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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永胜县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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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要求，对云南省永胜县农作物种质资源进行了系统调查和抢救性

收集。本次普查共调查了永胜县区域内 14 个乡镇 41 个村 48 个村小组，调查乡镇占永胜县总乡镇的 93%；共收集到粮食作物、

蔬菜、经济作物和牧草种质资源 46 种 135 份，135 份种质中种子材料 120 份、无性繁殖材料 15 份；135 份农作物包括粮食作物

93 份 21 种、蔬菜 34 份 19 种、经济作物 7 份 5 种、牧草种质资源 1 份 1 种。永胜县主要农作物种类、数量和种植面积较稳定，

但一些古老地方品种种植面积和种植种类依然会逐年减少，对其农业生物资源消长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当地农业生物资源

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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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质资源是国家关键性战略资源 [1-3]，

我国分别于 1956-1957 年、1979-1983 年对农作物

种质资源进行了两次普查，但涉及范围小，作物种类

少，尚未摸清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家底 [4-5]。2015
年起农业部组织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与收集行动，对 31 个省（区、市）2228 个农业县

（市）开展各类作物种质资源的全面普查。永胜县

位于云南省西北部，金沙江东北岸，滇西北高原与横

断山脉交接地带，地处丽江市中部，东接华坪县，南

邻大理州宾川县和楚雄州大姚县，西接丽江市古城

区和大理州鹤庆县，北接宁蒗彝族自治县，全县辖 9
镇 6 乡，151 个村委会，1419 个村民小组。永胜县地

跨横断山脉和滇西北高原两个地貌单元，属三江并

流的边缘地区，气候以北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为主，

素有“滇西北粮仓”“鱼米之乡”的美誉 [6]，作为全

国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及收集行动系统调查

县之一，农业种植历史悠久，种类十分丰富。

1　普查对象与方法
1.1　普查对象　主要包括粮食、经济、蔬菜、果树、

牧草、绿肥、热作等农作物种质资源，重点突出地方

品种和野生近缘植物。

1.2　普查方法

1.2.1　查阅相关资料　了解永胜县乡镇地理、气候、

人口、交通、民族、经济发展等相关情况，弄清全县农

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情况。

1.2.2　开展座谈与交流　与永胜县农业局和各乡镇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负责农作物种质资源的领导

和工作人员开展座谈交流，了解当地粮食作物、经济

作物、蔬菜、果树和牧草绿肥农作物种质资源概况；

农业资源的古老地方品种和种植年代久远的育成品

种在种植面积、种植区域变化等方面的情况；重要农

作物的野生近缘植物及其他珍稀（濒危）野生植物

种质资源种类、数量的变化。了解永胜县珍稀、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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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种质资源收集整体情况，确定本次重点调

