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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野生稻保护进展与思考

陈成斌，张 烨，曾华忠，屈湫明，梁世春，梁云涛，徐志健，黄 娟
(广西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南宁530007)

摘要：论述了野生稻保护的意义；原生境保护、异生境保存所取得的主要进展；提出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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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Thinking of Conservation of Wild Rice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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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pounded meaning of conservation of wild rice．Principal progress on in situ and麟situ

conservation of wild rice in Guangxi were discussed．We bring up problems and thinking of the development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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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许多人长期以来的辛勤工作，广西野生稻

种质资源保护、保存取得显著成就，有效地保存了一

大批珍稀的濒危野生稻种质，为国家及子孙后代积

累了宝贵的生物种质财富。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的发

展，一个基因关系一个民族的兴衰，一个物种维系一

个国家的命脉的状况越来越明显，野生稻这个关系

国家粮食安全生产的遗传资源的作用也越来越明

显，保护珍稀的濒危野生稻任务越来越迫切，其重要

性也越来越显现。

1野生稻保护意义

野生稻是稻属野生种的总称，其优异基因对水

稻品种改良、保证粮食安全做出重大贡献。保护面

临濒危的珍稀野生稻遗传资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和历史意义。

1．1有效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

全球分布有21个野生稻种。我国仅有3个野生

稻种，目前野外原生地面积与群落不断在减少，已经

处于濒危境地¨41。广西原有61个县(市、区)245个

乡镇1346个分布点有野生稻分布，目前仅存42个县

(市、区)140个乡镇325个分布点，其中包括新发现

的29个分布点。消失的分布点占75．85％。根据广

西14个市的野生稻种质资源分布现状分析，全部处

于濒危级别以上，其中极危的市有9个，占64．29％，

其中有两个市分别仅存1株、2株，面临野外绝灭的

危险，野生稻保护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野生稻种

质资源是稻种资源的重要部分，也是农业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开展野生稻保护对于保护农

业生物多样性具有重大意义。

建立保护点保护野生稻多样性，对农业生物多

样性保护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能为农业生物多样

性原生地保护树立榜样，建立样板，能起到启发人们

思想意识的作用，同时也起到推动农业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的作用。

随着野生稻种质资源保护、保存工作的加强，政

策激励机制建立，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执行

和宣传，将普遍提高干部群众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意识、法律意识和惠益意识。使他们从不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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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野生稻?什么是生物多样性?到不断提高思想觉

悟，了解野生稻，了解生物多样性，熟悉野生稻和生

物多样性，自觉保护野生稻及农业生物多样性，从而

实现长期安全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目的。

1．2有利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湿地多样性

野生稻有水生习性的稻种，也有旱生性稻种，许

多农田与水塘原来都是普通野生稻生长的原生地，

只是在农田开垦过程中被开垦为农田，毁掉野生稻

而已。开展野生稻原生境保护对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具有重大意义。保护旱生性野生稻就能有效保护山

