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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研究方向为农作物种质资源和遗传育种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ｊｕｎ１２２１＠ １６３. ｃｏｍ
通信作者:祁旭升ꎬ研究方向为农作物种质资源和遗传育种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ｑｉｘｕｓｈｅｎｇ６６０８＠ ｓｉｎａ. ｃｏｍ

　 　 摘要:调查、收集了甘肃省干旱地区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ꎬ为甘肃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研究、利用提供基础材料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采用查阅文献、访问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ꎬ对分布在甘肃干旱地区 １８ 个县(市、区)、４８ 个乡(镇)、８１ 个行政

村的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存及利用现状进行了调查ꎬ并对种质进行了收集ꎮ 共收集到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及野生

资源材料 ８４５ 份ꎬ分属 １６ 科 ４６ 属 ６２ 种ꎬ其中抗旱种质 ２７ 份ꎬ耐盐碱种质 ４ 份ꎬ高抗锈病种质 １４ 份ꎮ 本文对调查地区抗逆农

作物种质资源现状、消长情况及原因和调查、收集到的资源种类及其利用价值进行了分析ꎬ并对甘肃省干旱地区抗逆农作物

种质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进行了讨论ꎮ
　 　 关键词:干旱地区ꎻ抗逆ꎻ农作物ꎻ种质资源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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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作物种质资源包括农作物地方品种、育成品

种或品系以及其野生近缘种种质资源[１]ꎬ是人类生

存和发展最有价值的宝贵财富ꎬ是国家重要的战略

资源ꎬ是作物育种、生物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的物质

基础ꎬ是实现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保障[２]ꎮ 干旱缺水是全球农业生产面临的

严重问题ꎬ甘肃省是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省份之

一ꎬ在干旱地区ꎬ干旱缺水、土壤盐渍化等非生物胁

迫已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ꎮ 因此ꎬ调
查收集、研究利用抗旱、耐盐碱、耐贫瘠等抗逆优异

农作物种质资源ꎬ培育抗逆农作物新品种是抵御非

生物胁迫的最有效途径ꎬ已经成为保障粮食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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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的紧迫任务ꎮ
甘肃省位于 ３２°３１′ ~４２°５７′Ｎꎬ９２°１３′ ~１０８°４６′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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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气温、降水各地差异大ꎮ 由于

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ꎬ
生态类型多样ꎬ自然条件严酷ꎬ长期以来经过自然选

择和人工干预措施ꎬ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抗逆农作物

种质资源ꎮ
甘肃省迄今为止尚未对干旱地区抗逆农作物种

质资源进行专门系统的调查ꎬ对该地区抗逆农作物

种质资源的类型、分布、数量等情况了解不足ꎬ基础

数据缺乏ꎬ大大制约了本省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
研究和可持续利用ꎮ 因此ꎬ“西北干旱地区抗逆农

作物种质资源调查”项目组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对该地区

种植的粮食作物、棉油作物、蔬菜及其野生种质资源

进行了系统调查ꎬ并收集种质资源ꎬ特别是抗旱、耐盐

碱、耐瘠薄等具有优异性状的种质资源ꎬ同时对其进

行了繁殖鉴定ꎬ为今后有效地保存、研究和利用抗逆

农作物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和完整性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调查方法与内容

１. １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ꎬ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

所品种资源研究室组织ꎬ聘请 ２ ~ ３ 名相关专业专

家ꎬ在调查前ꎬ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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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调查的乡(镇)ꎮ 调查的程序是ꎬ
利用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定位调查路线ꎬ进入乡