查地点，根据实际情况在永胜县内选择气候条件、海

拔高度有差异，农作物种类丰富的代表性乡镇，在每

个代表乡镇中确定 3~5 个有代表性的自然村作为

实地访问地点。

1.2.3　访问调查　在村干部或向导带领下到村民家

中进行访问，重点询问农民自留地种植和收获情况；

实地查看农户房前屋后、客厅、厨房、阁楼和仓库等

地自留自用农作物种质资源情况；到乡、村集市市场

调查访问特色农作物流通种类和交易情况。

1.2.4　样本及相关信息采集　调查中，优先收集珍

稀、濒危、地方特色种质资源，历史、文化厚重种质资

源，具开发利用前景种质资源，其中，重点突出地方

品种和野生近缘种。利用专业知识进行科学判断，

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和采集样本的准确性，规范

收集相关资源的资料。

2　普查结果与分析
2.1　永胜县农业生物资源现状　本次普查共调查

了永胜县区域内 14 个乡镇 41 个村 48 个村小组，调

查乡镇占永胜县总乡镇的 93%，大部分乡镇调查了

3~5 个村或村小组，调查点覆盖了永胜县气候和海

拔（1140.00~2868.59m）差异较大且农作物种类丰

富的代表性乡镇和村落。永胜县拟定调查农作物品

种 100 份，实际调查共收集粮食作物、蔬菜、经济作

物和牧草种质资源 46 种 135 份。135 份种质中，种

子材料 120 份，无性繁殖材料 15 份；135 份农作物

包括粮食作物 93 份 21 种、蔬菜 34 份 19 种、经济作

物 7 份 5 种、牧草 1 份 1 种。

2.2　水稻资源种类及分布情况　水稻为主要粮

食作物，在此次调查中共计收集到 12 份水稻资源 
（表 1），这些稻谷资源主要分布于六德乡、涛源镇、

仁和镇、顺州镇和鲁地拉镇，其中年代久远的选育

品种 1 份，品种名 022 稻谷，全名云 2 天 - 022，选
自云梗 2 号优势株（1984 年，楚雄农业科学研究所

高桥点），地方稻种 11 份；特异性稻谷资源 3 份，包

括老鸦黑谷、高秆糯稻和仁和高秆紫谷；糯稻 2 份，

包括高秆糯稻和鲁地拉大坪糯谷。根据样品提供者

的认知以及对所收集种质特征进行观察分析，永胜

县所收集到的水稻种质中，稻粒种壳和米粒颜色、稻

粒大小、形状、口感等方面特征各不相同，其中米粒

颜色为红色的种质有 8 份，占所收集到水稻种质的

67%，颜色有微红、淡红、红、深红、紫红或紫黑，相同

颜色稻粒有不同的粒型和大小，遗传多样性较为丰

富。各种质有共同的特征：植株较高，有些种质茎秆

高度可达 180cm，生长良好，比较适应当地气候和生

产条件，但普遍产量低，抗性强，病害较少或基本无

病害。

2.3　玉米资源种类及分布情况　本次调查收集到

15 份玉米种质资源（表 2），以籽粒形态、饱满度、光

泽、颜色、口感等外观性状作为标准判断，各玉米种

质都有差异，但真正纯的地方老品种较少，多为本地

种与外来种在长期种植中产生的杂交种。经过调查

访问，玉米植株株高普遍较高，为 2~3m，产量较低

（300~500kg/667m2），都可留种继续种植。永胜县玉

表 1　水稻资源种类及分布情况

名称 特征 农民认知 类别 分布区域

本地红米 米微红，粒扁，种壳近无毛 糙，香，劲道，口感好 地方品种 六德乡

老鸦黑谷 谷壳紫黑色，米紫红色 微甜，粘，口感好 地方品种 六德乡

涛源小红谷 谷粒中等大小，米淡红色，粒小 米饭口感好，香 地方品种 涛源镇

涛源红米谷 籽粒大，米红色或深红色 米饭香，口感好 地方品种 涛源镇

仁和高秆紫谷 高秆，壳淡紫红色，粒细长 香，口感好，晚熟 地方品种 仁和镇

顺州羊血谷 米红色 米饭香 地方品种 顺州镇

顺州老软米 米白色 米饭软，口感好 地方品种 顺州镇

022 稻谷 米白色 米饭口感好 选育品种 顺州镇

鲁地拉大坪紫谷 粒细小，壳紫红色，多毛 米饭软，口感好 地方品种 鲁地拉镇

毛壳红谷 种壳多毛，粒大，米紫红 糙，助消化 地方品种 鲁地拉镇

高秆糯稻 高秆，米白色 香，糯 地方品种 鲁地拉镇

鲁地拉大坪糯谷 米白色 糯性大，口感好 地方品种 鲁地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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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多为山地种植，不浇水，施肥较少，耐旱耐贫瘠，没

