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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对分布在山东省沿海地区 ３４ 个县(市、区)、８２ 个乡(镇)、１３２ 个行政村的农作物种质资源进行了调

查ꎬ共收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果树地方品种及野生资源材料 ８４８ 份ꎬ分属 １５ 科 ４０ 属 ５４ 种ꎮ 本文对调查地区农作物

种质资源现状、消长情况及原因和调查、收集到的资源种类及其利用价值进行了分析ꎬ并对山东省沿海地区农作物种质资源

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进行了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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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地处我国东部沿海ꎬ黄河下游ꎬ位于 ３４°
２５′ ~ ３８°３２′Ｎꎬ１１４°３６′ ~ １２２°４３′Ｅ 之间ꎬ海拔 ０ ~
１５４５ ｍꎬ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ꎬ年平均气温在

１１ ~ １４ ２ ℃之间ꎬ年平均降水量 ５５０ ~ ９５０ ｍｍꎬ气
候条件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ꎬ是我国种植业的发源

地之一ꎬ种植农作物种类较多ꎬ已经形成了“四大粮

食作物(小麦、玉米、甘薯、大豆)、四大经济作物(蔬
菜、花生、棉花、水果)、两大优势产业(畜牧、水产)”
的农业产业格局ꎮ

山东省海岸线长达 ３２００ 多 ｋｍꎬ约占全国的 １ / ６ꎬ
沿海共包括滨州、东营、潍坊、烟台、青岛、威海和日

照 ７ 个市 ３４ 个县(市、区)ꎬ其地域面积辽阔ꎬ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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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的黄河三角洲平原ꎬ也有地形复杂的山地丘陵ꎬ以
及生态系统独特的岛屿ꎬ因此ꎬ该地区农作物种质资

源特别是抗旱、耐盐碱等优异性状的种质资源丰富ꎮ
然而ꎬ沿海地区人口众多ꎬ人类活动频繁ꎬ特别是近

几十年来由于过度开发、管理不当等原因ꎬ生态环境

破坏严重ꎬ导致该地区农作物种质资源面临大量丧

失的威胁ꎮ
迄今为止ꎬ尚未有对山东省沿海地区的农作物

种质资源进行专门系统地调查ꎬ对该地区各种资源

的类型、分布状况、濒危程度等情况了解得不多、不
透ꎬ基础数据缺乏ꎬ制约了该地区农作物种质资源的

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ꎮ 为此ꎬ“沿海地区抗旱耐

盐碱优异性状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项目组织专业

队员对山东省沿海地区种植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
蔬菜、果树地方品种及其野生种质资源进行了系统

调查ꎬ以期全面掌握该地区农作物种质资源ꎬ特别是

具有抗旱、耐盐碱优异性状种质资源的基本情况ꎬ明
确山东沿海地区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现状及变化趋

势ꎬ为制定沿海地区农作物种质资源有效保护和高

效利用战略提供依据和建议ꎮ

１　 调查方法与内容

１ １　 调查方法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ꎬ由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中心

统一协调组织ꎬ来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师范大

学等单位涉及植物学、植物分类学、生态学、土壤学、
农学、草业科学及信息学等不同专业的 ２４ 名队员组

成跨专业联合调查队ꎬ对山东省沿海的滨州、东营、
潍坊、烟台、威海、青岛和日照 ７ 个地市开展了农作

物种质资源系统调查ꎮ
在开展调查前ꎬ联合调查队通过查阅资料了

解各县(市、区)的农业产业结构及农作物种质资

源的种类和分布情况ꎬ确定重点调查乡(镇)ꎮ 调

查的程序是ꎬ首先进入乡(镇)并组织座谈ꎬ掌握该

乡(镇)农作物种质资源分布情况ꎬ进一步确定重

点调查的村ꎮ 然后进村对村委及熟悉该村农业生

产情况的村民进行访谈ꎬ重点调查该村农作物品

种、种植历史及现状ꎬ并做好访谈全过程的记录工

作ꎮ 调查采取入户调查方式ꎬ每县(市、区)抽取 １
~ ３ 个乡(镇)ꎬ每个乡(镇)抽取 １ ~ ５ 个村ꎬ每个

村抽取 ５ ~ １０ 户ꎮ 针对一些分布于非重点调查

乡、村的特殊资源ꎬ也做了必要的补充调查ꎮ 截止

到 ２０１１ 年底ꎬ联合调查队共组织 ５ 人以上的资源

调查活动 １４ 次ꎬ其中 １０ 人以上的调查活动 ６ 次ꎬ

共调查了具有代表性的 ３４ 个县(市、区)８２ 个乡

(镇)１３２ 个村ꎮ
１ ２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基础数据调查和基础样本采集ꎮ 基础