(镇)联系当地农业负责人并组织座谈ꎬ掌握该乡

(镇)农作物种质资源分布情况ꎬ进一步确定重点调

查村ꎬ最后进村对村委及熟悉该村农业生产情况的

村民进行访谈ꎬ重点调查该村农作物品种、种植历史

及现状ꎬ并做好访谈全过程的记录工作ꎮ 系统调查

采取入户调查方式ꎬ每县(市、区)抽取 １ ~ ４ 个乡

(镇)ꎬ每个乡(镇)抽取 １ ~ ４ 个村ꎬ每个村抽取 ５ ~ ８
户ꎬ对非系统调查乡、村的特殊资源以及沿途中发现

的野生资源进行了补充调查ꎮ
１. ２　 试验方法

系统调查主要以行政村为基本单位ꎬ样本采集

方法参照郑殿升等[３]编写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

技术规程»ꎬ填写西北干旱地区抗逆农作物种质资

源调查表ꎬ记录样品的采集编号、采集地点、时间、种
质名称、作物名称、种质类型、主要特性、种质用途、
生态类型、样品来源、样品照片等 ３０ 项内容ꎮ 最后

对所收集种质资源进行整理、分类、保存ꎬ并及时撰

写总结报告[４￣５]ꎮ

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干旱地区各类抗逆农作物种

质资源 ８４５ 份ꎬ隶属 １６ 科 ４６ 属 ６２ 种ꎮ 其中以粮食

作物类数量最多ꎬ共计 ４８９ 份ꎬ分属 ３ 科 １７ 属 ２１
种ꎻ蔬菜作物所涉及的科、属、种最多ꎬ分属 ９ 科 １９
属 ２４ 种(表 １)ꎮ
２. １　 粮食作物种质资源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各类粮食作物及其野生种质

