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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岭市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行动的实践与体会
王　驰　林军波　郑智明　朱伟君　林　怡　林　燚

（浙江省温岭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温岭 317500）

摘要：浙江省温岭市于 2017 年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详细阐述普查和收集行动的主要做

法、行动成效等实践工作，剖析普查与收集行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心得体会与可操作性建议。该行动促进了温岭特色农作

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更好地服务当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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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是浙江省台州市所辖县级市，地处浙

江东南沿海，三面临海，东濒东海，南连玉环市，西

邻乐清市及乐清湾，北接台州市路桥区，地处浙江

东南沿海台州湾以南，121°09′50″~121°44′0″E，
28°12′45″~28°32′02″N。温岭陆域地形呈东西长、

南北狭，东西长 55.5km、南北宽 35.9km，陆地总面积

925.82km2，其中山区 387.30km2，平原 490.62km2，河、

库、塘等水域47.90km2，为“四山一水五分田”，素有鱼

米之乡之称。温岭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海洋性气

候影响明显。总的特征是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

充沛，光照适宜 [1]。境内年均气温 18.4℃，最高气温

39.7℃，最低气温 -2.4℃。年总降水量为 1691.1mm，

降水天数为 171d，日照总时数 1830.0h。因此，自然

环境十分适宜农作物生长，农作物种质资源丰富。

2017 年温岭市被浙江省列入 63 个普查县市之

一。按照《浙江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实施方案》的总体要求，全市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的发动、培训、调查、勘查、征集、审核、

数据上报等工作。从 2017 年 4 月到 2018 年 5 月，历

时 13 个月，圆满完成普查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1　主要做法
1.1　加强领导，成立机构　此次普查与收集工作专

业性强、涉及面广，任务重、时间紧，温岭市按照《浙

江省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

施方案》的文件精神，成立了以局分管副局长任组

长，市种子管理站为牵头单位，会同农技站、蔬菜办、

特产站技术人员组建的温岭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与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此次种质资源普查

与征集工作。普查成员 8 人，其中种子站 3 人具体

负责文献查阅和资料整理、现场调研和实地勘查、样

本收集和定位、资源整理和样本送存、表格填写和汇

总上报等工作。

1.2　制定方案，开展培训　为使普查工作有条不紊

的开展，温岭市根据《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

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 年）》《农业部办公

厅关于印发 <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

集行动 2015 年实施方案 > 的通知》和《浙江省农业

厅关于印发 < 浙江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

动实施方案 > 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结合温岭市当地

实际情况，于 2017 年 5 月制定并印发《温岭市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温农林发

〔2017〕85 号），对普查对象、实施范围、期限与进度、

任务分工及运行方式、重点工作、保障措施等做了明

确规定 [2-3]。同时，普查领导小组还对普查工作人员

开展了普查实施方案、资料查阅、样本采集、数据填

报等方面的专项知识培训，提高普查人员的工作能

力和业务水平，确保普查工作有效和顺利开展。

1.3　发动宣传，动员力量　领导小组为营造声势，

加大宣传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是利用纸制

资料、媒体网络、横幅、农民信箱等形式和手段，广泛通信作者：林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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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和收集行动的重要性。二