数据调查主要是调查临海县(市、区)农作物种质

资源的种类、分布、濒危状况、伴生植物、生物学特

性等ꎬ采集各类资源所在地的地形、地貌、植被类

型和覆盖率、海拔、经纬度、气温、积温、降雨量及

土壤类型和盐碱度等信息ꎻ基础样本采集是在重

点调查过程中ꎬ采集农作物种质资源基础样本ꎬ包
括植株标本、种子样品等ꎮ 资源调查与样本采集

方法参照郑殿升等[１] 编写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收

集技术规程»ꎮ 野外调查过程中现场填写针对农

作物种质资源调查设计的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

表ꎬ记录资源(居群)的种质名称、采集地点、时间、
种质类型、生物学特征、小环境、伴生植物等 ３２ 个条

目ꎬ同时用数码相机拍摄采集点的生境和样品照片ꎬ
并用 ＧＰＳ 定位采集点的地理位置ꎮ 最后ꎬ对所收集

种质样本进行整理、分类、归档保存并及时总结

汇总[２￣４]ꎮ

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此次调查是针对山东省沿海地区农作物种质资

源ꎬ特别是具有抗旱、耐盐碱优异性状种质资源的综

合调查ꎮ 调查共收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果
树及其野生种质资源 ８４８ 份ꎬ隶属 １５ 科 ４０ 属 ５４
种ꎮ 其中ꎬ以粮食作物类数量最多(５９８ 份ꎬ隶属 ２
科 １０ 属 １３ 种)ꎻ蔬菜类涉及的科、属、种最多(８ 科

