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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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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种子工作总站，西安 710021）

摘要：做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工作的关键是资源征集的数量和质量，陕西承担单位缺人、缺钱、缺技术是普遍存在的问

题，所以取得领导的重视并优先保障普查的人力、物力是十分重要的；其次如何提高普查人员的责任心和技术水平，将直接影

响普查的质量。从长远来看，必须建立资源保护利用长效机制，将资源征集和保护列为行政部门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保护资

源提供者和保护者合法权益，才是做好资源普查工作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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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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主要是为了丰富国内农作物种

质资源的数量和多样性，防止具有重要潜在利用价

值的种质资源的灭绝 [1]。陕西省分别于 1956 年及

1978 年开始，组织过两次全省种质资源普查，但涉

及范围小、作物种类少，尚未查清全省农作物种质资

源的家底。在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行动（以下简称普查行动）背景下，2018 年陕

西普查行动正式启动，普查行动分为普查、征集任务

和系统调查及抢救性收集任务两部分，分别由种子

管理部门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牵头。截至 2019 年

底，累计征集资源 3552份。为了实现资源应保尽保，

2020 年陕西省继续开展了资源普查工作。通过这

30 个月的普查工作，陕西省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

本文针对县级种子管理部门在普查中遇到的主要问

题，提供陕西应对方案，力争为正在开展普查工作的

14 个省份减轻阻力、提高效率，也可为今后各类资

源普查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1　主要任务和流程
1.1　主要任务　一是完成 1956 年、1981 年、2014
年和 2017 年 4 个年度的普查信息采集表填报（2017
年是陕西根据实际情况，额外增加的调查年份）；二

是各任务承担县（区）完成资源征集任务 20~30 份；

三是征集资源的信息采集，填报资源征集表。

1.2　普查流程　收集本地资源信息填报普查表，在

对本地资源初步了解的基础上，制定资源征集方案，

针对性地收集资源，用科学的方法采集资源并邮寄，

填写资源征集表，并与普查专家组有关专家进行信

息交流，及时查漏补缺。

2　主要问题
2.1　工作认识不足　普查各阶段各地普查进度差

异明显，主要表现在任务启动的速度，资源征集的数

量、质量以及信息采集的完整性、准确性。个别县区

的普查进度影响了全省工作进度，究其原因，一方面

是领导重视度不足，将普查行动当做临时性的一般

工作，存在等靠要思想，普查方案粗糙，普查工作推

进缓慢 [2]，资源征集的地域性和季节性未能充分体

现，个别县为了完成任务甚至存在后期集中突击的

现象；另一方面是普查人员的责任心不强，未能对本

地资源进行充分调查，资源征集的盲目性和随机性

较大，只为完成普查任务，未能充分发掘本地优异 
资源。

2.2　技术力量不足　一是承担单位普查人员缺乏

是个普遍问题，基层任务繁杂，在完成种质资源普查

与征集工作的同时，还承担了精准扶贫、产业扶贫技

术培训、防汛、秸秆禁烧等各项地方中心工作 [3]。人

员编制多的单位看似有十多个工作人员，但技术过

硬、责任心强、身体素质好、能承担普查任务的人很

少，这些人一般是单位技术骨干，被上级单位抽调是

常事，所以此次普查中县级单位领导亲自在一线征

集资源的不在少数，如安康市镇坪县参与普查的主

力是单位的正副领导两个人，还有安康市的宁陕县、

紫阳县等都有类似的情况，他们缺钱，但更缺人。二



2020年第11期 经验交流 57

是普查人员专业基础薄弱，基本是零起点开始培训，

无普查工作经验。三是陕西省普查的作物种类多，

而相关专家少，有些作物在技术支撑上存在空白。

2.3　资金落实偏晚　2019 年以前普查项目资金可

以直接拨付给承担任务的一类事业单位，但资金下

达一般要到 7 月份，有的单位往往在收到了项目资

金后才开始调查征集，准备不足，征集仓促，影响普

查质量。2019 年开始由于财政拨付渠道改革，普查

项目资金不能直接拨付给一类事业单位，这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普查工作的积极性，陕西自筹资金开

