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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2016 年系统调查总结交流与资源

鉴定培训会在武汉举行

2016 年 12 月 2 日，“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

集行动”湖北省 2016 年系统调查总结交流与资源鉴定培训会在

武汉举行。

湖北省项目总负责人焦春海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

所项目办公室高爱农博士出席了会议。中国农业科学院等 5个

单位的相关专家对参会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湖北省农科院

粮食作物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园园主持会议开幕式，所长游艾青

致欢迎词。

在总结 2016 年系统调查工作时，焦春海对系统调查工作进

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湖北省系统调查工作进展较好，

得益于各级领导支持和调查队员们的共同努力。在当前重心工

作即将由系统调查转向资源鉴定的情况下，他希望已完成系统

调查的县市要积极上报有价值的新资源，各县市要积极学习借

鉴先进经验，加强与省农科院的合作，做好资源原生境鉴定及

优异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他强调，要加强对“第三次全国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的宣传，保质保量地完成项目

的各项任务。

项目办高爱农博士指出，本次资源鉴定培训在时间节点上

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全面总结前阶段的系统调查工作和启

动所征集资源的鉴定评价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就资源

样本及其调查信息的及时处理、资源汇总清单的提交、资源鉴

定评价和编目入库、资源的补充调查和征集以及普查表的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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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

在会议的资源鉴定培训阶段，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韩龙植研究员、沈阳农业大学董文轩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高志红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所陈建华研究员、湖北大学柯文山教授、湖北省农

业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研究员秦仲麒、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尹延旭博士等专家就水

稻种质资源编目性状的表型鉴定与数据采集、果梅杨梅与山楂的识别与鉴定、麻类资源及野外样本

采集、蔬菜资源的鉴定评价、果树枝条采集与嫁接技术、野生果树资源及其利用等几个方面对与会

人员进行了培训。

张再君研究员代表湖北省项目组对 2017 年将要进行系统调查工作作了周密部署，并提出了工作

要求。随后，参加 2016 年系统调查的县市代表就调查工作的协助方法及心得体会进行了广泛交流。

湖北省各县市农业局、种子管理局相关

人员及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系统调查队全体

队员共 140 余人参加了会议。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张士龙；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尹延旭）

广东省连山县种质资源征集进展

连山县地处广东省西北部，是全省三个少数民族聚集地之一。位于东经 111.641°～112.486°、

北纬 24.117°～ 24.974°，海拔范围 117～1659m。年均气温 18～190C ，年均降雨量 1900mm 左右。

该县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加上少数民族一些独特的种植习惯，使该县富藏许多地方古老品种，也

有丰富的野生及野生近缘物种资源。

据普查数据表明：全县地方古老农作物种植品种 106 种，其中仍保留种植的地方古老品种 36 个，

如地禾、黄豆、珠豆(花生)、连山大糯、连山大肉姜、黄姜。地方育成的杂交水稻品种 11 个，如 8361

系列、R8 系系列、吉田 A系列。野生及野生近缘的品种 23 个，如野生大豆、野生白杨梅、野生葡萄、

野生柿、野生茶、野生猕猴桃等。截止 2016 年 12 月上旬该县征集种质资源样品 113 份。

连山大糯生长图 连山地禾糯生态环境 连山荷苞豆(野生近缘品种)

（广东省连山县种子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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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和平县的野生猕猴桃资源