１８ 属 ２６ 种)ꎮ
２ １　 粮食作物及其野生种质资源

本次调查收集到各类粮食作物及其野生种质

资源 ５９８ 份ꎬ分别隶属禾本科、豆科共 ２ 科 １０ 属

１３ 种(表 １)ꎮ
２ １ １　 小麦、玉米种质资源　 山东省沿海地区以小

麦为主食ꎬ当前种植的大多为育成品种ꎬ如济麦 ２２、
鲁麦 ２３ 和烟农 ２４ 等ꎬ地方品种几近消失ꎬ只有在日

照市东港区和岚山区收集到 ６ 份地方品种ꎬ其中ꎬ地
方品种南钻具有抗旱、耐盐碱、抗病和抗虫等优良性

状ꎬ但产量较育成品种低ꎮ 玉米是重要的粮饲兼用

作物ꎬ为山东省第 ２ 大作物ꎮ 同小麦类似ꎬ种植的玉

米绝大多数为育成品种ꎬ如郑单 ９５８、金海 ５ 号、聊
玉 ２０ 和浚单 ２０ 等ꎬ在部分沿海地区仍保留种植地

方品种ꎬ调查共收集到 １８ 份地方品种ꎬ其中糯玉米

５ 份ꎬ占 ２７ ７８％ ꎮ

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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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山东省沿海地区粮食作物及其野生种质资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ｏｏｄ ｃｒｏ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ｉｌｄ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作物 Ｃｒｏｐ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收集份数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小麦 Ｗｈｅａｔ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小麦属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普通小麦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Ｌ. ６
玉米 Ｍａｉｚｅ 玉蜀黍属 Ｚｅａ 玉米 Ｚｅａ ｍａｙｓ Ｌ. １８
水稻 Ｒｉｃｅ 稻属 Ｏｒｙｚａ 亚洲栽培稻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 ３
大麦 Ｂａｒｌｅｙ 大麦属 Ｈｏｒｄｅｕｍ 大麦 Ｈｏｒｄｅ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 Ｌ. ３
高粱 Ｂｒｏｏｍｃｏｒｎ 高粱属 Ｓｏｒｇｈｕｍ 高粱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ｂｉｃｏｌｏｒ (Ｌ. ) Ｍｏｅｎｃｈ ８８
谷子 Ｍｉｌｌｅｔ 狗尾草属 Ｓｅｔａｒｉａ 谷子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ｌｉｃａ (Ｌ. ) Ｂｅａｕｖ. １９
黍稷 Ｂｒｏｏｍｃｏｒｎ ｍｉｌｌｅｔ 黍属 Ｐａｎｉｃｕｍ 黍稷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ｍｉｌｉａｃｅｕｍ Ｌ. １２
野生黍稷 Ｃｈａｆｆ ｐａｎｉｃｇｒａｓｓ 糠稷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ｂｉｓｕｌｃ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 １
穇子 Ｒａｇｉｍｉｌｌｅｔ 穇属 Ｅｌｅｕｓｉｎｅ 穇子 Ｅｌｅｕｓｉｎｅ ｃｏｒａｃａｎａ(Ｌ. )Ｇａｅｒｔ. ４
大豆 Ｓｏｙｂｅａｎ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ｅａ 大豆属 Ｇｌｙｃｉｎｅ 大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ｍａｘ (Ｌ. )Ｍｅｒｒ. ８０
野生大豆 Ｗｉｌｄ ｓｏｙｂｅａｎ 野生大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ｓｏｊ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１９
豇豆 Ｃｏｗｐｅａ 豇豆属 Ｖｉｇｎａ 豇豆 Ｖｉｇｎａ ｕｎｇｕｉｃｕｌａｔａ(Ｌ. )Ｗａｌｐ. ２４０
绿豆 Ｍｕｎｇ ｂｅａｎ 绿豆 Ｖｉｇｎａ ｒａｄｉａｔａ (Ｌ. ) Ｗｉｌｃｚｅｋ ４１
野生绿豆 Ｗｉｌｄ ｍｕｎｇ ｂｅａｎ 滇绿豆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Ｗａｎｇ ｅｔ Ｔａｎｇ

＝Ｖｉｇｎ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８

小豆 Ｒｅｄ ｂｅａｎ 小豆 Ｖｉｇｎａ 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Ｗｉｌｌｄ)Ｏｈｗｉ＆Ｏｈａｓｈｉ ３１
饭豆 Ｒｉｃｅ ｂｅａｎ 饭豆 Ｖｉｇｎａ 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Ｏｈｗｉ＆Ｏｈａｓｈｉ １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 １０ １３ ５９８