展普查工作，导致普查工作开展更晚。

2.4　资料整理不完善　资源征集有数量要求是硬

性指标，一般都能完成。普查信息收集以及这些信

息资料的整理是软指标，存在信息收集不完整、表述

模糊的问题 [4]。此外对于个别优异的资源，当地可

以了解到丰富的资源信息，比如种植历史、栽培方

式、加工使用的具体方式、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基于农

民认知的资源特征的详细描述等，这些信息对资源

的研究和利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由于资源征集

表设计是为了方便绝大多数资源的记载和统计分

析，提高效率，所以征集表中没有相应的填写栏目，

使这些重要信息没能得以记载。

2.5　财务管理有待优化　普查是个辛苦的工作，需

要到多部门查询信息，深入偏远山区征集资源，在租

车、资源购买、差旅报销、保险保障措施等方面管理

过于严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查人员工作热情。

2.6　资源保护长效机制有待完善　2018 年完成征

集任务的县区，普查热情剧减，2019 年累计补充征

集仅 60 多份资源，2020 年基本没有进展，相关资源

宣传、保护等方面也鲜见报道。普查工作是资源保

护工作的一部分，在普查行动中建立了资源保护体

系雏形，成立了省、市、县 3 级资源管理机构，省内知

名专家形成的专家组，以及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普

查技术人员，如果没有长效的资源保护政策支持，刚

建立起来的资源保护体系可能会随着普查行动的结

束而消失。

3　普查工作难点
3.1　普查表填报　一是由于 1956 年和 1981 年两

次的种质资源普查年代久远，部分数据查找困难 [5]。

二是普查表的统计项目或者口径和目前统计年鉴

或者行业统计有差异。三是统计项目多，涉及多个 

部门。

3.2　征集表填报　征集表数量多，一份资源就需要

一张征集表，且征集表填报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如

农民认知和征集人员责任心。

3.3　资源的征集　摆在普查人员面前最直接的两

个问题是如何识别资源和怎么寻找资源。其次是在

人力、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优先收集哪些资源、收集

多少、怎么收集、收集后怎么处理等一系列问题。

4　做好资源普查工作的要点
4.1　普查表填报　在填写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

则，提供的数据要有依据，要有参考价值，做到尽量

补充，绝不滥竽充数。因年代之间或者部门之间统

计方式不一样，导致相关数字和普查表中要求的数

字在统计口径上存在差异，可以进行合理推算，力求

准确。此外要用网上系统导出的表格填写。

4.2　征集表填报　一是要多走访群众，多了解农民

认知，要多方查证，将错误的信息剔除。二是要与有

关专家及时沟通，提高对资源的判断和加深对表格

内容的理解，同时准确把握采集的时间、部位和数

量。三是征集表一定要用规定的表格形式填报，不

要自创表格。

4.3　资源征集是关键

4.3.1　种质资源的主要特征　首先要正确识别资

源，农作物种质资源是指选育植物新品种的基础材

料，包括栽培种，如古老的农家种、本地改良种、原始

种；野生种，如濒危稀有种，一般分布在较为偏远，生

态环境较为独特的地区；人工创造的种质资源，指利

用上述繁殖材料人工创造的各种植物的遗传材料。

其次，优异资源通常具备如下特征之一：适应性强，

可以在恶劣环境中生存，如有很强的抗病性、抗旱

性、抗倒性等；形态特征特殊，如矮化、分蘖多、颜色

特异等；生理特性多样，如早熟、育性、有益物质含量

高等；具有特殊用途。

4.3.2　种质资源征集的推荐类型　一是要选择满足

当下产业发展需求，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二是要加

大珍稀、濒危、特有资源与特色地方品种收集力度，

最大限度保护种质资源。三是要服务于育种研究，

助力种业创新发展。四是要有助于巩固扶贫成果，

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具体类型有如下几种。

有产业基础　如旬阳县狮头柑，树体抗性强、

产量高、果大、耐贮藏、酸甜适度、口感颇佳，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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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已超 200hm2，农民年人均增收 1350 元，已

