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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对策和建议
汤　洁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南昌 330200）

摘要：阐述了江西省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取得的进展和重要成绩，分析了保护和开发利用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效开展江西省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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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质资源创新利用不仅关系到国计民

生，更关系到粮食安全和国家稳定。粮安天下，解决

13 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

事。据预测，到 2020 年，中国粮食需求增量将达到

500 亿 kg 以上，但受耕地资源和气候环境等诸多因

素制约，传统的水稻、小麦、玉米、油菜等粮油品种增

产难度越来越大。因此，通过种质资源创新和开发

利用来大幅度提高粮油产量，是确保国家粮油安全

的有效途径。

农作物种质资源又称育种的原始材料、品种资

源、遗传资源、基因资源等。它蕴藏在作物各类品种、

品系、类型和野生近缘植物中，是改良农作物的基

因来源，也是培育作物高产、抗病、抗逆、优质、营养、

高效新品种的物质基础，也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为此，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

用，也是丰富和拓展主要农作物遗传多样性的重要 

手段。

江西省地处长江中游，是我国水稻、油菜等粮油作

物的主产区，在我国粮油生产中具有重要地位。据统

计，2015 年江西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达 5579.1 千 hm2， 
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 3705.6 千 hm2、粮食总产

2148700 万 kg ；油料作物播种面积 739.9 千 hm2，油

料总产 124000万 kg。同时，江西省也是一个巨大的、

弥足珍贵的植物基因资源库，蕴藏着非常丰富的遗

传变异，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对增强江西

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保障国家粮油安全供应具有

重要意义。

1　 江西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

的进展与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后，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江西省广大科

技人员在“广泛收集、妥善保存、全面评价、深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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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积极创新、充分利用”的方针指导下，在农作物

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创新利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1　有效保护了东乡野生稻资源　由于人类对自

然生态破坏程度的加剧，野生稻资源，特别是近缘

野生稻资源受到很大威胁。江西东乡野生稻是迄

今世界上分布最北（28°14′N）的普通野生稻，它

涵盖丰富的有利基因，如高抗旱、米质优、耐瘠、免

疫矮缩病、广亲和基因和野败恢复基因等多种基

因，特别是具有强耐冷性，可以抵御 -12.8 ℃的极端 
低温。

自 1978 年东乡野生稻被发现之后，分别建立

异位东乡野生稻保存圃和原生境保护区。江西省

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在 1982 年对各个群落进行

了取样，保存了 252 份资源，并建立了异位（南昌

28°41′N）保存圃 1 个。随后，在国家和中国水稻

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于 1986 年建立了 A、B 两
个原生境保护区（点），有效地保护了东乡野生稻 
资源。

1.2　收集鉴定和编目保存了丰富的种质资源　 
20 世纪 50~60 年代，江西省积极响应农业部关于

“从速调查收集农家品种，整理祖国农业遗产”通知

精神，积极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利用工作。

20 世纪 70~80 年代，江西省对所在区域主要农作物

开展了种质资源调查、收集、鉴定等方面的研究工

作，登记了水稻、油菜、花生、大豆、芝麻等主要农作

物的地方品种，并上交国家相关研究机构进行全国

统一编目。蔬菜资源主要地方品种则由江西省农

业厅和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收集、鉴定、编目和保存，

并共同完成了《江西蔬菜品种志》重要文献资料的 
编撰。

“十五”期间，江西省农业科学院还承担了国

家基础性项目“特殊地区（赣南）作物种质资源的

考察、搜集与研究利用”任务，考察收集了水稻、油

菜、花生、大豆、芝麻、食用豆、各类蔬菜等种质资

源 1700 余份，并对所有资源进行了农艺性状鉴定、 
编目。

2004 年，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科学研究所合作对江西 64 个县野生大豆种质

资源进行了考察搜集，在 52 个县（区）发现收集了

202 份野生大豆。2005 年，开展了江西省玉米种质

资源的收集，在赣西北山区武宁、修水等县共收集到

了山区特色玉米资源 30 余份。2013 年以来在全省

收集了芝麻种质资源 300 余份、柿子资源 70 余份。

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共收集、入

库、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 2 万余份。其中收集、保

存水稻种质资源 10662 份，其中地方稻 3172 份、育

成品种 518 份、国外引种 6698 份、杂交稻亲本 57
份、野生稻 217 份，使江西省成为我国保存稻种资

源最多的省份之一。这些丰富的种质资源为江西

省开展区域内种质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奠定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同时创建了稻种资源数据库，向全

