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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合阳县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行动的做法与体会
王聪武

（陕西省合阳县种子技术推广服务站，渭南 715399）

摘要：按照陕西省开展第三次全国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专项行动工作总体部署，合阳县突出质量为主的工作方针，科学谋

划，精心组织，扎实推进，累计征集地方特色品种 53 个，野生品种 2 个，其中粮食类 27 个、果树类 4 个、蔬菜类 11 个、经济类 2 个、

烟草 1 个、其他 10 个，报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样品经鉴定合格 48 个，完成任务的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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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质资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物产

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性战略资源。2015
年 7 月我国启动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行动”（以下简称行动），制订了《农

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
2030）》。2018年陕西省成为第四批启动的省份之一，

合阳县因地理类型多样、种质资源丰富，2018 年 5
月正式开展了此项活动。按照《第三次全国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2018 年实施方案》和陕

西省农业厅办公室《关于印发陕西省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的文件要求，

在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农作物种质资源系

统调查与抢救性收集和农作物种质资源鉴定评价、

编目保存等几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收获颇丰。

合阳县地处关中平原东北部，隶属于陕西省渭

南市，全县呈阶梯地形，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升高，海

拔在 342~1543.2m之间。地貌类型依次为河谷阶地、

黄土台塬和低中山。在总面积中，塬面占 65.6%，

沟壑 18.2%，素有“一山一滩川，二沟六分原”之称。

境内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性半干旱气候，降水

偏少，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 11.5℃，降水

量 553mm，无霜期 208d，具有黄土高原、关中灌区、

陕北丘陵三大特征，适宜各类作物生长。近年引进

粮、棉、薯、果、蔬等作物新优良种 120 个，形成了东

南部以黄灌区无籽西瓜、酥梨、红薯、棉花为主，中部

以优质小麦、红地球葡萄及瓜果蔬菜为主，东北部以

设施蔬菜、大葱为主，东部以莲藕为主的各具特色、

各显优势的农产品产业裙带。2015 年 11 月合阳红

薯、合阳九眼莲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1　主要做法
1.1　成立工作机构，明确工作任务　2018 年 4 月

23 日全省培训会后，立即向局主要领导进行了专题

汇报。随后组织制定了《合阳县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与征集行动实施方案》，合政办发〔2018〕85 号文

件下发；成立了以农业局局长任组长，农业、畜牧、统

计、教育、档案等部门及 12 个镇街负责人为成员的

但资源的发掘利用严重滞后。例如本市的濒危品种

猪血芥，囿于当地种质资源研究能力不足，是否有其

特殊元素和特殊功效不得而知。建议当地政府与科

研院所加强联系，开展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后期

研究，对种质资源的抗性和品质进行检测与分析。

当地农业部门还要对有前景的地方特色种质资源进

行提纯复壮，开展栽培技术研究，并指导农户种植和

推广利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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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普查与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同时县局成立了普

查专家组，由县种子站具体负责普查与征集工作，为

全县种质资源普查征集工作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1.2　认真开展普查，摸清家底现状　克服资料不齐

全、涉及部门较多、时间间隔较长等各种困难，积极

走访县档案局、县志办、水利局、教育局等等部门，通

过查阅档案资料、走访相关人员，认真开展 3 个不同

年代（1956 年、1981 年和 2014 年）的种质资源普查，

基本查清本县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种植历史、栽培制

度、品种更替、社会经济和环境变化等家底和基础现

状，为确保质资源征集工作顺利开展打好了基础。

1.3　组织召开座谈会，明确征集方向　组织粮食、

畜牧、农技、种子、小杂粮、蔬菜、薯类、油菜、综合类

专家 16 人召开了全县种质资源征集信息座谈会，罗

列了近 40 多个地方种质资源的分布区域，搜集到了

历史信息，使我们了解到了地方特色品种的大致分

布，理清了工作思路，明确了工作重点，确立了全县

按照走访调查、田间调查和野生调查的步骤开展调

查征集，做到了有的放矢。

1.4　广泛宣传动员，扩大知晓率　通过组织全体干

部职工学习种质资源知识，向身边人、亲朋好友做好

宣传，及时发布工作动态；编制《关于在全县公开征

集古老名优濒危农作物种质资源的通告》；给全县种

子经营户下发通知；在《掌上合阳》微信平台发布信

息，扩大宣传覆盖面。

1.5　制定征集方案，有序开展征集　一是按照征集

工作要求必需编制经费预算，采购 GPS 定位仪设备

等。二是制定了工作细则，明确了专家和人员分工，

提出了具体要求。确定了以作物生长成熟为依据

的征集工作时间表和线路图。三是发挥农业专家

的业务实践特长，组成征集 7 人工作小分队统一行

动，深入集市、农舍、山区、田间地头征集。对征集品

种先进行调查核实，通过专家根据自身特长和种子

特征特性现场辨认，询问当事人、走访邻里等方式确

定种子的价值和真实性；随后对确定具有征集价值

的种质资源填写调查表和征集表，有种子的可以在

现场以高于市场价的金额进行收购征集；没有种子

的品种，成熟季节再到作物生长环境地进行 GPS 定

位，同时对资源的生长环境、植株、果实等部位进行

拍照；对征集的种子根据籽粒大小和报送要求进行

晾晒、挑选、称重、编号、备份后邮寄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对果树类需要采收枝条的待冬季休眠期采集枝

条，并用保鲜膜保护后及时邮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　收获体会
一是随着农村老一代劳动力的减少，地方老品

种在逐渐消失，抢救保护工作已刻不容缓。二是技

术依托是保障，通过组织农业专家参与和热情建言

献策，普查人员顺利征集到有价值的珍稀农家品种

和濒危野生品种。三是要讲求质量，科学严谨。通

过了解当事人、邻居、品种来源和深入种植田间实地

查看，查找有关资料进行佐证，确保征集的品种质量

真实、可靠、有价值。

3　存在问题
一是由于征集年代间隔时间较长、品种更新换

代、农村劳动力缺乏等原因，很多优质地方种质资源

已灭绝，如抗逆性强、结实率高的“合阳北瓜”品种

虽经努力搜集但未果。二是征集的一些品种资源

照片及档案不够完善，对后期资料整理带来困惑。

2019 年将继续结合各个作物生长期，补充完善资源

照片，进一步掌握其特性特点。

4　优异资源及利用情况
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更加注重具有种植历史、

当地特色及古老、名优、珍稀品种资源的收集。挖掘

出了一系列具有区域特色的地方品种，如抗逆性极

强的野生黑豆品种；品质独特的九眼莲和北雷红薯

2 个地标品种；种植上百年的保健食品黑池老丝瓜、

平政三白西瓜地方品种；西北地区稀有的“梅树”品

种；以及具有黄河地域民族文化特色、当地种植历史

久远、承载非物质文化传承特色的洽川葫芦，这些资

源在本地都得到了较好保护，需进一步研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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