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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高原地区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
和创新利用进展

马晓岗ꎬ蒋礼玲ꎬ许媛君ꎬ任建东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ꎬ西宁 ８１００１６ )

　 　 摘要:青海高原地区作物种质资源是指青海境内以及周边生态类似地区内的分布资源ꎮ 根据近 １０ 多年来该地区作物种

质资源调查、收集及研究的工作基础ꎬ分析了本地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现状ꎬ认为本地区资源的保护及利用工作已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ꎬ有了较好的基础工作积累ꎬ研究团队和力量得以加强和完善ꎬ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识不断得以强化ꎬ但资源

的保护和利用与现今飞速发展的农业产业化、以及突破性的种质创新和利用的要求仍然相去甚远ꎬ特别表现在对库存资源的

精准评价和鉴定方面ꎬ难以为育种工作提供有效的服务与支持ꎮ 借助于国家种质复份库的平台优势和现代生物学技术手段ꎬ
发挥高原特异资源优势ꎬ引进和借助外来优异资源进行种质创制、及对具有高原特色的生态农业种质资源研究ꎬ以期为高原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ꎬ应作为今后本地资源研究的方向ꎮ
　 　 关键词:青海高原ꎻ种质资源保护利用ꎻ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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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高原由于奇特而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高

原生物丰富多彩的多样性ꎬ是高原生物多样性的中

心之一ꎮ 其独特的自然环境ꎬ为生物特异基因的表

达、以及种质资源的安全保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ꎬ某
些特有物种是高原生物链的基本环节ꎬ同时也成为

这些地区重要的生态指示植物和标志性植物ꎮ 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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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至此已达到生命的分布边缘和分布极限ꎬ形成

珍贵的种质资源和高原基因库ꎬ是研究植物系统演

化的天然实验室ꎮ 青藏高原所分布的植物物种不仅

是栽培作物优异基因的重要来源和潜在供体ꎬ同时

也是高寒、干旱草原野生优良牧草资源和生态草种

资源的潜在供体ꎮ

１　 青海作物种质资源简况

１. １　 青海省种质资源及保护条件优势

物种丰富ꎬ特有种多ꎮ 物种间甚至居群间变异

异常丰富ꎬ并且存在着一些疑似远缘杂种的特殊中

间类型和渐进类型ꎮ 据青海植物志记载种类有

３５００ 余种[１]ꎬ其中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植物种类有

９０５ 种[２]ꎮ 独特、珍稀的牧草及药材类植物物种十

分丰富ꎬ牧草种类多ꎬ以禾草类、嵩草类植物为主ꎬ其
次为菊科、豆科、莎草科、蔷薇科、藜科等科属的植

物ꎬ在饲用牧草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青海由于适中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高原气候资

