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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缺水已成为世界各国农业生产面临的严重

问题，我国又是世界上主要的干旱国家之一，干旱、
半干旱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 ４７％ ［１］。 而新疆是我

国干旱区的主体，欧亚大陆干旱区的典型代表［２］，
在全球气候变暖大趋势下，干旱缺水、土壤次生盐渍

化严重限制和阻碍了新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３⁃４］。
农作物种质资源包括古老的地方品种、新育成品种

或品系、遗传材料，以及作物的野生种和野生近缘植

物［５］，是作物育种、生物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的物

质基础，实现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保障［６］。 而地方品种种质资源是经过长期

自然进化和选择而形成的一类资源，演化保留了许

多优良遗传性状，对当地环境适应性非常强、抗逆性

突出［７］。 调查收集、研究利用具有抗旱、耐盐碱、耐
瘠薄等优异性状的地方品种种质资源，是培育抗逆

农作物新品种、应对非生物胁迫的最有效途径，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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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紧迫任务。
世界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最丰富的作物遗传

多样性通常出现在农业生产难度最大的地方，如沙

漠边缘或高海拔地区，很多地方品种仍在种植［８］。
若羌县、且末县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克拉玛

干沙漠南缘，多民族聚居于此，境内遍布高山、沙漠、
戈壁，生态类型多样，生物多样性丰富。 又是古丝绸

之路通向亚欧大陆的重要通道，商品贸易的集散地，
许多重要作物由此引入。 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
受市场经济冲击较小，仍然保留着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生活习惯及农业生产模式。 而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以来，未曾进行过种质资源系统调查，因此，作为

“新疆干旱地区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的重点

县，课题组普查了该地区的社会发展、农业生产基本

情况，系统调查和收集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

及其他作物等农家种种质资源，特别是具有抗旱、耐
盐碱、耐瘠薄等优异性状的种质资源，为新疆干旱区

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有效保存、研究利用提供科

学依据。

１　 方法

１ １　 调查方法

针对新疆南疆地区干旱少雨、土壤次生盐渍化

重的自然生态条件，以及仍然保留有传统农业生产

方式的特点，根据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的需求

及历史调查、收集情况，以此确定南疆塔克拉玛干沙

漠南缘比较典型的干旱生态区若羌、且末县为重点

调查县。 实际走访调查时，与当地农业生产管理部

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共同研究确定偏远乡镇、冷凉

山区作为农家种种质资源的调查收集重点，聘请熟

悉当地环境、懂维汉双语的技术干部为向导，在农户

家中、庭院和田间地头调查收集农家种种质资源；并
通过与县统计局、县志办等部门座谈交流，了解和掌

握调查县的基本统计信息，以新疆统计年鉴资料修

订和补充［９⁃１５］。
１ ２　 调查内容

首先调查、填写种质资源普查表，根据当地的历

史资料和座谈交流记载，按调查表所列内容详细填

写调查县的社会经济、农业生产基本情况等指标；其
次，针对所收集种质资源材料，参照《农作物种质资

源收集技术规程》，调查填写种质资源调查表，记录

种质资源调查地的地理特征和资源特征，突出种质

资源的农家名称、栽培习惯、主要用途、典型的抗逆

特性等调查内容［１６］。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种质资源普查

若羌县、且末县均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地处东昆仑山、阿尔金山北麓，
塔里木盆地南缘，东与甘肃省、青海省交界，南与西

藏自治区接壤，西与和田地区民丰县交界，北部为塔

克拉玛干沙漠。
２ １ １　 地形地貌　 若羌县地处 ８６°４５′ ～ ９３°４５′Ｅ、
３６°０５′ ～ ４１°２３′Ｎ，总面积 ２０ ２３ 万 ｋｍ２。 境内高山、
盆地相间，最高点为东昆仑山木孜塔格峰，海拔

６９７３ ｍ，最低点为罗布泊洼地，海拔 ７８０ ｍ，地形多

样。 南部为山区，属羌塘高原东北部，海拔 １５００ ～
４５００ ｍ，主要的牧业基地；中部为冲积扇绿洲平原，
海拔 ８８０ ～ １５００ ｍ，农业种植区和主要人口居住区；
北部为平原沙漠区，海拔 ７６８ ～ １０００ ｍ，以干旱荒漠