国 20 多个省的水稻工作者提供稻种资源 5000 余 
份次。

1.3　种质资源开发利用取得很好的成效　江西省

科研人员通过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筛

选出许多具有各种优异性状的种质资源，并创制了

一批新种质，培育了一系列新品种，取得了多项国

家、省级重要科研成果奖励。

20 世纪 50~60 年代，通过农业部组织的农作物

种质资源的收集利用工作，成功选育出了南特号、

莲塘早等全国知名水稻品种。收集鉴定的九江苦荞

地方品种资源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是全国产量最高

的品种，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现在陕北、甘肃等荞麦

主产区依然作为主栽品种在开发利用。江西省农

业科学院利用野败型不育系珍汕 97A 与福建省农

业科学院选育的明恢 63 配组成功，选育出了我国

第一个杂交水稻品种籼优 63，该品种长时间在国内

外生产上应用，为世界农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江西省在东乡野生稻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果，选育出了野败不育系协青早 A、东 A 等不 
育系。

1981 年，江西省参加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

的“籼型杂交水稻”成果获得国家发明特等奖；1985
年，“江西省农作物地方品种资源考察与收集”成果

获得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2 年，赣晚籼

19 号资源创新和开发利用成果获得江西省科学技

术进步奖一等奖；2007 年，“东乡野生稻的发现、遗

传多样性保护与初步利用研究”成果获得了江西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11 年，“江西水稻优异种

质资源发掘、创制研究与应用”成果获得了江西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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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西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

存在的问题
2.1　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技术相对落后　江

西省为亚热带湿润气候，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

期长，十分有利于植物生长，气候、生态条件优良。

同时江西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岗地和平原兼

备，植被类型多种多样，孕育了异常丰富的种质资

源，其中包括许多主要农作物的近缘种质资源，如

野生稻、野生大豆、野生芥菜、野生油菜、野生柿子、

野生猕猴桃等。但一直以来江西对这些野生资源

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技术还相对落后，到目前为止，

除了对东乡野生稻建立异位保存圃、原生境保护区

进行了深入研究开发利用外，对其他近缘野生资源

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还是一片空白，究其原因

就是保护设施建设和开发利用技术比较落后，对这

些作物资源的评价大都采用传统的方法，创新利用

技术跟不上，使得极少一部分资源反复被利用，育

成的品种遗传基础单一，很难在利用上取得重大 
突破。

2.2　种质资源信息交流不畅　信息网络是促进种

质资源有效利用的必要设施，特别是在当前信息技

术比较发达的环境下，先进的信息网络设备犹如

“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可很好地推动资源研究和

开发利用发展，并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但是由于

种种原因，江西省在资源信息交流和共享网络建设

与国内外资源信息需求上还有很大的差异，科研院

所尚未建立和完善这些设施，严重影响了省内种质

资源工作者、育种家与国内外同行间的交流和深入 
合作。

2.3　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政策及资金支持力度

相对较小　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特别是保护

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纯公益性的科研活

动，如果没有相关职能部门政策和经费上的支持，要

想取得显著成效是不可想象的。从江西省政府管理

层面上讲，或出于其他原因的考量，可以说对农作物

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重视程度和资金投入相

对较少。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上讲，现行管理政

策也不利于种质创新者和开发利用者利益共享，不

利于调动新种质资源创造者、新品种育成者和开发

利用者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一些优异资源不能得到

充分开发利用。

3　 江西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

对策建议
3.1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技术更新升级　

随着农业开发的深入，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等生产方

式转变，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强化，道路、沟渠硬化，

以及杂交品种的大规模推广应用，一些农作物野生

植物资源生境破坏严重，许多地方品种资源不断丢

失失传，野生资源甚至濒临灭绝，农作物种质资源

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非常严峻，如东乡野生稻自

1978 年发现时有 3 处 9 个居群，而到如今急剧下降

到只有 2 个居群。

近年来，现代生物技术特别是分子标记技术迅

猛发展，为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发掘和创新利用提供

了强有力的手段，包括决定重要农艺性状基因的筛

选、定位和基因克隆等。如水稻自 1988 年以来，分

子生物技术在抗稻瘟病、白叶枯病、褐稻虱，耐盐和

野败细胞质雄性不育恢复基因、广亲和基因和野生

资源耐冷、抗旱基因发掘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江西省一些科研单位也具有一批专业从事农