1 毛花猕猴桃

又名毛花杨桃、白毛桃。藤本，幼枝和叶片、叶柄密生灰白色绒毛，

老枝褐色无毛。叶片较厚，纸质，矩圆形至圆形，叶背密生灰白色绒毛。

花，粉红色，萼片 2片，4-6 月开花。果实为浆果，蚕茧状，表面长白色

长毛，果重 20～50g，9-10 月成熟。果实维 C高达 600～1000mg／100g。

实生苗可作中华猕猴桃砧木。毛花猕猴桃植株在下车镇兴隆村斜禾岗山地

发现，海拔 250m。植株的生态环境为丘陵山地混交林带。

2 京梨猕猴桃

又名硬齿猕猴桃。藤本，幼枝有绒毛，一年生枝褐灰色，髓小，叶纸

质，卵状椭圆形或卵状披针形，无毛。花白色，花被 5枚，直径 2cm 左右，

4-6 月开花。浆果，卵圆形或圆柱形，绿色无毛，成熟时褐色，有斑点，

9-10 月成熟，果实可食用。植株在上陵镇罗村发现，海拔 450m。植株的

生态环境为山地竹木混交林带。

3 多花猕猴桃

又名阔叶猕猴桃。藤本，幼枝生锈色绒毛，枝淡红褐色，实心，叶坚

纸质，阔卵形或近圆形，叶面无毛，背面密生白色星状毛。腋生聚伞花序，

花小，黄褐色，5-6 月开花，浆果球形至长圆形，成熟时无毛，有斑点，

8-9 月成熟。植株在阳明镇大楼村发现，海拔高度 320m。植株的生态环境

为山地混交林带。

4 黄毛猕猴桃

藤本，幼株生黄色绒毛，枝淡褐色，髓小，叶纸质，卵状披针形，无

毛。花白色，4-6 月开花，小浆果，卵圆形，浅绿色无毛，有斑点，9-10

月成熟。植株在热水镇黎明林场九公里处发现，海拔 728m。植株的生态环

境为阔叶、针叶混交林带。

（广东省和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陈科 邹梓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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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平远县优异种质资源简介

1 平远禾米

平远禾米是高寒山区野生禾谷经农家长期选育而成的珍稀稻种，宋朝始有记载。因其原产地是

平远县，禾米米质软、韧性特强,当地客家人主要制作黄粄。平远黄粄是广东岭东久负盛名的汉族传

统小吃，属于粤菜系，黄粄的食法很多，可以酿、蒸、煮、煎、炒，还可以切片晒干，暑天时，用

来煲糖或煲咸蛋，清凉解暑。蒸软的黄粄片，蘸上蒸腊味时漏下的油汁，风味独具一格。切成小粄

条，配以经爆香的鱿鱼丝，以及瘦肉丝、冬笋丝、冬菇丝、蒜苗丝。炒成香气诱人的炒黄粄，是远

近闻名的岭东美食。现被评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已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平远禾米酒是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米香型酒类产品，它以平远禾米为主要原料，酒液清亮透

明，酒体丰满、口感浓厚香馥、醇和爽净，回味无穷，具有禾米香型的独特风格。

2 野生小金橘（当地人称为山柑子）

随着人们食味的变化，主要分布在泗水、中行的山柑子被人们所利用。主要做酱：山柑子果实

经洗净后剁成酱，加一点盐、酸醋，放置一星期后，就成了香、鲜、甘、纯的平远山柑酱。近几年，

人们从山上野生山柑子移植到农田里进行栽培，有的利用野生山柑嫁接繁殖并已有了一定的规模。

目前市场上山柑子果实价格每斤在 20～25 元。

（广东省平远县种子监督管理站 黄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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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广东信宜“合箩茶”

合箩茶是产自广东省信宜市金垌镇环球村三唛顶茶场的历史悠久的地方特色茶，是被列入中国

名茶——历史名茶类，载入《中国名茶志·广东卷》广东省 15 个名茶之一。合箩茶历史悠久，相传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神仙担着一担竹箩腾云驾雾神游到三唛顶上，由于长途沷涉很累了就放下竹箩休