资源 ４８９ 份ꎬ分属禾本科、豆科、蓼科共 ３ 科 １７ 属 ２１
种(表 １)ꎮ
２. １. １　 小麦种质资源　 小麦是甘肃省主要粮食作

物ꎬ其种植面积仅次于玉米ꎬ最近 ２０ 年种植面积一

直下降ꎬ目前稳定在 ８０ 万 ｈｍ２左右ꎮ 当前所种植的

大多为育成品种ꎬ如定西 ２４、宁春 ４ 号、陇春 ２８ 号

等ꎬ收集到的种质大多数属地方资源ꎬ在该地区已很

少种植ꎬ其发芽率很低ꎬ已有一部分失去发芽能力ꎮ
此次ꎬ调查共收集到小麦种质 ３１ 份ꎬ其中春小麦 ２９
份ꎬ冬小麦 ２ 份ꎬ１ 份失去发芽能力ꎻ具有抗旱性种

质 １４ 份ꎬ耐盐碱种质 ２ 份ꎻ１０ 份种质感白粉病ꎮ 从

农艺性状看ꎬ小麦种质类型丰富ꎬ有无芒、顶芒、短芒

和长芒ꎻ壳色有红、浅红和白色ꎻ粒色有浅红、红和浅

绿色ꎮ 在收集到的资源中ꎬ农家品种和尚头主要分

布在永登、皋兰、白银区、景泰等地ꎬ在当地口碑甚

好ꎬ据史料记载ꎬ明清时期作为贡品ꎬ供皇室家族享

用ꎬ在西北地区享有较高的声誉ꎬ距今已有 ５００ 多年

的历史ꎮ 和尚头小麦在当地表现出了超强的抗旱、
耐瘠薄、耐盐碱和品质优等优良性状ꎬ主要种植在旱

砂田中ꎬ但产量相对较低ꎮ
２. １. ２　 玉米种质资源　 玉米是主要的粮食作物、饲
料作物及能源作物ꎬ由于近几年政府大力支持全膜

双垄沟播技术ꎬ甘肃干旱地区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度

上升ꎬ目前已成为甘肃省第一大粮食作物ꎬ２０１４ 年

达到 ９０ 多万 ｈｍ２ꎮ 种植的品种几乎全部为育成品

种ꎬ如豫玉 ２２ 号、先玉 ３３５、沈单 １６ 号、陇单 ４ 号、吉
祥 １ 号等ꎮ 地方品种金皇后等只是零散地种植在田

间地头ꎬ面临着消失的窘境ꎬ此次调查共收集到 ２３
份玉米资源ꎬ其中糯玉米 ４ 份ꎬ爆裂玉米 ２ 份ꎻ１０ 份

表现较强的抗旱性ꎬ２ 份具有耐盐碱特性ꎻ１４ 份高抗

锈病ꎮ 穗形有锥形、筒形和长筒形ꎻ粒形有硬粒、半
硬粒、马齿型ꎻ粒色分白、黄、黄白、紫色、黑色ꎬ由此

看出ꎬ本次收集的玉米类型较丰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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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甘肃省干旱地区抗逆粮食作物种质资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ｒｅｓｓ￣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ｆｏｏｄ ｃｒｏｐｓ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收集份数

Ｎｏ.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小麦属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大麦属 Ｈｏｒｄｅｕｍ

玉米属 Ｚｅａ

狗尾草属 Ｓｅｔａｒｉａ

高粱属 Ｓｏｒｇｈｕｍ

燕麦属 Ａｖｅｎａ

黍属 Ｐａｎｉｃｕｍ

普通小麦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Ｌ. ３１

普通大麦 Ｈｏｒｄｅ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Ｌ. )Ｈｓｕ. １３

青稞 Ｈｏｒｄｅ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 Ｌｉｎｎ. ｖａｒ. ｎｕｄｕｍ Ｈｏｏｋ. ｆ. １１

玉米 Ｚｅａ ｍａｙｓ Ｌ. ２３

谷子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ｌｉｃａ(Ｌ. )Ｂｅａｕｖ. ４７

中国高粱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ｂｉ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 Ｋａｏｌｉａｎｇ ２５

裸燕麦 Ａｖｅｎａ ｎｕｄａ Ｌ. １４

普通燕麦 Ａｖｅｎ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 １０

黍稷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ｍｉｌｉａｃｅｕｍ Ｌ. ５４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ｅａ

野豌豆属 Ｖｉｃｉａ

大豆属 Ｇｌｙｃｉｎｅ

豇豆属 Ｖｉｇｎａ

豌豆属 Ｐｉｓｕｍ

兵豆 Ｌｅｎｓ ｃｕｌｉｎａｒｉｓ

豇豆属 Ｖｉｇｎａ

鹰嘴豆属 Ｃｉｃｅｒ

刀豆属 Ｃａｎａｖａｌｉａ

扁豆属 Ｌａｂｌａｂ

蚕豆 Ｖｉｃｉａ ｆａｂａ Ｌ. ２７

大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ｍａｘ Ｌ. Ｍｅｒｒｉｌｌ ４４

野生大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ｓｏｊ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１６

绿豆 Ｖｉｇｎａ ｒａｂｉａｔａ(Ｌ. )Ｗｉｌｃｚｅｋ １１

豌豆 Ｐｉｓｕｍ ｓａｔｉｖｍ Ｌ. ６１

小扁豆 Ｌｅｎｓ ｃｕｌｉｎａｒｉｓ Ｍｅｄｉｃ. ３１

小豆 Ｖｉｇｎａ 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ｗｉｌｄ)Ｏｈｗｉ ＆ Ｏｈａｓｈｉ ５

鹰嘴豆 Ｃｉｃｅｒ ａｒｉｅｔｉｎｕｍ Ｌ. ５

刀豆 Ｃａｎａｖａｌｉａ ｇｌａｄｉａｔａ(Ｌ. )ＤＣ. ４

扁豆 Ｌａｂｌａｂ 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ｓ(Ｌ. )Ｓｗｅｅｔ １４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荞麦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甜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Ｍｏｅｎｃｈ １４

苦荞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ｍ(Ｌ. )Ｇａｅｒｔｎ ２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７ ２１ ４８９