有大面积发生过毁灭性病害。

2.4　其他粮食资源种类及分布情况　本次收集到

荞麦 5 份、燕麦 4 份、大麦 5 份、小麦 3 份，高粱 1
份、谷子 1 份、籽粒苋 1 份，部分种质种子颜色和株

高有明显差异性特征（表 3）。在对农户的认知访

表 2　玉米资源种类及分布情况

名称 特征 农民认知 类别 分布区域

本地小白包谷 皮薄，籽小 口感细腻，微甜 地方品种 六德乡

片角东华白包谷 籽粒纯白，大 糯，口感好 地方品种 片角镇

卜角白包谷 籽粒白色，中等大小 糯，口感好 地方品种 片角镇

大安白糯包谷 籽粒白色 糯，香，口感好 地方品种 大安乡

永乐白包谷 籽粒白色，生长期短 甜，糯，口感细腻 地方品种 大安乡

花包谷 种子杂色，植株高大，生育期短 糯，口感好 地方品种 大安乡

大白马牙路包谷 籽粒白色，籽粒大 产量高 地方品种 大安乡

黄普照老品种玉米 籽黄色，高秆 营养好，茎叶作饲料用 地方品种 松坪乡

老品种玉米 - 糯，香 地方品种 松坪乡

黄包谷 籽金黄色 营养物质含量高，牲口爱吃 地方品种 松坪乡

鲁地拉大坪红包谷 种子颗粒较大，深红色，饱满 - 地方品种 鲁地拉镇

东红包谷 - 糯，微甜 地方品种 鲁地拉镇

糯玉米 - 糯，香 地方品种 鲁地拉镇

光华黑包谷 种子紫黑色 糯，口感好，微甜 地方品种 光华乡

光华红包谷 种子红色 糯，口感好，微甜 地方品种 光华乡

- 表示没有了解到详细信息

表 3　其他粮食资源种类及分布情况

作物种类 份数 品种名称 种子特征 农民认知 类别 分布区域

荞麦 5 下坪苦荞 灰褐色 口感好，清火 地方品种 大安乡

本地荞麦 清火 地方品种 期纳镇

松坪荞麦 营养物质含量高，米香，清火 地方品种 松坪乡

黑荞麦 黑色 香，口感好，清火 地方品种 羊坪乡

本地荞麦 口感好，清火 地方品种 羊坪乡

燕麦 4 下坪高秆燕麦 高秆，口感好，香 地方品种 大安乡

本地燕麦 香 地方品种 松坪乡

本地燕麦 香，口感好，降“三高” 地方品种 羊坪乡

永北大湾子燕麦 磨成面粉，做成面点香 地方品种 永北镇

大麦 5 下坪大麦 口感好，酿的酒味浓郁 地方品种 大安乡

本地老品种大麦 高秆，作牧草用 地方品种 松坪乡

本地大麦品种 籽粒大 产酒量高 地方品种 松坪乡

米大麦 麸皮半包，籽粒外露（颖果成熟时部

分伸出稃外）

淀粉含量高，适合酿酒 地方品种 松坪乡

永北大坪子大麦 适合做面食，麦香浓郁，劲道，口感好 地方品种 永北镇

小麦 3 短芒大头麦 麦芒短 麦香浓郁，面细 地方品种 松坪乡

松坪老品种小麦 面粉细腻，香味浓郁 地方品种 松坪乡

永北镇兴营大坪小麦 制作面粉，口感较好 地方品种 永北镇

高粱 1 鲁地拉高粱 糙，助消化，营养好 地方品种 鲁地拉镇

谷子 1 本地小米 粒小，金黄色 口感好，香，营养丰富 地方品种 涛源镇

籽粒苋 1 糯苋米 糯，香 地方品种 三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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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各地种植户都认为自己种植的品种是当地

