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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的理论基础与方法

高爱农，杨庆文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作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是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基础研究、鉴定评价和创新利用的基础。调查获得的地理分布、生

态类型、特征特性等可为作物起源进化和保护生物学研究提供信息支撑，收集到的作物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对是否能够发掘出

具有重要利用价值的资源具有决定性作用。本文简要回顾了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历史，从物种分布不平衡性、作物起源中

心与种质资源分布、人类文明对作物起源与品种演化的影响等 3 个方面阐述了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相关的理论基础，详细

介绍了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的方法，提出了未来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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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Methods for Survey and Collection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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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urvey and collection are the foundational work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and enable the performance of conservation，basic research，evaluation and utilization. Survey is able to obtain 
the information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ecological types，botanical features and agr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germplasm resources，and this information is valuable in basic studies of crop origin and evolution as well as 
conservation biology. The collected germplasm resources might contain the boarder genetic diversity which is 
of interest in discovery of high value genetic resources valuable for agricultural utiliz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field survey and collection activities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followed by introd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basis（i.e. disequilibrium distribution，crop origin center and germplasm resources distribution，
human civilization and crop origin）of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For providing a practical guideline，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tailed methods and notes in the survey and collection，and propos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 survey and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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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是在植物资源调查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植物资源调查，是指为了解某一区域植

物资源种类、贮量、用途以及地理分布、生态条件、利

用现状、资源消长变化及更新能力，在植物分类学、

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以及植物资源学等植物科

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对收集的植物资源数据，在正

确认识自然现状的基础上，科学评判其利用价值和

开发潜力，为当地制定区域植物资源的保护管理措

施及开发利用策略提供理论支撑［1］。作物种质资

源调查是为全面掌握作物种质资源相关信息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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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植物及其近缘植物标本和种子，不仅获得了全球

大量作物的种质资源，而且提出了著名的作物起源

中心学说［4］。

我国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早在 20 世纪初就

开始了，如丁颖教授 1927 年在广州郊区考察时，首

次在犀牛尾沼泽地及其周围发现了普通野生稻。但

那只是农学家自发的、分散的考察活动。20 世纪 50
年代起，我国政府开始重视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