原始天然植被为主。 属于暖温带大陆性荒漠干旱、
半干旱气候区，冬季寒冷，夏季酷热少雨，风大尘多，
日温差悬殊。 年平均温度 １１ ５ ℃，极端最高温度

４３ ６ ℃、最低温度 － ２７ ２ ℃，无霜期平均为 １９７ ｄ，
年均降水量 ２８ ５ ｍｍ、蒸发量 ２９２０ ２ ｍｍ，最大蒸发

量 ３３６８ １ ｍｍ。 年均日照时数 ３１０３ ２ ｈ，最大冻土

深度 ９６ ｃｍ。
且末县地处 ８３°２５′ ～８７°３０′Ｅ、 ３５°４０′ ～４０°１０′Ｎ，

总面积 １４ ０３ 万 ｋｍ２。 境内有广阔的山区、平原、
沙漠，其中山地面积 ６ ２３ 万 ｋｍ２，占 ４４ ４２％ ；沙
漠面积 ５ ３８ 万 ｋｍ２，占 ３８ ３７％ 。 呈东南高西北

低，北边为戈壁沙漠，整个绿洲沿水系分布，呈狭

长的条状带。 属于暖温带极端干旱大陆性气候区和

高山严寒气候区等多种气候。 年平均气温 １１ ７ ℃，
年极端最高温度 ４０ ℃、最低温度 － ２０ ８ ℃ ，年均

降水量１７ ８ ｍｍ、蒸发量 １９７７ ３ ｍｍ，全年无霜期

２４３ ｄ 左右，年日照时数 ２８５３ ２ ｈ，大于 ２０ ℃ 积

温为 ２４１２ ℃ ，大于 １０ ℃ 积温为 ４２９８ ℃ 。 天气

变化频繁，沙尘天气多，大风、沙暴等灾害性天气

较多。 水资源丰富，但水资源分布不均，季节变

化较大。
２ １ ２　 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受自然条件和交通等

因素影响，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干旱少雨、土壤

贫瘠、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展尤为落后，改革开放

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 ２０１５ 年，若羌、且末

两县国民生产总值 （ ＧＤＰ） 较 １９８５ 年分别增长

１３０ ７３ 倍和 １０９ ９５ 倍，农业产值较 １９８５ 年分别增

长 ４７８ ７４ 倍和 １１１ ２６ 倍，农民人均创造农业产值

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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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２７５ ６２ 元、４７４ ８９ 元分别增加到

１３１３４１ ３５ 元、３０７２８ ７８ 元（图 １、图 ２）。

图 １　 若羌县、且末县 ＧＤＰ 及农业产值

Ｆｉｇ １　 ＧＤＰ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Ｒｕｏｑｉａｎｇ ＆ Ｑｉｅｍｏ ｃｏｕｎｔｙ

图 ２　 若羌县、且末县单位农业产值

Ｆｉｇ 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Ｒｕｏｑｉａｎｇ ＆ Ｑｉｅｍｏ ｃｏｕｎｔｙ

２ １ ３　 民族与农业人口 　 两县历史上均是古“丝
绸之路”的重要交通节点，多种文化交流、融合，一
度是最开放的地域之一。 若羌县常住有 １５ 个民族，
以汉族为主，占总人口的 ５７ ６２％ ；且末县常住有 ２０
个民族，以维吾尔族为主，占总人口的 ７１ ７１％ 。
１９８５ 年以来，总人口持续增长，但若羌县的农业人

口由 ２ ０８ 万人逐步减少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 ６６ 万人，
２０１５ 年又回升至 ２ ０８ 万人，占总人口的 ６１ １８％ ；
而且末县农业人口由 ２ ７８ 万人持续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

４ ８３ 万人，占总人口的 ６９ ５０％ （图 ３）。
２ １ ４　 农业生产概况　 两县生态条件不同，农业可

耕地面积有限，农业生产的发展历程、生产水平迥

异。 就农业生产规模而言，总体上以 ２０００ 年为转折

点，经历了平稳发展及快速增长两个阶段。 ２０００ 年

之前，两县总播种面积相对稳定；２０００ 年之后，总播

种面积快速增加，２０１５ 年，若羌县、且末县总播种面

积分别为 ２２ ２０ ｋｈｍ２、３９ ６７ ｋｈｍ２，较 １９８５ 年增

加 ７ ２５ 倍和 ４ ４４ 倍；农民人均播种面积分别为

图 ３　 若羌县、且末县人口发展

Ｆｉｇ 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ｏｑｉａｎｇ ＆ Ｑｉｅｍｏ ｃｏｕｎｔｙ

１ ０７ ｈｍ２、０ ８２ ｈｍ２，较 １９８５ 年增加 ７ ２２ 倍、２ １３
倍（表 １、表 ２）。

在种植结构上，依照八大作物划分法［１７］，两县

的农业生产主要由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其他作物

（果树、蔬菜）组成，种植结构均经历了一系列调整，
但调整方向与结果不同。 粮食作物：在若羌县，粮食

作物种植面积所占比重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９２ ９４％ 持续

下滑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０ ８６％ ；而且末县则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８４ ６２％下滑至 ２００５ 年的最低点 ２９ ４６％ 后，逐步