２. １. ３　 小宗粮豆种质资源　 小宗粮豆作物本身具

有抗旱、耐贫瘠等优异特点ꎬ大多数属于秋粮作物ꎬ
生育期雨水充沛ꎬ产量高ꎬ决定了其在干旱地区的种

植优势[６￣８]ꎮ 小宗粮豆作为甘肃省特色粮食作物ꎬ
种类齐全ꎻ种子含有大量淀粉、蛋白质和脂肪ꎬ是营

养丰富的食料ꎬ其中大豆含油率较高ꎬ又属油料作

物ꎮ 豆类作物的嫩豆荚、鲜豆粒、豆芽和豆制品ꎬ都
是人们喜欢的蔬菜和食品ꎻ豆类作物根部有根瘤菌

共生ꎬ与其他作物轮种ꎬ可以提高土壤肥力ꎮ 小宗粮

豆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潜力ꎬ甘肃省常年播种面积

约 ７０ 万 ｈｍ２ꎬ占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的 ２５％ ꎬ在甘肃

粮食生产和发展当地农村经济中有着重要的作

用[９￣１１]ꎮ 本次调查收集的小宗粮豆主要有谷子、糜
子、荞麦、燕麦、高粱、大麦、青稞、大豆、豌豆、蚕豆、
绿豆、扁豆等ꎬ共计 ４３５ 份ꎮ 其中荞麦包括甜荞和苦

荞ꎻ大豆包括栽培大豆 ４４ 份、野生大豆 １６ 份ꎬ野生大

豆具有抗病、抗虫、抗旱、耐盐碱和耐贫瘠等优良性

状ꎬ是栽培大豆重要的优异基因来源ꎬ应予以格外重

视和保护ꎬ在大豆育种中加强利用[１２￣１３]ꎮ 从表 １ 看

出ꎬ种植最多的小宗粮豆为豌豆、黍稷、谷子和大豆ꎮ

２. ２　 棉油作物种质资源

棉油作物生产在甘肃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ꎬ主
要是除满足人们正常生活对食材的需求外ꎬ同时也

是一些主产区农民的重要经济来源ꎮ 胡麻是甘肃省

重要的油料作物ꎬ常年种植面积达 １５ 万 ｈｍ２ꎮ 胡麻

生产不仅影响到种植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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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其应用前景十分广阔[１４￣１５]ꎮ 油菜、向日葵、棉
花、大麻、蓖麻、芝麻也是甘肃省重要的经济作物和

油料作物ꎬ菜籽油和葵花油是经济实惠的植物油ꎬ很
受老百姓欢迎ꎻ棉籽油只局限于少数地区人们食用ꎬ
如酒泉地区ꎮ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棉油作物 １４５ 份ꎬ
分属 ７ 科 ７ 属 ８ 种ꎬ其中栽培胡麻 ２６ 份ꎬ野生胡麻

资源 ２２ 份ꎬ抗旱种质 ３ 份(表 ２)ꎮ
２. ３　 蔬菜作物种质资源

甘肃省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

的过渡地带ꎬ海拔落差和温差大ꎬ光照充足ꎬ生态类

型多样ꎬ近年来大力发展高原夏菜种植ꎬ且大多数农

户都有自己的菜园ꎬ蔬菜自给自足ꎬ所以该地区蔬菜

４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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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丰富ꎬ分布范围广ꎮ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蔬菜资

源 １４７ 份ꎬ主要有普通菜豆、西葫芦、萝卜、芫荽、多
花菜豆等(表 ３)ꎬ隶属 ９ 科 １９ 属 ２４ 种ꎬ其中以葫芦

科和豆科为主ꎬ占 ４９. ６６％ ꎮ

表 ２　 甘肃省干旱地区抗逆棉油作物种质资源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ｒｅｓｓ￣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ｃｏｔｔｏｎ ａ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ｏｉｌ ｃｒｏｐｓ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收集份数