坡上与野生稻共生伴生的植物多样性，保证原有生

态环境免遭破坏。保护水生习性野生稻就能有效保

护农业湿地中的有关动植物多样性，保证农业生态

环境不受破坏，所以建立野生稻保护点实质上就是

对农业生态环境以及湿地和林地多样性保护，是一

举多得的好措施。

1．3有效保存大批野生稻种质资源

不管是原生境保护，还是异生境保存，只要切实

地实施野生稻保护措施都能有效保存一大批野生稻

种质资源。根据陈成斌等¨4-的调查，广西玉林市

野生稻保护点就能有效保存1 10．9万份普通野生稻

和2．9万份药用野生稻种质资源。目前南宁野生稻

圃保存有1．2万份以上的野生稻种质资源。这是十

分珍贵的遗传物质基础，对国家粮食安全、分子生物

技术研究都具有重大经济价值与科学价值，如果不

进行有效保护，野生稻将在世界上绝灭，我们的子孙

只能像看恐龙化石一样研究稻种进化及艰难地进行

栽培稻品种改良。

1．4提高野生稻基础研究技术水平

开展大量的原生境保护与异生境保存研究，将

进一步提高野生稻基础研究水平，促进科学家们对

野生稻生态环境研究，进一步了解多种野生稻生存

发展的环境条件，掌握野生稻种质资源存在的生态

环境规律，同时有利于野生稻种质资源的活体保存，

提高保存技术水平。同时也提高野生稻异生境保存

技术水平。有利于开展野生稻生命科学基础理论研

究，进一步了解野生稻生命本质，满足人们的求知欲

和掌握自然规律，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提高野

生稻的整体研究水平。

1．5促进野生稻种质创新和利用

野生稻种质资源的保护(保存)目的在于利用，

只有保存大量野生稻种质资源才能够鉴定评价出优

异的种质资源；为利用者提供所需的种质，从而促进

和加速野生稻种质资源的创新利用及基因组学的利

用研究。因此，进一步促进水稻育种及生产的发展。

野生稻种质资源的保存研究有利于野生稻的创新

利用。

2原生境保护的进展

目前，广西野生稻的原生境保护采用两种保护

方式：一是物理隔离的方式，二是与生产结合的方

式。这两种方式的保护都取得显著进展。

2．1物理隔离方式

广西野生稻原生境保护最早采用的方式就是物

理隔离方式，第一个国家级保护区项目建设为玉林

市普通野生稻及药用野生稻两个保护点。采用的是

铁丝网隔离方式，保护区建有铁丝网围栏、大门、值

班房、看护房、警示牌，有天气预报站。玉林市普通

野生稻保护点和药用野生稻保护点均聘有当地有权

威的村民做看护人，建立有相应的管理机制和日常

运行管理方法。

随后的来宾市普通野生稻保护点建设的设施较

为简单，主要是建设者认为几十年来不保护也存在，

如果围得太好反而引起部分人的注意，从而破坏野

生稻。但是，后来的野生稻保护点都坚持建设有铁

丝网护栏、看护房、警示牌、嘹望塔、以及购置巡查

车、电脑、相机等设备，加强看护设施设备。同时都

有展示室，使参观者很快了解保护点的基本情况。

到目前为止，广西共建设有6个物理隔离式野生稻

保护点(表1)。

表1广西野生稻物理隔离式保护点

Table 1 Physical isolation conservation sites of wild rice in

Guangxi

2．1．1 建立原生境保护点管理机制 广西的野生

稻原生境保护点的建设项目主要来自农业部和发改

委，代表国家级管理的部门为农业部有关司处，地方

由省(区)农业厅管理，基层由县级农业局具体安排

日常管理。管理费用由地方负担，保护技术难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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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院给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由环保厅协助解决。

