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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现状与思考

王宇颖

辽宁省绿色农业技术中心　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作物种质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的关键内容，它关系到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生存安全性和经济持续
平稳发展。现代种业是农业的“芯片”，面向农业生产以及种业发展要求，仅有促进农作物种质资源工作高品质发

展，才可以实现资源、育种密切对接，搭建具备时代意义和开发设计发展潜力的农作物种质行业。通过综合性简述我

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状况，表明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遭遇的难题，明确提出执行农作物种质资源搜集储存与开发运用

的策略，以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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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农作物种质资源指具备具体或潜在性运用价

值的，带上农作物以及野生植物近缘种基因信息的媒

介。其关键种类包含历史悠久的地方种类、育成的新种

类（品系）、野生种、野生植物近缘种及其自主创新种

质、基因材料等。作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构成部

分，农作物种质资源是种业自主创新的物质基本，是实

现农业可持续性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性

和电力能源安全性的发展战略资源。提升种质资源维护

运用，致力于维护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与此同时，为推动

高新科技独立自强、确保种源自主可控性夯实基础[1]。

1��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取得成效

1.1  种质资源总量持续增加
我国是农业强国，农业历史时间久远，农作物通过

长期性的演化，创造出十分丰富的种群资源，这些资源

对农业遗产具备十分关键的效果。我国于1956-1957年和
1979-1983年两次征集农业种质资源，大量种质资源获得
合理维护。 2015年以来，以省、市、县三级为主体的第
三次全国各地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搜集行動获得显著成

果。截止到目前，各类农作物种质资源保藏量达5.4万余
份，新收资源占96%以上，长此以往储存了一大批珍贵
优良资源，基因多样性农作物持续丰富，发展战略贮备

奠定了一定的基本。据统计分析，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长期性储存总数已超出53万份，居全球第二位。随着调
查、种质资源收集等有关工作中的长期性深度进行，我

国保藏的栽种种质资源总数终将平稳提升，与此同时，

种质资源的多样性也将持续提高。提升越来越愈来愈颇

具。据相关报导，茭白、大豆、油菜籽、野生植物花

生、茶、蒜头、红麻、茶树、山葡萄、桑葚、大枣等我

国种质资源均居全球第一位[2]。

1.2  农作物种质资源开发利用取得成效

中国农业专家在普遍搜集的基本上，通过栽种种与

野生植物种的远间距杂交，培养出一批重要性状突显、

基因基本确立、好用易用的育种新型材料和新品系。通

过创建旱稻系，我国在杂交水稻的科学研究和合理运用

层面处在国际性领跑影响力。比如，在小麦新种质创制

中，我国取得成功将小麦与9个野生植物近缘属17个种杂
交，4个种的属间杂交为国际性首次报导。一些籽粒总数
多、生产量高、抗广谱病害能力强的新式产卵材料，变

成各麦区关键产卵产卵材料（即参加杂交全过程的雌雄

个人），许多新种类早已培养出去。

1.3  保护体系初步构建
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主要采取资源圃和资源库两种

方式保存。一般对有性繁殖类（如水稻、玉米、小麦、

大豆）采取资源库保存方式；对无性繁殖类（如果树、

多年生作物等）采取资源圃保存方式。经过长期努力，

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了包含1个国家种质资源长期库、
1个复份库、10个中期库和43个种质圃为支撑，214个
原生境保护区为补充的的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为

进一步完善我国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国家还将在

“十四五”期间重点扩建资源库（圃）24个、新建资源
库（圃）22个，建立原生境保护区27个。目前新建的国
家作物种质长期库容量达150万份，保存能力和水平均居
世界第一，为今后50年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安全保存、
鉴定挖掘和新品种培育等重大需求提供了基础保障。

2��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对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的重视程度不够
为了维护种质资源，我国做了大量工作中，制订了

中远期建设规划，但从有关市县市级部门看来，这项工

作中并沒有获得高度重视和贯彻落实.一些高产栽种技术
性并没有获得合理营销推广，农户对作物种质资源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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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认识不够，对当地资源欠缺了解，不可以合理运用

和维护种质资源。除此之外，一些部门觉得种质资源维

护是科研部门的关键工作中，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在种质资

源维护中的效果，不高度重视优良种类的示范性营销推广

工作，并且责任感不强，欠缺高品质资源节省认识。

2.2  农作物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尚待提高
因为欠缺健全的科研项目立项目标和资源运用点评