Ｎｏ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大麻属 Ｃａｎｎａｂｉｓ 大麻 Ｃａｎｎｂｂｉｓ ｓａｔｉｖａ Ｌ. ３０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向日葵属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栽培向日葵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ａｎｎｕｕｓ Ｌ. ２６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棉属 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 亚洲棉 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 ａｒｂｏｒｅｕｍ Ｌ. １５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芸薹属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甘蓝型油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ｎａｐｕｓ Ｌ. ２１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蓖麻属 Ｒｉｃｉｎｕｓ 蓖麻 Ｒｉｃｉｎ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Ｌ. ４

胡麻科 Ｐｅｄ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芝麻属 Ｓｅｓａｍｅ 芝麻 Ｓｅｓａｍ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Ｌ. １

亚麻科 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亚麻属 Ｌｉｎｕｍ 亚麻 Ｌｉｎｕｍ ｕｓｉｔ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Ｌ. ２６

野生亚麻 Ｌｉｎｕｍ ｓｔｅｌｌｅｒｏｉｄｅｓ Ｐｌａｎｃｈ. ２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７ ８ １４５

表 ３　 甘肃省干旱地区抗逆蔬菜种质资源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ｒｅｓｓ￣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收集份数

Ｎｏ.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蝶形花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 菜豆属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多花菜豆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ｓ Ｗｉｌｌｄ １０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胡萝卜属 Ｄａｕｃｕｓ 胡萝卜 Ｄ. ｃａｒｏｔａ Ｌ. ｖａｒ.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ＤＣ. ４

芫荽属 Ｃｏｒｉａｎｄｒｕｍ 芫荽 Ｃｏｒｉａｎｄｒ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Ｌ. １１

水芹属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水芹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ｓｐｐ. ４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南瓜属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甜瓜属 Ｃｕｃｕｍｉｓ

西瓜属 Ｃｉｔｒｕｌｌｕｓ

黄瓜属 Ｃｕｃｕｍｉｓ

丝瓜属 Ｌｕｆｆａ

西葫芦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ｐｅｐｏ Ｌ. １６

南瓜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ｐｅｐｏ Ｌ. ６

甜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ｍｅｌｏ Ｌ. ２

西瓜 Ｃｉｔｒｕｌｌｕｓ ｌａｎａｔｕｓ(Ｔｈｕｎｂ)Ｍａｎｓｆｅｌｄ ５

黄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 １

丝瓜 Ｌｕｆｆ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Ｒｏｅｍ. １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ｅａ 豇豆属 Ｖｉｇｎａ 豇豆 Ｖｉｇｎａ ｕｎｇｕｉｃｕｌａｔａ(Ｌ. )Ｗａｌｐ. ３

菜豆属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普通菜豆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Ｌ. ３９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葱属 Ａｌｌｉｕｍ 韭菜 Ａ.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Ｒｏｔｔｌｅｘ Ｓｐｒ. ９

蒜 Ａｌｌｉ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Ｌ. ２

洋葱 Ａｌｌｉｕｍ ｃｅｐａ ３

葱 Ａｌｌｉｕｍ ｆｉｓｔｕｌｏｓｕｍ Ｌ. １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萝卜属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萝卜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 １２

芸薹属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白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 Ｌ. ４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茄属 Ｓｏｌａｎｕｍ

辣椒属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马铃薯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Ｌ. １

茄子 Ｓｏ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 Ｌ. ４

辣椒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Ｌ. １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菠菜属 Ｓｐｉｎａｃｉａ 菠菜 Ｓｐｉｎａｃｉ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Ｌ. ５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菊苣属 Ｃｉｃｈｏｒｉｕｍ 苦苣 Ｃｉｃｈｏｒｉｕｍ ｅｎｄｉｖｉａ ２

向日葵属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菊芋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ａｒｔｉｃｈｏｋｅ 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９ ２４ １４７

２. ４　 其他作物种质资源

甘肃省处于比较特殊的地里位置ꎬ生态类型多

样ꎬ农作物种质资源丰富ꎬ除了以上主要的粮食作物、
棉油作物和蔬菜作物外ꎬ此次调查同时收集到 ６４ 份

５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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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ꎬ隶属 ６ 科 ９ 属 ９ 种ꎬ
包括芝麻菜、苜蓿、小茴香、烟草、甜菜、香豆子、红花、