1956-1957 年，开展了全国作物种质资源征集工作，

1978-1982 年再次进行了补充征集［5］，2015 年开始

又启动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

动。期间还开展了重点地区和重要作物及其野生近

缘植物的专项调查收集［6-11］，收集到各种作物的栽

培种、野生种、野生近缘植物和药用、特用植物的种

子或营养体等大量种质资源［12］。

2　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的理论基础

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的发展历史证明，正是

大量调查收集的实践活动推动了理论的发展，而形

成的理论又反过来指导调查收集实践，因此调查收

集的理论与实践既相互依赖又互相促进。

2.1　物种分布的不平衡性

生物多样性具有显著的纬度和海拔梯度分布特

点，从低纬度到高纬度、从低海拔到高海拔物种逐渐

减少是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基本格局。全球物种分

布并不均匀，包括巴西、哥伦比亚、中国等在内的 12
个物种多样性特丰富国家拥有世界 60%~70% 的生

物多样性［13］。研究表明，愈近赤道物种越多，同样，

垂直分布的山区也是愈近山顶物种愈少。因此在等

量的空间里，热带比温带可容纳更多的物种［14］。据

统计，全球热带雨林的面积不足陆地面积的 6%，但

却蕴藏着一半以上的生物物种［15］。

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植物物种多

样性也具有相似的分布特点，并且植物物种多样性

受地域面积、时间和气候三大因素决定。研究表明，

面积每增加 10 倍物种数相应增加 1 倍。因为较大

的面积可以让更多的物种找到适合的栖息地，为多

样性演化达到较高程度提供各种不同的舞台。植物

演化需要时间，足够的时间让植物完成同生过程，也

能够缓和竞争程度，自然灭绝率降低，物种得以众

聚，才能出现大容量的生物群。在面积和时间都具

备的前提下，植物的多样性程度还取决于稳定的气

候［16］。地球板块构造的研究表明，地球在 1500 万

年前的中新世中期之前，中国、欧洲和北美的植物

的普查或实地考察，其目的是获取某一区域所有作

物种质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或某一作物在较大范

围（如全球、国家或区域）的分布、数量、生态环境、

伴生物种、特征特性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等重要信息，

从而查清作物种质资源现状，揭示作物种质资源地

理分布、遗传演化、生态适应性及其客观规律。作物

种质资源收集是在科学调查基础上，针对种质资源

的多样性、完整性、特异性和累积性等特点，采集作

物具有代表性的遗传材料，为未来作物育种和种业

发展储备基因资源。调查收集是作物种质资源保

护、鉴定评价、研究和创新利用的基础，是作物种质

资源工作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因此，作物种质资

源调查收集一直受到国内外政府和科学家的高度重

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和技术体系。

我国的作物种质资源调查分为综合性调查和单

一作物调查两种组织形式，本文主要介绍综合性调

查理论与方法，也可供单一作物调查参考。

1　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简史

古代人民对植物的关心基本上从实际出发，

或是出于农业种植，或是出于医疗药用，对植物知

识的积累也依此进行。中国古代对植物记载的典

型书籍如《神农本草经》、《齐民要术》等都是通过

对植物进行广泛调查后根据其实用价值记录下来

的。国外情况也基本类似，以古希腊狄奥费拉斯

特（Theophrastus）的《对植物的探索》（拉丁书名

《Historia Plantarum》）和《植物的缘由》（拉丁书名

《Causa Plantarum》）为代表的著作奠定了植物学的

基础，植物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系统调查和记载的

新阶段［2］。

现代植物资源调查和收集应归功于文艺复兴时

期欧洲药用植物园的蓬勃发展，植物学家强烈意识

到增加收集品种类的重要性，遂派出专业队伍赴近

东、美洲、南非、澳洲和远东地区进行调查和收集，不

仅获得了大量药用植物资源，还收集到大量作物、果

树、辣椒和园艺植物等，开启了全球植物调查收集的

先河［3］。19 世纪末期，瑞士植物学家 A.P. 德堪多在

广泛的植物资源调查基础上出版了专著《栽培植物

起源》后，全球兴起了植物资源调查和收集的热潮，

其中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远的种质资源调查收集

活动当属于前苏联全苏植物科学研究所的瓦维洛夫

及其同事于 1920 年起开展的全球植物资源调查。

瓦维洛夫率领一支植物采集远征队，经过 10 余年的

实地考察，先后到达 60 个国家，采集了 30 余万份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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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系十分类似，物种丰富度也相当。但受第四纪冰

川作用影响，欧洲大陆由于多东西走向的山脉受到

冰川的强烈影响，植物类群变化最大；北美山脉为

南北走向，植物迁移受阻较少，植物类群变化也小

于欧洲；而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冰川并且地形复杂多

样，植物类群变化不大，因此植物物种分布是不均 
衡的［17］。

中国是北半球唯一具有热带、亚热带至寒温带

连续完整的所有植被类型的地区，物种分布格局与

全球是一致的。中国的热带季雨区、雨林区虽然是

热带北缘，面积不足全国陆地面积的十分之一，但是

却占全国种子植物总数约一半以上。各种植被的连

续性为中国保存有大量物种提供了优越条件，中国

几乎拥有全部的木本属植物，尤其是华中地区是落

叶木本植物最丰富的地区。中国植物物种的分布具

有三大特点：（1）中国种子植物的分布主要受制于

地理条件所引起的水、热分配差异，绝大部分分布于

东南半壁。如果将黑龙江的爱辉县和西藏的墨脱县

连成一线，中国全部植物种类的 90% 出现于此线以

东地区，东南半壁种子植物丰富度及其特有性程度，

大体上由北往南递增；（2）中国种子植物最丰富和

特有性最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 20~35 ℃的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区域；（3）横断山脉地区无论是种子植