这样在管理机制上基本上形成一套适应我国政体的

管理模式。在管理上能有效保证野生稻保护点的正

常运行和有效保护野牛稻种质资源。

2．1．2资源状况调查技术研究 陈成斌等¨1在当

时国内没有明确的野生稻原生地资源状况调查技术

规程的情况下，创立分区随机选择样方，调查野生稻

种质资源的技术方法。首先根据原生地野生稻生长

的茂密旺盛程度分为上中下3类区域，测定其面积。

在不同区域内随机选择确定样方(含一定数量的空

样方)，每样方面积为1m2，然后调查采集野生稻种质

份数。再用公式：Z=∑(yl+y2+y3⋯⋯)／Yn×A，

其中，yI、y2、y3表示各个样方资源数量，yn表示调查

样方数，A表示调查区域面积数，x表示调查区域资

源数。计算出各类区域的资源数，再把3类区域的

资源数加载一起得到保护区内保存的资源数。经过

调查当时玉林普通野生稻保护区保存了110．90万

份种质资源；药用野生稻保护区保存了2．91万份种

质资源，具有较大的规模。同时利用野生稻农艺性

状调查方法可以了解到保护点内资源的类型状况及

遗传多样性情况，该方法为后来的保护点资源调查

技术规范打下良好基础。

2．1．3 制定保护区(点)内种质资源的管理办法

当时国内没有任何可以协调多方面统一管理保护点

内种质资源的方法及条例，有些省份还出现当地农

业部门与农业研究机构在管理上的严重矛盾。陈成

斌主动与县(区、市)农业局、区农业厅有关处、站协

调，制定出保护区内种质资源的管理办法。规定：

(1)国内人员到野生稻保护点参观，必须经过农业

厅的批准，农业厅同时与农科院沟通，咨询意见；

(2)国外人员到野生稻保护点参观，必须经过国家

农业部批准才能进入参观；(3)国内外人员必须经

过农业部批准，才能在保护点内采集野生稻种质资

源；(4)区内人员经过区农业厅批准后，可以在保护

点内采集野生稻种质；(5)不经过批准私自进入保

护区拍照、采集者，看护人员可以收缴相机，每台奖

励50元；农业局有权消除相片，收回种质资源。该

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在当时是十分有效的，也开创了

野生稻原生境保护点的种质资源管理先例，为以后

的原生境保护点管理树立榜样。

2．2与农业生产结合方式

在农业部国际项目办的支持下，到目前为止，

广西已经建立了与农业生产结合方式野生稻保护

点4个，其中普通野生稻两个，药用野生稻两个，

见表2。与农业生产结合保护区的主要进展有以

下几方面。

表2与农业生产结合方式野生稻保护点

Table 2 Mainstreaming into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con-

servation sites of wild rice in Guangxi

2．2．1政策激励机制的建立在项目实施县全部

建立起政策激励机制，县政府成立野生稻保护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同时出台保护野生稻的通知，并

在乡镇制定乡(镇)规民约和村委制定村民公约。

召开县、乡、镇、村领导干部参加的野生稻及生物多

样性保护技术培训班(会)。县级有关委、办、局的

项目向保护点的乡镇、村倾斜，支持保护点的建设。

2．2．2 生计替代激励机制 在保护点的村委实施

生计替代激励项目，对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项目进行

扶持。首先对村民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召开村民

大会，充分发挥村民的积极性，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想

法。优先考虑惠及全村利益的项目，如修水利、改造

农田、修通道路、指导特种作物种植或特种养殖等不

同的项目。经过村民的广泛讨论形成共识后，在项

目支助能力许可范围内的项目就可以实施。广西与

农业生产结合方式的4个保护点都是偏远山区，都

存在着道路不畅通、饮水不卫生、村文化设施落后等

问题。修路、修水利等基本建设以及生产、加工等项

目在广西4个保护点得到分头实施。村民参与，出

工出力，积极性很高，使生计替代项目实施效果很

好，同时也有效地保护了野生稻种质资源。

2．2．3技术培训机制保护点的技术培训主要是

针对保护点的村民开展，内容以生物多样性保护技

术与生产、加t技术培训为主。生物多样性保护技

术培训能提高村民保护意识和保护技术水平，直接

促进野生稻等保护目标物种的种质资源的保护。生

产、加下技术培堋主要是针对生计替代项目的技术

难题及农民未掌握的技术进行培训。例如，在贺州

市的保护点就对农民开展宝石加工技术培训，把农

民培养成不离乡土的珠宝加工技术工人。这样把其

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来，减少开垦土地、破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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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稻原生地的威胁。同时，还培训西瓜反季节高产