成为烂滩沟村、冬青村致富的支柱产业。

百年老品种　如镇安岭沟贡米，据镇安县志记

载：1900 年，慈禧太后到西安巡查期间，陕西布政司

选岭沟米进献，慈禧以米为餐，香味奇特，久聚不散，

沁人心脾，当即定为“贡米”。

优质品种　如王埝梅子，口感微酸、香甜、脆。

因其口感好，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毛主席和中央

领导品尝后给予了高度评价。后由于农村政策的调

整，王埝梅子遭到大面积破坏砍伐，至 2017 年该品

种仅存不到 20 株，园内批发价为 6~10 元 /kg，每年

收获季节当地群众慕名入园抢售一空。

特性突出品种　如石泉阳荷姜，高产、抗病、抗

虫能力强。据农户说，此品种已种植了几十年，从不

间断，没有用过农药，其产量为 1000kg/667m2 左右，

可卖 10 元 /kg，已被当地作为脱贫攻坚发展的产业，

全县种植面积已达 333hm2。

珍稀品种　如华阴大伏六梅树，由原陕西省

农科院副院长李立科同志在伏六乡时发现，并确认

为“望梅止渴”的梅树，据推断可能西北地区仅此

一棵。

特殊用途品种　如合阳洽川葫芦，制作技艺始

于清代，用洽川大丫腰葫芦品种加工的艺术品具有

西北地域民俗特色，洽川葫芦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种质资源丰富　如被誉为某资源之乡，说明本