２ １ ２　 杂粮类种质资源　 此次调查收集到的杂粮

以高粱为主ꎬ共 ８８ 份ꎬ其中 ５ 份为糯高粱ꎬ２ 份为甜

高粱ꎬ分别占 ５ ６８％ 和 ２ ２７％ ꎬ经过芽期耐盐性鉴

定发现 １２ 份高粱资源具有较强的耐盐性ꎬ相对盐害

指数均在 ４０ ０％ 以下[５]ꎮ 收集到谷子 １９ 份ꎬ其中

除冀谷 １９ 为育成品种外ꎬ其余 １８ 份均为地方品种ꎮ
谷子又称粟ꎬ去壳后称为小米ꎬ是北方地区重要的粮

食作物[６]ꎬ曾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的粮食作物ꎬ其地

位直到战国时期才被小麦所取代ꎬ夏、商两代就属于

“粟文化”ꎮ 此外ꎬ还收集到黍稷地方品种 １２ 份ꎬ其
中 １１ 份为黍子ꎬ１ 份为稷子ꎮ 黍稷ꎬ糯者为黍ꎬ粳者

为稷[７]ꎬ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各族人民喜爱的辅助食

粮ꎬ黍面做的黏糕ꎬ稷面做的煎饼一直被北方人民视

为节日和待客的佳品[８]ꎮ 谷子和黍稷均为耐旱、耐
贫瘠的粮食作物ꎮ
２ １ ３　 豆类种质资源　 豆类作物是植物蛋白的主

要来源ꎬ营养价值高ꎮ 此次调查收集栽培大豆资源

８０ 份ꎬ粒色以黄、黑、绿为主ꎬ经芽期耐盐性初步鉴

定发现只有 １ 份大豆资源耐盐性较强ꎮ 除栽培大

豆外还收集到野生大豆资源 １９ 份ꎬ野生大豆具有

抗病、抗虫、抗逆、抗旱和耐盐碱等优良性状ꎬ是栽

培大豆重要的优异基因来源ꎬ应予以格外的重视

和保护[９￣１０] ꎮ 本次调查收集到的豇豆数量最多ꎬ共
计 ２４０ 份ꎬ品种十分丰富ꎬ经初步鉴定有 ２２ 份豇

豆资源芽期耐盐性较强ꎮ 收集的绿豆及野生绿豆

分别为 ４１ 份和 １８ 份ꎬ经初步鉴定有 ８ 份绿豆资源

有较强的芽期耐盐性ꎮ 野生绿豆同野生大豆类

似ꎬ是栽培绿豆重要的优异基因宝库ꎮ 此外ꎬ收集

的小豆和饭豆分别为 ３１ 份和 １５ 份ꎬ其中ꎬ红小豆

２６ 份ꎬ绿小豆 ５ 份ꎻ饭豆全部为蟹眼豆ꎬ粒色分红

绿 ２ 色ꎮ 经初步鉴定有 ７ 份小豆资源芽期耐盐性

较强ꎮ
２ ２　 经济作物种质资源

本次调查收集到各类经济作物种质资源 ７１
份ꎬ隶属豆科、十字花科和锦葵科等共 ８ 科 ９ 属 ９
种(表 ２)ꎮ 花生是山东省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ꎬ
是重要的植物油脂和蛋白质来源[１１]ꎮ 本次调查共

收集花生资源 ４０ 份ꎬ大部分为育成品种ꎬ主要有白

沙、海花和新海花等ꎬ地方品种 ７ 份ꎮ 芝麻是中国 ４
大油料作物之一ꎬ既是优质油源ꎬ又是加工和出口的

特色经济作物[１２]ꎮ 本次调查收集到芝麻资源 １５
份ꎬ其中黑芝麻 ２ 份ꎮ 向日葵是世界 ５ 大油料作物

之一[１３￣１４]ꎬ但在山东省沿海地区只有零星分布ꎬ本
次调查收集向日葵资源 ５ 份ꎬ全部为地方品种ꎮ 向

日葵、花生和芝麻以自家作零食或榨油用为主ꎮ 本

次调查收集到棉花、青麻、罗布麻、蓖麻资源分别为

２ 份、４ 份、１ 份和 ２ 份ꎬ这些经济作物是棉纺织和麻

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ꎮ 此外ꎬ还收集到甜菜资源 １
份ꎬ甜菜是我国重要制糖工业原料之一ꎬ同时又是我

国北方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１５]ꎮ

