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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 

收集行动成效分析与探讨

王浩哲
（山东省威海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威海 264200）

摘要：2020 年 5 月威海市开展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覆盖全市 4 个区市，对农作物种质资源进行

了全面摸底。经过普查与收集，威海市提交国家种质资源库并入库资源 179 份，其中包括地方品种 68 个、选育品种 11 个、野

生资源 98 个、其他 2 个。此次普查行动摸清了种质资源底数，为威海市种业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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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是农业的“芯片”，种质资源则是种业的

“芯片”。做好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摸清家底，抢

救性收集和保护珍稀、濒危作物野生种质资源和特

色地方品种，对提升现代种业和农业核心竞争力、保

护农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威海市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属暖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1.9℃，平均降水量

730.2mm，平均日照时数 2538.2h。2020 年 5 月威海

市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

动 2020 年实施方案》（农办种〔2020〕6 号）及山东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文件要求，全面开展了全市 4 个

区市（环翠区、文登区、荣成市、乳山市）的第三次全

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以下简称普查

行动）。通过对此次普查行动的措施、效果、意义进

行全面梳理，力求为后续采集、保存、利用提供借鉴。

1　普查行动简介
农作物种质资源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推

动生物产业发展的核心战略资源，其多样性对于防

止种质资源灭绝及支撑未来生物产业创新具有不

可估量的价值 [1]。鉴于其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关

键作用，中央已将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列为种业振兴

行动的首要任务，特别强调了种质资源普查是行动

起步与基础构建的关键环节。因此，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与收集不仅是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的基

石，更是决定该体系能否成功构建并发挥效能的核

心所在。

我国分别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先后组织过两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征集普

查。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和种植业结构的深

刻变革，这些种质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分布状况已发

生显著变化。为了应对这些新挑战，开展的第三次

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不仅覆盖了

广泛区域，还特别注重普查与系统调查的结合，旨在

通过精准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建立全面、高效的种质

资源数据库 [2]。

此次普查行动聚焦于三大核心任务：首先，是

对 1956 年、1981 年和 2014 年 3 个重要时间节点的

农业种植情况进行详尽记录，包括县基本信息、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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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植情况以及经济作物种植情况，以确保历史

数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其次，资源征集成为另一项

重要内容，强调收集具有“名特优稀”特性的种质资

源，每份样品均需详细填写征集表，以确保资源的独

特性和代表性；最后，普查行动还强调资源的就地保

护与种质资源库建设，为后续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

用提供坚实基础 [3]。

2　普查行动实施过程
2.1　普查机构队伍和专家团队建设　根据《山东省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要求，

威海市农业农村局于 2020 年 5 月制定并下发了《威

海市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对

全市普查与收集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成立了以局

长任组长，机关相关科室及市农业农村事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全市的组织协调

与监督管理工作；建立了由威海市农业农村事务服

务中心农技站、果树站、种子站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20 余人组成的技术指导小组，负责技术指导工作。

各区市先后成立普查小组，建立健全普查与收集行

动情况交流督导机制，通过组建威海市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微信交流群，确保工作信息及

时有效地传达。

2.2　政策支持与宣传引导

2.2.1　积极开展专业培训　2020 年 7 月 10 日威海

市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启动

会议在文登区召开。会议特邀相关专家，重点围绕

普查与收集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方法标准一致

性进行了专题培训，并对具体操作流程进行了详细

讲解，60 余名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随后，各

区市先后组织了 6 次技术培训班，累计培训技术人

员 300 余人次。

2.2.2　大力开展线上线下宣传　为提高种质资源普

查收集效率，各区市利用部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途

径发布了《关于公开征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通告》，

同时在镇村农资店等农村群众来往密集区域张贴了

种质资源普查宣传材料，鼓励群众积极提供种质资

源线索。函请镇办农技部门协助调查辖区内名优特

色种质资源，在镇村显要位置悬挂宣传条幅，扩大宣

传面。据统计，2020 年以来共计张贴各类宣传条幅

2000 余份。

2.3　普查与收集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为确保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的顺利完成，各部门人员充分