源ꎬ如海拔高、光辐射强、气温低、日照长、昼夜温差大、
降雨少、病虫危害轻ꎬ且作物种植种类单一ꎬ各种植区

域相对封闭等特点ꎬ在我国北方各省区中占据优越的

条件ꎬ既有利于喜温耐凉作物形成高产ꎬ同时也有利于

作物高产遗传基因的表达和高产性状的稳定[３]ꎮ
青海高原是长期种子资源储藏的理想区域ꎮ 一

般自然状况下本地以种子形式储藏 １０ 年左右的种

质材料经鉴定仍然能保持在 ４０％ 以上的发芽率ꎮ
国家作物种质复份库建于青海高原ꎬ就是基于本地

理想的冷凉干燥环境条件的妥善考虑ꎮ
１. ２ 　 青海高原的农业植物种质资源种类及分布

区域

农业区平均海拔在 １５００ ~ ３５００ｍ 左右ꎬ主要分

布在黄河流域及湟水谷地、柴达木盆地、祁连山南

麓、黄河台地及通天河、澜沧江以及大渡河等上游及

支流的温暖河谷地区ꎮ 农耕面积为 ６６. ７ 万 ｈｍ２左

右ꎬ其中 ７３％为高寒旱地ꎮ 整个农耕面积仅占全省

总面积(７２ 万 ｋｍ２)的 ０. ９％ ꎮ
作物种类主要以适合于高寒干旱生态类型的传

统作物为主ꎬ主要有青稞、油菜(白菜型、甘蓝型)、蚕
豌豆、胡麻、马铃薯、小麦等作物ꎮ 其次在海拔较低的

黄河、湟水流域谷地和沿流域的温暖山旱丘陵地区ꎬ
分布有少量的果蔬、玉米、黍稷、荞麦、燕麦、黑麦、小
杂豆等杂粮和饲用作物ꎬ油菜、马铃薯、蚕豌豆是具有

地方特色的经济作物ꎬ其中地方果树经考察收集登记

的资源有 ３００ 多份ꎮ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栽培大麦和

白菜型油菜的起源地之一[３￣４]ꎬ也是我国多年生小麦

族植物某些特有种的富集区和起源地之一[５]ꎮ
与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豆类作物、饲草作物、果

蔬、花卉、药材及特用型有关的野生种、野生近缘物

种资源遍布全省各生态区域ꎬ如广泛分布的白菜型和

芥菜型油菜资源ꎻ丰富的小麦野生近缘物种资源ꎻ耐
寒、耐瘠、抗旱作物资源等ꎮ 目前在青海地区众多的

野生植物资源中ꎬ广布于本省乃至我国西部地区的小

麦野生近缘物种受到较大的关注ꎬ相关研究较多ꎮ
青海小麦野生近缘物种一是物种丰富ꎬ二是特

有种多:青海境内共分布有 ９ 个属、６５ 个种及变种

的小麦近缘野生植物ꎬ物种间甚至居群间变异类型

异常丰富ꎬ并且广泛存在着一些疑似属间杂种的中

间类型和过渡类型ꎬ为该类物种的进化研究以及对

栽培麦类物种的改良等提供了丰富的试验材料ꎬ具
有异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ꎮ 该族物种

中以礼草属(或称仲彬草属ꎬＫｅｎｇｙｉｌｉａ Ｙｅｎ ｅｔ Ｊ. Ｌ.
Ｙａｎｇ)物种为主要的高寒区域生态优势物种ꎬ对高

寒荒漠化地区有非常强的适应性ꎬ其居群多集中于

高原湖泊边的固定和半固定移动沙丘上及湖岸坡地

的石砾灰漠土上ꎬ为青藏高原腹地高寒沙化地区的

绝对优势种群ꎮ 其中该属中的大颖草(Ｋ. ｇｒａｎｄｉｇｌｕ￣
ｍｉｓ)、青海以礼草 (Ｋ. ｋｏｋｏｎｏｒｉｃａ)、大河坝黑药草

(Ｋ. ｍｅ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ｖａｒ. ｔａｈｏｐａｉｃａ)、无芒以礼草(Ｋ. ｍｕｔｉ￣
ｃａ)、毛鞘以礼草(Ｋ. ｒｉｇｉｄｕｌａ ｖａｒ. ｔｒｉｃｈｏｃｏｌｅａ)、梭罗

草(Ｋ. ｔｈｏｒｏｌｄｉａｎａ)为青海所特有[６]ꎮ

２　 目前青海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
现状

２. １　 原生境保护区

“十五”期间ꎬ中国农业科学院、青海省农林科

学院联合经多次考察、收集资料ꎬ为青海省海晏县境

内环湖沙化地区的小麦近缘野生物种资源的保护提

出了可行性的和合理化的建议ꎬ认为该地的小麦近

缘物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保护价值ꎮ 区内分布小

麦野生近缘植物 ５ 个属:披硷草属 　 (Ｅｌｙｍｕｓ Ｌ. )、
赖草属 ( Ｌｅｙｍｕｓ Ｈｏｃｈｓｔ. )、以礼草属 　 ( Ｋｅｎｇｙｉｌｉａ
Ｙｅｎ ｅｔ ｊ. Ｌ. Ｙａｎｇ)、冰草属(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Ｊ. Ｇａｅｒｔｎ)、鹅
观草属 (Ｒｏｅｇｎｅｒｉａ Ｃ. Ｋｏｃｈ)近 １０ 个种及变种ꎮ 物

种多样性和遗传类型异常丰富ꎬ实属罕见ꎬ是青藏高

原小麦近缘野生物种具有代表性的原生境多物种居

群共生的生态分布区之一ꎮ 通过详细论证和积极申

报ꎬ经农业部批准ꎬ于 ２００２ 年在青海省海晏县建立

国家小麦野生近缘植物原生境保护区ꎮ 该保护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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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青海湖东北部环湖沙化地带ꎬ１００°５０′Ｅꎬ３６°５０′Ｎꎬ
平均海拔 ３２８３ ｍꎬ总覆盖面积约 ３. １２ ｋｍ２ꎮ
２. ２　 地方资源的收集与保护

