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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物种资源可持续利用现状与对策建议

刘荣志
（中国农学会，北京 100125）

摘要：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保护生物

多样性是“昆蒙框架”聚焦全球治理的主要着力点，促进物种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在回顾我国物种资源可持续

利用现状、分析当前物种资源可持续利用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方位加大对生物多样性知识的科学普及力度、切实加大

畜禽品种保护和疫病防治技术研发力度、进一步加大植物优良品质基因挖掘利用力度、持续加大微生物资源发掘利用力度的

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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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

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

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 3 个层次 [1]。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将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带

来严峻挑战，在 2022 年 12 月召开的《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

上，中国作为主席国引领推动达成了包括“昆蒙框

架”在内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揽子决定，为全球

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蓝图、设定了目标、明确了路

径、凝聚了力量。“3030 目标”对协同推进保护生物

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增强地球生命共同体气候

韧性具有重要作用，呼吁各缔约方平衡推进《生物

多样性公约》三大目标，奋力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

丧失趋势 [2]。在上述背景下，针对性地开展我国物

种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彰显我

国作为“昆蒙框架”目标擘画者的责任和担当。

1　我国物种资源可持续利用现状分析
过去数十年来，随着人口增长，人类经济活动

加剧，作为人类生存最基础的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

威胁，许多基因、物种无法再现，生态系统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消失。加强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在内

的物种资源可持续利用，施行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

中保护，对于维系关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多样性

具有重要意义。

1.1　以加大保存与精心选育为重点的植物资源可

持续利用得到深入推进　植物资源是一切植物的总

和，是人类可以利用与可能利用的植物，包括陆地、

湖泊、海洋中的一般植物和一些珍稀濒危植物。植

物资源是人类所需食物的主要来源，能为人类提供

各种纤维素和药品，并在人类生活、工业、农业和医

药上具有广泛的用途。如作物种质资源支撑着农业

科技原始创新和作物育种的物质基础，是保障粮食

安全、生态安全、健康安全和种业安全的战略性资

源，我国已采取多种策略推进其可持续利用。

（1）创立作物种质资源学。以植物分类学、生

态学、植物生理生化、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

学、信息学、作物育种学等众多学科理论与技术，

交叉融合创立形成新学科——作物种质资源学。 



2025年第１期专题论述18

（2）建立资源保护体系。经过长期建设，截至 2020
年底，形成了以国家作物种质长期库及其复份库为

核心、10 座中期库与 43 个种质圃为支撑的国家作

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国家作物种质库拥有了 150
万份的库容。（3）加大研发力度。基于作物野生

近缘种、地方品种的创新利用以及多亲本群体、关

联分析群体、优异等位基因的新基因发掘不断取

得进展，为加快作物新品种选育提供了重要支撑。 
（4）加大特色资源开发。近年来我国特色粮油作

物、特色经济作物、特色水果、特色蔬菜等高附加值

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为促进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

增添了活力。我国粮食总产连续多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6500 亿 kg）以上，2023 年达到历史性的

13908.2 亿斤（6954.1 亿 kg），2024 年有望创历史总

产新高 [3-4]。

1.2　以清单管理为重点的动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取

得进展　全世界动物种类繁多。以畜禽为例，我国

畜禽遗传资源数量约占世界总量的 1/6。哺乳纲的

动物有 5400 多个物种，鸟纲的有 9800 多个物种，其

中只有极少数适合人类需要并对农业生产有意义的

物种才会被驯化成为家畜家禽 [5]。近年来，我国多

措并举推进畜禽资源可持续利用。

（1）实行清单管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

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畜牧法》有关规定，农业农村部组织起草了《国家畜

禽遗传资源目录》。（2）实行战略性保存。战略性

保存了 360 多个畜禽地方品种的遗传材料 82 万多

份，数量位居世界第二。2019 年农业农村部推动出

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

利用的意见》，全面推进畜禽遗传资源等农业种质

资源的保护与利用。（3）强化科技挖潜。借助现代

科技手段加大品种培育与改良力度，2008 年以来，

农业农村部陆续发布奶牛、生猪、肉牛、蛋鸡、肉鸡

和肉羊遗传改良计划，印发《关于促进现代畜禽种

业发展的意见》，实施了国家畜禽良种联合攻关计

划（2019-2022 年）。持续用科技手段挖掘畜禽品种

产量潜力，提升畜禽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主要畜

禽产品产量稳居全球各国之冠，实现肉蛋奶常年供

给充足。（4）适度特色开发。我国养蜂历史悠久，

蜂蜜品种类型多样，蜂房数量、蜂蜜产量、蜂蜜出口

量等均位居世界前列，2021 年中国蜂房存量占亚洲

的 20.7%，占全球蜂的 9.2%，位居世界第二；我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梅花鹿和马鹿养殖国、鹿茸生产国和

