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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当阳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现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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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对当阳市的农作物种质资源进行了普查和数据分析。通过查阅文献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完成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表的编制，从农作物的种植面积、种植品种、种植结构等 3 个方面阐述了当阳市近 60 年来的农业生产变化，分析

了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为当阳市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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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市位于湖北省中部，处于鄂西山地向江汉

平原过渡地带，西邻三峡宜昌，东连荆州古城，北通

襄阳隆中，海拔 44~1087m，111°32′~112°04′E，
30°30′~31°11′N，全市总面积 2159km2，辖 10 个

乡（镇），户籍总人口为 48 万。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年平均气

温为 16.9℃，年均降雨量 1018mm。当阳地势由西

北向东南逐渐倾斜，气候垂直差异明显，地形、地貌

类型复杂多样，山地、丘陵、平原均有分布，自然生态

环境复杂，因地制宜的生产方式孕育了丰富的农作

物种质资源 [1]。农作物种质资源是选育新品种的基

础材料，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的物质基础，在保持农

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保障粮食安全方面起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2]。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结构调

整及气候环境变化，植物生境遭受严重破坏，许多拥

有重要基因资源的地方品种遭到淘汰，甚至永远消

失 [3]。我国是世界上农作物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之一，但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形势并

不乐观 [4]。因此，亟需加大对濒临灭绝的古老、珍稀、

特有等种质资源进行抢救性收集、调查和利用，保持

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 [5]。为做好农作物种质

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工作，2015 年“第三次全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项目正式启动。当阳

市被列为农业部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县，按照农业部、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和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的总体部

署与安排，全市积极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工作。

本文以 1956 年、1981 年、2014 年 3 个时间段的普

查结果为研究基础，分析了近 60 年来当阳市农作物

的种植面积、种植品种、种植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并

对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及其可持续发展提

出了合理建议。

1　普查概况
1.1　普查时间　2015 年 11 月，随同全国和湖北的

步伐，在当阳市开展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1.2　普查对象　根据区域特点和地方特色，重点普

查当阳市境内的粮食、油料、蔬菜、果树、茶、桑、棉麻

等作物的地方品种或野生近缘种以及培育品种的数

量、产量、种植面积的变化情况。

1.3　普查方法　依据“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行动”技术规范要求，开展当阳市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工作。一是查阅文献资料，

主要包括县志、论文、专著等；二是实地调研，走访

乡镇，咨询农业战线老专家、老同志；三是根据查阅

文献情况和实地调研情况，填写 1956 年、1981 年、

2014 年 3 个时间段的普查表（1956 年代表解放初

期，1981 年代表家庭联产初期，2014 年代表农村土

地流转时期）。

基金项目： 农业部物种品种资源保护费项目（111721301354052034）；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湖北省农业

科技创新中心项目（2017-620-0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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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普查结果及分析
2.1　农业产业结构变化分析　由表 1 可知，全市耕