回升至 ２０１５ 年历史最高点 ８ ７３ ｋｈｍ２，占当年总播

种面积的 ３６ ０５％ 。 经济作物（棉花）：种植面积均

呈“Ｓ” 型发展趋势，２０１０ 年达到历史高点。 ２０１０
年，若羌、且末两县棉花面积分别占当年总播种面积

的 １７ ０４％ 、４１ １６％ 。 其他作物（西甜瓜、果树）：种
植面积迅速增加于 ２０００ 年，所占比重分别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５ ５８％ 、７ ２４％ 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９ １０％ 、
３７ ５３％ 。 显现出农业生产由最初的大力发展粮食生

产的单一目标到不放松粮食生产、大力发展经济作物

生产，再到 ２１ 世纪以来粮食、经济、其他作物兼顾，增
加收入为目标的多元化发展路径（表 １、表 ２）。
２ ２　 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

新疆曾在 １９５２ － １９５３年、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３ 年进行了

有组织的种质资源征集工作，在若羌县和且末县共

征集到农家品种小麦 ６ 份、玉米 １ 份、红花 ３ 份、棉
花 ２ 份、油菜 １ 份、甜瓜 ８ 份，共计 ２１ 份。 ３０ 多年

后，在两县共调查收集各类农作物种质资源 １２１ 份，
隶属 １１ 科 ２８ 属 ３４ 种（表 ３）。 其中以粮食作物数

量最多为 ４３ 份，分属 ２ 科 ７ 属 ８ 种；经济作物 １２
份，分属 ５ 科 ５ 属 ５ 种；蔬菜作物 ３９ 份，分属 ７ 科 １４
属 １８ 种；其他作物 ２７ 份，分属 ２ 科 ３ 属 ３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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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若羌、且末县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ｓｓ⁃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ｃｒｏｐｓ ｉｎ Ｒｕｏｑｉａｎｇ ＆ Ｑｉｅｍｏ ｃｏｕｎｔｙ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份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若羌

Ｒｕｏｑｉａｎｇ
且末

Ｑｉｅｍｏ

合计

Ｔｏｔａｌ

粮食作物

Ｇｒａｉｎ ｃｒｏｐｓ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ｅａｅ

小麦属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Ｌ．

玉蜀黍属 Ｚｅａ Ｌ．

大麦属 Ｈｏｒｄｅｕｍ Ｌ．

豌豆属 Ｐｉｓｕｍ Ｌ．

菜豆属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Ｌ．

豇豆属 Ｖｉｇｎａ Ｓａｖｉ

大豆属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Ｌ．

普通小麦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Ｌ． １０ １０

玉米 Ｚｅａ ｍａｙｓ Ｌ． ４ １１ １５

大麦 Ｈｏｒｄｅ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 Ｌ． １ １

青稞 Ｈｏｒｄｅ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 Ｌ． ｖａｒ． ｎｕｄｕｍ Ｈｏｏｋ． ｆ． ５ ５

豌豆 Ｐｉｓ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Ｌ． ４ ４

芸豆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Ｌ． １ ２ ３

豇豆 Ｖｉｇｎａ ｕｎｇｕｉｃｕｌａｔａ（Ｌ． ）Ｗａｌｐ． ４ ４

黄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ｍａｘ（Ｌ． ）Ｍｅｒｒ． １ １

经济作物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ｒｏｐｓ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红花属 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 Ｌ． 红花 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 Ｌ． １ ２ ３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芸苔属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Ｌ． 白菜型油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 Ｌ． ４ ４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甜菜属 Ｂｅｔａ Ｌ． 甜菜 Ｂｅｔ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Ｌ． ２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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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蓖麻属 Ｒｉｃｉｎｕｓ Ｌ． 蓖麻 Ｒｉｃｉｎ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Ｌ． １ １