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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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山东省沿海地区经济作物种质资源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ｏｐｓ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作物 Ｃｒｏｐ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收集份数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花生 Ｐｅａｎｕｔ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ｅａ 花生属 Ａｒａｃｈｉｓ 花生 Ａｒａｃｈｉｓ ｈｙｐｏｇａｅａ Ｌ. ４０
芝麻 Ｓｅｓａｍｅ 胡麻科 Ｐｅｄ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芝麻属 Ｓｅｓａｍｕｍ 芝麻 Ｓｅｓａｍ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Ｌ. １５
向日葵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向日葵属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向日葵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ａｎｎｕｓ Ｌ. ５
油菜 Ｒａｐｅ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芸薹属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甘蓝型油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ｎａｐｕｓ Ｌ. １
棉花 Ａｓｉａｔｉ ｔｒｅｅ ｃｏｔｔｏｎ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棉属 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 亚洲棉 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 ａｒｂｏｒｅｕｍ Ｌ. ２
青麻 Ｐｉｅｍａｒｋｅｒ 芙蓉属 Ａｂｕｔｉｌｏｎ 青麻 Ａｂｕｔｉｌｏｎ ａｖｉｃｅｎｎａｅ Ｇａｅｒｔｎｅｒ ４
罗布麻 Ｋｅｎｄｉｒ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罗布麻属 Ａｐｏｃｙｎｕｍ 罗布红麻 Ａｐｏｃｙｎｕｍ ｖｅｎｅｔｕｍ Ｌ. １
蓖麻 Ｃａｓｔｏｒ￣ｏｉｌ ｐｌａｎｔ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蓖麻属 Ｒｉｃｉｎｕｓ 蓖麻 Ｒｉｃｉｎ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Ｌ. ２
甜菜 Ｂｅｅｔ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甜菜属 Ｂｅｔａ 甜菜 Ｂｅｔ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Ｌ. 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８ ９ ９ ７１

