于稀有类型

２０１３５２３５１６ 水稻 苟寨各 糯性极强ꎬ属于稀有类型

２０１３５２３３０２ 水稻 白香禾 米特香ꎬ一家煮饭全村香

２０１３５２３４８８ 猕猴桃 绞洞白猕猴桃 Ｖｃ 含量达 ９７３ ｍｇ / １００ ｇ 果肉

２０１４５２５１６３ 猕猴桃 毛花猕猴桃 Ｖｃ 含量高达 １１０６ ｍｇ / １００ ｇ 果肉

２０１３５２２０８５ 香蕉 闻香香蕉 果实香味极浓ꎬ放在屋内满屋清香

２０１３５２５１４６ 核桃 泡核桃 果实壳薄ꎬ易剥离ꎬ粗脂肪含量 ４４ ７％

２０１３５２２４２７ 柑橘 药柑 类黄酮类含量高ꎬ总糖含量 ８ ８０％

２０１３５２２４２５ 柑橘 印江红心柚 果肉红色、汁多、味甜ꎬ总糖含量 １２ ７％

２０１３５２１５０５ 辣椒 肉辣椒 色价值 １２ ６４ꎬ辣椒素含量 １０ ５６％

２０１３５２２３５９ 辣椒 辣椒 Ｖｃ 含量 ２２２ ８４ ｍｇ / １００ ｇ 果肉

２０１３５２１０５２ 辣椒 兴隆辣椒 Ｖｃ 含量 ２２６ ３７ ｍｇ / １００ ｇ 果肉

２０１４５２１１１０ 辣椒 本地辣椒 辣椒碱含量 １３ ３９％

２０１４５２１１０１ 韭菜 多星韭 野生ꎬ水解氨基酸含量 ２２ ４７％ ꎬＶｃ 含量 ６５ １ ~ ９４ １ ｍｇ / １００ ｇ

２０１５５２３０１９ 钩藤 钩藤 钩藤碱含量为 ４２３ ０６ μｇ / ｇꎬ治疗高血压疗效好

２０１５５２３００３ 头花蓼 头花蓼 槲皮素含量为 ０ ３６５１％ ꎬ治疗泌尿系统疾病效果好

２ ４　 极早熟种质资源

主要代表性极早熟种质资源如表 ４ 所示ꎮ 其中

特早熟的枇杷品种早枇杷(采集编号:２０１３５２２１４８ꎬ
图 ８)采集于贞丰县鲁贡镇打嫩村ꎬ当地布依族种植

已有 ４０ 年历史ꎮ ９ 月开花ꎬ翌年 ３ 月成熟ꎮ 突出特

点是成熟极早ꎬ比一般品种早熟 １ 个月左右ꎬ果实品

质优良、味甜、多汁ꎮ 对选育早熟、优质枇杷品种有

重要价值ꎮ 若能通过提纯ꎬ加大力度推广ꎬ利用早上

市的优势ꎬ将可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ꎮ
极早 熟 菜 豆 品 种 黄 四 季 豆 ( 采 集 编 号:

２０１４５２３０３２ꎬ 图 ９ )、 青 皮 四 季 豆 ( 采 集 编 号:
２０１４５２３０３１ꎬ图 ９)、鸡油豆(采集编号:２０１４５２３１９０ꎬ
图 １０ )ꎬ 均产于开阳县ꎬ 长四季豆 ( 采集编号:
２０１４５２５０３５ꎬ图 １０)产于道真县ꎮ 这些品种的生育

期为 ６２ ~ ７４ ｄ(早熟类为≤９０ ｄ)ꎬ属极早熟类ꎬ它们

在菜豆早熟品种选育中有一定的利用价值ꎮ

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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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极早熟种质资源[４￣５ꎬ１５]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ｅａｒｌｙ￣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采集编号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Ｎｏ.
作物名称

Ｃｒｏｐ ｎａｍｅ
种质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ａｍｅ
早熟性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５５２２０２０ 水稻 建华糯禾 生育期仅 １４５ ｄꎬ属于极早熟类