物的丰富度还是特有性程度都是全国最高的，其次

是岭南地区和华中地区，这 3 个地区自然条件和植

物区系背景具有明显的差异［16］。造成上述特点的

主要原因是，东南半壁受季风影响，气候湿润，地形

多变，蕴藏着我国种子植物的绝大多数物种。而青

藏高原和蒙新高原的高寒和干旱环境条件均不利于

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发展。

2.2　作物起源中心与种质资源分布

受 A.P. 德堪多《栽培植物起源》的启发，前苏

联著名植物学家和农学家瓦维洛夫根据地球上栽培

植物种类分布的不平衡性，将种类异常丰富、存在着

大量变异的地区命名为作物起源中心。瓦维洛夫认

为，作物起源中心有两个主要特征：基因的多样性

和显性基因频率高，故又可称作基因中心或多样化

变异中心，或遗传多样性中心。作物起源中心是野

生植物最先被人类栽培利用或产生大量栽培变异类

型的较独立的农业地理中心。起源中心区域有较高

的遗传多样性，各种遗传类型分布较为集中，具有地

区特有的变种、近缘野生种或栽培类型。在东半球

栽培植物约有三分之二起源于南亚热带山区，而在

西半球则多分布在热带的纵长山地区域。不同中心

的栽培植物虽有相近的种类，但在形态和染色体方

面均有差别。有些植物如葡萄、鹰嘴豆等有几处发

源地，形成不同的生态种。许多植物经传播后形成

次生起源中心或在小范围形成小中心［18］。

由于植物物种分布不均衡，驯化物种在其起源

中心和次生起源中心遗传变异丰富，形成了遗传多

样性中心，且作物在演化和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人

类和自然选择压力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种质资源，因

此作物种质资源调查应以物种分布为基础，重点关

注作物的起源中心和次生起源中心，并按照其演化

和传播途径，明确实施策略，制定调查方法。

2.3　人类文明深刻影响作物起源与品种演化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种质资源作为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与人类文明

进步息息相关，受民族文化与传统知识的影响较为

深刻［19］。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的古埃及、古巴比

伦、古印度和中国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而且是最先

驯化农作物的地区，如水稻、大麦、小麦、亚麻、高粱、

谷子等都起源于这些地区。同时，这些地区民族众

多，各民族独特的传统和习俗又进一步丰富了作物

的品种类型。

中国是世界上三大农业起源地之一。我国先民

在原始时代首先驯化栽培了粟、黍、菽、稻、麻和许多

果树蔬菜等，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

之一。我国所有考古发现的农作物中，以水稻为最

多，在 130 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稻谷遗存，绝大

部分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华南地区。在

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早在六七千年前已经普遍种

植水稻，这是当时的生态条件和气候条件决定的［20］。

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表明，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

与文化习俗有关，甚至与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或口

味偏好有关，品种多样性保持的重要原因是满足当

地的传统饮食文化需求。

我国各民族在数千年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培育

了大量的农作物地方品种资源，极大地丰富了农业

生物多样性，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

食用、药用等传统习俗，保护和延续了农作物地方品

种［21］。在云南，徐福荣等［22］、高爱农等［6］发现元阳

哈尼梯田稻作品种多样性与高度异质的生态环境和

民族文化习俗密切相关，并揭示云南省 15 个特有少

数民族保持稻、麦和玉米等地方品种多样性的主要

驱动力是满足该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生活需求。伍

绍云等［23］揭示了云南澜沧县哈尼、傣、佤、拉祜族等

少数民族丰富的传统知识对陆稻品种多样性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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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少数民族人口越多，民族传统文化保留越好，