作物种质资源研究与开发利用的队伍，如江西省

农业科学院目前具有一支近 80 余人组成的队伍，

其中研究员 26 人、副高职称 37 人、中级及以下职

称 10 人；具有博士学位 20 人、硕士学位 30 人。但

这批专业队伍相对于相当宽泛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类型和开发利用行业来讲，显得非常“渺小”和“微

不足道”，因此，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显得迫在 
眉睫。

同时另一个重要的难题是，江西省虽然具有

一批专业从事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研究队

伍，但这批科研人员以老、中年为主，而且走出去交

流较少，知识更新受到一定的限制，大多数以传统

技术方法为主，大大降低了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 
效率。

为此，建议江西地方政府和相关单位要重视从

事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新技术、

新方法的培训力度，提高科研人员的技术水平。

3.2　加强种质资源信息共享和开发利用合作交流　

农作物种质资源开发利用研究证明，每一个突破性

成就取决于关键性基因资源的发现和利用。20 世

纪 50 年代我国首先在水稻矮化育种上取得成功，关

键在于导入了矮脚南特和矮仔占的矮源。现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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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有利用价值的雄性不育性类型，主要都是从广

大种质资源中提取或杂交而得。我国杂交稻在生

产利用上走在世界前列，与导入了海南野生稻的胞

质雄性不育基因有关，如野败型不育系珍汕 97A 的 
培育。

国际和国内同行信息交流和合作能够起到超

出人们意料的巨大作用，它对优异种质的积累、优良

品种的利用和农业生产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我国

目前贮存作物种质资源 35 万余份，但其中 80% 左

右来自中国本土，其地理远缘、遗传差异有明显的缺

陷。为了作物种质的遗传多样性，加强国内同行的

交流与合作，对种质资源创新和“大”品种培育及开

发利用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如国际水稻遗传评价

互联网（INGER）的建设，使种质资源工作者与育种

家沟通交流更加便捷，通过这个网络，可以使世界不

同国家的水稻科学家无偿享受直接利用、系统评价

和鉴定全球的水稻种质资源，进而选育出适合当地

特殊条件的水稻品种。

江西不仅拥有丰富的农作物种质资源，而且

在历史上也是较早开发利用种质资源的地区。江

西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发现了 1 万年前的栽

培稻遗存，是至今发现的人类最早采集利用和栽培

利用水稻的遗址，也证明了江西省是世界稻作起源 
中心。

江西莲塘早等优异品种的培育都是间接利用

了优异稻种资源的结果。江西的水稻科研工作者通

过国际水稻遗传评价互联网（INGER），从国际水稻

研究所引进了大量的水稻种质资源，并选育出菲优

752、菲优 99-01 等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优

良品种。

3.3　加强政策和经费支持，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近年来，江西省一些科研单位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平

台建设项目的大力支持下，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

护、保存和开发利用研究平台建设不仅有量的突破，

而且有质的飞跃。如江西省农业科学院近几年分别

建设有“农业部作物基因资源与种质创制江西科学

观测实验站”、“东乡野生稻科学观测实验站”、“国

家东乡野生稻种质资源原位保存圃”、“国家水稻工

程实验室（南昌）、国家水稻改良中心南昌分中心”、

“国家油料改良中心南昌分中心”和“江西省东乡野

生稻研究发展中心”等重要平台。

但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存工作是纯属于基础性、

公益性的工作，特别是收集、鉴定和编目保存工作，这

些工作从短期来讲，对国家只能产生社会效益，对个

人、单位和国家也不能创造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讲，

这些工作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国家和地方政府以稳定持续的政策和经费支

持，给予种质资源工作人员学习和工作等诸多方面

的关心、关照和鼓励支持，制定公平合理的种质资源

收集鉴定者、创新创造者、开发利用者、科研单位和

国家社会的利益共享分配政策，充分调动各方的积

极性，以稳定资源工作队伍，提高工作水平。

同时，江西省一些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

虽然走在全国前列，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

境决定了在制定保护政策时应综合考虑资源本身特

性、自然进化规律和生态气候条件，更应注重政策的

科学性，以便保证资源完整的遗传多样性和固有的

遗传进化途径，利于科研人员在未来的研究中源源

不断地发掘其潜在的有利基因。

因此，建议各级政府和领导应重视和加强宣

传，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认识到保护农作物种质资

源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制定和督促落实相应的

保护措施。应重点保护种质资源生长环境，特别是

一些近缘作物的原生境点，需列入省级和国家重

点保护区，需拨入专项资金建设原位保护区，使资

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政策成为国家战略层面长远的 
规划。 （修回日期：201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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