２０１５５２２１０１ 水稻 苟百参 生育期仅 １４５ ｄꎬ属于极早熟类

２０１４５２５００９ 玉米 金黄早 生育期 ９７ ｄꎬ属于早熟类

２０１４５２６００８ 玉米 白糯玉米 生育期 １００ ｄꎬ属于早熟类

２０１４５２４１６４ 玉米 白糯苞谷 生育期 ９７ ｄꎬ属于早熟类

２０１４５２５０３５ 普通菜豆 长四季豆 极早熟ꎬ全生育期 ６２ ｄ

２０１４５２３０３１ 普通菜豆 青皮四季豆 极早熟ꎬ全生育期 ６２ ｄ

２０１４５２３１９０ 普通菜豆 鸡油豆 极早熟ꎬ全生育期 ７４ ｄ

２０１３５２２１４８ 枇杷 早枇杷 极早熟ꎬ在贞丰县 ３ 月成熟ꎬ比其他品种早熟 １ 个月左右

２０１３５２５１０８ 李 早李子 极早熟ꎬ在当地 ５ 月成熟ꎬ比其他品种早熟 １ 个月左右

２ ５　 丰产种质资源

主要代表性丰产种质资源如表 ５ 所示ꎮ 其中巫

捞猕猴桃(采集编号:２０１２５２２１５８ꎬ图 １１)采集于三

都县ꎮ 具有果大(单果重一般 ７０ ｇ 左右)、长圆柱

形、品质优良等特点ꎬ一般在 ９ 月上中旬成熟ꎬ果实

鲜食和加工均可ꎬ对选育大果型猕猴桃品种具有重

要价值ꎮ 瑶族有打猎习惯ꎬ瑶族农民邓道清在“猴
子山”进行狩猎作业时ꎬ发现猴子吃野生猕猴桃ꎬ其
果个大、味甜、适口ꎬ采集该株猕猴桃品种的枝条ꎬ进

行高接换种ꎬ２００８ 年正式打出“打鱼野生猕猴桃”品
牌进入市场ꎬ至今在打鱼乡巫捞村已扩大该株优质

野生猕猴桃品种仿野生栽培 ２５０ 亩ꎬ株产 １００ ~ ２００
ｋｇꎬ收入 ６００ 元 /株左右ꎬ发展潜力较大ꎮ

特大粒大豆品种肇兴大粒黄豆 (采集编号:
２０１３５２３４５６ꎬ图 １２)ꎬ采集于黎平县肇兴镇肇兴村ꎮ
该品种的子粒大ꎬ百粒重为 ３３ ６ ｇꎬ属于特大粒类

(≥３０ ０ ｇ)ꎬ因此ꎬ肇兴大粒黄豆在大豆丰产或大粒

品种选育中有重要价值ꎮ

表 ５　 丰产种质资源[４ꎬ１５￣１７]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ｙｉｅｌ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采集编号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Ｎｏ.
作物名称

Ｃｒｏｐ ｎａｍｅ
种质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ａｍｅ
丰产性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２０１５５２２１２６ 水稻 呆年亚 千粒重 ３３ １７ ｇꎬ属于大粒类型

２０１５５２２０２０ 水稻 建华糯禾 千粒重 ３１ ９２ ｇꎬ属于大粒类型

２０１４５２４０９８ 旱稻 红旱糯 千粒重 ３６ ７０ ｇꎬ属于大粒类型

２０１４５２４１００ 旱稻 飞蛾糯 千粒重高达 ４０ ２ ｇꎬ属于特大粒类型

２０１４５２１０２２ 玉米 赫章二季早 千粒重大于 ４００ ｇꎬ属于大粒类型

２０１４５２５０１０ 玉米 白包谷 千粒重大于 ４００ ｇꎬ属于大粒类型

２０１３５２４４７６ 谷子 糯小米 千粒重高达 ６ ０ ｇꎬ单株穗重 ３３ ０ ｇꎬ属于特大粒ꎬ丰产类

２０１４５２１２３９ 谷子 小米 千粒重高达 ７ ０ ｇꎬ单株穗重 ３７ ０ ｇꎬ属于特大粒ꎬ丰产类

２０１３５２６０２５ 小豆 小豆 单荚粒数多达 １１ ３ 粒

２０１３５２３０８６ 小豆 小豆 单荚粒数多达 １２ ５ 粒

２０１３５２１２２１ 绿豆 接官绿豆 单荚粒数多达 １３ ４ 粒

２０１３５２３４５６ 大豆 肇兴大粒黄豆 百粒重 ３３ ６ ｇꎬ属于特大粒类

２０１２５２２１５８ 猕猴桃 巫捞猕猴桃 果实大ꎬ单果重可达 ８６ ｇ

２０１３５２６３３４ 沙梨 半斤梨 果实特大ꎬ单果重 ２５０ ~ ７２０ ｇ

２０１３５２３３８３ 沙梨 坑洞大梨 果实特大ꎬ单果重 ２５０ ｇꎬ８ 年生树株产 ４０ ~ ６０ ｋｇ

２０１３５２２３９６ 荠菜 大青菜 植株高大ꎬ产量可达 ２５００ ~ ３０００ ｋｇ / ６６７ ｍ２

２０１４５２２１６８ 韭菜 大叶韭菜 株高达 ４０ ｃｍꎬ一年可收割 ９ 次ꎬ产量很高

５２８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９ 卷

图 ２　 梨:水昔梨的果实形态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ｈｕｉ ｘｉ”ｐｅａｒ

图 ３　 梨:香水梨的果实外观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ｒｐ ａｎｄ ｌｅａｆａｇｅ ｏｆ “Ｘｉａｎｇ ｓｈｕｉ”ｐｅａｒ

