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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库在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中的作用和建议

段永红 1　余亚莹 1　邓　晶 2

（1 湖南省水稻研究所，长沙 410125；2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长沙 410125）

摘要：湖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作为资源保存分发平台 [1]，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湖南）”的组

织管理和质量管理中分别发挥了中枢作用和内审作用。结合实际工作体会，为普查行动的顺利开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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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质资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新型现

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保障粮食安全、建设生态

文明、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2]。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围绕“生物物种资源主权”的争夺

日趋白热化，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加强种质资源

的保存。2015 年，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联合印发了《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

期发展规划（2015—2030）》，确定了今后我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

任务和行动计划，明确提出组织开展五项重点行动

计划，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是其中的第

一大行动计划。

湖南省是中国 17 个具有全球保护意义的生物

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 [3]，自然地理特征复杂，种质资

源丰富，在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015 年全国启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行动”，湖南省被列为首批启动的 4 个省份之

一。本文拟根据湖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以下简

称湖南种质库）在这次普查行动承担的工作及实施

过程中的体会，谈谈种质资源库在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中的作用和建议，以供参考。

1　组织管理中的中枢作用
根据湖南省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

集行动的目标任务，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组建了资源

调查组、综合管理平台和资源保存分发平台 3 个专

业平台，明确和规范了工作程序和工作任务。其中

资源保存分发平台由湖南种质库承担，负责全省

基金项目： 农业部物种资源保护费项目湖南子项目（1120162130135252036）；
农业部作物基因资源与种质创制湖南科学观测实验站

上交资源的接收、登记、临时保存和转移等工作 [1] 

（图 1）。

图 1　湖南种质库普查与收集工作流程图（一）

1.1　资源接收，连接资源普查收集单位的桥梁　项

目实施过程中，参与资源调查收集的 80 个普查县和

3 个调查组将已收集的种质资源通过邮寄或当面移

交的方式交至湖南种质库，种质库按照资源收集汇

总表，核对实物材料和相对应的信息材料，对符合接

收条件的资源开具接收证明。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种质库共接收到来自全省 77 个县以邮寄、自

送、代交等方式送存的各类种质资源 5009 份。包括

76 个普查县送存的 2202 份和 24 个调查县送存的

2807 份资源（表 1），共开出接收证明 337 份。

表 1　湖南省各普查县及调查组送存资源情况汇总

年份

普查 调查 合计

普查县

（个）

收集资源

（份）

调查县

（个）

收集资源

（份）

县

（个）

收集资源

（份）

2015 年 66 1764 8 674 67 2438

2016 年 28 438 21 2133 38 2571

合计 76 2202 24* 2807 76 5009
* 其中衡阳县仅为调查县，非普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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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资源分类，资源由地域分类向作物分类的转换

站　种质库接收各普查县农业局种子管理站和湖南

省农科院 3 个调查组送存的资源材料后，根据作物

类型对资源材料进行分选和分类，按作物类型统一

编号后分发或临时保存。

将 2015-2016 年收集到的 5009 份种质资源按作物

类型分类统计，水稻等粮食作物 1605 份，辣椒等蔬菜作

物 1832 份，柑橘等果树资源 982 份，茶树、油料、花卉、

药食两用植物等其他作物资源 590 份。其中蔬菜作物

是此次普查中收集资源最多的一种作物类型，占收集

总量的 36.57%，涵盖了 11 种蔬菜作物类型（图 2）；粮食

作物以豆类及杂粮占主体，占粮食作物总量的 59.9%，

其中以薏苡、穇子为代表的杂粮野生种居多（图 3）；果
树资源种类丰富，包含 5 种果树类型，其中柑橘类、梨、

猕猴桃在湖南省内分布较丰富，图 4 列出了收集份数

在 10 份以上的主要果树资源分类情况。

图 2　蔬菜作物分类情况

图 3　粮食作物分类情况

图 4　主要果树资源分类情况

1.3　资源分发，联系资源鉴定评价单位的纽带　本

次普查行动中，种质库及时联系相关的鉴定评价单

位，对完成接收登记清选、分类编号的所有种质资源

及时分发，以便专业研究团队针对各类资源的实际

情况开展繁殖、评价、利用研究。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除因正在进行资料核对录入、种质分类处