息，一会儿就睡着了，睡呀睡呀就发了个梦，梦去其他地方了，留下那担竹箩，竹箩年长日久渐渐

地化为两块大石，这两块大石形状酷似两个竹箩，所以称作合箩石。清朝乾隆年间，相对侧卧的合

箩石间长出一丛叶子椭圆、开着白色花、周围异香流溢的灌木（即是后来的合箩茶树），当地有一姓

杨的户人家采集了这种树的叶子泡水给他母亲饮，治好了他母亲的脑病，为此，他专门在合箩石下

开辟了 20 多亩茶地，种植此茶，并命名此茶为“合箩茶”，“合箩茶”由此得名，该户就世世代代以

经营此茶园为生。

1 合箩茶特征特性

1.1 外形 条索匀细显毫、紧直，锋苗整齐，色泽鲜绿、呈深绿色或带灰白色、按质量好坏分为 5

个级档。

1.2 内质 汤色红浓明亮，香气独特、清香持久，叶底清绿，滋味醇厚回甘。性温和、耐储藏，适

于烹用或泡饮。

1.3 成分 其主要成分有：咖啡碱、茶多酚、蛋白质、氨基酸、糖类、维生素、脂质、有机酸等有

机化合物，还含有钾、钠、镁、铜等无机营养元素，各种化学成分之间的组合比例十分协调。

1.4 功效 不仅可生津解渴、提神醒脑，去疲劳、助消化，还可药用。经临床试验，证明合箩茶有

消炎抑菌、防治肠道传染病、防暑降温、降脂、减肥、防治高血压等作用。

2 抗性与生存环境

抗寒性强、耐寒，生长在海拔 600m 以上的高山顶、云雾燎绕，湿度 60%以上的天气全年中有 130～

180d，年平均温度 16.5～19.8℃。茶园周围森林覆盖、泉水潺潺。抗虫性强，经田间自然鉴定，抗

假小绿叶蝉虫、小爪螨虫和根结线虫。抗炭疽病、云纹叶枯病、茶饼病和白星病。

3 面积与产量

合箩茶经过两百多年的不间断起伏种植，截至目前，由当地开发商开发种植 2000 多亩，平均产

量 75kg/亩，也是三唛顶独有种植的茶树。其品质清香甘醇，可口提神，健脾益胃。在过去帝王朝代

是贡品，在 20 世纪 70 年代信宜人民为表达对毛主东主席的敬爱也送过该茶到北京给主席品尝并得

到主席的赞尝。

（广东省信宜市种质资源普查办 陈鸿 赖圣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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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东台市优质资源介绍

东台百合头青菜（小白菜） 是江苏省东台市的农家品种，因其

叶柄圆形，基部层层紧抱，整棵青菜切去绿叶，形如百合头而得名。

该品种直立，束腰；植株矮小，约 16cm，伸展度 2.5cm；叶倒卵圆形，

绿色，全缘，叶长 12cm、宽 9cm，叶数多达 40～47 片，单株重 400～

600g。该品种优点是株矮耐寒，叶绿素多，抗病力强，叶片厚而肥，

适应性强，深得东台地区消费者的喜爱，有“腊月青菜赛羊肉”的美

誉。

贡豆 是蚕豆一种，其名来源于因明朝初年当地官员李春芳进呈给

皇帝，皇帝大为欣赏，从而定为贡豆；又因形似牛脚，当地俗称“牛

脚扁蚕豆”。贡豆生长于江苏省里下河地区的东台市安丰镇下灶村，

粒大，平均千粒重 1500～1600g，皮薄易烂味鲜，青豆煮食鲜嫩沙甜，

老豆炒食脆而不坚，加水煮食沙而不腻，油炸豆瓣酥而易碎，加工可

制罐头。该品种是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的优良地方品种，受土壤条件

限制明显，如异地种植，则形味皆变。

新街小方柿 东台市新街镇是苏北柿子的重要产区，品种绝大多数为小方柿，其具有树形矮化、

丰产优质、树势中庸、病虫害少和适应性强的特点。柿果色泽橙红形如桔、皮薄、果肉细致、甜蜜

无核，个头适中，平均单果重 180g，可溶性固形物高达 20%左右。新街小方柿是东台主要栽植的果

树品种之一，也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果树类种质资源，且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利用，已形成了成片栽植

和柿树农田林网等栽培模式，并注册了“小方红”、“唐红”牌等优质柿果商标，果品畅销江浙沪等

多个省市市场，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

（江苏省东台市种子管理站 周群喜 林红梅 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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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晓 我支持 我参与

