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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特种油料种质资源保存概况

谭美莲，严明芳，汪 磊，王力军，严兴初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农业部油料作物生物学重点开放实验室。武汉430062)

摘要：为加强特种油料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更好地为育种研究利用提供服务，本文阐述了特种油料种质资源在我国及

世界上重点国家的保存情况。美国、印度、欧盟、中国等13个国家共保存向日葵、红花、亚麻(含纤用)、蓖麻及苏子等特种油

料种质资源约9万份，其中亚麻30000多份，向日葵21800多份，红花15000多份，蓖麻约5000多份，苏子近900份。欧盟、美

国、俄罗斯和加拿大是亚麻资源的主要保存国家(地区)；向日葵资源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中国；红花种质主要分布在印

度、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蓖麻种质以中国、美国和印度居多。比较这些国家所拥有的特种油料种质资源数量，美国位居第一，

保存数量最多，超过22000份；印度其次；欧盟、中国和俄罗斯居中。中国保存特油作物种质资源(蓖麻、向日葵、红花、苏子)

8400余份，其中21％为国外种质，国内种质主要来源于湖北省、华北、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本文为我国特种油料种质资源

的引进、收集保存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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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germplasm colle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special oil crops，and offer the

service for breeding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expediently，the status of germplasm conservation for special oil crops in

China and some important countries were illuminated in this study．1 3 countries such as America，India，Europe on

Union and China and SO on，hold almost 90000 germplasm accessions of special oil crops including more than 30000

flax accessions，over 21800 SUn_flower accessions，more 15000 safflower accessions，about 5000 castor bean acces—

sions and approximately 900 perilla accessions．Most flax resources are conserved in America，Russia，Canada and

Europe on Union；sunflower germplasm accessions are mainly collected in America，Europe on Union and China；

large numbers of safflower accessions are distributed in India，America，China and Russia；and most castor bean re—

sources are kept in China，America and India．As for the accession numbers of special oil crops among those coun·

tries，America ranks first which possesses more than 22000 accessions，India ranks second，and Europe on Union，

China and Russia are in the middle．8400 accessions of special oil crops(castor bean，sunflower，safflower and Peril—

la)are conserved in China，21％of which are foreign germplasms，and most of native germplasms come from Hubei

Province，North China，Northeast，Northwest and Southwest．’nli8 study is valuable for China germplasm introduc-

tion，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special oil crops，and it not only point out the direction，but also provide the ref-

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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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特种油料作物种植分布