的老品种，通过调查，各乡镇荞麦、燕麦、大麦、小麦

老品种的产量和生长期没有太大差异。由于本次

调查收集工作在冬季进行，无法观察各种质生长状

况和植株性状差异，且不同乡镇收集地点海拔、气

候不同，因此对所有调查到的种质材料都进行了收

集保存和记录，有待进一步作质量性状和种植对比 
鉴评。

豆类作为杂粮，同时可作为蔬菜食用，日益受

到大家的重视。本次已调查收集到的永胜县豆类

资源种类丰富，有 39 份，占收集总量的 29%，如表

4 所示，种内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如收集到的普通

菜豆有 14 种，饭豆 3 种，来自不同乡镇，各种质的颜

色、大小、花纹、形状各异。豌豆有 7 种，不同种质

除了株高、花和种子颜色有差异外，不同种质有不同

的种植目的，按食用部位分有豆苗型、豆荚型、豆粒

鲜食型、干豆加工型，种植时间有秋季种植和春季种

植等。本次调查中薯类资源主要有马铃薯和甘薯 
（表 5），共收集到 7 份资源，地下块茎形态和颜色差

异较大，有产量高、口感好、抗病虫害、耐旱耐贫瘠等

不同优点，都值得保存和开发。

2.5　蔬菜资源和其他资源种类及分布情况　通过

调查，永胜县收集到老品种蔬菜有 19 种 34 份（表

6），分别占收集资源总量的 41.30% 和 25.19%，其中

南瓜 5 份、青菜 4 份、丝瓜 3 份、山药 3 份、芜菁 2 份、

叶甜菜 2 份、芫荽 2 份、魔芋 2 份、莲 2 份，其他资源

各 1 份。收集到经济作物 5 种 7 份，其中苏子 1 份、

花生 2 份、烟草 1 份、向日葵 1 份、油菜 2 份（表 7）。
收集到牧草种质资源 1 种 1 份（表 8）。本次因调查

时间在深冬，永胜县蔬菜老品种于秋季和初冬播种

种植的种类较多，老品种蔬菜一般为自用，留种量较

少，因此能找到的蔬菜及其他经济作物老品种种子

较少。

2.6　各乡镇农作物资源调查收集情况　根据表9可

知，各乡镇因民族、经济文化、海拔气候等差异，收集

的种质种类和数量各不相同。调查的村或村小组数

量越多，海拔范围越大，所收集的年代久远的农作物

老品种越多。本次调查到海拔最高的乡镇地点为羊

坪乡分水岭村上蚊子小组，海拔 2868.59m，海拔最

低的乡镇地点为永胜县鲁地拉镇，海拔 1140.00m。

农作物老品种资源较为丰富的有期纳镇、大安乡、松

坪乡、羊坪乡等乡镇：期纳镇收集到种质 19 份，种质

以蚕豆、花生、豌豆、常见蔬菜为主，调查海拔范围

1316.00~2382.14m ；松坪乡 17 份，种质以大麦、小

麦、包谷为主，海拔范围 1840.45~2850.00m ；大安乡

17 份，种质以大麦、魔芋、油菜、豆类为主，海拔范围

2519.51~2392.91m ；羊坪乡 12 份，种质以马铃薯、荞

麦、燕麦、菜豆为主，海拔范围 2771.42~2868.59m ； 
六德乡 12 份，以水稻、蚕豆、菜豆为主。其他乡镇采

集种质一般 5~11 份，采集种质最少的为仁和镇，因

经济、交通较为发达，未选为代表乡镇开展调查，1
份优质稻种资源为单独联系种植户采集。

3　讨论
3.1　农业生物资源消长原因分析　总体而言，永胜

县主要农作物种类数量和种植面积较稳定，但一些

古老地方品种种植面积和种植种类依然会逐年减

少。农业生物资源消长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老品种多为自留种，是通过自然规律生长出来