湖北省钟祥市充分发挥媒体宣传优势，促进资源调查工作顺利开展

湖北省钟祥市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以及网络等传统、现代媒

体广泛宣传“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系统调

查与收集工作，效果明显。

2016 年 11 月 13 日，“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第一

系统调查队如期入驻钟祥市开展工作。根据工作计划和要求，调查

队将在钟祥挑选种质资源丰富的 3个乡镇、9个行政村展开为期 12

天的调查工作，目标是广泛收集当地各类农作物野生资源、地方品种及特色材料 120 份左右。

令调查队员感到意外地是，每到一个调查点都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农户们不仅知道第

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系统调查工作正在全国各地开展，而且也作好了配合资源调查的准备工作。

据钟祥市九里乡李家台村二组村民彭月花介绍，她最先是从本地电视台上观看到调查队进驻钟

祥市的消息，并且把这个消息告诉年近 91 岁高龄的奶奶。奶奶听到这个消

息后有点兴奋，嘀咕说这是一件好事，并且花几天时间找出了全部自己留种

的老品种，等待调查队的到访。钟祥市客店镇南庄村一组农户骆秀兰介绍说，

作为农作物资源保存爱好者，她一直都比较关注农业方面的消息。她首先是

听到了调查队进驻钟祥的广播消息，然后又看到了钟祥日报的有关报道。她

认为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随着商业品种推广的力度不断加

大以及乡村城市化建设的迅速推进，当地特色农作物资源会迅速消失。这次

普查和系统调查虽略显晚了一点，但将在很大程度上抢救性收集和保存一大

批农作物资源，为保护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多样性作出贡献。

调查队长张再君研究员透露，在当地干部群众的热情配合和支持下，调查工作进行到第 5天，

就已经收集到资源 125 份，完成目标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整整一个星期。他认为，在钟祥的收集工

作之所以这么顺利和迅速，与当地政府充分利用媒体发动群众是分不开的。据悉，调查队利用 8天

时间全部完成在钟祥的调查收集工作，共收集到当地合乎要求的农作物资源 163 份，超额完成任务

达 35%。

据了解，钟祥市作为湖北省的普查县市之一，在前期的工作上，也充分发挥了宣传的优势，让

群众做到“我知晓，我支持，我参与”，是普查工作做得较好的县市之一。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张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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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灌阳县农作物种质资源系统调查与收集简报

灌阳县位于广西桂林东北部，地处北纬25°10′32"至25°45′37",东径110°43′16"至111°

20′13"之间，东与湖南道县、江永相邻，南、西、北与恭城、灵川、兴安、全州接壤；全县总面积

1837 平方公里，山地和丘陵占 84.5%，辖 5乡 4镇，共 138 个村委会，总人口 29.31 万人，其中农

业人口 25.39 万人，有汉、瑶、壮侗等 20 个民族。全县耕地面积 13313hm2，其中水田面积 10533hm2，

旱地2780hm2。该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7.9℃，极端最高气温39℃，极端最低气温-5.8℃，

初霜约在 11 月中旬，出现终霜日为翌年 2月 16 日，无霜期长达 286 天，年平均降雨量 1538.4mm，

雨量多集中在 4-6 月。

2016 年 9 月广西农业科学院组织粮食、经作、蔬菜、园艺等专业的 16 名科技人员，对该县开

展了农作物种质资源系统调查与收集。在普查的基础上，调查队选择了灌阳县有代表性的西山瑶族

乡、水车乡、文市镇和灌阳镇进行种质资源系统调查与收集，一共收集到种质资源 132 份，其中地

方品种 92 份，野生资源 40 份。地方资源中南瓜资源占据 12 份，拥有扁圆形、棒槌形、长筒形等形

状；灌阳是红薯的产区之一，当地有许多加工红薯粉的作坊，本次收集到红薯资源 13 份，有花心、

黄心、白心等类型。灌阳县野生豆类资源丰富，境内随处可见野生大豆，本次调查共发现野生大豆

居群 9份，野生饭豆 1份；野生葡萄也遍布全境，本次调查收集到 8份资源。

红

薯 野生

大豆

南

瓜

（广西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陈怀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