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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探讨
陈　超

（浙江省丽水市农作物站（种子管理站），丽水 323000）

摘要：对丽水市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现状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思路，

为后续工作的推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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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地处浙江西南部，是全省面积最大的地

级市，农作物种质资源丰富。近几年，随着城市化的

推进、农业新品种的推广，一些地方品种正在不断消

逝。随着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

动的开展以及科研院所、农业农村部门工作者长期

对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的推动，丽水市在农作

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3]，

但是也暴露出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

1　丽水市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现状
1.1　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情况　第二次全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时，丽水市递交了 676 份农作物种

质资源，但是，目前绝大部分品种已经消失；第三次

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时又调查出农作物种质资

源 385 份，其中粮食作物 140 份、蔬菜 167 份、果树

63 份、其他经济作物 15 份，涵盖了甘薯、马铃薯、花

生、大麦、大豆、扁豆、茄子、水稻、猕猴桃、茶叶等多

种作物。处州白莲、赤峰稻、大红袍赤豆、金钟雪梨、

庆元黄靛牛肝菌、蟠龙种、八棱丝瓜、仰天齐、乌皮

青仁等品种入选了浙江省首批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名录；处州白莲、丽水枇杷、缙云黄花菜、缙云米仁、

缙云茭白、云和雪梨等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产品。

1.2　农作物种质资源圃建设及保护情况　建成了

浙江省茶树种质资源圃，目前已经收集了国内外地

方茶叶种质资源 2000 多份；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地方

枇杷种质资源圃，目前已汇集 84 个丽水枇杷地方资

源；正在建设浙江省食用菌种质资源库；开展了云和

雪梨原生境保护工作，大多数古梨树重新开花结果，

挂果率从 15.6% 提高到了 76% ；开展了遂昌菊米地

方品种保护评价，筛选了 10 个各具特色的菊米种质

资源。

1.3　农作物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部分种质资

源作为地方特色种质资源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如龙

泉和垄茄 [4]、云和雪梨 [5]、缙云土面的原料 908 小 
麦 [6]、松阳大红袍赤豆、景宁赤峰稻、云和灯笼椒、云

和白茄等。目前，这些种质资源仍有一定的种植面

积且具备一定的经济效益，但规模总体偏小。

2　存在问题
2.1　调查仍然不够全面　虽然进行了第三次全国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但是调查工作没

有全覆盖，仍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品种没有得到有

效调查，还需要进一步开展调查。

2.2　地方政府缺乏对种质资源的重视，保护力度低　

目前，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的开展更多的是依靠国家

级、省级层面的统一部署或者地方政府在少量科技

项目上予以支持，地方政府总体投入偏少，不管在人

员还是资金调配上，都未在种质资源方面进行规模

性投入 [7]，对于种质资源的保护更多的是依靠个体

行为而缺乏地方政府的统一组织。

2.3　直接利用价值低，发展规模小　目前，相比于

市场上不断推出的农作物新品种，大部分种质资源

种植经济效益低，发展面积少，部分资源逐渐消逝。

同时，由于本市科研力量薄弱，难以对资源进行全面

研究，从而导致部分优良性状未能得到利用。

2.4　缺乏专业人才　什么是种质资源？哪些种质

资源更具保护价值？如何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充分利

用，对亟需保护、价值潜力高的作物如何优先进行保

护？目前，丽水市缺乏种质资源保护与鉴定评价方

面研究的专业人才。种质资源的研究更多的是基础

性、公益性的工作，需投入大量的精力物力，但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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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成果难以得到体现，也导致一部分优秀人才流失。

2.5　部分项目到期后难以维继，成果丧失　部分种

质资源相关项目到期后，由于后续缺乏资金的进一

步扶持，导致部分成果难以保留，特别是种质资源圃

建设完成后，后续的运营与维护仍需要大量的资金

投入，一旦资金缺乏极易导致收集的成果丧失。

3　解决思路
3.1　继续推进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　在前期收集

的基础上，全市范围内进一步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

调查，持续不断地开展种质资源调查收集，摸清全市

农作物种质资源底数，对于地方农作物种质资源应

做到应收尽收，确保资源不丢失。建立完善的农作

物种质资源收集奖励机制，加强宣传引导，建立多层

次、多主体参与制度，特别是要鼓励基层农民和各级

组织参与到地方资源调查中，对资源调查做到全覆

盖。

3.2　做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做好现存农作物

种质资源的梳理工作，对不同的农作物种质资源采

取不同的保护策略。对于暂时无利用价值且本地难

以保护的品种交由专业单位进行统一保护，能够进

行原生境保护的尽可能开展原生境保护，鼓励社会

主体开发利用有商用价值的资源；新收集到的茶叶、

食用菌、云和雪梨、枇杷资源尽可能集中到已建成的

种质资源圃进行集中保护，并尽可能谋划筹建更多

的种质资源圃，以对本市的各类种质资源进行专业

性保护。

3.3　深化种质资源研究，推进开发利用　各级科

研院所要加强本市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研究力度，

充分利用资源加强育种攻关，挖掘各类作物的食

用药用等价值，为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发展思路；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等相关单位应加强农作物种质

资源农艺性状的研究，为规模化发展提供技术支

持；鼓励种子企业挖掘利用农作物种质资源，扶持

一批具备发展潜力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利用主体，发

展一批农作物种质资源基地；加强相关农产品的宣

传，拓宽销售途径，提升农产品价值，让农民在保护

发展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同时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 
效益。

3.4　完善保障措施　地方政府要合理安排资金，保

障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相关工作，保障一线工作人

员的福利待遇，对于从事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科

技人员在绩效工资、职称评审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倾

斜，对从事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的个人、社会团

体给予一定的补助，保障各参与人员的利益，鼓励更

多的优秀科技工作者投入到种质资源研究利用工作

中。建立一支稳定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队

伍，完善人才梯队建设，结合本市实际，可建立食用

菌、水果、茶叶、中药材、粮油、蔬菜等专业队伍，负责

各自领域的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对于种质资

源项目要做好长期规划，完善各项措施，确保成果能

够得以保存。

3.5　做好监督管理　各级政府要落实好属地管理

责任，各级审计、监察机关要加强种质资源相关资金

执行、政策落实的监督管理。结合本地实际，健全各

项管理措施，对在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

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与奖励，对

于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依法依规追究有关单位和

人员责任 [8]。

4　结论
农作物种质资源是农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各

相关部门要重视种质资源，完善其管理机制，充分利

用好丰富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推进我国农业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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