的种子，适应当地的气候与地理环境，能保持稳定

的产量和其他耐旱、耐寒、耐水、抗虫性、抗倒伏等不

同的优良品质。但老品种多适应于山区，采用传统

农业耕作方式，机械化耕作水平低，施肥为农家肥，

化肥少用或不用，劳动力投入大，同时用种量大、种

植面积小，产量低，产品基本为自用，没有销售收入，

投入与产出性价比低。这些劣势是造成一些古老农

业生物资源消亡的主要原因。（2）社会和经济的不

断发展导致永胜县一些交通便利、较为富裕的乡镇

农业生产多已机械化，农作物采用杂交新品种种植，

新品种一般有高产优质的特点，除了自用，可用于销

售提高收入，因此产量低的农作物品种自然被淘汰。

此外经济发展后，外出务工人员增加，生产劳动力成

本提高，很多农村家庭中仅留下老弱幼人口，劳动力

投入有限，无法继续或扩大种植老品种。（3）高产

优质育成品种（杂交种）的推广种植。几十年来，农

作物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巨大

发展。以高产、抗虫、耐运输等目的培育出来的商品

性农作物品种，大多采用杂交技术，适合规模化、机

械化种植，因此更受农民的欢迎。淘汰老品种，接受

新品种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须；但同时，杂交种不能

传代留种，高产需要大量化学肥料及化学药剂，破坏

农业环境，近年化肥、农药、地膜成本居高不下，也加

剧了农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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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豆类资源种类及分布情况