地面积变化幅度较大，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

势。1949 年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为解决粮食

问题，进行了垦荒扩耕，使耕地面积增加；90 年代

后，工业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以及退

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因而全市耕

地面积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表 1　耕地面积和农业生产总值变化

年份

（年）
耕地面积

（hm2）

农业产值（万元）

粮食 经济作物 畜牧业 水产 总产值

1956 50396.20 5855.35 765.25 896.37 27.48 7544.45

1981 67359.33 10440.00 1105.00 2436.00 79.00 14060.00

2014 44000.00 137219.00 531189.00 420288.00 123933.00 1212629.00

此外，粮食、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水产的总产值

呈“爆发式”增长态势（表 1）。1956 年，粮食、经济

作物、畜牧业和水产的总产值分别占农业总产值的

77.61%、10.14%、11.88% 和 0.36%，1981 年 分 别

为 74.25%、7.86%、17.33% 和 0.56%，而 2014 年

分别为 11.32%、43.8%、34.66% 和 10.22%，经济

作物总产值大幅增加，且显著高于粮食总产值。进

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农业技术和粮食单产的快速提

高，粮食安全已经得到了充足的保证，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经济作

物、畜牧业和水产得到快速发展，至 2014 年，经济作

物的总产值已在农业总产值占据最大比例，其次是

畜牧业的总产值，农业产业结构呈多元化发展趋势，

这也说明了当阳农业生产经历了由偏重粮食生产到

全面发展的过程。

2.2　作物种植面积变化分析　1954-2014 年期间，

全市范围内种植有水稻、小麦、大麦、大豆、高粱、

玉米、薯类等粮食作物，棉花、油菜、芝麻、花生、荞

麦、蚕豆、豌豆、果树、甘蔗、蔬菜等经济作物，因各

作物比较效益的不同和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以及

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

作物的种植面积也随时间的推移发生不同程度的 
增减。

粮食作物具体表现为：水稻、大麦种植面积先

升后降，在 20 世纪 80 年代达到高峰，至 2014 年分

别降低了 44% 和 85% ；小麦种植面积逐年持续增

加，相比 1956 年的种植面积，至 2014 年大幅增加

了 97% ；玉米、薯类面积在 90 年代后骤然增加，至

2014 年分别达到 18880hm2 和 2660hm2。近几年，

玉米、薯类特别是红薯的产量高、种植效益比较好，

再加上易种、易收，故种植面积呈现大幅上涨的趋

势；大豆面积小幅下降，高粱面积大幅减少，80 年

代初期维持在 1000hm2 左右，中后期无人种植。此

外，水稻、玉米和小麦已成为全市的三大粮食作物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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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较

经济作物具体表现为：棉花、油菜和蔬菜种植

面积先升后降，在 80 年代达到高峰，至 2014 年骤

降了 57%、59% 和 80% ；花生、果树面积先降后升，

相比 1956 年的种植面积，至 2014 年分别大幅增加

了 184% 和 821% ；荞麦、蚕豆和豌豆的种植面积在

1956 年分别为 203.73hm2、382.4hm2 和 145.73hm2，

而在 60 年代之后几乎无人种植；芝麻面积大幅减

少，在 1981 年达 2235.33hm2，而甘蔗种植面积仅

在 1981 年达到 398.2hm2，但近几年均无人种植 
（图 2）。
2.3　作物种植品种变化分析　近几年，随着农业生

产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育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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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创新突破，使育成品种的进程不断加快，适合市

场发展需求的新品种数量大幅增加，培育品种已在

生产上占据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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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较

1956 年，全市水稻种植品种包括小南刁子、洋谷

子、三百粒等 7 个地方品种，以及胜利籼、老来青等

12 个培育品种，其中以籼稻品种胜利籼为主；1956
年后逐步淘汰地方品种，引进多抗、高产、优质品种，

到 2014 年主推籼型两系杂交水稻品种，如广两优

香 66、丰两优香一号、两优 234 等 67 个品种。小麦

品种 1956 年以当阳二芒籽麦、和尚头、慈化麦等 13
个地方品种为主，仅引进新品种南大 2419 和金大

2905，后逐步淘汰地方品种，引进高抗、高产、高蛋白

品种，到 2014 年种植瑞星 1 号、杨麦 20、郑麦 9023
等 12 个培育品种。大麦、大豆和高粱 1956 年仍以

地方种为主，包括金学早、六棱子、笨大麦等 9 个大

麦品种，黄六月爆、藤子青豆、高杆青等 11 个大豆品

种，金棒头、铁子高粱、小红高粱等 11 个高粱品种，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大量引进多抗、优质、高产等新