蔬菜作物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丝瓜属 Ｌｕｆｆａ （Ｌ． ） Ｒｏｘｂ．

南瓜属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Ｌ．

葫芦属 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 Ｓｅｒ．

黄瓜属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Ｌ．

芹属 Ａｐｉｕｍ Ｌ．

茴香属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ｕｍ Ｍｉｌｌ．

芫荽属 Ｃｏｒｉａｎｄｒｕｍ Ｌ．

芸苔属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Ｌ．

萝卜属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Ｍｉｌｌ．

菠菜属 Ｓｐｉｎａｃｉａ Ｌ．

番茄属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Ｍｉｌｌ．

茄属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

莴苣属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Ｌ．

葱属 Ａｌｌｉｕｍ Ｌ．

丝瓜 Ｌｕｆｆ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Ｍ． Ｒｏｅｍ． １ １

西葫芦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ｐｅｐｏ Ｌ． １ １

南瓜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Ｄｕｃｈｅｓｎｅ ２ １ ３

瓠瓜 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 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 ｖａｒ． ｈｉｓｐｉｄａ（Ｔｈｕｎｂ． ）
Ｈ． Ｈａｒａ

１ １ ２

葫芦 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 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Ｍｏｌ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ｌ． ｖａｒ．
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

４ ４

黄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 １ １

芹菜 Ａｐｉｕｍ ｇｒａｖｅｏｌｅｎｓ Ｌ． １ １ ２

茴香 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 Ｍｉｌｌ． １ １

芫荽 Ｃｏｒｉａｎｄｒ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Ｌ． ２ １ ３

白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ｕｒ． ）Ｒｕｐｒ． １ ３ ４

苤蓝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ｖａｒ． ｇｏｎｇｙｌｏｄｅｓ Ｌ． １ １

芜青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ｒａｐａ Ｌ． １ １ ２

萝卜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 １ ４ ５

菠菜 Ｓｐｉｎａｃｉ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Ｌ． １ １

番茄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Ｍｉｌｌ． ２ ２

茄子 Ｓｏａｎｕｍｍｅ ｌｏｎｇｅｎａ Ｌ． １ １

莴苣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 ２ ２

洋葱 Ａｌｌｉｕｍ ｃｅｐａ Ｌ． ３ ３

其他作物

Ｏｔｈｅｒ ｃｒｏｐｓ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西瓜属Ｃｉｔｒｕｌｌｕｓ Ｓｃｈｒａｄ． 西瓜 Ｃｉｔｒｕｌｌｕｓ ｌａｎａｔｕｓ（Ｔｈｕｎｂ． ）Ｍａｔｓｕｍ．
ｅｔ Ｎａｋａｉ

２ ２ ４

黄瓜属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Ｌ． 甜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ｍｅｌｏ Ｌ． ２ １７ １９

菘蓝属 Ｉｓａｔｉｓ Ｌ． 乌斯曼草 Ｉｓａｔｉ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Ｌ． ｖａｒ．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２ ２ 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２ ８９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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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１　 粮食作物种质资源　 新疆粮食作物种植以

小麦、玉米为主，主要定位于自治区内的粮食自给自

足、略有盈余。 在若羌县、且末县所收集的小麦、玉
米种质资源，是单个作物中收集份数相对较多的，充
分反映了两县的实际情况。 就收集地域而言，偏远、
高海拔及冷凉地区的民族乡、民族村种植育成品种

较少，农家种资源种类相对较多。 用途上：维吾尔族

等少数民族喜食的拉面主要由小麦粉制作，烤馕原

料为小麦粉和玉米粉两类，大麦（青稞）主要用作畜

牧饲料。 抗逆性方面：１０ 份小麦资源均为春小麦类

型，在新疆的全生育期抗旱性鉴定中，以新春 ６ 号为

对照，结果为中等抗性；１５ 份玉米资源，在甘肃的成

株期抗旱性鉴定，早熟类型抗旱极强 ２ 份、强 ２ 份，
晚熟类型抗旱性极强 １ 份，合计 ５ 份，占所收集玉米

资源的三分之一。 从新疆农业科学院综合试验场

（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半干旱灌溉农业区，地处乌

鲁木齐市北郊，土质为灰漠土，３⁃８ 月降水量为

１０３ ８ ｍｍ，全生育期滴灌 ６ 次 ２００ ｍ３，）统一农艺性

状鉴定结果看，小麦资源的芒形有：长芒、短芒和无

芒；壳色有红色、白色；株高 ７７ ～ １１７ ｃｍ；穗长 ７ ～
１１ ｃｍ；穗粒重 ０ ６ ～ １ ６ ｇ； 生物学产量 ２ ９ ～
１１ ８ ｇ。 １５ 份玉米资源中，花丝颜色有浅红、深红、
黄绿色；穗位高 ６３ ～ １５３ ｃｍ，株高 １５４ ～ ２７９ ｃｍ；穗
形有锥形、筒形；粒形有圆粒、楔形、中间形；粒色有