自“十五”以来ꎬ先后承担了中国农业科学院、
教育部、农业部、科技部等下达和委托执行的有关青

藏高原农业植物种质资源普查、调查收集的项目若

干项ꎬ历时近 １５ 年ꎬ系统调查和收集各不同种类的

作物地方品种、野生种、野生近缘种ꎬ以及野生药用、
油用、饲用、果菜用等功能型物种和居群材料共计

１５００ 余份ꎬ涉及 ５３ 个科、１２５ 属共 １９０ 个种ꎬ并妥善

送国家种质库保存ꎮ 对延用数十年的地方优异品种

如小麦地方品种小红麦、阿勃ꎬ青稞品种肚里黄ꎬ油
菜品种大黄菜籽、大辣芥、小油菜ꎬ蚕豌豆品种马牙

蚕豆、尕大豆、麻豌豆ꎬ洋芋品种深眼窝、牛腿棒等进

行了重点系统调查和收集ꎬ对其可延续的究因及对

衍生后代的影响与贡献等方面ꎬ开展了针对性的研

究工作ꎬ并取得了初步的结果ꎮ
２. ３　 本地工作库储存现状

目前拥有 ９０ｍ２、 － ４℃的本省高原作物种质中

期库 １ 座ꎮ 迄今集中保存了全院各相关科室的各类

青海特色种质资源 １７９７５ 份ꎬ其中大麦 ７９７６ 份ꎬ小
麦 ５５０９ 份ꎬ蚕豆 ８５０ 份ꎬ豌豆 １０８８ 份ꎬ鹰嘴豆 １００ 份ꎬ
油菜 ７０１ 份ꎬ玉米 ４５１ 份ꎬ荞麦、燕麦 ５００ 份ꎬ胡麻、谷
子、糜子３３１ 份ꎬ蔬菜１６５ 份ꎬ马铃薯２１０ 份ꎬ近缘野生

物种材料 ５００ 份ꎮ 同时还接纳了本省种子站、医学

院、畜牧科学院、青海大学高原花卉研究室等相关单

位的种质ꎬ提供储藏服务ꎮ 另外省内相关单位目前保

存马铃薯试管苗 １０００ 份、中藏药材 ３００ 份、蕨蔴(Ｐｏ￣
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ａｎｓｅｒｉｎａ Ｌ. )３００ 多份、各种蔬菜资源 ３００ 份ꎮ
２. ４　 创新利用现状

油菜资源创新利用研究:利用本省的白菜型和

芥菜型油菜种质材料作为创新资源ꎬ并引用国内优

异的波利玛不育基因材料以及优良的甘蓝型品种ꎬ
进行优质、早熟、抗逆的杂优利用研究ꎬ育成一系列

“青杂号”的甘蓝型春性杂交油菜新品种ꎬ在很大程

度上替代了当地低产不优质的白菜型油菜ꎬ显现出

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ꎬ使本省的油菜杂优

利用研究走在了全国春油菜育种的前列ꎮ 目前

ＤＮＡ 分子标记技术在开展油菜育种资源遗传多样

性鉴定、指纹图谱构建、杂交种纯度快速鉴定和桥梁

亲本材料的创制等研究方面技术日臻成熟ꎮ 近年来

利用青海大黄油菜ꎬ对其控制黄籽性状的基因 Ｂｒｓｃｌ
进行了精细定位与图谱整合研究ꎬ获得的标记将为

该基因的克隆及利用提供具有价值的育种材料[７]ꎮ

小麦资源创新利用研究:收集国外优异资源

２５６ 份ꎬ国内优异资源 ４４０ 份ꎬ从中选取具有目标性

状的材料与本地品种进行杂交、聚合杂交、回交、并
作适量反交进行资源创新ꎬ创建出大穗型材料 １９
份、密穗型材料 ２ 份、强筋型材料 ３ 份、中筋型材料

９ 份、弱筋型材料 ２ 份、高蛋白材料 ２ 份、优质麦谷

蛋白亚基的材料 １１ 份(其中含有 ２ 亚基和 Ｎ 亚基

材料各 ２ 份)ꎮ ２０１２ 年马晓岗等[８] 通过酸性聚丙烯

酰胺凝胶电泳( Ａ￣ＰＡＧＥ )技术对青海省近 ２０ 年 ７７
份普通小麦种质材料进行醇溶蛋白分析ꎮ 聚类分析

结果将供试材料分成 ５ 大类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供试材料间的亲缘关系ꎮ 显示出青海省小麦种质资