孜然等种质资源ꎬ这些农作物种质资源与人们日常生

活密切相关ꎬ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ꎮ

表 ４　 甘肃省干旱地区其他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

Ｔａｂｌｅ ４　 Ｏｔｈｅｒ ｔｒｅｓｓ￣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ｃｒｏｐ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收集份数

Ｎｏ.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ｅａ 苜蓿属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紫花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Ｌ. ９

胡卢巴属 Ｔｒｉｇｏｎｅｌｌａ 香豆子 Ｔｒｉｇｏｎｅｌｌａ ｆｏｅｎｕｍ￣ｇｒａｅｃｕｍ Ｌ. ５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红花属 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 红花 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 Ｌ. １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烟草属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黄花烟草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ｒｕｓｔｉｃａ Ｌ. ６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芝麻菜属 Ｅｒｕｃａ 芝麻菜 Ｅ. ｓａｔｉｖａ Ｍｉｌｌ. ２８

芸薹属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子芥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ｊｕｎｃｅａ Ｃｏｓｓ. ｖａｒ.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Ｔｓｅｎ ｅｔ Ｌｅｅ １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茴香属 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ｕｍ 小茴香 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 ８

孜然芹属 Ｃｕｍｉｎｕｍ 孜然 Ｃｕｍｉｎｕｍ ｃｙｍｉｎｕｍ Ｌ. １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甜菜属 Ｂｅｔａ 甜菜 Ｂｅｔ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Ｌ. 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９ ９ ６４

３　 讨论及建议

３. １　 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日益减少

甘肃省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

的过渡地带ꎬ生态类型多样ꎬ自然条件严酷ꎬ长期以

来经过自然选择和人工干预措施ꎬ形成了丰富多彩

的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ꎮ 通过此次调查发现ꎬ对抗

逆农作物种质资源在保护、研究和利用上的重视程

度还不够ꎬ研究方法相对落后ꎬ无论地方品种还是野

生资源都处于濒危状况ꎬ在不同的区域保护差异大ꎮ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４ 个方面ꎮ
３. １. １　 现代种业的大力发展　 随着当代农业科技

的蓬勃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具有高产、优
质、广适性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得到了大力推广ꎮ
人们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ꎬ在相同的土地面积上得

到最高的经济产量ꎬ致使地方老品种被产量高、品质

好、经济效益高的优异新品种所替代ꎬ忽视了种质资

源的保护ꎬ从而加速了地方品种的消失ꎮ
３. １. ２　 种植结构的调整　 近年来由于农业产业结

构的调整ꎬ造成种植结构单一ꎬ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

破坏ꎬ致使产量低、品质差、经济效益小的抗逆地方

品种资源逐渐退出了当地的农业生产ꎬ最终丢失ꎮ
３. １. ３　 地理位置的限制 　 甘肃东西狭长、气候复

杂ꎬ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种质资源ꎮ 在干旱地区ꎬ常年

降雨较少ꎬ多为雨养农业ꎬ使得该地区农作物以抗

旱、耐贫瘠的地方老品种为主ꎬ如糜子、谷子、胡麻

等ꎮ 在灌溉农业地区ꎬ有充足的水源ꎬ当地实施规模

化的农业种植模式ꎬ大多以新育成品种为主ꎬ地方老

品种在该地区已几乎消失ꎮ
３. １. ４　 地方品种自身的退化　 由于市场需求的不

同ꎬ科技人员对市场需求量大的作物研究较深入ꎬ品
种更新繁殖较快ꎬ随之老品种消失的快ꎻ需求量少的

作物ꎬ新品种相对较少ꎬ使得地方老品种在同一地方

长期种植ꎬ其优异性状逐渐消失ꎬ产量降低、品质下

降、经济效益减少ꎬ逐渐被遗弃ꎬ从而面临消失的

危险ꎮ
３. ２ 　 甘肃省干旱地区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建议

甘肃省是我国农业大省ꎬ但限于地理位置和财

政状况ꎬ干旱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缓慢ꎬ基础薄弱ꎬ以
前都是自给自足的雨养农业ꎬ近年来随着政府部门