白色、黄色、橘黄色、橙黄色；子粒大小有小粒型、中
粒型。 总体而言，所收集的小麦、玉米资源数量不

多，但类型比较丰富，同时又与当地的农业种植及灌

溉方式紧密相关，显示出一定的民族和地域特点。
现简单介绍如下。

小麦（采集号 ２０１３６５１０２７）：春小麦，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收集于且末县阿羌乡阿羌村，抗旱性中等，分蘖性

强，单株分蘖 ４ ５ 个。
小麦（采集号 ２０１３６５１０３２）：春小麦，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收集于且末县库拉木拉克乡阿克亚村，抗旱性中

等，穗粒重 １ ６ ｇ。
早熟玉米（采集号 ２０１３６５１００７）：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收集于且末县塔特让乡巴西他特让村，花丝浅红色，
穗形柱形，轴白色，粒型硬粒型，子粒圆形、橘黄色、
中粒型。 株高 １９３ ６ ｃｍ，穗位高 ８０ ２ ｃｍ。 早熟、抗
旱性强。

早熟玉米（采集号 ２０１３６５１０１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收集于且末县塔特让乡巴西他特让村，花丝黄绿色，
穗形柱形，轴白色，粒型为硬粒型，子粒圆形、橘黄

色、中粒型。 株高 ２０９ ６ ｃｍ，穗位高 ９８ ０ ｃｍ。 早

熟、抗旱性强。
早熟玉米（采集号 ２０１３６５１０１５）：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收集于且末县塔特让乡赛日克布让村，花丝黄绿色，
穗形柱形，轴白 ／红色，粒型硬粒型，子粒中间形、橘
黄色、中粒型。 株高 ２６７ ８ ｃｍ，穗位高 １３１ ２ ｃｍ。
早熟、抗旱性极强。

玉米（采集号 ２０１３６５１２０３）：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收集于

若羌县，花丝浅红色，穗形柱形，轴白色，粒型为硬粒

型，子粒楔形、橘黄色、中粒型。 株高 ２１８ ０ ｃｍ，穗
位高 ７９ ６ ｃｍ。 早熟、抗旱性极强。

玉米（采集号 ２０１３６５１０１６）：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收集于

若羌县，花丝浅红色，穗形柱形，轴白色，粒型为硬粒

型，子粒楔形、橘黄色、中粒型。 株高 ２１９ ８ ｃｍ，穗
位高 ８７ ６ ｃｍ。 晚熟、抗旱性极强。

大麦（采集号 ２０１３６５１０５６）：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收集

于且末县阿羌乡阿羌村，幼苗半匍匐，茎叶蜡质中

等，株高 ７４ ２ ｃｍ，穗姿下垂六棱型，长芒，穗长 ８ １
ｃｍ，单株穗数 ２ ８ 个，穗粒数 ４２ ８ 粒，单株生物学

产量 １１ ２ ｇ。 耐瘠薄、穗粒数大、生物学产量高。
大麦（采集号 ２０１３６５１０５９）：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收集于

且末县阿羌乡阿羌村，幼苗半匍匐，茎叶蜡质中等，
株高 ７３ ７ ｃｍ，穗姿下垂六棱型，长芒，穗长６ ５ ｃｍ，
单株穗数 ４ ０ 个，穗粒数 ３５ ７ 粒，单株生物学产量

９ ２ ｇ。 耐瘠薄、分蘖成穗性强。
２ ２ ２　 经济作物种质资源　 棉花、油菜、向日葵、红
花、甜菜、蓖麻、芝麻等是新疆的主要经济作物。 其

中棉花、甜菜是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油菜、向日葵、
红花、胡麻等是各族人民重要的食用植物油来源，更
偏好食用胡麻油和红花油，而食用棉籽油在南疆的

贫困乡镇、农村地区则较为普遍。 本次在若羌、且末

两县共收集到经济作物种质资源 １２ 份，分属 ５ 科 ５
属 ５ 种，其中红花资源 ３ 份、白菜型油菜资源 ４ 份、
甜菜资源 ３ 份、芝麻、蓖麻资源各 １ 份。 就收集地域

而言，主要集中在且末县（表 ３）。
２ ２ ３　 蔬菜作物种质资源　 历史上，新疆各少数民

族以游牧为生，饮食文化以牛羊肉为主、面食为辅，
在牧区，极少食用蔬菜，农区少量种植和食用蔬菜。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各族人民开始重视蔬菜作物