特种油料作物(向日葵、红花、蓖麻、油用亚麻、

苏子)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国。向日葵在五大洲70

多个国家均有种植，集中分布在南美、南亚、东亚、东

欧、南欧、北美、欧洲西部、亚洲中西部及非洲等地

区，大洋洲也有少量分布，主要生产国家有俄罗斯、

乌克兰、阿根廷、印度、中国、美国、罗马尼亚、保加利

亚、西班牙、土耳其、缅甸、法国、匈牙利、哈萨克斯

坦、巴基斯坦、南非、摩尔多瓦、乌干达、塞尔维亚、意

大利、玻利维亚、巴拉圭、坦桑尼亚、加拿大、巴西等。

栽培向日葵起源于北美，野生向日葵广泛分布于美

国西部，呈草丛状。目前，在美国2／3的陆地上和加

拿大南部及墨西哥北部的各种有降雨条件下，以及

在0—2500m的海拔范围内均能搜集到野生向

日葵⋯。

红花起源于非洲西北的加那利群岛及地中海沿

岸国家，该地区不但具有丰富的地方品种，而且存在

大量的红花野生近缘种。在古代，红花分布的北界

限为西伯利亚南部和俄罗斯南部，长期以来被广泛

栽培在印度、中近东以及中国，最近几十年才被引种

于美洲和澳大利亚。红花的种植区已扩展到200S一

470N的范围内。在沿海地带和半干旱地区均有分

布。目前世界上栽培红花有60多个国家及地区，但

主要集中于亚洲的印度(占世界红花种植面积的

47．58％)、北美的墨西哥和美国(占4．41％)、北非

的埃塞俄比亚、欧洲的西班牙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

此外，阿根廷、哈萨克斯坦、坦桑尼亚、吉尔吉斯斯

坦、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加拿大、塔吉克斯坦、土耳

其、伊朗等国都有种植分布旧d1。

蓖麻原产于非洲东部，栽培历史悠久，由原产地

向外推广，先传入古代亚洲、后传至美洲和欧洲。目

前全世界每年的栽培面积约为300万hm2，主要分

布在非洲、南美洲、亚洲和欧洲，主产国为印度、中

国、巴西、巴拉圭、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安哥拉、泰

国、肯尼亚、巴基斯坦等⋯。

胡麻又名油用亚麻，起源于近东、地中海沿岸，

并逐步向北向西传播。广泛分布于世界五大洲约

50多个国家，北到俄罗斯南到印度均有种植，其中

以亚洲和欧洲栽培面积最大，其次是美洲。20世纪

初以印度胡麻产量最多，几乎占全世界产量的一半，

随后阿根廷的胡麻产量逐年增加，成为世界出产最

多的国家。近年来加拿大异军突起，是第一大生产

国，总产量居世界第一，面积和总产分别为65万

hm2和74万t，分别占世界的25％和35％；其次是中

国，面积和总产分别占18．6％和19％；第三为印度，

面积45万hm2，占17％，总产19万t，仅占9％；第四

为美国，面积为26万hm2，占10％，总产29万t，

占13％[4-s】。

苏子原产我国，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在地中

海沿岸到小亚细亚干旱地区均有分布，日本、朝鲜和

印度北部亦有分布¨-。

特种油料作物分布十分广泛，但主要分布在发

展中国家。除向日葵、亚麻、红花的种质资源收集和

育种研究利用较受重视外，蓖麻、苏子的种质资源保

存及育种研究相对较为滞后，各国保存特种油料种

质资源的数量及评价工作差别较大。

2 世界特种油料种质资源保存情况

目前已有42个种质数据库加入互联网，通过网

络搜索‘71及书目文献¨J2 3查阅调查统计重点地区重

点国家特种油料种质资源的保存情况发现，美国、印

度、欧盟、中国等13个国家共保存向日葵、红花、亚

麻(含纤用)、蓖麻及苏子等特种油料种质资源将近

9万份，其中美国保存的特种油料种质资源最多，超

过22000份，印度其次，欧盟、中国和俄罗斯居中，以

色列、El本保存的特种油料资源较少，仅几百份

(图1)。其中保存向日葵21800多份，美国拥有

45％，欧盟和中国各占30％和14％，其他8个国家

(德国、加拿大、俄罗斯、保加利亚、以色列、捷克、西

班牙、日本)共占11％(图2A)；保存红花15000多

份，印度和美国各占39％和32％，中国、俄罗斯分别

为16％和11％，其他4国(以色列、加拿大、捷克和

西班牙)仅占2％(图2B)；保存亚麻种质30000多

份，欧盟、美国、俄罗斯和加拿大为主要保存国，分别

占28％、19％、17％和11％，其他8个国家(德国、捷

克斯洛伐克、波兰、荷兰、以色列、西班牙、保加利亚

和日本)占余下的25％(图2c)；保存蓖麻将近5000

多份，苏子近900份(图2D)。

3 中国特种油料种质资源保存现状

至今，我国收集、繁殖和入库保存的特种油料种

质资源8400余份，其中蓖麻2300份，向日葵3000份，

红花2500份，苏子600份，其中国外种质1700多份，

占21％¨1，保存在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长期库(北

京)和国家油料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武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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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24个省、市、区，其中湖北省的最多，有928