品种，到 2014 年大麦主推杨饲麦 3 号、华大麦 6 号、

华大麦 7 号等 11 个新品种，大豆主推鄂豆 7 号、中

黄 13、中豆 33 等 11 个广适、高产、优质新品种。玉

米和薯类在 90 年代后大量种植，玉米品种实行杂交

化，推广蠡玉 16 号、临奥 1 号、正大 999 等 42 个品

种；而薯类主推早熟、高产品种红心王。总而言之，

50 年代中期全市粮食作物以种植地方品种为主，后

逐步淘汰地方品种，至 2014 年主推新选育的优良 
品种。

此外，1956 年全市经济作物种植品种以地方或

野生品种为主，且品种数量都较少，如棉花有白籽

棉、铁牯牛、绿籽棉等 8 个品种，芝麻有四梭子、六梭

子、坝王鞭等 4 个品种，油菜仅有 2 个品种，花生有

6 个品种。80 年代后，大量的地方或野生品种被淘

汰，棉花、油菜、花生、果树和蔬菜都引进优良品种，

至2014年油菜高籽粒产量的甘蓝型油菜品种38个，

棉花转抗虫基因常规品种和杂交种 12 个，花生有高

产、高含油量、早熟的珍珠豆型品种 13 个，果树（柑

橘和桃）优质高产的品种3个，蔬菜（大蒜和大白菜）

早熟、高抗、高产品种 3 个。

2.4　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分析　种植结构类型采用

作物种植面积占所有作物类型种植面积的百分比

超过 30% 和前 3 位的组合确定 [6]。由图 3 可知，

1956-2014 年期间，当阳市水稻的种植面积占所有

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超过 30%，表明当阳市的种植

结构类型为单一水稻型。水稻种植是传统农业，农

民已习惯了固定的耕种模式，不愿冒险种植其他的

作物，导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比严重偏低，农业种

植结构比例失调。此外，近几年水稻种植面积比例

大幅降低，小麦和玉米种植面积比例大幅增加，种

植结构类型向水稻—玉米型或水稻—玉米—小麦

型趋势发展，说明当阳市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呈多

样化变化趋势，从以单一作物型为主逐渐向以多种

作物优化组合种植型变化，种植结构类型不断优化 
调整。

60

50

40

30

20

10

0

1956 1981 2014

图 3　农作物种植面积比例变化

3　普查结论和建议
3.1　种质资源流失严重，应加强收集利用力度　随

着当阳市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结构调

整及气候环境变化，导致农作物原始种质资源数量

急剧减少，部分流失严重。此外，农作物新品种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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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推广应用和大量农业投入用品的使用加速了当

地品种、野生品种的消失 [7]。此次普查中全市水稻、

小麦、高粱、棉花、芝麻等农作物具有优异性状的原

始种质资源几乎丧失，如三颗寸、三百粒等水稻品

种，和尚头、慈化麦等小麦品种，金棒头、铁子高粱等

高粱品种，铁牯牛、鸡脚棉等棉花品种，坝王鞭、六

菱子等芝麻品种。一些具有特殊用途的资源几乎

很难寻觅，如具有药用价值的灵芝菌、白步根、白芷

等 17 种中药材植物，仅在五六十年代有小面积零散 
种植。

在全球“基因大战”的大背景下，农作物种质资

源的利用效率、农作物育种和生产水平直接影响着

我国的竞争力水平 [8]。虽然种质资源收集比较容

易，但资源的发掘利用严重滞后。地方品种种质资

源都是自然进化的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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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因

此，在注重种质资源收集的基础上，更应积极开展

种质资源系统的鉴定工作，特别是开展特色农作物

种质资源的抗性（抗病、抗旱、抗倒、抗盐等）和品质

检测与分析，进行特异性状抢救性发掘，不断完善

农作物种质资源信息库，为种质创新工作提供“种 
质库”。

3.2　资源保护意识不强，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随

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城镇各项事业的全面发

展，农村青壮劳动力不断流入城镇，导致农村土地大

量搁荒。走访中发现，仅 70 岁以上老人留存着部分

地方老品种，留存的种子也因长久的随意堆放而失

去活力，或者在外来品种的冲击下渐渐被遗弃，再加

上年轻一代对种质资源的保护意识不强，导致地方

品种、野生品种流失严重。

因此，应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民众意识到农

作物种质资源的重要性，提高人们对种质资源的

保护意识。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一是各级政府、县农业局、县科技局、农技推广站、

种子站等农业相关部门和机构通过下发文件、学习

相关法规等途径大力宣传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的

重要性和迫切性，使其明确各自在农作物种质资源

保护利用工作中的职责；二是利用电视、网络平台、

报纸等媒体宣传种质资源普查行动的重要意义；三

是通过举办培训会、开展座谈会、走访农户等多种

形式加强宣传，进一步增强农民对地方特色种质

资源的保护意识，推动农作物资源利用的可持续 
发展。

3.3　农业种植结构单一，应调整优化种植结构　本

次普查发现，水稻是当阳第一大粮食作物，虽然近

几年水稻种植面积有所降低，但种植面积占比仍在

30% 以上，属于典型的单一水稻型种植结构，导致

一些农作物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却满足不了市场的

需求。综合分析农作物种植面积比例和总产值发现，

水稻、小麦、玉米 3 大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比例占前

3 位，但粮食总产值却远低于种植面积比例较低的

经济作物的总产值。

因此，应充分发挥当阳各地的生态、资源、区位

等优势，科学布局，合理规划，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

业，在保证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产量稳步上

升的同时，应加大以果树为主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形

成多元化的种植结构，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

当阳市的农业综合竞争力和生产水平，创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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