体制，可用以新种类自主创新培养的农业种质资源少，

开发设计运用发展潜力并没有获得充足发掘，发达国家

的前沿优点且运用的种质资源不突显，种质资源开发设

计远远地落伍于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大豆、日本的中草

药材、以色列的果蔬等。

2.3  保护体系不够完善
尽管基本创建了国家农业种质资源维护管理体系，

但并未创建总体归类归类的维护体制。省部级维护管理

体系不足健全，资源维护属地责任贯彻落实不到位，

一些地方出现离开具体、贪图一切、重复基本建设等趋

势。除此之外，受价钱增涨等要素影响，维护成本和工

作人员成本也逐渐升高，造成资产维护成本持续提升，

维护主体追责驱动力不够。种质资源维护高新科技工作

人员薪水低、技术职称升职困难、人才外流比较严重，

制约了维护运用工作中的进行。

2.4  科研投入相对不足
必须对农作物种质资源开展搜集梳理，从而对资源

品质开展评定和点评，必须提升各科研组织的协作，与

此同时提升国际性沟通交流与协作。但我国关键从业

农作物资源的收集和储存工作中，不重视资源的深层评

定，特别是在是欠缺专业的科学研究组织和评定组织，

造成资源的全方位执行和运用不够。许多优秀的生物技

术。二是科研队伍不平稳，出现骨干人才紧缺难题，特

别是在是专业科研人员紧缺。可以说，资金投入不够比

较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维护和开发设计，

不利科学科学研究的成功进行，立即影响到我国在该行

业的国际性影响力和国际性竞争能力[3]。

3��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的对策建议分析

3.1  敢于担当，明确目标，加大力度保护农作物种质
资源

农作物种质资源维护是一个多单位融洽、多方面参

加的工程项目，激发了全社会的参加和适用。围绕农业

种质资源维护的基本性、公益性性、发展战略性和长期

性性，机构科普学者进行专业科普和教育活动；要融合

学生社会实践和工作中课程，及其“高新科技下乡”活

动，制做短视频展览会、讲座等，正确引导社会团体、

政府部门机关单位和底层人民群众关注、适用和适用。

参加这项工作中。与此同时，要加强责任追究，确立维

护责任主体，职责分工不分家，责任不争，全力护卫种

质资源。

3.2  坚持资源保护利用全球视野，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农作物种质资源是与人们生存和发展紧密有关的发

展战略资源。粮食安全、资源紧缺、气候问题、人口发

生爆炸、空气污染等全世界性非传统安全隐患层出不

穷，对人们生存和资源维护明确提出严峻考验。近些

年，受洪涝灾害和全世界流行病的累加影响，种质资源

的国际性沟通交流与协作遭受制约。按照安全性、核

心、标准的标准，提升与农作物原产地核心、资源丰富

国家和地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域及其有关国

际组织的跨学科、深层级协作，进行沟通交流资源、信

息和技术性，进行双边或多边种质资源协同调研、协同

维护或协同科学研究，提升自然环境和气候问题对作物

种质资源多样性构成影响的科学研究；参加《粮食和农

业植物基因资源国际性条约》等有关国际性条约[4]条约/
协议书的交涉和标准制订将提高我国参加植物维护种质

资源全世界事业的话语权。最后，将创建一个新的基于

全球的农业种质资源维护国际性协作与沟通交流体制，

提升资源安全性和高效运用的维护水准。

3.3  进一步完善保护体系，强化保护能力
进一步健全国家总归类归类维护体制和省部级维护

规章制度，全面贯彻落实资源维护属地责任，搭建维护

级别范畴广、评定方法多样、品质高的种质资源维护运

用方式。应用效率。提升宣传策划，提升群众认识，运

用报刊、广播节目、电视机等新闻媒体，充足实现科普

宣传策划和高新科技教育，正确引导和激励群众积极主

动参加农业种质资源维护，创建表彰奖赏体制，构建优

良的资源维护气氛。扩张种质资源多样性，提升资源归

类和维护名录，进一步健全种质资源进出口有关审核规

章制度，激励科研部门或公司引入国外出色种质资源。

增加对种质资源维护的资金适用幅度，提升机构领导和

督促整合，逐层压实责任，将有关政策对策落到实处。

积极主动探寻高新科技人才平稳体制，在薪资确保、职

位升职（技术职称）等层面颁布多种激励保障机制，打

造出一支致力于于农业维护运用的平稳队伍。资源 种质

资源由来已久。

3.4  加大资金投入，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
农作物种质资源维护具备公益性性特征，在发展全