的宏观调控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ꎬ以及春秋覆膜、
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和旱地秸秆带状覆盖栽培技术的

推广ꎬ该地区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由以

前以小麦、小宗粮豆为主ꎬ经济作物为辅的格局转变

为现在的以玉米、经济作物和蔬菜为主ꎬ小麦、小宗

粮豆为辅的种植格局ꎬ使得种植结构单一ꎬ自然灾害

抵御能力降低ꎬ加大了老百姓的风险ꎮ 根据本次对

甘肃省干旱地区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调查结果ꎬ
结合当地种植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种质资源现状ꎬ
提出以下建议ꎮ
３. ２. １　 加强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保存

　 由于甘肃省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ꎬ科技投入相

对较少ꎬ试验条件和研究手段比较落后ꎬ特别是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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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部门追求政绩和经济效益的目标下ꎬ使得本省干

旱地区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ꎬ对
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和保存重视程度

不够ꎬ许多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急剧减少ꎬ或已濒临

灭绝ꎮ 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和保存是一项长期性、
基础性和公益性科技工作ꎬ各级政府部门应该正确

认识到种质资源的重要性ꎬ从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

的经费ꎬ联合省内科研院所和高校ꎬ组建专门的研究

团队ꎬ加强对本省干旱地区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

收集、原生境保护[１６]、低温库保存和超低温保存[１７]

工作ꎬ最大程度地避免该地区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

的丢失ꎮ
３. ２. ２　 加快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

用　 农作物种质资源是自然界不同生态条件胁迫下

和人工改良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遗传资源ꎬ也称基因

资源ꎮ 农作物新品种选育是遗传资源不同形式的加

工与改造ꎬ人们只有通过合理利用各种优异资源ꎬ不
断培育出具有突破性的作物新品种ꎬ才能为人类生

存与社会发展提供物质保证ꎮ 目前甘肃省种质资源

研究工作大多数仍然停留在形态学水平上ꎬ缺乏有

关抗逆、品质及分子方面的数据信息ꎬ造成对高产、
优质、多抗、高效等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基因资源的

发掘与利用滞后、突破性新种质匮乏ꎬ进而影响到种

质资源的高效利用ꎮ 实践证明ꎬ随着现代生物技术

育种的迅速发展ꎬ借助直观形态特征来鉴定种质资

源的传统方法已很难满足育种工作要求ꎮ 未来农业

的进步与种质资源优异基因的发掘和种质创新工作

息息相关ꎬ因此ꎬ应在形态学鉴定基础之上ꎬ利用现

代生物技术与常规遗传育种技术相结合的方法ꎬ加
快对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优异基因的发掘、种质创

新与开发利用ꎮ
３. ２. ３　 加大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实物和信息共享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已建成了 ４５ 种作

物的种质信息数据库ꎬ每年向外引种 ６００ 份左右ꎬ并
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开发布ꎮ 但该库中数据信息以

农艺性状为主ꎬ利用价值较大的抗逆性、品质等数据

极少ꎬ甚至个别作物的数据库基本处于空库状态ꎬ不
利于用户查询引用种质ꎮ 鉴于此ꎬ应参照中国作物

种质信息网中“种质信息规范”的要求ꎬ在现有种质

资源信息数据的基础上ꎬ开展图像数据和视频数据

收集ꎬ逐步规范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整理、繁殖更

新、鉴定评价、保存技术程序、操作标准和指标参数

等ꎬ建立种质资源数据管理平台ꎬ实现对种质资源的

信息贮存、查询和应用ꎬ形成科学的种质资源统一管

理体系ꎬ进行一步提升种质资源实物和信息共享服

务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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