理等工作，或因非种植时间暂存外，已累计向中国

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湖南省蔬菜研究所、湖南

省园艺研究所、湖南省作物研究所、湖南省水稻研究

所、湖南省茶叶研究所等省内外 10 个单位分发资源

4259 份，开出转移证明 216 份。

2　质量管理中的内审作用
普查收集工作获得的资源实物和相关数据信

息，是普查质量的具体体现，关系着普查工作的成

败。湖南种质库在种质资源接收与分发过程中，密

切关注种质资源的质量及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及时

发现问题加以解决，其普查与收集工作流程图见 
图 5。

图 5　湖南种质库普查与收集工作流程图（二）

2.1　种质资源的核验、保存　湖南种质库鉴于普查

县和调查组在实地进行资源采集时，由于时间紧、条

件差，对种质资源预处理不足的实际情况，在接收种

质资源后，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2.1.1　二次预处理　对接收的不同类型种质逐份进

行登记和初步清选，同时以图片的形式记录种质接

收时资源的初始状况。并针对不同作物特性和实际

情况，及时进行干燥、杀虫、保湿等处理。例如：非当

年收获的陈种，因常温下粗放保存，存在起虫、霉变

等现象，需及时杀虫和清理；刚成熟收获未来得及进

行晾晒的湿种子，需立即去除包装进行清洗和干燥

处理；新鲜的植株、枝条、果实暂不能转移繁殖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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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保湿、保温处理。

2.1.2　备份保存及入库保存　对接收的种子形式的

种质资源，进行干燥、清选等预处理后，除了数量极

少的材料外，均在分发的同时备份保存 1 份于种质

库低温干燥环境中，以保证资源繁殖评价的可持续

开展。在 2016 年的评价鉴定工作中，已有 363 份资

源因繁殖未成功等原因，重新从库内第 2 次或第 3
次取种。对于接收及繁殖的符合种质入库条件的种

质资源，均按照入库要求进行中长期低温保存，为种

质的后续研究储备物质基础。

2.1.3　种子质量检测　针对资源接收情况，抽查不

同作物的发芽率、种子含水量、种子净度和纯度，及

时了解普查材料的质量状况。普查材料多为当地农

民自留种、野生种，种子混杂现象普遍存在。以水稻

为例，237 份普查水稻种子中，160 份存在混杂现象，

占总数的 67.51%；65 份存在起虫、含已发芽种子等，

占总数的 27.43%。

2.2　资源数据的整理、补充

2.2.1　电子数据分类建档　根据各普查县和调查组

送存的原始电子档案，在基本审查合格后，按照作物

类型进行重新建档，为资源评价鉴定提供最基本的

数据支持。

2.2.2　性状、图像信息补充　补充登记种子形式普

查材料的形态特性和生物学特性信息，对种子重新

进行规范，拍摄清晰图片，为普查数据库的建设和资

源繁殖、评价、鉴定工作的开展提供准确的数据及图

像信息。

2.3　数据信息的统计、反馈

2.3.1　数据信息汇总统计　与本项目综合管理平台

人员及时沟通、联系，定期汇总接收、分发、暂存资源

数据，对接收的电子材料信息及分发繁殖评价数据

进行核查，将统计结果和存在问题向调查组及普查

县反馈。在有效提高项目整体调控能力的基础上，

及时发现并纠正了实物编号与电子材料编号不一

致、电子材料不完整或严重滞后等问题。

2.3.2　统计不合格资源，协助建立重新收集方案　

由于农作物资源存在季节性特征，第 1 次集中采集

的部分资源失去了进一步繁殖、鉴定的能力。根据

项目组要求，对已分发进行繁殖评价的普查材料情

况进行跟踪调查，将各研究所反馈的 527 份不合格

资源清单汇总、分类、统计，及时反馈至各普查县、调

查组。从反馈的不合格材料来看，95.2% 为枝条等

非种子形式资源，经过与普查县、调查组及繁殖评价

相关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多方沟通，总结样品不合格

的主要原因，制定重新采集方案，包括：（1）分作物

采样技术说明；（2）适宜采样时间表；（3）样品干燥、

包装标准化等措施，有效提高了补充采集及新采样

品的合格率。

3　问题与建议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庞大系统工程，技术性

要求强，涉及专业门类多，对参与人员的素质要求

高。湖南种质库在资源接收与分发过程中，发现由

于普查任务重时间紧、普查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参差不齐且人员不稳定等因素，出现部分样品不合