过程中必须大量资金资金投入。因此，相关部门应采用

积极主动合理的解决对策，保证在农作物种质资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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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层面资金投入充裕的资金，保证这项工作中的成功进

行。首先，省财政单位要构建专业的底层平台，扩宽融

资渠道。二是创建有效平稳的投资体制，目地是提升资

金资金投入。三是融合地方具体开设重点资金，保证地

方种质资源维护工作中获得合理贯彻落实，保证设备运

作期间有充足的维护保养花费。最后，增加农作物种质

资源开发设计幅度，重视高品质特色资源产业化发展，

吸引住更多社会资产注入。

3.5  有效提升资源可利用性
一个基因推动一个行业，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种质

资源是农作物新种类的来源于，农作物育种的任何重要

提升都离不了地方种类或野生植物近缘种重要基因的发

觉和运用。将资源效益转换为种源效益是种质资源科学

研究和育种的目标。随着细胞学、细胞生物学和各种新

的组学技术性的蓬勃发展，种质资源评定的深度广度和

深层持续扩张，维护目标从活的个人或人群拓展到基因

组DNA和基因水准.基于对水稻、小麦等关键作物骨干亲
本培养规律性的揭露，我国开辟了种质资源精确评定新

技术应用，可合理支柱种业发展。运用该技术性，精确

评定出具备1个以上优良性状的种质资源达3万余份，合
理应对了我国种质资源丰富与育种材料稀缺的矛盾；棉

花、油菜、桃、柑橘、枸杞等作物开展剖析，丰富了基

因理解；率先进行了种质资源表型和基因型的大经营规

模精确评定科学研究，对10%以上的种质资源开展抗病
性、抗逆性和质量等综合性特点点评，评定和评定培育

一批高产、高品质、抗病的种质资源和可逆性强的基因

资源，大大的提升资源的运用价值。

3.6  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营造更加公平的环境
一是提升宣传策划，提升种类权人维护认识。再次

推动审定种类申请总数和批准总数，持续扩张种类范

畴，激起原育种自主创新魅力，充足激发自主创新主体

积极主动性。二是持续健全有关维护对策，加速修定法

律政策法规，适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有关机制规章制度

基本建设，压实规章制度基本。提升司法部门维护，严格

打压侵害植物种类维护权行为，依规追究侵权行为责任，

让维权者获得合理维护。三是加强监管稽查队伍管理体系

基本建设。整合推动监管稽查职责，提升单位联络，加强

服务支持，提升培训，提高管理水准，持续提升队伍建

设，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给予强有力支柱。

3.7  加强督导
要创建监管点评体制，相关部门不按时开展监管查

验，要点关心资金查验管理工作中进度状况。一是不按

时进行查验查验。每个城镇的种籽管理站为其辖区内

的调查部门给予业务流程具体指导和进度监管，营销推

广优秀工作经验，应对具体难题，保证我省各省整合推

动。二是按时发布调查进度状况：自2018年6月起，各县
均值每六个月发布一次调查进度状况，构成监管压力，

保证我省各部门准时进行调查工作中。三是及时上报资

源调查工作中，与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科学研究所调查

局多次沟通交流，根据调查进度及时调节工作思路，改

善工作中方式，提高效率。工作中效率。四是创建奖罚

体制，2019年和2020年，山西省共表彰优秀部门19家、
优秀个人37名，并对县区进行调查工作中相对性落后的
地域开展了约谈。

结束语：总得来说，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维护运用

工作中将密切围绕农业高新科技初始自主创新和现代种

业发展的重要要求，以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安全性维护和

高效运用为核心，集中化力量攻克重要科学难题和重要

技术性难点，搭建系统软件详细、科学高效的维护与运

用管理体系，明显提高资源维护与运用水准，为推动种

业振兴，实现种业高新科技独立自强、确保种源自主可

控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深度执行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打下牢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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