源间存在较大的遗传差异ꎬ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ꎮ
２０１３ 年 Ｊ. Ｘ. Ｙｅ 等[９]使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的方法ꎬ在差异蛋白组学的基础上对青海春小麦种

质材料的幼苗进行 ＰＥＧ 胁迫及复水后的基因型差

异水平分析ꎬ共有 ２２ 个有差异表达的蛋白点在青春

３８ 和阿勃中被检测出来ꎮ 这些蛋白点涉及到蛋白

质合成、能量转换、碳代谢、细胞防御、转运、信号传

导等与光合作用有关的影响因子ꎮ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所利用小麦在青藏高

原特殊辐射、气象条件下生长所出现的染色体变异ꎬ
培育出高原 ２Ｄ 单体的遗传育种优新基础材料ꎬ在
实地栽培中表现出茎秆、叶脉粗壮ꎬ叶片直立ꎬ大穗

大粒等超出现栽品种的优点ꎮ 利用该材料培育出矮

秆巨穗、直叶大穗、侏儒大穗、大穗特大粒、穗粒重

６ ~ ８ｇ 的重穗型等 ６ 种小麦新类型[１０]ꎮ
豆类资源创新利用研究:包括适于雨养型农业

系统种植的高产高蛋白粮饲兼用型ꎬ适于灌溉农业

区种植的粮菜兼用型、特异功能型蚕豆等方面ꎬ共创

建优异蚕豆资源 １０８ 份ꎮ ２００８ 年刘玉皎等[１１] 通过

对青海 １５３ 份蚕豆资源的形态多样性和清蛋白遗传

多样性分析表明青海库存的蚕豆资源具有丰富的遗

传多样性ꎬ其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种质间

的亲缘关系ꎬ对蚕豆品质育种提供了较可靠的依据ꎮ
新培育的青海 １３ 号蚕豆优良品种ꎬ是适合于海拔

２７００ ~ ２８００ｍ 地区种植的小粒蚕豆ꎬ其蛋白质含量

２８％左右ꎬ适应性强ꎬ且适合于机械化耕作ꎬ是目前

青海省蚕豆产区的主栽品种ꎮ
青稞(裸大麦)资源创新利用研究:２０１４ 年姚晓

华等[１２]以青海本地抗旱性极强的旱地紫青稞和抗

旱性弱的大麻青稞为材料ꎬ研究了在不同浓度 ＰＥＧ
胁迫下 Ｈｖａｌ 基因在两个材料中的表达模式ꎬ表明该

基因在青稞抗旱机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ꎬ并以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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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构建了该基因的过量表达载体ꎬ为抗逆品种选育

打下了一定的基础ꎮ 目前拥有来自国内各生态地区

的大麦资源材料近 １００００ 份ꎮ 高 β￣葡聚糖青稞种

质以及抗旱耐瘠、稳产高产的优良品种的培育和种

质的创建已取得很大的进展ꎮ 新培育的优良品种昆

仑 １４ 号 ２０１４ 年在海拔 ３２００ｍ 的海晏县创造了大面

积 ６６７ｍ２产 ３５１ｋｇ 的刷新纪录ꎮ
薯类资源创新利用研究:２０１０ 年李芳第等[１３]

在对 ６００ 余份省内外马铃薯资源多年多生态区的抗

逆鉴定及遗传多样性分析的基础上ꎬ利用所筛选的

优良亲本培育出多个性状的遗传连锁图谱的作图群

体ꎬ筛选出高产、高淀粉、抗病等高代品系ꎻ用孤雌生

殖诱导获得双单倍体、二倍体ꎬ为资源创新及野生种

利用奠定了物质基础ꎮ 目前拥有试管苗保存的资源

材料 １０００ 多份ꎬ利用这些材料进行不同利用途径马

铃薯种质的创制和新品种的培育ꎬ已获得的科研成

果有 ２０ 余项ꎬ育成马铃薯新品种近 ２０ 个ꎬ获国家、
省级科技进步奖 ４ 项ꎮ
２. ５　 野生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０ 年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执行