优质栽培技术，柑橘等经济作物的高产优质栽培技

术，超级稻高产栽培技术，全面提高保护点村民的生

产技术水平和全村的产业化规模生产水平。采用农

民日间学校的方式进行培训，让农民也能自主上讲

台和在田间等不同场合主动介绍自己的技术经验，

解决技术难题，与专家老师共同研讨共同提高，效果

很好。

2．2．4资金激励机制 主要采用小额贷款贴息的

方法，给保护点农民解决小额资金贷款难的问题。

机制办法规定，经过村委认证是保护点村民，可获5

万元以内小额资金贷款贴息补助。帮助资金不足的

家庭发展生产，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产和保护野生

稻的积极性。为生计替代项目的发展，提供资金保

障和服务。

2．2．5 中小学生保护知识培训 野生稻保护的可

持续发展关键在未来，而未来的载体是中小学生。

因此，我们在农业部国际项目办的项目资助下，对每

个保护点的中小学生进行野生稻保护知识与技术培

训，给他们讲解保护野生稻种质资源的重要性，以及

保护知识与技术。既要求他们自觉保护野生稻，不

做破坏野生稻的事情，也要求防止别人破坏，发现有

破坏野生稻的人和事件，及时向家长或村委干部汇

报，共同保护野生稻的安全，经过培训，学生及老师

的思想觉悟都普遍提高，保护知识和技术水平得到

提高，效果良好。

2．3初步形成原生境保护体系

经过近10年的工作，广西初步形成了野生稻原

生境保护体系，目前共有10个野生稻原位保护点，

保护面积达到226．04hm2，其中物理隔离式保护点

的面积达到142．71 hm2。保护着普通野生稻与药

用野生稻遗传资源共160．943万份以上。

由于各地县乡镇政府的重视，保护点都建立有

县级领导小组及保护工作办公室，有一支县、乡、村

三级保护队伍，并与自治区有紧密联系，国家省级工

作指示能极其畅通地落实到保护点的实地，形成行

之有效的保护体系。

经过这几年的培训，保护点的野生稻保护技术

及替代生计的生产技术水平普遍提高，加上道路的

开通，外界信息流通快捷，也有效促进保护点农业农

村经济发展，实现双赢的目标。

3异生境保护成绩

广西野生稻异生境保护主要采用两种方式进行

保存，一是野生稻圃保存，二是种质库保存。野生稻

圃保存有机营养体，通过多年生的无性繁殖进行保

存；种质库保存种子资源，以休眠种子方式保存。

3．1种质库保存

自国家种质库投入使用，广西就繁殖野牛稻种

质资源送人国家库保存，“七五”期间由陈家裘研究

员旧1主持的野生稻生命力测定研究项目启动，为国

家种质库提供野生稻入库鉴测标准技术方法，也为

广西野生稻入库制定测定方法。经过“七五”以来

的多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陈成斌等171逐步完善了

野生稻繁种技术，为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技术

规程编制提供数据。到2010年广西进入国家种质

库保存的野生稻种质4448份，为广西野生稻遗传资

源的安全保存做出贡献。

在繁殖种子资源进国家长期库、中期库保存的

同时，也繁殖种子资源进入广西地方种质库保存。

广西地方种质库建于1979年，1980年投入使用，

2008年又建新库，目前保存有6．0万多份，地方种

质库的野牛稻种质资源保存与野生稻圃保存已经形

成互补的复份保存的安全保存体系。种质库的保存

减轻野生稻安全保存的压力，提高野生稻遗传资源

长期安全保存系数，是十分有效的保存方法。

3．2野生稻圃保存

由于国家种质南宁野生稻圃的建立，使野牛稻

研究成为广西农科院种质资源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以

及晴雨表，演绎着一个历史长卷。国家种质南宁野

生稻圃已经肩负起国家野生稻保存利用技术研究；

支撑农业生物多样性技术保护之重要责任一。“。在

国家农业部、科技部以及中国农科院的直接领导下，

已经完成《中国野生稻资源》、《广西野生稻资源研

究》、《野生稻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等研

究专著，以及一批野生稻基础研究论文的撰写发表，

特别是野生稻种质资源鉴定技术规程的编制与颁

布，规范了野生稻研究技术，有力推动野生稻保存与

利用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自“十五”计划以来，在农业部资助和中国农科

院主持下，广西农科院完成了广西野生稻遗传多样

性的调查，弄清了广西两种野生稻的数量现状、地理

分布现状和生态环境现状，采集了大量的数据与图

像资料，同时抢救收集到大批濒危珍稀的野生稻种

质资源。经过考察收集，使南宁野生稻圃的种质资

源保存数量超过1．2万份，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种

类最全的野生稻圃之一，为我国野生稻种质资源保

存做出巨大贡献。

万方数据



2期 陈成斌等：广西野生稻保护进展与思考 297

近年来陈成斌等同志积极参与国外野生稻收集

和保存T作，先后在东南亚收集到普通野生稻80多

份，丰富了圃内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然而，东南

亚是野生稻分布较密集的地区，考察收集任务紧迫

而艰巨，建议国家与地方政府应加大收集力度，为国

家粮食安全积累更多的遗传物质基础，确保国家粮

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和长期安全。

应及早建立完善的政策激励机制，实行惠益政策措

施和合理的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对种质资源学科的

工作成绩、科技成果和学术贡献做出合理的评价，以

及资源利用的惠益回报。遗传资源学科研究是基础

性研究，其成果的评价不能用育成品种推广后产生

经济效益的标准来评价，不能过分强调眼前的经济

效益。

4保护工作的挑战 5 思考

野生稻种质资源保护工作是长期的不可间断

的，在30多年的大规模考察、收集与保存的工作过

程中，取得显著成绩，创造了许多技术方法与规范。

然而仍有许多领导干部和群众对野生稻保护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对野生稻保存需要条件不了解。“野