暗示了民族传统文化对农作物品种多样性的促进作

用越大。高爱农等［7］、崔海洋［24］通过贵州少数民族

对作物种质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以及对黔东南黎平

县双江镇等黄岗村的调查发现，当地不仅侗族传统

文化保留完好，而且在 100 hm2 的土地上同时种植

几十种传统糯稻品种，这说明传统文化与地方品种

保持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海南，长期生活在高山上

的黎族居民，利用刀耕火种方式沿袭几千年，长期种

植的水稻品种俗称“山栏稻”，形成了海南独特的旱

稻类型。每年阴历三月初三是黎族重要节日“三月

三”，每家每户将自家种植的“山栏稻”红米、黑米、

白米等做成五色饭，再奉上利用黎族特有的工艺酿

造的“山栏酒”，已成为这一重大节日必不可少的食

品。因此“山栏稻”不仅品种类型多，而且成为传承

黎族文化的典型象征。

3　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方法

作物种质资源调查和收集是两种不同的方法，

但两者又密不可分，只有在调查获得准确信息的基

础上，收集的种质资源才更具价值。基于上述调查

收集的理论基础，调查收集方法包括优先区域选择、

调查收集程序、调查方法、收集方法、标本采集方 
法等。

3.1　调查收集优先区域选择

作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往往受资金和人力限

制不可能覆盖所有分布区，必须针对作物的分布特

点选择优先区域，一般按照下列原则选择：（1）某作

物的起源中心、次生起源中心或遗传多样性中心，因

为这些中心往往具有丰富的作物野生近缘种资源和

地方品种资源；（2）少数民族多、民族文化多样的区

域，在这些区域即使受到新品种、新技术的影响较

大，但因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一些具有民族特

色的品种仍然会保留下来；（3）环境变化剧烈的区

域如青藏高原，因为在进化过程中，剧烈的环境变化

更容易使作物发生遗传变异，有可能形成新的种质

资源；（4）种质资源受威胁最大、濒危程度最高的地

区，这些地区如不进行抢救性调查和收集，一些珍贵

的种质资源可能将永久消失；（5）尚未进行系统调

查和收集的地区。

3.2　调查收集程序

调查收集程序一般由调查收集准备、实地调查

与样本收集、样本整理与归类、样本保存、总结报告

和资料归档等构成［25］（图 1）。

图 1　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程序
Fig.1　The process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survey and collection

3.3　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方法

3.3.1　调查队伍组建　调查队伍的组建主要关注 
4 个方面。一是专业搭配，人员应包括调查的主要

作物所涉及的相关专业，必要时还应有植物分类学、

生态学等专业人员。二是年龄结构，老中青相结合，

以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的中青年专家为主。三

是调查队伍的主持人素质，是决定调查可否取得成

果和工作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应是专业水平高、经验

丰富、管理能力强的专家。四是邀请县级农业农村

部门委派 1~2 名熟悉业务和全县基本情况的专业

人员参加调查队伍。

3.3.2　调查季节的选择　由于各类作物对温度、光

照等条件的适应性不同，调查时间也应不同。我国

的作物种类基本可分为夏季作物和秋季作物，所以

调查也相对集中于夏季作物成熟和秋季作物成熟的

时期进行，这样能够获得大多数作物的生长繁殖信

息。对于集中调查过程中尚未成熟或已过成熟期的

作物，可以采取单一作物补充调查的方式进行。

3.3.3　调查方法　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方法一般包括

文献法、访谈法和实地调查法 3 种。

文献法。查阅文献是调查前期必须的准备工

作。调查队员应根据专业分工，广泛查阅有关区域

人口、社会、经济、生产、民族、习俗、地理、气候、植

被、土壤、降水等文献资料，详细了解当地的植物资

源、作物种类、种植结构等基本信息，掌握栽培作物

及野生近缘植物的种类、分布和特征特性。通过

《中国植物志》等志书查找各种植物在当地的分布

及其生态环境。

访谈法。分为 3 个阶段，即县级访谈、乡镇级访

谈和村级访谈。调查队在确定调查县而未到达前，

需准备好对县里拟了解的信息，并形成问题提纲。

及时与县农业农村部门取得联系，由参加调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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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县级调查队员召集座谈会，参加人员应包括农业