作物种类 份数 品种名称 种子特征 农民认知 类别 分布区域

普通菜豆 14 本地腰子豆 紫红色 糯，香 地方品种 六德乡

蓝腰豆 蓝黑色 口感好，易熟，糯 地方品种 六德乡

花豆 白底紫条纹 易熟，口感好，糯，香 地方品种 六德乡

小白豆 小，白色，长圆 口感好，糯，发芽率高 地方品种 六德乡

花腰豆 长圆，有紫条纹 口感好，面，豆香味浓郁 地方品种 羊坪乡

江布阿诺黑豆 黑色，小粒 面，香，口感好 地方品种 羊坪乡

白脸家豆 褐色，有白斑 豆香味浓，糯，口感好 地方品种 期纳镇

胆子豆 白色，椭圆形 口感好，豆味浓 地方品种 期纳镇

红腰豆 红色，腰形 口感好，面，香 地方品种 期纳镇

小菜豆 黄白色 口感好，糯 地方品种 期纳镇

永乐黑紫腰豆 黑紫色，大 植株矮小，糯，香，饱腹 地方品种 大安乡

白糯豆 白，细长圆 糯，面 地方品种 永北镇

光华黑豆 豆粒小，纯黑色 糯，口感好，易熟 地方品种 光华乡

光华花腰豆 红底带紫纹 糯，口感好，易熟 地方品种 光华乡

豌豆 7 白豌豆 白色，圆，颗粒大 口感好 地方品种 六德乡

白花豌豆 产量高，口感好 地方品种 羊坪乡

本地菜豌豆 脆，甜，鲜食嫩豆荚 地方品种 期纳镇

红花二豌 大，绿皮紫斑 鲜食青豌豆荚，脆，甜 地方品种 期纳镇

豌豆尖品种 食用嫩茎尖，单株产量高 地方品种 松坪乡

本地豌豆老品种 香，甜 地方品种 松坪乡

麻豌豆 粒小，红皮黄褐斑 豆粉细腻，适宜加工淀粉 地方品种 顺州镇

饭豆 3 饭豆 浅绿色 糯，粉 地方品种 程海镇

涛源甘庄饭豆 多色 口感好 地方品种 涛源镇

米饭豆 小，多色 糯 地方品种 松坪乡

大豆 3 大坪黄豆 黄色 口感好，豆味浓 地方品种 期纳镇

黄豆变异种 黄白色 口感好，豆味浓郁，耐阴，花蓝紫，粉蓝，适合套种 地方品种 松坪乡

本地老品种黄豆 微扁，黄绿色 生长期短，炖吃口感好 地方品种 松坪乡

扁豆 3 本地茶豆 粒大，黑色，脐白色 口感好 地方品种 程海镇

褐豆 褐色 易熟，面，口感好 地方品种 期纳镇

白茶豆 粒大，白色，脐白色 糯，口感好，饱满 地方品种 永北镇

蚕豆 2 本地蚕豆 口感好，做菜用 地方品种 六德乡

本地大蚕豆 粒大 产量高，果荚皮软 地方品种 期纳镇

小扁豆 2 本地鸡豆 口感好 地方品种 六德乡

顺州鸡豆 颜色偏绿 加工成鸡豆凉粉，口感好，煮吃口感好 地方品种 顺州镇

多花菜豆 2 本地金石豆 红色，颗粒饱满 糯，好吃 地方品种 大安乡

永乐白豆 白色 易熟，豆香味浓郁，糯 地方品种 大安乡

绿豆 2 涛源甘庄小绿豆 粒大，绿色 口感好 地方品种 涛源镇

小粒绿豆 细小，皮薄 豆香味浓，易熟 地方品种 期纳镇

小豆 1 小红豆 红色 易熟，面 地方品种 松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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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马铃薯和甘薯资源种类及分布情况

作物种类 份数 品种名称 特征 农民认知 类别 分布区域

马铃薯 4 本地洋芋 黄白心，麻皮  沙，口感好 地方品种 羊坪乡

“鲁波”本地紫洋芋 紫皮黄心，心带紫纹 沙，口感好 地方品种 羊坪乡

大眼睛黄心洋芋 黄心，多芽 沙，口感好 地方品种 羊坪乡

永北大湾子土豆 红皮黄心 沙，口感好 地方品种 永北镇

甘薯 3 川薯 皮红，肉橘红 甜，产量高 地方品种 程海镇

鸡爪红薯 小，肉偏白 甜，产量高 地方品种 程海镇

老品种圆红薯 圆，大 甜，产量高 地方品种 期纳镇

表 6　蔬菜资源种类及分布情况

作物种类 种名 份数 主要分布乡镇 海拔（m）

南瓜 中国南瓜 5 程海、羊坪、六德、永北、光华 1577.16~2868.59

丝瓜 普通丝瓜 3 期纳 1358.00

辣椒 辣椒 1 顺州 2165.37

姜 姜 1 三川 1641.70

芋 芋 1 永北 2304.80

青菜 青菜 4 大安、三川、顺州 1541.60~2392.91

百合 百合 1 期纳 2382.14

山药 薯蓣 2 永北、期纳 1225.26~2115.00

参薯 1 光华 1559.06

芜菁 芜青 2 顺州、羊坪 2210.00~2868.59

叶甜菜 甜菜种 2 三川 1541.60

牛蒡 牛蒡 1 顺州 2210.00

白菜 白菜 1 永北 2170.00

芫荽 芫荽 2 大安、顺州 2165.37~2795.42

豆薯 豆薯 1 程海 1663.4

魔芋（磨芋） 魔芋 2 六德、大安 2162.36~2392.91

花椒 花椒 1 片角 2520.00

土砂仁 艳山姜 1 三川 1543.70

莲 莲 2 期纳 1357.52

表 7　经济作物种类及分布情况

作物种类 种名 份数 主要分布乡镇 海拔（m）

苏子 紫苏 1 顺州 2165.37

花生 花生栽培种 2 期纳、鲁地拉 1440.00~1783.12

烟草 黄花烟草 1 大安 2795.42

向日葵 向日葵栽培种 1 松坪 2850.00

油菜 芥菜型油菜 2 大安、顺州 2392.91~2519.51

表 8　牧草种质资源种类及分布情况

作物种类 科名 种名 份数 主要分布乡镇 海拔（m）

野豌豆 豆科 野豌豆 1 羊坪乡 28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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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永胜县各乡镇主要农作物资源种类及数量