的种植和食用，但受传统意识及生产生活条件所限，
仅在农户自家庭院集中种植，自给自足，因而蔬菜作

物种质资源相对种类丰富、保存完好。 本次在若羌

县、且末县共调查、收集到蔬菜种质资源 ３９ 份，主要

有丝瓜、西葫芦、南瓜、瓠瓜、葫芦、黄瓜、芹菜、茴香、
芫荽、白菜、苤蓝、芜菁、萝卜、菠菜、番茄、茄子、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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苣、洋葱等，隶属 ７ 科 １４ 属 １８ 种，其中以葫芦科和

十字花科为主，合计占到 ６１ ５４％ 。
蔬菜作物与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人民的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按主要用途大致可分为 ４ 大类。
一是日常蔬菜类：主要是白菜、番茄，其次是萝

卜、芜菁等，本次收集到白菜资源 ４ 份、番茄 ２ 份、萝
卜 ５ 份、芜菁（老百姓俗称恰玛古）２ 份，合计占到蔬

菜资源的三分之一。
二是饮食偏好类：收集到南瓜 ３ 份、洋葱（老百

姓俗称皮牙子）３ 份。 南瓜主要用作包子的馅料，洋
葱主要作为牛羊肉加工食品如手抓肉、烤包子等的

蔬菜配料，主要作用是除腥、降血脂。
三是调料类：收集到茴香 １ 份、芫荽 ３ 份。 茴香

及洋葱多用作烤馕等烤制食品的调味品，芫荽作为

食品的调制佐料，用途较广泛。
四是特殊用途类：收集葫芦资源 ４ 份。 葫芦在

维吾尔族家庭比较常见，既可食用又可用作外出劳

作时携带饮用水的用具，庭院内多有种植（表 ３）。
这些保留至今的蔬菜种质资源，具有较强的民

族特点，反映了各少数民族的饮食喜好及部分生活

习惯。
２ ２ ４　 其他作物种质资源 　 若羌、且末县是中原

地区与中亚、欧洲进行文化交流和货物贸易的交

通要道和窗口，许多重要的、各族人民喜好的农作

物由此引入新疆及中原地区。 环塔克拉玛干沙漠

周边，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便于干物质的

积累，尤其是种植的西甜瓜品质优、口感好，是维

吾尔族等各族人民喜好的传统瓜果品种，在自给

自足传统风俗习惯下，至今仍保留有许多宝贵的

农家种资源。 本次若羌、且末县收集西瓜 ４ 份、甜
瓜 １９ 份，充分反映了各少数民族的这一生活习

惯。 另外，收集到板蓝根（老百姓俗称乌斯曼草）４
份，板蓝根主要用作中药材原料，同时，维吾尔族

妇女也利用其具有的眉毛促生功能，成为重要的

化妆用品［１８］ （表 ３）。
２ ３　 主要农作物品种演替

２ ３ １　 小麦品种演替　 两县在小麦品种的选择和

演替上有类似之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主要种植新

疆各地州农科所选育的巴冬 ４ 号、解放 ３ 号冬小麦

品种，及新疆农业科学院选育的新春 ２ 号春小麦品

种，冬小麦突出抗寒、耐旱特性［１９⁃２０］，春小麦则突出

抗旱、抗倒伏，兼顾抗病性［２１］。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５ 年间，
在粮食增产需求下，“两早配套”复播技术的发展，
冬小麦选择了河北的唐山 ６８９８、冀麦 ５４１８，北京的

京 ４１１、京 ４３７、农大 ３２１４ 等，春小麦依旧是新疆农

业科学院选育的新春 ２ 号、新春 ６ 号。 此时期，冬小

麦品种需要配合玉米复播的技术需求，突出早熟、高
产及抗病性［２２⁃２４］，春小麦则突出抗旱、高产、抗倒伏

特性［２５］。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主要选择新疆自育的新

冬 ２０ 号、新冬 ２２ 号及新春 ６ 号。 小麦新品种的选

择与若羌县、且末县所在地域降雨稀少、蒸发量大的

干旱气象条件及洪水灌溉的现实条件、复播套种的

技术需求紧密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唐山 ６８９８ 和新

春 ６ 号，性状稳定、丰产性好、生产应用时间较长，其
中唐山 ６８９８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两早配套复

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２２］，新春 ６ 号是新疆亩产突破

６００ ｋｇ 的典型品种［２５］（表 ４、表 ５）。

表 ４　 且末县 １９８５ －２０１５ 年间主要农作物品种种植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ｒｏｐ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Ｑｉｅｍｏ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５ －２０１５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１９８５ 年

Ｉｎ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年

Ｉｎ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年

Ｉｎ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年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年