消费国，2022 年鹿茸市场供应平稳有序，鲜茸产量

900~1000t；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毛皮生产加工销售

国，貉、水貂、银狐和北极狐已作为家畜列入《国家

畜禽遗传资源目录》，2022 年全年貉取皮 791 万张、

狐取皮 836 万张、水貂取皮 579 万张 [6]。

在渔业资源利用方面，通过实行长江十年大保

护、伏季休渔、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等措施综合施

策，让有限鱼类资源得以涵养生息，为渔业资源可持

续利用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昆虫资源利用方面，挖掘

资源特性，加大科学研究和成果推广力度，特别是在

药用价值、饲料替代等高附加值利用上挖潜，大大促

进资源的可持续综合利用。

1.3　以深度开发利用为特点的微生物资源可持续

利用取得长足发展　微生物是一切肉眼看不见或看

不清楚的微小生物的总称，主要包括真菌、细菌、古

菌、病毒、单细胞藻类和原虫等。微生物是地球上进

化时间最长、分布最广、拥有量最大的生物资源，估

计种类超过 1 万亿种，人类开发和利用的微生物资

源不足总量的 0.1%[7]。微生物资源与食品、健康、生

活环境及国家生物安全等都密切相关，是人类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以农业微生物种质资

源为例，它指与农业生产（农作物种植业、畜禽饲养

业和水产养殖业）、农产品加工、农业环境保护及农

业生物技术有关的微生物资源的总称，我国正加大

其可持续利用力度。

（1）重视资源储备工作。通过“国家微生物资

源平台”项目，建立了普通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工

业微生物等国家级微生物种质资源平台 48 个，涵盖

了国内食品发酵、药物研发、生物化工、疫苗生产、微

生物菌肥、微生物饲料、微生物农药等各应用领域的

微生物菌种资源。中国菌种保藏中心现有可共享的

保藏菌株 34 万余株，保藏的菌株总量居全球前列。

近几年来，国家进一步重视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

存工作，资源的保藏量稳步上升。（2）加大科学研

究力度。先后挖掘了一批有益微生物并开展了组

学和作用机理研究，筛选和改造出一批适合产业化

的优良菌种。（3）开发多种微生物产品。开发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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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微生物产品，在肥料、植保、饲料、食品、环境等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如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创制型植物免疫蛋白质生物农药阿泰灵，实现年

推广市值 1 亿元，年推广应用面积达到 66.7 万 hm2

（1000 万亩）。浙江大学建立靶向作物重要病害的

生防微生物资源库，解析了绿针假单胞生防菌分泌

抑菌物质吩嗪 -1- 甲酰胺抑制病原真菌组蛋白乙

酰化修饰，从而防控小麦赤霉病的机制；明确水稻种

子内生微生态中鞘单胞菌群富集帮助水稻抵抗穗枯

病菌侵染，保护水稻健康生长的机制 [8]。通过对未

知领域认识的不断深入，微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已经成为全球生物资源竞争的战略重点。

2　当前物种资源可持续利用面临的问题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

生命共同体，需要系统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共同维护美丽家园。近年来我国在物种资源调