农村部门主要领导、业务骨干、退休干部、老农技员

等熟悉县内作物生产和农村情况的人员参加。座谈

会在介绍调查目的和任务后，按照准备的问题提纲

以问答方式详细了解所需要的信息。在此基础上，

与参会人员共同商定拟调查的重点乡镇。重点乡镇

的确定原则参考优先区域选择原则。乡镇级座谈方

式与县级类似，村级座谈则应更注重座谈人员和座

谈方式。村级座谈人员应尽量包括在村里从事农业

的农民、合作社成员以及村里的新老村干部，还要注

重那些药农、村医等经常爬山涉水和走村串户的人

员，因为他们对村里的情况可能更熟悉。村级座谈

方式以聊天为主，引导农民讲述种植作物的故事，从

中发现与种质资源有关的信息。座谈中还应注意有

些不善言辞的农民可能也掌握有种质资源的信息，

就要作为重点单独走访。

实地调查法。实地调查应坚持“进村、入户、下

田、上山”的原则。在通过座谈了解到基本信息后，

首先，对村庄内房前屋后种植的树木、花草、蔬菜等

进行调查，一般农民喜欢在房前屋后种植一些自己

喜欢的植物，株数不多但可能具有较特别的利用价

值；其次，请农民帮忙，在其住宅（含正房、偏房、储

物间、阁楼等）内外搜集已收获或数年内并未种植、

存放在瓦罐、箩筐、编织袋、塑料袋甚至矿泉水瓶中

的种子，再向农民详细询问每一份种子的名称、用

途、特性、储存时间等，有时一家农户可以搜集到上

百份资源；第三，在生长季节到农田、菜园等地实地

查看栽培作物的类型和品种，包括农田、菜园周围田

埂、沟渠中是否存在野生近缘植物资源；第四，对于

分布于山区的野生近缘植物，调查队员要亲自上山

寻找可能存在的野生资源。最后，还要关注农民的

晒场和村镇的集市，这些地方往往也可以发现我们

所需要的资源，特别是在集市上地方特色的蔬菜比

较普遍。

3.4　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方法

作物种质资源收集包括栽培品种收集和野生近

缘植物收集。

3.4.1　栽培品种收集方法　根据作物繁殖方式不同

收集的资源类型也不同。如种子、块根、块茎、枝条

等，有些既有有性繁殖又有无性繁殖的作物，根据其

主要繁殖方式和遗传稳定性选择收集部位，也可以

根据研究和生产需要分别收集种子和无性繁殖器 
官［6-7，26］。

收集时间视作物的成熟期而定。种子应在充分

成熟时收集，无性繁殖器官根据作物收获期或易于

繁殖的时期收集。收集的组织或器官应最大限度保

证其繁殖能力，剔除混杂、霉变、病变、虫蛀等劣质繁

殖体。

收集数量因组织或器官不同而不同。以种子繁

殖的作物，每个品种收集 50 个以上单株的种子混合

作为 1 份资源，每个单株采集 1 个穗子，种子数量达

到 2500 粒为宜，特大粒作物（如花生、蓖麻、大粒类

型蚕豆）数量可根据需求酌情少取一些，而特小粒

作物（如粒用苋、烟草）的数量可多些。无性繁殖作

物每个品种应采集 10~15 个单株的繁殖体混合作

为 1 份资源，每个单株只采集 1 个繁殖体（块根、块

茎、枝条等）。无论是有性繁殖作物还是无性繁殖作

物，单株之间应根据品种种植面积间隔一定的距离，

且取样距离越远越好。

3.4.2　野生近缘植物收集方法　除与上述栽培品种

收集一致外，还应考虑居群的划分和每个居群的取

样原则两个方面。

居群的划分。野生近缘植物在野外有些是集中

分布，有些是大面积连续分布，有些是零星分布，因

此居群和亚居群的划分尤为重要，资源的收集也应

按照居群或亚居群采集。对于集中分布的野生近缘

植物，将其集中分布区作为一个居群；对于大面积

连续分布和大面积零星分布的野生近缘植物，要根

据地形地貌和小生境划分居群，一般将由自然屏障

（如山脊、溪流、村庄、农田等）隔开的区域划分为不

同的居群，如果居群仍然较大（如上千亩），再根据

小生境划分为亚居群；对于小面积零星分布、数量

极少的野生近缘植物，做到应采尽采，可以收集所有

的单株，待保存后再剔除重复。

居群内取样原则。居群和亚居群确定后，每个

居群的取样数量和取样距离因物种特性而异，不同

物种在收集前应利用遗传多样性研究方法确定每个

居群的取样数量和距离［27-31］。

一般而言，异花授粉植物居群内随机选择 100
个单株，每个单株采集 1 个穗子，混合作为 1 份资

源，单株间距离 20 m 以上。自花授粉植物居群内

随机选择 20 个以上的单株，每个单株采集 1 个穗

子，混合作为 1 份资源，单株间距离 10 m 以上。研

究表明，普通野生稻居群取样数量为 20~30 株，可

以代表居群遗传多样性的 80%~95%，取样距离大

于 12 m，基本不出现重复［32］。一年生野生大豆居

群取样数量为 25~52 株，可以代表居群遗传多样性

的 95%，取样距离大于 18 m，基本不出现重复［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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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繁殖植物应每居群中随机从 5~10 株上采集样