地这类作物资源丰富，是该作物的优生区，适合产业

发展，如富平柿子之乡、陇县核桃之乡、眉县猕猴桃

之乡、凤县花椒之乡、镇安板栗之乡等。应尽量采集

该资源，不要空缺。

野生资源　野生资源采集和鉴定较农家种复

杂，以下 3 类资源可以作为参考。一是性状特殊，如

华阴迷你野生猕猴桃，果形小、果实成串，单果长筒

状，一般长 2~3cm，果面光滑无毛。二是种质资源丰

富，如太白山野生猕猴桃，眉县是猕猴桃的原产地之

一，种质资源丰富、种植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的

《诗经》中就有了郿坞猕猴桃的记载：“隰有苌楚（猕

猴桃的古名），猗傩其枝”。三是资源稀有，如留坝紫

柏神葱，有特殊的辛香味，仅在该县旅游名山——

紫柏山上海拔 2000m 左右的山坡或草地上有连片

留存。

4.3.3　如何征集资源　一是选择未入国家种质库的

农作物，至少本县没有，花卉、药材、菌类不在征集范

围。二是一定要深入一线，越是偏远贫困地区，保存

老品种及珍贵野生资源的可能性越大，2018 年陈宏

伟等 [6] 通过对湖北蕲春县 7 个乡镇的调查，发现这

些资源多分布在偏远的村庄以及在农户房前屋后种

植保存。三是做好规划，充分发挥乡镇技术员、老乡、

朋友、亲戚的作用 [7]。

4.3.4　注意事项　一是注意安全，备足备齐必要的

防护设施和救急药品，办理人身意外保险，切实保

障普查人员的人身安全。二是目的明确，采集的目

的、农民一直种植的原因以及农民认知很重要。三

是切勿求全责备，一方面资源的选择要放宽，普查技

术人员不是专家，不可能准确识别资源，但是一定

不要收集已入库资源和新育成品种；另一方面资源

信息资料收集补充要放宽，不能因为优异资源信息

不全而放弃收集；另外，资源征集的时间要放宽，错

过最佳采集期的资源可以来年再补充收集。四是原

生境保存为主，尤其是野生资源，不能破坏性采集，

更不能一下全部采集完。五是尽量收集易于保存的

繁殖器官（如种子），枝条类的资源要等待至休眠期

采集。六是做好记录，坚持做到“细、全、准”，在工

作过程中坚持“细”，即观察要细、记录要细、描述要

细；在普查结果上保证“全”，即普查的范围全、普查

的对象全、收集的信息资料全；在数据成果上突出

“准”，即原始记录准、资源描述准、数据统计准，确保

普查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七是准备充足，如相机、

GPS 定位仪、采集和存放器材、记录工具、交通工具、

人员数量等。

5　几点建议
5.1　领导重视　历次普查工作总结会，各省与会人

员得出一个共同结论，普查工作的推进和领导重视

有直接关系。基层工作往往头绪多，工作负担重，在

人员缺乏、资金可能被整合的情况下，还要普查人员

深入偏远地区征集资源，所以需要领导重视，在资金

和人员方面提供足够保障，是推动此项工作的重要

因素。

5.2　抓住要点　通过这两年普查经验，总结出“快、

量、亮”是做好此项工作的要点。首先就是行动快、

进度快，这是征集数量和工作质量的保证。其次要

保证数量，征集资源数量是工作的关键，一方面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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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数量多了，才能更大概率发现特色优异资源，确

保优异资源不丧失，实现应保尽保；另一方面大多

数资源的价值是根据社会需要而体现的，只有数量

的优势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最后，优异资

源的质量和数量是工作的亮点，亮可以理解为能

看到、易利用、满足当前急需，特色优异资源最易

被开发利用和产生社会效益，是普查工作的重中 
之重。

5.3　加强督导　要建立督查考核机制，相关部门不

定期开展督导检查，重点检查进度完成情况和经费

管理情况。一是不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各市种子管

理站对其辖区内的普查单位进行业务指导和进度督

促，省站重点督导进度较慢的县区，强化督导效果，

在了解各地普查征集工作进展情况时，推广先进经

验，解决实际问题，确保全省各县统一进度。二是定

期公示普查进度，从 2018 年 6 月份开始平均每半个

月公布一次各县进展情况，形成督导压力，确保全省

各单位按期完成普查任务。三是及时汇报资源普查

情况，多次与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普查办公

室沟通，根据普查进展情况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改进

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四是建立奖惩机制，陕西

省 2019 年和 2020 年累计表彰了先进单位 19 个，先

进个人 37 人，对开展较为缓慢的县区普查任务承担

单位进行了约谈。

5.4　大力宣传　一是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渠

道，广泛宣传动员，征集资源线索，营造良好普查氛

围，如政府网上公告、电视媒体宣传、乡村张贴通告、

发放宣传彩页、悬挂横幅等方式 [4，7-8]。二是要善于

总结（如进展、成果、事迹等），主动作为，争取更多

支持。

5.5　加强技术力量　一是要加强基层普查技术人

员的培训，技术培训内容要简化和通俗实用，便于掌

握。二是要充分发挥一些老同志特别是已退休专

业技术人员的优势，找好向导，以便发现和征集资 
源 [7]。三是充分发挥科研院所技术支撑优势，畅通

与专家组人员的沟通渠道，使普查人员可以点对点

地询问和答疑，解决普查中的实际问题，大大提高普

查效率。

5.6　注重普查资料整理　普查信息资料采集及整

理是普查内容的一部分，和资源征集同样重要，是

资源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的重要依据。为了促使

优异的种质资源尽快得到挖掘利用，服务于陕西省

3+X 工程和乡村振兴战略，为产业扶贫工作提供有

力支撑，陕西省种子工作总站以 2018 年征集的资源

为基础，编辑出版了《陕西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上

册），重点展示本次资源普查成果。

5.7　加强专项经费管理　为确保普查工作的顺利

实施，切实加强项目资金管理，资金使用要按照上级

部门经费使用规定，单独建帐，专款专用 [5]。建议根

据普查活动的特殊性，建立灵活的经费支付方式和

运行程序，适当放宽使用范围，对普查经费尚未拨付

到位的普查单位，允许在工作人员出差费用、部分种

子征集费用、培训费用等方面预先垫付。

5.8　建立资源保护利用长效机制　资源普查工作

只是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及利用工作的一部分，在

推进资源普查工作中，建立了全省资源保护及管理

的框架，只有建立资源保护利用长效机制，才能维护

和利用好这个框架，为今后资源征集工作的深入开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未来我国生物产业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基因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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