查、收集、保存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如实施战略生

物资源计划专项，完善生物资源收集收藏平台，建立

种质资源创新平台、遗传资源衍生库和天然化合物

转化平台，持续加强野生生物资源保护和利用。然

而，与我国丰富的物种资源总量及国际先进水平相

比，我国在物种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仍面临一些挑

战，同时，针对城乡居民的生物多样性科学知识普及

工作也尚显不足。

2.1　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尚存不足　作物种质资

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特有种质资源消失风险加剧，地

方品种和野生种等特有种质资源丧失严重，国外资

源的占有率较低、物种多样性较低；优异资源和基因

资源发掘利用严重滞后，野生近缘种和地方品种的

发掘不够；野生资源原生境保护利用研究与监测设

备设施亟待加强。特色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

我国特色粮油作物、特色经济作物、特色水果、特色

蔬菜等高附加值资源挖掘及产业利用仍有很大空

间，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挖掘利用等工作的契合

度研究亟待加强。

2.2　动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尚存不足　畜禽资源可

持续利用方面，地方品种保护和基因挖掘利用不足，

虽然白羽肉鸡等部分品种“卡脖子”问题得到缓解，

但奶牛等品种育种水平与同类国外大公司相比仍存

在差距，一些地方品种优良性状没能在主导畜禽品

种中得到体现。在畜禽重大疾病防控上，非洲猪瘟

等重大传染病防治技术攻克尚存在滞后，影响着畜

禽资源可持续利用。

2.3　微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尚存不足　与欧美等

发达国家相比，农业微生物资源利用在保藏物种多

样性、保藏质量、鉴定评价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大

量科学性、商业化微生物菌种仍受制于国外，食药

用、饲用、肥料用、病虫害生物防治等农业有益微生

物物种匮乏，如白色金针菇等优质食用菌菌种 100%

依赖进口、酸奶用益生菌菌种 90% 以上依赖进口。

3　促进物种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建议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促进物种资源可持续利用是

维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应有之义，也是我国作为全

球负责任大国的一份担当。

3.1　全方位加大对生物多样性知识的科学普及力

度　对中小学教育，配强师资力量和充实教学内容，

在教育教学中增加生物多样性知识的传授和测试；

对成年人群，通过广播电视等各类媒体以及经常性

科普活动，加大对生物多样性知识的宣传普及；对从

事与物种有关的工作人员，提前告知维护生物多样

性应知应会基本知识。

3.2　切实加大畜禽品种保护和疫病防治技术研发

力度　加大对地方品种保护和基因挖掘，强化优良

性状基因的筛选，加快优良品种选育，促进在保护中

利用、利用中保护。通过加大资金投入，组织集中优

势团队，开展重大动物疫病防治技术研发，促进动物

安全持续生产，保障人民健康安全。促进制约渔业

安全生产的重要疫病技术研发和利用，保障渔业生

产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3.3　进一步加大植物优良品质基因挖掘利用力度

　加强优异植物种质资源挖掘，选育满足美好生活

需要的优质米、强筋弱筋小麦、高蛋白大豆，强化抗

病虫、养分高效利用、耐盐碱、适宜机械化新品种选

育，培育产业振兴急需的优良特色植物品种。加大

气候智慧型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加快建立多

种资源高效、经济合理、固碳减排的生产技术模式，

增强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韧性”。从品种选育、田

间管理、耕作模式等加大对多作物协同生产的机制

研究，形成可借鉴推广的植物资源利用模式。

3.4　持续加大微生物资源发掘利用力度　充分认

（下转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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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和农户开展“订单种植、保底收购”的合作方式。

4.5　加强品牌建设，完善品牌保护体系　倾力打造

区域化公共品牌和商品品牌，提升山东省谷子产业

的影响力和美誉度。推进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品牌化运作，培育一批名牌产品。支持“三品一标”

认证，力争到 2025 年，山东规模以上小米生产实现

“三品一标”认证基本全覆盖。强化形象公关，传递

品牌价值，扩大品牌的影响范围与传播效果，同时优

化品牌标识，构建区域公共品牌的授权使用机制，并

建立品牌危机预警、风险规避及应急处理机制。建

立健全品牌保护体系，实时监控和评估品牌状况，打

击冒用和滥用公共品牌的行为，营造有利于品牌发

展的良好环境。

4.6　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产业智慧化发展　以

开发“互联网 +”农业为重点，以大数据为基础，提升

山东省谷子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利用云平

台和云服务搭建信息系统，实现农业生产智能控制、

生产数据检索共享、农产品营销与安全追溯、农业经

营决策智能分析等云上业务，推动形成信息农业、互

联网农业、大数据农业等新业态。此外，加强与销售

市场的对接，推动农产品连锁经营、直销配送和电子

商务等现代物流模式的发展，结合互联网技术与农

业生产、加工、流通及消费的各个环节，实现农业发

展的科技化、智能化和信息化。

4.7　促进农旅结合，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区　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创新合作共建方式，传承“小米文化”，

讲好“小米故事”，做好品牌宣传推介。通过发展生

态休闲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倾力打造一批宜居、宜

业、宜游、宜商的农旅结合特色小镇和特色村，激发

市民消费热情，助力村民就业，通过将文旅与农业产

业深度融合，达到农业增效、乡村美化、农民增收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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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核心的微生物资源研究与利用

已经成为全球生物科学的战略重点，健全微生物种

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支撑体系，支持微生物功能基

因组和功能性微生物作用机制解析研究，加大新型

微生物源农业绿色投入品创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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