本（块根、块茎、根茎、球茎、鳞茎、枝蔓、根丛、幼株、

幼芽等），每个个体上采集 2~3 个即可，个体间距离 
10 m 以上。

3.5　标本采集方法

种质资源的收集一般只采集繁殖体，但对于分

类不明确的作物野生近缘植物或栽培品种的珍稀资

源才同时采集标本。标本采集方法参见《生物标本

的采集、制作、保存与管理》［34］。

4　结语与展望

4.1　我国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成果显著

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

工作。我国地域辽阔，生态环境复杂，文化历史悠

久，作物种质资源十分丰富。经过前两次的作物种

质资源征集活动，已收集了大量珍贵资源。此后，随

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栽培作物的地方品种受新

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而逐渐被淘汰，野生近缘植

物也因栖息地被破坏而急剧减少。我国又针对不

同作物进行了专项调查收集和针对不同地区开展了

区域性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为抢救性保护作物种质

资源做出了重大贡献。进入 21 世纪后，作物种质资

源丧失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为了全面掌握我国作物

种质资源的现状并进行抢救性收集，农业农村部于

2015 年启动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

收集行动”，由著名种质资源学家刘旭院士任首席科

学家，预计 2023 年完成。通过这些调查收集活动，

我国保存的作物种质资源总量已达 52 万份，位居世

界第二位［12，35］。

4.2　加强作物种质资源应急收集体系的建设

总的来看，我国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是系统

而全面的，但多以广泛调查收集为主，对于特殊情况

下有针对性地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收集还比较欠

缺。因此，建议在突发状态下对种质资源调查收集

应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1）针对某一作物生产上

急需的关键性状深入到相关区域进行广泛调查收

集。例如，当某一作物出现某一严重病害或虫害时，

可选择该病害或虫害发生最严重的区域进行调查，

可能收集到抗病或抗虫性好的资源。（2）当某地发

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冰冻时，应迅速到

该地开展相关作物的调查收集工作，重点关注在严

重自然灾害中仍然表现优异的种质资源。

4.3　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系统化收集体系的建设

少数民族集聚地仍然是种质资源调查收集的薄

弱区域，对于追求独特品质的作物种质资源工作者，

对这些地区应分作物、分生态区、分季节、分民族进

行深入细致调查，特别要针对少数民族长期种植且

自用的地方品种，应详细了解这些品种的种植历史

及在少数民族传统习俗或节日中的应用情况。

4.4　加强极度严酷自然环境下的种质资源收集体

系的建设

极度严酷自然环境是孕育具有极端耐性种质资

源的区域，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极端耐热、极端耐寒

等种质资源是培育适应气候变化品种的重要亲本来

源，加强这些地区的种质资源调查收集可为未来应

对气候变化储备有利资源。

4.5　加强野生近缘植物资源收集体系的建设

我国野生近缘植物资源调查收集一直落后于栽

培作物，其主要原因是其利用周期较长，育种家往往

更偏向于利用栽培品种作为亲本。但作为作物种质

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野生近缘植物资源目前濒危

状况非常严重，因此，作为种质资源工作者应以作物

野生近缘植物为重点，分作物、分物种对其进行全面

系统和深入细致的调查收集，从而为作物育种储备

更加丰富的基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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