份，占45％，辽宁、山西第2，各占10％，其次较多的

是内蒙古(6％)、吉林(5％)、四川(5％)、新疆

(4％)，保存的这些种质以系选种和农家种居多，各

为1384份(67％)和614份(30％)，地方种质和自

交选育的种质分别为2％(44份)和l％(15份)。

向日葵2815份，国内种质2437份，占87％，主要来

源于吉林(18％)、内蒙古(17％)、贵州(10％)、辽宁

(8％)、新疆(8％)、山西(6％)和湖北(5％)等20

个省、市、区，国外种质分别来源于南斯拉夫、加拿

大、美国和阿根廷等30个国家或组织，保存的向日

葵种质主要为食葵(2022份，占72％)。其次为油葵

(677份，占24％)，油食兼用型(93份)及野生种质

(20份)较为缺乏。已编人书目的红花有2394份。

其中国外红花1364份(来源于47个国家或组织)，

占所有红花种质的57％，主要来源于印度、伊朗和

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国内种质主要来源于云南

(16％)、新疆(1I％)和甘肃(7％)等20个省、市、

区，种质类型比较丰富均衡，有农家种质(283份)、

系选种质(306份)、自选种质(289份)和杂交选育

种质(147份)。苏子种质较少，共529份，全部为国

内种质，主要收集保存来自甘肃(137份)、贵州(130

份)、辽宁(118份)和陕西(4l份)等13个省、市、区

的苏子资源，以农家种居多，占79％，此外，还有82

份系选种质、25份人工选育种质、1份野生种质和3

份辐射种质，其中自苏350份，紫苏179份。

裹l 中国特油作物品种资源保存编录情况

Table 1 The catalogue of special oil crops germplasms conservation inChina

来源 蓖麻 向日葵 红花 苏子 来源 蓖麻 向日葵 红花 苏子

0rigin Castor bean Sunflower Safflower Perflla Ofigin Castor bean Sunflower Safflower Perilla

黑龙江45 120 2 一 江西8 一 ’一 一

吉林 96 488 5 33 福建 I 一 1 一

辽宁 215 226 7 118 江苏 1 5 25 一

内蒙古 127 460 8 一 安徽 43 一 17 一

山西 204 182 3 11 上海 一 24 — 2

河北 13 29 15 1 云南 13 2 389 一

北京 一 2 4 l 四川 94 65 17 22

天津 6 一 一 一 贵州41 272 — 130

新疆 77 221 266 一 河南 7 — 2l 一

甘肃 30 64 177 137 湖北 928 144 — 16

陕西 3l 71 1 41 湖南 1 一 一 一

青海 一 23 30 l 广东 9 一 一 一

宁夏 一 1 5 16 广西 5 一 一 一

山东 63 34 24 一 国外 8 378 1364 一

浙江8 4 13 一 总计Total 2074 2815 2394 529

4 国外重点国家特种油料种质资源保

存状况

从表2可以看出国外拥有特种油料种质资源的

情况"’9。1引，5种特油作物中以亚麻种质资源居多，

主要集中分布在欧洲、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德国和

捷克，这几个国家或地区保存亚麻种质的份数都在

2000份以上，波兰、荷兰和保加利亚也拥有近千份

亚麻种质；向日葵种质保存数量位居第2，集中保

存在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加拿大、德国、印度和保

加利亚也有部分保存；红花种质资源保存的数量

以印度和美国居多，俄罗斯、以色列等国也有保

存；蓖麻种质以美国(1712份)保存最多，其次是

印度和俄罗斯；苏子资源保存数量相当少，仅日

本和欧洲保存了百余份，其他国家极少或没有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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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2 国外特油作物种质资源保存情况

Table 2 The possession of special oil crops germplasm resources for foreign countries