格、数据不规范等现象。针对这些状况，建议加强以

下几方面的工作。

3.1　在组织管理中进一步加强各部门的协同性　

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作为一项综合性研究工作，不

仅需要专业技术人员，还涉及各级相关农业管理部

门，甚至包括社会力量，因此组织管理的统筹协调

作用非常重要。建议在统一组织管理下，发挥普查

县、调查组以及种质库、综合处等部门的各自优势，

规范工作方案，协同开展工作，实现事半功倍的工作 
效率。

3.2　在质量管理中进一步加强数据信息的完整性　

在实地采集种质资源的同时，需要同步完成相关的

资料编录和影像采集。通过完整填写《种质资源征

集表》和《种质资源调查表》，系统拍摄采集资源的

生境、群落，植株整体、局部及典型特征等，获取准

确、完整、可溯源的原始数据，为采集资源的深入评

价研究、普查资源数据库的构建奠定基础。在实际

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防范实地数据记录不规范、不完

整，图片拍摄不清晰、主题不突出、色彩失真，以及

后期数据整理及图片补拍严重滞后、遗漏等问题的 
出现。

3.3　在资源普查及研究全过程进一步加强资源的

妥善保存　由于种质资源是由亲代遗传给子代的遗

传物质，是能繁殖的生物体。因此，从种质资源被发

现和采集开始，应当依据不同作物特性对采集资源

全程进行妥善保存。只有保持普查与收集过程中种

质资源的活力，才能保障普查工作赢在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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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零缺陷”质量文化　迎接种业发展新机遇

亢立平　舒洪东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 210002）

摘要：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加快研发平台建设、加强繁种基础建设投入、健全质量管理机构、强化生产质量

管理和加强种子售后服务 5 个方面不断培育企业质量文化。面对新《种子法》的要求和当前质量管理科学的发展现状，公司提

出对标华为培育“零缺陷”的质量文化，以种子质量追溯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为推手，迎接种业发展新机遇。

关键词：质量文化；质量追溯；质量管理体系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华种业”）是从事农作物种子研发、生产、加工和销

售一体化的种子企业，大华牌水稻种子、小麦种子和

大麦种子均为江苏省名牌产品。大华种业在质量管

理方面一直在不断的探索，为求走出一条适合自身

特点的新路子。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

下简称《种子法》）的颁布和三个配套办法的分步出

台，对种子企业的质量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当

前质量科学发展的现状，对标华为的质量管理，大华

种业提出了培育“零缺陷”质量文化的构想，以迎接

种业发展的新机遇。

1　在培育质量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
1.1　加快研发平台建设，研发优质种子　大华种业

近年来着力打造高标准育种平台，以高产、多抗、优

质为方向，从育成优良品种出发，夯实质量管理的品

种基础。2015 年，大华种业整合研发力量，建成大

华种业育种研究院。功能设施齐全的生态试验站的

建成和分子育种实验室等先进设施的投入使用，育

种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构筑起较高起点的育种研发

平台，育种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新品种推出速度逐

年加快。同时，注重强化科企联合，不断扩大与省内

外科研院所、农业院校和大型种业企业的创新合作，

引进优质种质资源和育种团队。通过共用种质资源、

联合攻关、开展协作育种、实现研发成果共享等举

措，构建优势产品群。

2010 年以来，大华种业自主选育通过省级审定

农作物新品种 15 个，2014-2015 年连续有 4 个新品

种通过了国家或省级审定；合作选育和买断经营新

品种 10 个；一批小麦、水稻、玉米新品系正在参加国

家和省级区试或生产试验。全国审定和跨省审定

（认定）工作持续取得突破，1 个小麦品种通过国家

审定；在河南、浙江和上海分别审定杂交水稻品种 1
个，在上海和浙江分别审定小麦品种 2 个，1 个玉米

品种通过安徽省认定。建成的可供品种改良应用的

丰富农作物种质资源材料和大量后备品系，为新品

种的后续推出夯实了基础。

1.2　加强繁种基础建设投入，优化种子生产设施　

大华种业多年来坚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夯实质量

同时，此次普查收集是一次集中行动，在较短

的时间内完成了众多资源的采集；而后续的资源评

价、鉴定、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较长的时

间实现对收集资源的精准评价和深入研究。因此，

为了防止普查收集的具有重要潜在利用价值的种质

资源得而复失，应该重视资源入库（圃）保存工作。

只有妥善保存这些携带重要基因的种质资源，保护

好评价、创新和利用的物质基础，才能实现全面提升

我国种业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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