２ ３　 蔬菜种质资源

山东省沿海地区的蔬菜品种较为丰富ꎬ本次调

查共收集到各种蔬菜种质资源 １４４ 份ꎬ隶属葫芦科、
豆科和茄科等共 ８ 科 １８ 属 ２６ 种(表 ３)ꎮ 主要有十

字花科芸薹属白菜、芥菜等ꎻ伞形科云姜属香菜、茴

香属茴香等ꎻ茄科辣椒属辣椒ꎻ藜科菠菜属菠菜ꎻ菊
科莴苣属莴苣等ꎻ葫芦科南瓜属中国南瓜、西葫芦ꎬ
甜瓜属甜瓜、黄瓜ꎬ丝瓜属普通丝瓜等ꎬ苦瓜属苦瓜ꎬ
葫芦属葫芦、瓠瓜ꎬ冬瓜属冬瓜ꎻ豆科菜豆属菜豆ꎬ扁
豆属扁豆以及葱科葱属葱、普通韭等ꎮ

表 ３　 山东省沿海地区蔬菜种质资源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作物 Ｃｒｏｐ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收集份数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白菜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ｂｂａｇｅ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芸薹属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白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 Ｌ. ２
芥菜 Ｌｅａｆ ｍｕｓｔａｒｄ 芥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ｊｕｎｃｅａ ２
雪里红 Ｐｏｔｈｅｒｂ ｍｕｓｔａｒｄ 芥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ｊｕｎｃｅａ ｖａｒ. ｍｕｌｔｉｃｅｐｓ ２
榨菜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ｍｕｓｔａｒｄ 芥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ｊｕｎｃｅａ ｖａｒ. ｔｕｍｉｄａ １
蔓菁 Ｔｕｒｎｉｐ 芜青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ｒａｐａ Ｌ. ２
萝卜 Ｒａｄｉｓｈ 萝卜属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萝卜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 １
香菜 Ｃｏｒｉａｎｄｅ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云姜属 Ｃｏｒｉａｎｄｒｕｍ 香菜 Ｃｏｒｉａｎｄｒ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Ｌ. ５
茴香 Ｆｅｎｎｅｌ 茴香属 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ｕｍ 茴香 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 Ｌ. ５
胡萝卜 Ｃａｒｒｏｔ 胡萝卜属 Ｄａｕｃｕｓ 野胡萝卜 Ｄａｕｃｕｓ ｃａｒｏｔａ Ｌ. １
野生水芹 Ｗｉｌｄ ｃｒｅｓｓ 水芹菜属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野生水芹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Ｄｕｎｎ. １
辣椒 Ｃａｙｅｎｎｅ ｐｅｐｐｅｒ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辣椒属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一年生辣椒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 Ｌ. １５
菠菜 Ｓｐｉｎａｃｈ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菠菜属 Ｓｐｉｎａｃｉａ 菠菜 Ｓｐｉｎａｃｉ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Ｌ. ６
生菜 Ｌｅｔｔｕｃｅ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莴苣属 Ｌａｃｔｕｃａ 莴苣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 １
莴笋 Ｃｏｓ ｌｅｔｔｕｃｅ 莴笋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 ｖａｒ. ａｎｇｕｓｔａｎａ Ｉｒｉｓｈ. ４
野生莴苣 Ｗｉｌｄ ｌｅｔｔｕｃｅ 野生莴苣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ｅｒｉｏｌａ Ｔｏｒｎｅｒ. １
南瓜 Ｐｕｍｐｋｉｎ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南瓜属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中国南瓜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Ｄ. １７
西葫芦 Ｓｕｍｍｅｒ ｓｑｕａｓｈ 西葫芦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ｐｅｐｏ Ｌ. １
甜瓜 Ｍｅｌｏｎ 甜瓜属 Ｃｕｃｕｍｉｓ 甜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ｍｅｌｏ Ｌ. ２
黄瓜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黄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 ４
丝瓜 Ｌｏｏｆａｈ 丝瓜属 Ｌｕｆｆａ 普通丝瓜 Ｌｕｆｆ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Ｒｏｅｍ. １５
棱丝瓜 Ｅｉｇｈｔ ａｒｒｉｓｅｓ ｍｅｌｏｎ 有棱丝瓜 Ｌｕｆｆａ ａｃｕｔａｎｇｕｌａ(Ｌ. )Ｒｏｘｂ. ４
苦瓜 Ｂａｌｓａｍ ｐｅａｒ 苦瓜属 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苦瓜 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ｃｈａｒａｎｔｉａ Ｌ. ２
葫芦 Ｃａｌａｂａｓｈ 葫芦属 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 葫芦 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 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 Ｌ. ３
瓠瓜 Ｂｏｔｔｌｅ ｇｏｕｒｄ 瓠瓜 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 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 ｖａｒ. ｈｉｓｐｉｄａ １
冬瓜 Ｗａｘ ｇｏｕｒｄ 冬瓜属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冬瓜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Ｔｈｕｎｂ. )Ｃｏｇｎ. ３
菜豆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ｅａｎ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ｅａ 菜豆属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菜豆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Ｌ. ９
扁豆 Ｈｙａｃｉｎｔｈ ｂｅａｎ 扁豆属 Ｌａｂｌａｂ 扁豆 Ｌａｂｌａｂ 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ｓ(Ｌ. )Ｓｗｅｅｔ １８
大葱 Ｇｒ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ｉｏｎ 葱科 Ａ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葱属 Ａｌｌｉｕｍ 葱 Ａｌｌｉｕｍ ｆｉｓｔｕｌｏｓｕｍ Ｌ. ３
韭菜 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ｆｌｏｗｅｒｅｄ ｇａｒｌｉｃ 普通韭 Ａｌｌ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Ｒｏｔｔｌ. ｅｘ Ｓｐｒ. １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８ １８ ２６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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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的蔬菜资源基本包括了我国主要的栽培