美国十分重视种质资源的收集工作，不仅建立

的种质库多，而且保存拥有的特种油料作物种质资

源也多，具有来源于世界不同国家的种质资源，种质

类型十分丰富。其中National Center for Genetic Re—

sources Preservation保存的171份向日葵，主要为加

拿大中南部，俄罗斯，美国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北

达科他州的地方种质及部分胞质不育材料及恢复系

材料；North Central Regional PI Station保存了51个

种15个亚种的向13葵资源共4754份；National Plant

Germplasm System拥有向日葵71个种属的资源

4978份，其中向日葵种(Helianthus onn扯w)3571份，

菊芋(Helianth淞tuberosus)107份，原野向日葵(tteli·

anthus petiolaris subsp．petiolaris)94份，银叶向日葵

(Helianthus argophyllus)172份，马克西米利安向日

葵(Helianthus maximilianii)67份，小向日葵(Helian一

琥琊pumilus)52份，锯齿向日葵(Helianthus grosseser-

ratus)44份，分别来源于美国(2633份)、前苏联和

俄罗斯(161份和9l份)、加拿大(161份)、土耳其

(122份)、西班牙(118份)等约60个国家。North

Central Regional PI Station保存的2833份亚麻分别

来源于本国、塔吉克斯坦，前苏联等40多个国家，种

质类型有地方种，栽培种，育种材料等；National

Plant Germplasm System保存了39个种属的亚麻种

质2990份，其中亚麻(Linum usitatusimum)2864份，

分别来源于美国(989份，16个种)、印度(282份，2

个种)、阿根廷(205份)、前苏联(173份，2个种)、

巴基斯坦(158份，2个种)、匈牙利(150份，6个

种)、土耳其(136份)、法国(134份，5个种)等70

多个国家。Western Regional PI Station保存的2457

份红花，主要为栽培红花(2375份)，主要来源于美

国、印度、土耳其、前苏联、巴基斯坦、以色列、埃塞俄

比亚、法国、伊朗等30多个国家；National Plant

Germplasm System保存了10个种的红花资源2464

份，来源于印度(721份)、美国(457份，5个种)、中

国(332份)、伊朗(201份)、巴基斯坦(131份)、土

耳其(126份)等50多个国家，其中栽培红花2382

份，尖刺红花(Carthamus oxyacanthus)52份。保存

的1000多份蓖麻种质主要为本国的地方种质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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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外50多个国家的栽培种及地方种。

印度是拥有较多特油作物种质资源的国家之

一，尤其以红花种质居多，The Germplasm Manage—

ment Unit保存了来自中国、尼泊尔、苏丹、印度西北

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俄罗斯、美国、阿富汗和

伊朗等38个国家的6115份红花种质，有栽培红花

和野生红花资源；此外，Directorate of Oilseeds Re—

search保存红花、蓖麻、向日葵等特种油料作物种质

资源15629份。

欧盟是保存亚麻和向日葵种质资源较多的地区

之一，The ECPGR International Flax Database保存记

录了8387份亚麻种质的资源信息，这些种质中改良

栽培种占38％，遗传资源占27％，育种材料占

20％，地方种质、原始栽培种及野生种质共占14％，

并描述了不同种质的特点及种属特征；Europea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EURISCO)保存来自世界60

多个国家的向日葵资源6585份，有高级改良种质

(1006份)，育种研究材料(1187份)，传统地方种质

(620份)和野生、半野生种质(330份)，拥有机构及

其具体保存情况见表3，保存苏子资源112份，种质

类型有野生、半野生种、传统地方种、育种材料和高

级改良种质。

表3 EURISCO(Europea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保存向日葵情况

Table 3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sunflower germplasm in EURISCO

俄罗斯、加拿大和德国也保存有较多的亚麻种

质和向日葵种质。俄罗斯保存亚麻资源5296份，其

中俄罗斯本国种质122份，其他5000余份来源不清

或来源于国外不同国家地区，其中育种材料有2074

份，当地种543份，品种、品系12份，改良种质1份；

保存向151葵种质1747份，品种、品系种质类型

46份。

加拿大保存亚麻资源3427份，涉及31个亚麻

种属，其中亚麻(Linum usitatissimum L．)3354份，本

国种质393份，国外种质约3000份，分别来源于美

国(772份)、印度(271份)、俄罗斯(197份)、阿根

廷(172份)、巴基斯坦(149份)、土耳其(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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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法国(133份)、前苏联(130份)等70多个国