发挥协同作用，整合土肥、植保、推广等领域的技术

力量，明确分工，高效协作。根据方案部署和技术要

求，各小组同步推进相关工作。在落实重要事项与

决策、制定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

案、组织检查宣传与培训、走访调查确定采样种类、

提供资源样本及相关照片与资料等方面，各部门积

极配合，确保工作有序开展。

3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3.1　普查任务指标完成情况　普查人员在深入查阅

县志、农业志、农业统计资料以及县统计年鉴等档案

资料的基础上，相继访问了各区市统计局、档案局和

教育局等相关单位，多次开展种质资源普查的数据

收集工作，并向这些部门的专业人员进行了咨询。通

过下乡入户的方式，走访了相关单位的退休老同志、

农业领域的资深专家以及对农村环境有深入了解的

老农民。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

确保每一项数据都尽可能地贴近当时的实际情况。

此次调查系统地梳理了 1956 年、1981 年和

2014 年 3 个时间节点的行政区划、气候条件、人口

结构、经济发展状况、土地利用情况以及农业生产状

况，包括粮食作物和经济类作物的种植情况。最终，

全面完成了这 3 个时间节点的各区市种质资源普查

工作，共填报普查报表 26 套，所有报表均通过了山

东省农业农村厅的审核。

3.2　种质资源征集情况　通过走访、调研，威海市

共计填报资源征集表 207 份，提交资源 198 份，最终

179 份优质、稀缺、古老、特色种质资源入库，其中包

括地方品种 68 个、选育品种 11 个、野生资源 98 个、

其他 2 个。采集了含野豌豆、野绿豆、野芝麻、野生

猕猴桃等在内的 98 份野生资源，树龄超 400 年的石

榴树以及多种豆类等。

3.3　优异种质资源介绍　在此次普查行动中，征集

到了众多作物品种，其中许多资源在本地颇具盛名。

以山苜楂（学名长蕊石头花）为例，其嫩茎叶属于本

地传统野菜，经焯水后可用于做馅、煮汤。这种作物

在本地既有野生资源分布，又有大面积人工栽培，主

要用于食用，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是市场上常见的

特色农产品，也是本地特色名优蔬菜资源。此外，毛

葡萄、山葡萄、软枣猕猴桃、葛枣猕猴桃皆为当地特

有的野生资源品种，能够充当育种的优良亲本，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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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作物基因库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提供重要支撑。威

海市农业农村局积极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及其他地

市农业科学院、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鲁东

大学等科研院校沟通联系，在拓展利用本地优良种

质资源方面加强合作。

除了上述颇具特色的野生品种之外，本次普查

行动还系统收录了一批已形成规模化种植的作物品

种。以蜂蜜罐地瓜、花 17 花生为例，这类作物尽管

是比较老的品种，品质有所下降，但因其品质具有特

异性，在威海市仍然拥有较大的种植面积。蜂蜜罐

地瓜的薯块呈长纺锤形，大小均匀，薯皮光滑，为土

黄略带淡红色；薯肉淡黄，生食口感甜、脆、香，无论

蒸还是烤，口味都十分甜香。其产品出口到日本、韩

国等国家和地区，深受消费者喜爱。目前已与山东

农业大学农学院及烟台市农业科学院进行联系，希

望能在保留蜂蜜罐地瓜本身甜香口味的同时提高产

量，从而提高种植户的经济收益。

花生品种花 17 自 1967 年选育成功后，就以其

香中带甜的独特口感、高油酸与亚油酸比值以及抗

氧化、保鲜特性而闻名。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

纪初，花 17 不但是荣成地区出口花生果的主要品种

之一，还是“荣成大花生”这一地理标志农产品的重

要组成部分。花 17 种植于优越的自然环境之中，采

用绿色有机种植技术培育出的优质花生仁、花生果

及其加工品（如烤果、烤仁、油炸仁等）远销日本市

场，深受消费者青睐。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该品

种纯度逐渐下降，并逐渐被鲁花 10、花育 22 等新品

种所替代。即便如此，威海本地仍有不少农户因青

睐花 17 独特的风味而保留其种子，用于自家食用油

料等用途。在本次普查行动中，花 17 作为优异种质

资源被特别推荐，已提交至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花生

研究所。该品种具有显著的优良性状，期望育种专

家能够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确保其优良特性的稳定

遗传。作为重要的育种亲本材料，花 17 将在未来品

种改良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助力培育更具优势的

新品种，使这一传统优良品种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

机与活力。

4　典型经验和做法
农作物种质资源的采集工作专业性极强。为

进一步提升采集样本的成功率，威海市与山东药品

食品职业学院中药系达成相关协议，由该中药系负

责项目的培训指导工作。在此过程中，普查人员依

据既定方案完成普查表的填写，并确定种质资源的

位置，而后由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中药系的采集

队伍开展具体的采集工作。另外，各区市还聘请了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的相关专家担任普查专家顾

问，全程参与并指导普查与收集工作，带领种质资源

征集分队深入各个种质资源所在地区，亲自采集和

征集了全部野生种质资源以及地方古老特异种质资

源，为威海市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行动的圆满成功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5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5.1　数据资料缺失与准确性问题　在普查表填报