图 ４　 柑橘:米柑

Ｆｉｇ ４　 Ｃｉｔｒｕｓ: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ｒｐ ｏｆ “Ｍｉ”ｃｉｔｒｕｓ

图 ５　 水稻:黄冈洋弄

Ｆｉｇ ５　 Ｒｉｃｅ:“Ｈｕａｎｇ ｇ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ｎ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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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水稻:白香禾

Ｆｉｇ ６　 Ｒｉｃｅ:“Ｂａｉ ｘｉａｎｇ ｈｅ”

图 ７　 辣椒

Ｆｉｇ ７　 Ｃｈｉｌｌｉ

图 ８　 枇杷

Ｆｉｇ ８　 Ｌｏｑｕ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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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普通菜豆:黄四季豆和青皮四季豆

Ｆｉｇ ９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ｅａｎ:“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Ｑｉｎｇｐｉ”

图 １０　 普通菜豆:鸡油豆和长四季豆

Ｆｉｇ １０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ｅａｎ:“Ｊｉｙｏｕ”ａｎｄ“Ｃｈａｎｇ”

图 １１　 猕猴桃:巫捞猕猴桃

Ｆｉｇ １１　 Ｋｉｖｉ ｆｒｕｉｔ:“Ｗｕ ｌａｏ”

图 １２　 大豆:肇兴大粒黄豆

Ｆｉｇ １２　 Ｓｏｙｂｅａｎ:“Ｚｈａｏ ｘ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 ｇｒ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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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建议

３ １　 充分利用贵州优异农业生物种质资源

３ １ １　 生产利用　 贵州优异农业生物种质资源是

当地相传几十年或几百年ꎬ甚至上千年的老地方品

种ꎬ它们对当地的生态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已形成

很强的适应性ꎬ有些品种是新育成品种无法替代的ꎬ
这些品种应加强提纯复壮ꎬ在相应生态条件地区推

广种植ꎮ 还有一些极早熟品种ꎬ如普通菜豆中的长

四季豆和青皮四季豆ꎬ可用于农闲补种和灾害补救

品种种植ꎮ
３ １ ２　 育种利用　 贵州优异农业生物种质资源都

具有 １ 个或多个优异性状ꎬ有些优异性状是在长期

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下形成的ꎬ因此是十分宝贵的ꎮ
贵州优异农业生物种质资源可以分别在相应作物抗

病、抗逆、优质、丰产育种中利用ꎮ
３ １ ３　 开发利用 　 在贵州优异农业生物种质资源

中ꎬ有些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和商品价值ꎮ 如ꎬ黎平

县的水稻品种黄鳝血和苟寨各ꎬ它们具有糯性极强、
香味浓的突出特点ꎬ同时黄鳝血还有药用价值ꎮ 贞丰

县的闻香香蕉ꎬ其最大的特点是果实香味极浓ꎬ放在

屋内满屋清香ꎬ可用来开发香味剂ꎮ 印江县的红心

柚ꎬ经鉴定认为是本地柚芽变品种ꎬ属于贵州特有的

民族柚资源ꎬ果实皮薄、肉红色、汁多、味甜ꎬ具有很

好的商品价值ꎮ 还有盘县的早李子、贞丰县的早枇

杷ꎬ它们均比一般品种早熟 １ 个月左右ꎬ因此提前上

市ꎬ商品价值高ꎮ 这些优异种质资源都有很好的开

发前景ꎬ建议当地政府给予扶持ꎬ招商引资ꎬ并对这

些资源进行更详细的调查和品质分析ꎬ制订规范的

栽培措施ꎬ为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数据和信息支撑ꎮ
３ ２　 加强保护贵州优异农业生物种质资源

“贵州农业生物资源调查” 项目于 ２０１７ 年结

题ꎬ贵州优异农业生物种质资源虽已种植鉴定和繁

种ꎬ但还未达到妥善保存ꎮ 因此ꎬ建议贵州省农业科

学院申请立项ꎬ将这些优异种质资源列入“国家科

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的相关研究工作ꎬ编写种质资

源目录ꎬ繁种入国家种质库(圃)长期和中期保存ꎮ
与此同时ꎬ为“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

收集行动”项目在贵州省启动和实施ꎬ做好各种准

备工作ꎮ 我们确信ꎬ此项目实施后ꎬ在贵州还会采集

到一批优异农业生物种质资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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