Ｉｎ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

Ｉｎ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

Ｉｎ ２０１５

小麦

Ｗｈｅａｔ
巴冬 ４ 号

新春 ２ 号

唐山 ６８９８
巴冬 ４ 号

新春 ２ 号

新春 ６ 号

京 ４１１
京 ４３７

新春 ６ 号

京 ４１１
京 ４３７

新春 ２ 号

新春 ６ 号

京旺 １０ 号

农大 ３２１４
新春 ６ 号

永宁 １０ 号

新冬 ２０ 号

新冬 ２２ 号

新春 ６ 号

新冬 ２２ 号

新冬 ２０ 号

新春 ６ 号

玉米

Ｍａｉｚｅ
ＳＣ７０４ 中单 ２ 号

和单 １ 号

ＳＣ７０４
和单 １ 号

登海 １ 号

和单 １ 号

ＳＣ７０４
阿单 １ 号

东单 ７ 号

郑单 ９５８
郑单 ９５８
新玉 ９ 号

棉花

Ｃｏｔｔｏｎ
新陆早 １ 号

新陆早 ３ 号

新陆早 ３ 号

新陆早 ４ 号

新陆早 ４ 号

新陆早 ６ 号

新陆早 １０ 号

新陆早 １１ 号

新陆早 １３ 号

新陆中 ２６ 号 新陆早 ４１ 号

新陆早 ４２ 号

新陆中 ７１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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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若羌县 １９８５ －２０１５ 年间主要农作物品种种植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ｒｏｐ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Ｒｕｏｑ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５ －２０１５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１９８５ 年

Ｉｎ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年

Ｉｎ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年

Ｉｎ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年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年

Ｉｎ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

Ｉｎ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

Ｉｎ ２０１５

小麦

Ｗｈｅａｔ
巴冬 ４ 号

解放 ３ 号

唐山 ６８９８
解放 ３ 号

唐山 ６８９８
京 ４１１

新春 ６ 号

京 ４１１
冀麦 ５４１８
唐山 ６８９８
新春 ６ 号

京 ４１１
新春 ６ 号

新冬 ２２ 号

新春 ６ 号

新冬 ２２ 号

新春 ６ 号

玉米

Ｍａｉｚｅ
６０ 黄 ＳＣ７０４

和单 １ 号

ＳＣ７０４
和单 １ 号

ＳＣ７０４
新玉 ８ 号

ＳＣ７０４
新玉 ９ 号

ＳＣ７０４
新玉 ９ 号

ＳＣ７０４
新玉 ９ 号

棉花

Ｃｏｔｔｏｎ
军棉一号 军棉一号 军棉一号 军棉一号

新陆中 ８ 号

中棉 ３５ 号

新陆中 ８ 号

中棉 ３５ 号

新陆中 ４５ 号

中棉 ４４ 号

中棉 ４９ 号

中棉 ４３ 号

中棉 ４１ 号

２ ３ ２ 　 玉米品种演替 　 若羌、且末两县在玉米

种植品种选择上，沿用历史形成的地方品种 ６０
黄，及新疆地州、兵团农科所自育的和单 １ 号、阿
单 １ 号，兵团农垦科学院选育的新玉 ８ 号、新玉 ９
号，以及引进南斯拉夫的 Ｓｃ７０４、山东的登海 １
号、河南的郑单 ９５８ 及辽宁的东单 ７ 号等，并形