生稻是野生的在哪里都能种”之类的话也常出现在

一些“农学班科”出身的干部嘴里，这是对野生稻安

全保存的重大挑战。因此，急需解决以下问题。

4．1原生境保护体系有待完善

广西已经有10个原生境保护点，然而，从现存

野生稻地理分布情况来看，桂南地区的防城港市、钦

州市、北海市；桂两南崇左市；桂西与桂西北的百色

市、河池市都没有保护点，应加大建设力度。桂中地

区的来宾市红水河流域应增加保护点，特别是药用

野生稻和大面积的普通野生稻原生地应加以保护。

柳州市目前也没有保护点，贺州市也没有普通野生

稻保护点，应进一步完善之。

4．2亟待完善野生稻圃内保存设施设备

国家种质南宁野生稻圃使用时间久远，设施设

备落后，十分需要完善提高。应按野生稻习性需要，

分成水生区、旱生区、遮荫区等基本保存区，配备水

肥一体化的自动化灌溉设备，进一步完善圃内保存

条件。

4．3保存技术有待提高

野生稻的长期安全保存，是需要优良的条件和

保存技术。因此，必须进一步改善保存设施设备，改

善保存之软环境，同时提高保存技术水平，强化监测

管理T作，把模拟生态保存技术做精做细，保证收集

回来的野生稻能长期安全保存，杜绝再出现得而复

失的现象。

4．4政策激励机制亟需建立与完善

目前对野生稻保护、保存的法律法规制度有待

完善，保存激励机制亟需建立与完善。保存野生稻

种质资源的工作常常被认为是收收种种的无技术的

平常事，在基层很难得到实质性的正确评价。因此，

今后的野生稻保护应采用强内抓外的策略，加

强内部管理及设施设备之建设，做好基础工作，抓好

外出之机遇，加强国外野生稻之收集与引进。因此，

可以实行以下举措达到完善野生稻保护与利用的

目的。

5．1完善保存体系

配合国家“十二五”计划实施，积极争取国家、

地方财政支持，进一步完善野生稻圃的保存设施设

备、监测设施设备建设。全面按野生稻生态条件要

求建立生态保护区及按自动化、水肥一体化要求进

行设计，完善保存设施设备，减轻保存工作的劳动强

度与用工人数，提高保存技术水平。

5．2完善保护体系

按广西稻作区以及现存野牛稻原生地现状，增

加不同区域的保护点数量，保证每个稻作区及分布

经纬度区域都建有保护点，形成完善的野生稻原生

境保护点体系，给这个关系着子孙后代粮食安全的

重要植物以安全的生态区域。

5．3开展生态学研究

目前野生稻生态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

方面。

5．3．1 加强现有保护点的生态学研究 针对各种

野生稻生存发展及抵御生物与非生物威胁因素现状

以及能力情况进行研究，进一步弄清野生稻生态环

境现状，以及生存发展所需之条件，为精准安全保存

野生稻种质服务。

5．3．2 建立野生稻生态科学监测体系 在广西南

宁利用国家野生稻圃的优势建立生态科学监测研究

中心，与各野生稻保护点及野生稻圃、库联网，形成

监测研究体系，进一步加强生态学研究，从而促进野

生稻保护。

5．4建立惠益机制

利用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我国实行农业野生植

物保护项目的有利时机，及早建立惠益法律、法规与

政策机制，及早出台有关法律法规，同时在各保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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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推行惠益机制，以及建立执行机构。

5．5加强利用研究

通过成功利用的业绩来促进保护，是比较符合

目前经济建设需要的方法，可以通过加强种质创新，

以及与育种者合作来强化利用研究。加速野生稻优

异种质利用，从而促进野生稻保存条件的改善，达到

安全保存的目的。

5．6加强技术培训

广西野生稻保护涉及到行政部门领导、乡村干

部群众，也涉及到科研单位，是一个社会科学与自然

科学交汇的复杂系统工程。因此，必须加强沟通，强

化技术培训，才能做好保护工作。应利用现有电视、

广播、会议、墙板报等多重形式进行培训与宣传，普

及保护技术，提高意识，促进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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