乡、镇
收集

份数
农作物资源主要类型 海拔（m）

期纳镇 19 蚕豆、花生、豌豆、常见蔬菜 1316.00~2382.14

松坪乡 17 大麦、小麦、包谷 1840.45-2850.00

大安乡 17 大麦、魔芋、油菜、豆类 2519.51~2392.91

羊坪乡 12 马铃薯、荞麦、燕麦、菜豆 2771.42~2868.59

六德乡 12 水稻、蚕豆、菜豆 2162.36~2182.07

顺州乡 11 水稻、豆类、常见蔬菜 2165.00~2210.00

永北镇 10 大麦、小麦、燕麦、 
山药、常见蔬菜

2115.00~2304.80

鲁地拉镇 9 水稻、包谷 1140.00~2124.00

三川镇 6 常见蔬菜 1541.60~1641.70

光华乡 6 包谷、豆类 1559.08

程海镇 6 甘薯、豆类 1663.40

涛源镇 5 水稻 1219.34~1282.00

片角镇 4 花椒、山药、包谷 1225.26~2065.21

仁和镇 1 水稻 1720.00

3.2　对当地农业生物资源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的

建议

3.2.1　加大农业生物资源利用及保护宣传力度　建

议县农业管理部门和宣传部门通过主动联系市县电

视台、报纸宣传栏目，参加农产品展览，在网站微信

平台发布信息等方式宣传永胜县特色农业生物资源

或有开发价值的优良农产品，让本地和外地的人们

了解、重视农业生物资源多样性，能积极参与消费本

地优质农产品；农业局或农综办人员到村组宣传农

业相关信息、政策或开展农作物种植技术培训时，对

村级工作管理人员、农户积极宣传地方品种种植和

保护的重要性，对有开发利用前景的地方品种给予

建议。

3.2.2　加强优异地方农作物资源的开发　建议地方

政府或农业局制定地方农产品发展规划，制定加强

重点发展和保护的农业生物资源目录，推动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组织人员到外地参观、考察、学

习、交流，学习地方农产品开发思路、方法和销售策

略等；积极培育、提升本地农产品品牌知名度；支持

或鼓励从事农业产业企业和相关从业者对地方优质

种质生物资源进行挖掘和开发利用；推动种业企业

开发地方特色良种，推广种植；支持或鼓励农产品加

工、销售企业进行地方农产品的深加工和市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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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粒苋作为蛋白质饲料源的前景

籽粒苋优良品种的蛋白饲料粉取代豆粕蛋白，对肉牛有较好的营养替代效应，使当前某些养牛村解除了困境，使养牛的经济

效益增大。在旱薄地上种苋养牛不仅生产了可观的蛋白饲料，而且改善了土壤生产性能，使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得以同步可持续

发展。

广西百色地区田东县农户有养牛的传统，但近年因缺乏蛋白饲料来源而举步维艰，2022 年开始试种中华籽粒苋，3 个月可获

得亩产 8~15 吨的青鲜饲料，而其干物质中粗蛋白含量可接近紫花苜蓿水平而可替代豆粕。实践证明，每亩苋的青饲料可代替豆

粕喂两头牛，而且可使牛提前一个月出栏。扣除提前一个月出栏节约的饲料费，则每头牛比常规饲料喂养净收入多 3000 元以上。

中华籽粒苋来源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20 世纪 80 年代从美国引进的红苋 R104 杂交种，经 30 多年试种与定向

培育，成为在我国发展的红苋 R104 新品系，定名为中华籽粒苋，其具有产量高、蛋白质含量高、抗逆性强、播种量低等特点。

按照最佳刈割期、最适喂饲量，采用全部机械化的创新技术，不仅能节约粮食饲料 30%~45%，还能降低用工量 80%，同时原来

的甘蔗旱薄地经 2~3 年籽粒苋的种植，土壤的生产性能得到改善，可由低产田变成中、高产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发展，展

示了生态工程技术与智慧农业建设的新面貌，不仅使种苋养牛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而且农民走向了富裕，其前景无可限量。

 （卢洪华，孙鸿良，岳绍先，岳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