“防沙固沙特种种质资源的调查、评估和利用” 项

目ꎬ分别赴本省和西藏的各不同生态区对小麦近缘

野生植物进行了多批次的系统考察和资源采集ꎬ收
集了不同属的重要种质 ７００ 多个居群的材料ꎻ并系

统掌握了青藏高原小麦近缘植物资源的分布、濒危

状况ꎬ通过种质鉴定ꎬ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和保护措

施ꎬ目前已妥善存入国家种质资源库ꎬ丰富了国家库

的种质资源ꎮ ２００８ 年相吉山等[１４] 利用多年所采集

的材料用 ＧＩＳＨ 方法成功地鉴别出小麦族 Ｓｔ 与 Ｙ 染

色体组ꎬ并应用于天然杂种染色体组组成及结构变

异分析ꎬ在供试材料中的不同染色体组间发现了 ３
个重要的和极有价值的易位体变异ꎬ对于深入研究

在同一遗传背景下属间的遗传物质交流、物种的亲

缘关系、进化程度、系统发育等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 ６　 果蔬类资源利用

已完成省内分布区各类果树、野生蔬菜资源的

普查和收集ꎬ对其分布区域、储藏量及濒危状况等进

行了系统的考察收集ꎬ收集地方果资源有 ３００ 多份ꎮ
２０１４ 年由王树林[１５]主编的«青海野生蔬菜志»由青

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ꎬ其中共阐述野生蔬菜资源

１４０ 种ꎬ初步建立了青海省蔬菜种质资源库ꎬ保存资

源 ２３３９ 份ꎻ育成遗传稳定的亲本 ３７ 份ꎬ开展青海地

区甘蓝越冬与杂交种制种技术、西葫芦杂交种制种

技术、线辣椒原种保纯技术、小白菜杂优利用等研

究ꎬ均取得进展ꎮ

３　 资源保护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３. １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意识的淡薄和资源研究团

队建设的短板现状

长期以来ꎬ本省专门从事资源学研究的专业人

才奇缺ꎬ资源保护和有效利用作为高原生态总体建

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非常淡薄ꎮ 突出地反

映在资源的引进、农经饲三元结构的合理化布局、规
模化产业开发、特异资源的合理化保护等方面的盲

目性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决策的准确性和科学性ꎮ
３. ２　 种质创新缺乏突破性进展

高效种质创新技术缺乏也限制了种质创新效率

的提高ꎮ 目前所保存种质资源的全面、系统性评价

严重滞后ꎬ优异基因多样性以及对特定资源优先利

用的基因是什么、或性状是什么等重大科学问题难

以阐明ꎬ也难以为育种家提供有价值的资源信息和

种质材料ꎬ形成资源保存与利用的严重脱节ꎬ作物新

品种的培育出现了举步维艰和漫步徘徊的局面ꎮ
３. ３　 高原植物的物种多样性正在面临脆弱生态的

威胁

气候环境的变化对高原的特异稀有资源构成极

大的生态威胁ꎬ特别是高原区域生态的恶化及生产

方式的改变、社会发展、技术进步直接或间接影响着

本省一些特异物种的安全ꎬ如高原野生中藏药植物

资源正面临着乱采滥挖的威胁而不断减少ꎻ在以礼

草属小麦野生近缘物种在青海境内的 ９ 个种中ꎬ只
有 ４ ~ ５ 个种较为常见ꎬ其他种难觅踪迹ꎮ
３. ４　 传统的资源利用日益受到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变更的影响冲击与挑战

青海农业作物种类少ꎬ种植结构比较单一ꎬ产值

和效益较低ꎮ 随着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和农牧业产业

结构的升级改造ꎬ近年来现代农业的建设与发展异

常迅猛ꎬ现代农业的意识逐步普及和深入ꎮ 具有高

原特色的现代农牧业格局雏形基本形成ꎬ生态农业、
观光休闲农业、绿色有机农业等高原农业产业形式

迅速成长ꎬ传统栽培作物和耕作方式愈来愈受到来

自于高科技、高效益生产形式的冲击ꎬ特别是近年来

设施农业的飞速发展ꎬ种什么、怎么种已是本土种质

资源学科和栽培学研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ꎮ 同时ꎬ
近年来外来物种的影响也不可小觑ꎬ一些相关企业