家；保存向日葵600份，其中向日葵(Helianthus all—

ll／／,／．t$L．)583份(本国种质473份，国外种

质1 10份)。

德国保存亚麻资源2323份，包括31个种属，其

中亚麻属种(Linum sp．)5lO份，亚麻(Linum usitatis-

simum L．)1724份；种质类型有传统地方种质910

份，高级改良种910份，育种研究材料286份，育种

品系55份，杂交种8份，野生种、半自然野生种5

份；拥有来自意大利、伊朗、芬兰、葡萄牙、匈牙利、保

加利亚等60多个国家的国外种质1353份。保存向

日葵种质710份，其中向日葵属种(Helianthus sp．)

327份，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 L．)275份，菊芋

(Helianthus tuberosus L．)102份，向日葵亚种(Heli-

anthus annuu占L．subsp annuus)21份；种质类型有传

统地方种(189份)、改良种(180)、育种材料(124

份)、育种品系(65份)、野生种(104份)和杂交种(2

份)。
’

此外，捷克保存的亚麻种质主要为亚麻(Linum

usitatissimum L．)(2026份)，有改良栽培种(1017

份)，地方种质(511份)及育种材料(484份)等种质

类型，其中国外种质约有1500份，主要来源于前苏

联(296份)、荷兰(98份)、阿根廷(94份)、匈牙利

(88份)、波兰(86份)、美国(80份)等30多个国

家。荷兰CG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保存油纤两

用亚麻资源947份，主要以收集抗枯萎病、锈病和改

良纤维品质的种质为主，其中纤用亚麻490份，油用

亚麻440份及野生亚麻种质6份，主要是亚麻(Li—

nurn usitatissimum)的地方种、栽培种及研究材料等，

大部分来源于欧洲国家，也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土耳其、日本及北非几个国家的种质，收集

的种质中包含了一些古老地方种质ties Landras

(NLD，1816)、Crete(TUR，1914)、Bombay(IND，

1917)和Soddo(ETH，1914)及本世纪初的主栽品种

Blenda(NLD，1926)、Frontier(USA，1898)、Pioneer

(GBR，1921)和Ottawa White Flower(CAN，1913)。

5 中国特种油料种质资源保存需努力

的方向

国外特种油料种质资源丰富、种质类型和种属

物种多样，具有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种质资源，而中

国收集保存的特种油料种质资源中仅有2l％左右

的国外种质，国内种质来源覆盖面也不广，个别省份

特别集中，且种质类型较为单一，大多为农家种、地

方种及系选种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特种油料种质

资源的进一步研究和利用，也是特种油料作物育种

亲本遗传基础难以拓宽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

国应当加大性状优异的改良品系、遗传类型丰富的

地方种质、特异遗传或变异种质及野生种质的收集

及引种力度，在广泛收集国内各省区的、有重要育种

价值资源及濒危特油种质资源的同时，积极从国外

引进一些重要的特油资源，对丰富我国特种油料资

源、拓宽我国特种油料种质资源的遗传基础和变异

类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美国、俄罗斯是开展向日葵遗传改良较早的国

家，不仅拥有丰富多样的向日葵资源，并且经过多年

的遗传改良和生产实践，已拥有大量的高产、稳产、

高油、粒大等优良性状的向日葵改良品种(系)，此

外，德国及欧洲部分国家拥有大量的向日葵资源

(保存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的向日葵资源，有高级

改良种质、育种研究材料、传统地方种质、野生和半

野生种质)，可考虑从这些国家适当引进向日葵资

源；可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德国及欧洲地区重点

引进亚麻种质资源，从美国、印度、以色列等国家引

进红花资源，从美国、印度、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引进

蓖麻种质资源，以更好地为我国特种油料作物遗传

育种提供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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