是普查人员进村入户，宣传该行动的相关情况及行

动的重要性，提升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农作物种质

资源多样性的意识。三是在普查期间，召开镇街道

部署会、普查人员培训会、经销商及种植户座谈会，

动员广泛力量，参与普查和收集。普查小组还实地

到村，面对面向那些具有丰富经验的农户请教，向老

农打听相关信息，委托他们留意寻找相关种质资源，

以获取更多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品种。

1.4　全面调查，认真收集　查阅历年来的有关涉农

资料，包括县志、农业志、统计年鉴，农林局、种子站、

农技站、蔬菜办及特产站的历年工作总结与报表数

据，温岭市种子公司 1981 年、2014 年前后的温岭市

主要品种种子调入调出情况表，以种子调入调出名

称与数量推算当年品种布局。并调查蔬菜种植龙头

大户，了解品种布局与品种表现。结合资料、市场、调

查 3 种渠道进行汇总，准确、翔实地填写好 1956 年、

1981 年、2014 年 3 个时间段的《基本情况普查表》。

按照农作物品种生长不同时间，普查组定期到

全市各地开展调查，在采集样本时，带齐照相机、背

景布、GPS 仪、电池、枝剪、钢卷尺、采样袋、放大镜、

标签、纱网袋、铅笔、橡皮等采集工具，在采样处进行

精准定位，并拍摄样本不同时期生长情况的照片，对

样本进行有序编号，整理采样数据后，认真填写普查

与征集行动表格，上报普查资料，同时将采集到的样

本寄到浙江省农科院。

2　行动成效
2.1　掌握本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情况　历时 13 个月

的普查和收集工作，普查领导小组基本掌握了全市

境内各类农作物的种植历史、栽培制度、品种更替发

展、品种消亡等情况。基本摸清了重要特色种质资

源的分布区域、种植特性和濒危流失等情况。

2.2　征集农作物种质资源品种 24 份　通过全市普

查 8 个镇（街道）18 个村，共征集种质资源数量 24
份。其中蔬菜类 20 份，即马笼种大头菜、青皮笋菜、

肖村黄瓜、粉皮冬瓜、温岭本地南瓜、本萝白丝瓜、八

月蒲、凤仙花（花梗）、洋萝白皮丝瓜、太湖莳药、早

黄芋头、夏蒜、温岭小洋薯、粗粳芥菜、象牙白大白

菜、下梁菜（本地芥菜）、板叶白菜、猪血芥、三红萝

卜、温岭软荚剪豆；水果类 2 份，即牛轭瓜（本地甜

瓜）、青皮果蔗；其他类 2份，即温岭苜蓿、温绿 83（本

地绿豆）。

征集到的品种有些是温岭市珍稀和濒危的农

作物种质资源，如八月蒲（火焰蒲），以前农家屋顶

常见，现珍稀少见。其全生长期不施药剂，藤蔓经酷

暑夏日烤晒，仍能正常生长，采收期特长，极耐高温

高热、抗病虫，是极佳的育种材料；如猪血芥，田间地

头已极少种植，属濒危品种。因叶脉呈紫红色，红

色如猪血，故名猪血芥，是温岭唯一所见的彩色芥菜

品种；其植株高大，叶片肥大，叶缘呈锯齿状，株高

60~70cm ；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熟期适中，产量高。

能收集到这些有地方特色、珍稀濒危的品种更能体

现出本次普查和收集的意义，为下一步保护利用打

下坚实的基础。

2.3　提高民众对优质种质资源的保护意识　通过

此次普查的广泛宣传，增强了广大民众对优质农作

物种质资源的保护意识，推动农作物种质资源开发

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农技干部们

的业务水平。

3　存在问题及体会建议
3.1　种质资源普查和征集需常态化　从第二次全

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到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相隔时间逾 30 多年，随着社会、经济、工业

化、城镇化的发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流失严重，有些

品种几近濒危和灭绝。建议由省种子管理部门建

立种质资源普查、收集、保护的常态化工作机制，每

5~10 年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和收集工作。

3.2　种质资源流失加速亟需保护　温岭市是全国

百强县之一，是一个工业为主的县级市，经济高速发

展和工业化、城镇化推进的同时，导致从事农业生

产人数急剧减少，并且随着农作物新品种的推广和

应用，加速了当地农家特色、传统古老的地方品种流

失。农作物种质资源是一笔宝贵的物质财富，对它

们进行有效保护，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实事。建议当

地政府重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加大宣传，形成

全社会都来参与保护农作物种质资源的良好氛围。

同时，当地农业部门应筹措资金开展珍稀、濒危农作

物地方品种的繁育和保护工作，鼓励和扶持农户进

行特色资源的繁育留种，条件适宜的可建立地方品

种种质资源圃。

3.3　种质资源应加强研究和利用　目前，温岭市收

集到 24 份特色地方种质资源。种质资源收集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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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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合阳县；种质资源；普查；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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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