成显著特点。 一是根据南疆无霜期长的生态特

点及两早配套生产模式需求，以引进 Ｓｃ７０４ 等品

种作为春季正播品种，突出高产性、稳产性 ［２６］ ；
以新疆自育品种为夏季复播品种，突出早熟性、
丰产性、抗旱性 ［２７⁃３０］ ；二是在正播品种中，以抗病

性强、高产、稳产的郑单 ９５８ ［３１］ 及东单 ７ 号 ［３２］ 替

换长期种植的 Ｓｃ７０４（表 ４、表 ５） 。
２ ３ ３　 棉花品种演替 　 ２０００ 年之前，主要选择新

疆各兵团农科所、试验站自育的军棉一号、新陆早 １
号、新陆早 ２ 号、新陆早 ３ 号、新陆早 ４ 号，从种植品

系到自育品种，突出早熟、抗旱和丰产性。 ２０００ 年

以来，棉农在丰产目标基础上，选择新疆自育早熟类

型的新陆早 １０ 号、新陆早 １１ 号、新陆早 １３ 号、新陆

早 ４１ 号、新陆早 ４２ 号，早中熟类型的新陆中 ８ 号、
新陆中 ２６ 号、新陆中 ４５ 号、新陆中 ７１ 号，以及引进

的中棉 ３５ 号、中棉 ４１ 号、中棉 ４３ 号、中棉 ４４ 号、中
棉 ４９ 号。 一是新疆自育品种细分生态区条件，突出

生态适应性、丰产性和纤维品质［３３⁃３４］，引进中棉所

系列品种抗病性强（抗枯萎病、耐黄萎病）或具有其

他抗逆性如耐盐碱等［３５⁃３７］；二是随着劳动力的供需

矛盾突出，品种选择目标偏向早熟、结铃整齐、适合

机采需求［３８⁃３９］，可供选择品种进一步丰富和更具针

对性（表 ４、表 ５）。

３　 讨论

３ １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区仍保留有宝贵的农

家种种质资源，亟需加强保护　 若羌、且末同处塔克

拉玛干沙漠南缘，境内生态环境类型多样，自然条件

严酷，长期以来经过自然和人为的双重选择，形成和

保留了丰富多样的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这是现代

育种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 １２１
份资源材料，隶属 １１ 科 ２８ 属 ３４ 种。 作物种类丰

富，质量性状、数量性状均表现出多种类型；而在抗

逆性鉴定中，春小麦资源全生育期抗旱性鉴定结果

多为中等抗性；三分之一的玉米资源抗旱性鉴定结

果为强抗旱性及以上。 这种资源的多样性、不同的

抗逆特性，与各少数民族的传统饮食习惯、生活习

惯、当地的生态条件与农业生产模式紧密相关，表现

出该干旱区农家种资源的丰富性、多样性及较强的

民族地域特点。 这为今后的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
收集和评价利用农家种种质资源提供了工作思路。
３ ２　 经济发展水平、劳动者素质、生活偏好等，对农

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影响不同　 项目组在对历史

时间节点的数据分析中发现，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

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生态环境

条件类似，但若羌县农业生产者人均农业产值及单

位面积农业产值均明显高于且末县，分析产生的原

因，可能是农业生产中的民族构成影响了两个县对

农业发展中的先进理念和先进生产技术的接受程

度，人们对作物种类、新品种、新技术的选择和掌握

程度进而影响着农业种植结构的优化和农业生产水

平。 与此同时，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对当地的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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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质资源保护却带来了极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

来，农业生产更趋商业化、集约化，农家老品种种植

规模大幅萎缩，目前，仅在偏远乡镇、冷凉山区上

有无法替代的老品种小规模种植，及部分农户庭

院内种植的蔬菜、花卉老品种。 经济规模大、发展

速度快的若羌县收集农家种种质资源仅 ３２ 份，而
经济规模小、发展速度慢的且末县收集了农家种

种质资源 ８９ 份，并且在作物种类和品种的多寡上

差别较大。
这些宝贵的农家种种质资源，在农户简陋的保

存条件下，虫蛀鼠咬，处于濒危状态，面临极大的遗

失风险；另外，在新生产模式、栽培技术的大力推广

下，特别是设施农业、保护地栽培的推广，进一步压

缩了留存的农家老品种的发展和保存空间。 急需组

织研究团队，针对农业生产欠发达、偏远的乡镇、冷
凉山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农牧区，深入调查和

收集农家种种质资源，尽快将散存于民间的种质资

源收集、妥善保存并加以评价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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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姚渊松． 新疆棉花区划新论［Ｊ］ ． 中国棉花，２００１，２８（２）：２⁃５
［３４］ 　 相吉山，谢宗铭，田琴． 北疆早熟棉“新陆早”系列品种主要性

状演化分析［Ｊ］ ． 新疆农业科学，２０１０，４７（１０）：１９１８⁃１９２３
［３５］ 　 姜伟，刘小平． 中棉 ３５ 在阿拉尔品比试验［Ｊ］ ． 塔里木农垦大

学学报，２００１，１３（１）：５⁃８
［３６］ 　 严根土，刘金义，张裕繁，等． 耐盐棉花新品种中棉所 ４４［ Ｊ］ ．

中国棉花，２００４，３１（１０）：２１⁃２１
［３７］ 　 严根土，黄群，苏桂兰． 早中熟陆地棉新品种中棉所 ４９［Ｊ］ ． 中

国棉花，２００５，３２（４）：１８⁃１８
［３８］ 　 高新康，胡洁． 机采棉：降低棉花生产成本的现实选择———新

疆兵团机采棉推广现状及对策研究［Ｊ］ ． 调研世界，２００６（６）：
２８⁃３０

［３９］ 　 郭承君，孔庆平，艾文礼，等． 新疆棉区机采棉品种存在问题
及新品种选育［Ｃ］ ／ ／ 中国棉花学会． ２０１３ 年年会论文汇编．
河南安阳：中国棉花学会，２０１３：７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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