类型ꎬ其中辣椒、中国南瓜、普通丝瓜、扁豆和普通韭

等作物具有较高的形态水平多样性ꎮ 辣椒资源收集

１５ 份ꎬ其中观赏品种 １ 份ꎬ从韩国引进非辣品种 １
份ꎬ其余均为地方品种ꎮ 南瓜资源收集 １７ 份ꎬ均为

中国南瓜ꎬ从瓜形和颜色上看ꎬ类型较丰富ꎬ嫩瓜形

状有圆、长圆等ꎬ瓜色有浅绿、墨绿等ꎻ老瓜瓜形有

圆、扁圆、圆桶、葫芦等ꎬ瓜色有黄、墨绿、绿黄混合等

色ꎮ 丝瓜资源收集 １９ 份ꎬ主要是普通丝瓜ꎬ４ 份为

棱瓜ꎮ 当地农户种植丝瓜有 ２ 个目的:一是食用嫩

瓜ꎬ二是用老瓜瓤洗碗、入药ꎮ 收集的材料中有长丝

瓜、短胖丝瓜ꎬ粒色有白色和黑色ꎮ 扁豆资源收集了

１８ 份ꎬ均为地方品种ꎬ荚色有青色和红色 ２ 种ꎮ 韭

菜资源收集 １２ 份ꎬ均为普通韭地方品种ꎬ其中品种

独根红具有抗旱、耐盐、抗韭蛆、抗病和耐贮藏等

优点ꎮ
山东省沿海地区蔬菜资源类型多样ꎬ分布范围

广ꎬ大部分农户以家庭为单位ꎬ种植于房前屋后、菜
园、沟边等地ꎬ一般只有一小畦ꎬ自家食用ꎬ少量出

售ꎻ而部分地区ꎬ如寿光市ꎬ以蔬菜种植业为主ꎬ将大

棚蔬菜产业化、规模化ꎬ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ꎮ
２ ４　 果树种质资源

在山东省沿海地区收集到果树及其野生资源 ３
科 ６ 属 ６ 种ꎬ共计 ３５ 份资源(表 ４)ꎮ 主要有蔷薇科

苹果属苹果ꎬ梨属梨ꎬ桃属桃ꎬ杏属野杏ꎻ葡萄科葡萄

属葡萄以及鼠李科枣属枣ꎬ其中收集苹果资源 ９ 份ꎬ
品种有富士、红富士、乔纳金、新乔纳金、王林、腾牧

１ 号、红星、嘎啦和国光ꎻ收集梨资源 ７ 份ꎬ品种有丰

水梨、阳梨、鸭梨、雪花梨、黄金梨、长把梨和巴梨ꎻ收
集桃资源 ９ 份ꎬ品种有中华寿桃、早红珠、青州蜜桃、
冬雪蜜桃、寒露蜜桃、丰黄、肥城桃、大久保和春艳ꎻ
收集葡萄资源 ８ 份ꎬ品种有巨峰、意斯林、龙眼、佳里

酿、红提、赤霞珠、北醇和白雅ꎻ收集枣资源 １ 份ꎬ即
沾化冬枣ꎮ

表 ４　 山东省沿海地区果树种质资源

Ｔａｂｌｅ ４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作物 Ｃｒｏｐ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收集份数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苹果 Ａｐｐｌｅ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苹果属 Ｍａｌｕｓ 苹果 Ｍａｌｕ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 ９

梨 Ｐｅａｒ 梨属 Ｐｙｒｕｓ 梨 Ｐｙｒｕｓ ｓｐｐ. ７

桃 Ｐｅａｃｈ 桃属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桃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Ｌ. ９

野生杏 Ｗｉｌｄ ａｐｒｉｃｏｔ 杏属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野杏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Ｌａｍ. ｖａｒ.
ａｎｓｕ(Ｍａｘｉｍ. )Ｙü ｅｔ Ｌｕ

１

葡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ａｐｅ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葡萄属 Ｖｉｔｉｓ 欧洲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Ｌ. ８

枣 Ｊｕｊｕｂｅ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枣属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枣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ｊｕｊｕｂａ Ｍｉｌｌ. 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 ６ ６ ３５

中华寿桃是极晚熟品种ꎬ果实极大ꎬ平均单果重

３５０ ｇꎬ最大果重达 １１００ ｇꎮ 果实近圆形ꎬ果面光滑ꎬ
茸毛极少ꎬ着色鲜红ꎬ果肉黄白色ꎬ硬溶质ꎬ肉质细

腻ꎬ风味香甜ꎬ耐瘠薄、耐贮运性好[１６]ꎮ 冬雪蜜桃是

青州蜜桃实生变异选育的新品种ꎬ果实圆形ꎬ果顶平ꎬ
果尖小ꎬ底色淡绿ꎬ阳面暗红色ꎬ平均单果重 １１０ ｇꎬ大
者 ２００ ｇ 以上ꎬ果肉乳白色ꎬ肉质细密ꎬ硬脆甜ꎬ极耐

贮运[１７]ꎮ 沾化冬枣是由普通枣变异而来ꎬ一般在

１０ 月中旬成熟ꎬ果实近圆球形ꎬ果面光滑ꎬ外形美

观ꎬ果实肉质细腻ꎬ酥脆爽口ꎬ每 １００ ｇ 鲜果中维生

素 Ｃ 含量达 ３４５ ６ ｍｇꎬ是苹果的 ７０ 倍ꎬ梨的 １４０
倍ꎬ故有“百果王”、“活维生素丸”之美誉ꎮ 沾化冬

枣适应性强ꎬ抗旱、抗寒、耐涝、耐盐碱、耐瘠薄ꎬ果实

抗裂果能力强ꎬ病虫害少[１８]ꎮ

３　 讨论及建议

３ １　 地方品种资源日益减少

山东省沿海地区面积广袤ꎬ地形复杂多样ꎬ农作

物种质资源较为丰富ꎬ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ꎬ大田作物ꎬ如小麦、玉米等地方品种资源已基本