和种业部门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引进具有市场竞争力

的外来物种ꎬ进行产业化生产ꎬ如近年来引进的藜

麦、美国樱桃、彩色马铃薯及多种菜用资源等ꎬ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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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物资源结构的改变产生着重大的影响ꎮ 所以产

业结构的变更和升级对资源的发掘和利用提出了愈

来愈迫切的要求ꎮ

４　 几点建议

４. １　 传统作物小麦、青稞、马铃薯、蚕豌豆、油菜等

作物仍然要坚持作为高原区域粮食安全的重

点作物来进行适度规模发展

高原粮油作物永远是区域粮食安全、维护区域

生态安全的主流作物ꎮ 国家将马铃薯作为主粮的发

展战略无疑对西部地区的马铃薯优势产业产生巨大

的推动作用ꎮ 特色农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主流作物

为代价ꎮ 要继续加强资源收集、引进、精准鉴定、创
新利用在传统作物领域的研究力度ꎮ 同时ꎬ要注重

本省多民族地域的特点ꎬ逐步开拓生物资源与本地

生态、民生、宗教等传统历史文化相关的研究领域ꎬ
开展民俗生物学和高原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ꎬ为当

地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ꎮ
４. ２　 坚持粮饲兼用、生态经济双赢的生物资源利用

方向

具有高原特色的农业应是青海生态农业发展的

永恒主题ꎬ是青海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ꎬ是生

态稳定的基础ꎮ 发挥高原地域特色ꎬ为本省农牧并

重、粮饲兼用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相关课题的研究

提供有效的资源保障ꎮ
４. ３　 强化种质保护和收集意识

建立和规范资源保护及利用的有效机制ꎬ将来

自各不同渠道的种质资源及时妥善地交种质保护部

门ꎬ进行注册登记编目和妥善保存ꎬ特别要注意将从

外省引进的、国外引进的、农家长期保存自种自留

的、野外采集的资源进行统一的规范化管理[１６￣１８]ꎬ
既要丰富本省的资源储备、加大收集力度ꎬ又要在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范下妥善实施ꎮ 根据本省农业

地域特色和现代农业结构的调整ꎬ高原特色的生态农

业将成为本省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ꎮ 种质库将扮演

一定的重要角色ꎮ 目前可用于农牧结合、粮饲兼用的

资源有黑麦(１００ 多份)、饲用小麦(株高 １. ５ｍ 以上的

约 １００ 多份)、燕麦(莜麦)资源约 ５０ 多份、蚕豌豆

３０００ 多份、荞麦 ２０ 多份、谷子 １０ 多份ꎮ 近几年采集

的一些野生物种包括小麦近缘物种、牧草、花灌木、药
材类等若干份ꎬ均可作为今后工作的资源储备ꎮ
４. ４　 规范外引物种的管理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ꎬ外来物种的输入将

不可避免ꎮ 青海高原生态脆弱ꎬ外来物种对高原生

态的侵害ꎬ其潜在的生态危险ꎬ目前基本上没有人从

事该方面的评估和研究工作ꎮ 所以必须规范资源的

引入程序ꎬ强化安全性评估ꎬ避免知识侵权及外来生

物侵害的情况发生ꎮ
基于以上所述ꎬ认为今后青海区域种质资源的

研究方向和建设目标应该进一步利用现有的基础ꎬ
特别是国家作物种质复份库的研究条件及中期库库

存资源优势ꎬ研究重点要逐步向本地特有资源的有

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以及对本地资源的精准鉴定和

深度研究等方面转移ꎬ逐渐变库存生物资源优势为

基因资源优势ꎮ 借助于当今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手段ꎬ不断地引进发掘和筛选有益的基因资源ꎬ为种

质资源的精准评价和创新利用、系列种质的创制和

品种的改良提供有效的支持ꎬ进而为青海高原特异

种质资源的富集和保护、高技术含量的科技成果孵

化、高层次资源研究人才的培养、以及为高原生态农

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依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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