消失ꎬ豆类、杂粮、蔬菜、果树等地方品种资源尚保留

一部分ꎬ如不及时收集ꎬ也将难逃消失的厄运ꎮ 造成

地方品种资源日益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１)政府

的宏观调控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ꎮ 为发展地方经

济ꎬ政府部门因地制宜ꎬ统筹规划ꎬ采取一些强制措

施ꎬ在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的模式下ꎬ打造某一主导

产业ꎬ如水果加工、大棚蔬菜、畜禽养殖等产业ꎬ其他

产业都为之让路ꎬ因此ꎬ造成品种逐步单一化ꎬ一些宝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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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地方品种资源逐步退出市场或流失ꎮ ２)优质新

品种的引进和推广ꎮ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

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ꎬ新品种的优良特性得到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喜爱ꎮ 在耕地资源日益匮乏

的今天ꎬ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

益ꎬ成为农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ꎮ 引进新品种恰好

解决了一些老品种产量低、生长期长、经济效益低等

问题ꎬ在经济效益的推动下ꎬ产量和品质具有明显优

势的新品种得以大面积推广ꎬ从而加速了老品种的

消失ꎮ ３)地方品种自身的退化ꎮ 在同一地方长期

栽种某些老品种ꎬ其优良特性会逐渐消失ꎬ其不良表

现ꎬ如产量低、商品性差、经济效益低等问题却日益

凸显ꎬ难以满足市场需求ꎬ因此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

的结果ꎮ
３ ２　 山东沿海地区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建议

通过对山东省沿海地区农作物种质资源的调

查ꎬ结合当地存在的问题及资源现状ꎬ提出如下建

议:１)进一步加强地方特色和农作物野生种质资源

收集和保护工作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山东沿海地区由

于经济、交通和城市快速发展、新品种大面积推广等

诸多因素ꎬ使该地区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结构发生

重大变化ꎬ许多地方品种和野生种质资源急剧减少ꎬ
或已濒临灭绝ꎮ 农作物地方品种资源是经过长期自

然选择和人工驯化而保留下来的植物遗传资源ꎬ深
刻地反映了地方风土特点ꎬ对本地区的气候、土壤、
耕作条件以及群众消费习惯有高度的适应性ꎮ 野生

近缘种是指栽培植物的祖先或与之遗传关系较近的

野生种ꎬ由于其长期在自然逆境中生存ꎬ而多携带抗

病、抗虫、抗逆性基因ꎬ有的还含有细胞质不育及其

他有用的特殊生殖生理和生长发育基因等ꎬ可供育

种家利用ꎮ 国内外利用野生近缘种基因育成高产优

质作物品种的例子不胜枚举ꎮ 因此ꎬ应抓紧在经济、
交通发展而生态环境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沿海地区

的考察收集ꎬ进一步加强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和
原生境保护区建设ꎬ完善种质资源保护体系ꎬ重点收

集保护地方品种和作物野生近缘种ꎮ ２)加大地方

特色种质资源创新与开发利用ꎮ 我国作物种质资源

研究的总方针为广泛收集、妥善保存、深入研究、充
分利用和积极创新ꎮ 可见在作物种质资源研究中ꎬ
进行种质资源的利用和创新是全部研究的最终目

的ꎮ 农作物地方品种通常对不利的气候、土壤因素

有较强的抗性和耐性ꎬ甚至对本地区的一些病虫害

也有一定减免受害的性能ꎻ同时地方品种往往是一

个复杂的遗传群体ꎬ包含较丰富的基因型ꎬ是一种

重要的种质资源和育种材料ꎮ 因此ꎬ应积极采用

现代生物技术、核辐射诱变技术与常规遗传技术

等多种技术手段ꎬ深入发掘地方种质资源优异基

因ꎬ不断拓展遗传基础ꎬ加大地方特色种质资源的

创新与开发利用ꎮ ３)建立稳定的投入机制ꎮ 搭建

具有公益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是政府的主要职能ꎬ也是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

和公共财政支持的重点ꎮ 由于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科研基础

工程ꎬ不可因一时得失而取舍ꎮ 要充分发挥政府

对公益性事业投入的主体作用ꎬ将作物种质资源

保护所需经费列入省级经常性财政预算ꎬ每年安

排专门的工作经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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