上，特别是 1956 年、1981 年的普查表填报，由于年

代较久以及区划多次调整，部分调查资料存在遗失

的情况。数据填报比较粗糙，具体情况与实际可能

会有出入。在这一情况下，工作人员从多个渠道寻

求解决方案，一是通过发工作函的方式联系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安局和统计

局等政府部门调取相关档案材料；二是通过实地走

访老党员、老干部等方式了解相关情况，多方面材料

数据汇总对比后再填报普查表，尽可能地提高数据

的准确性。

5.2　专业人才匮乏　在本次普查与收集行动中，威

海市种质资源领域的人才短缺问题尤为突出，特别

是在高端人才方面，缺乏植物学分类领域的专家。

为此，普查行动依托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的专家

团队作为顾问，全程参与并提供技术支持。

5.3　本地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挑战　建立本地

种质资源库能够实现资源在区域内的有效保存，为

优良性状的筛选工作奠定基础。然而，市级种质资

源库的建设面临资金不足和管理人员短缺的双重困

境。此外，威海市所采集的资源以野生资源为主，但

由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和人才，本地企业在种质资

源的开发利用方面能力有限，难以充分挖掘其潜在

价值。

6　未来展望与建议
6.1　强化数据收集整理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对历史数据资料进行挖掘和整理，提升数据的准确

性与完整性，并对现有收集到的数据资料做好存档。

与此同时，要加强与档案馆、图书馆等机构的合作交

流，通过建立联合数据库的方式获取更多权威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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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高的数据资料。

6.2　建立健全体制队伍　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具有

专业性、基础性、长期性的特点 [2]，计划借助公费农

科生计划，通过与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鲁

东大学等高校院所、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

合作的方式，培育专业人才，吸引高水平人才参与种

质资源保护工作。定向培育种业方向的农技人员，

以保障基层种业工作的持续性。此外，还要重视在

职人员的培训与继续教育工作，通过举办培训班等

方式提升其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6.3　建设种质资源保护单位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

建设种质资源库圃，种质资源库圃是我国农业种质

资源长期战略保存的重要设施，是“国之重器”。长

期以来，承担种质资源保护任务的主要是各级科研

院所和高校，但随着种企对种质资源重要性认识的

不断提高，部分种企开始建立自己的种质资源库圃，

收集、保存优异种质资源，为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新品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要实行积极的种业发

展政策，积极向上级部门和地方政府争取资金和政

策方面的支持，从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立项等方面加

大对有实力企业的扶持力度 [4]，通过项目的形式建

设一批种质资源保护单位，以保障种质资源普查能

够常态化开展。与此同时，注重加强同社会资本之

间的合作与交流，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种质

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工作当中。

参考文献

[1] 燕林祥，张朝莲，孔令瑗，雷元宽，王建林，刘秀英．罗平县农作物种

质资源保护利用现状、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中国种业，2021（3）：

27-30

[2] 丁卫军，赵彬．陕西省华阴市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

集行动的具体做法与建议．中国种业，2021（4）：38-40

[3] 李莉，焦春海，刘昌燕，刘良军，万正煌，陈宏伟．湖北省恩施市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分析．湖北农业科学，2020，59（22）：36-43

[4] 梁婷．泰安市岱岳区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成效．中国种业，2021（5）：37-39

（收稿日期：2025-02-12）

4.2　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对剑河小红香稻优化栽

培技术示范区的经济效益跟踪调查显示，采用优化

栽培技术后，单产水平显著提升。以 2023 年为例，

小广示范区通过验收的平均产量达到 450kg/667m2，

较传统栽培方式增产 15%。按照 2023 年市场价格

22 元 /kg 计算，每 667m2 产值达到 9900 元。扣除

生产资料投入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1500
元、人工成本 1200 元以及机械作业费用 400 元后，

每 667m2 净收益约达 6800 元，较传统栽培方式收

益得到显著提升。

从规模化经营角度分析，2023 年剑河小红香稻

种植面积达到 133.3hm2（2000 亩），总产量 90 万 kg， 
总产值约 1980 万元。通过规模化生产与优化技术

的结合，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亩均增收效益显著

增加。

4.3　技术推广成效评估　通过科学化栽培技术的

系统推广，剑河小红香稻生产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

技术进步和推广成效。在农艺技术方面，全面推广

旱育保姆包衣无纺布生态旱育秧技术、（31×21）
cm+（宽行走道）的宽厢移栽模式以及水肥综合调

控等关键技术措施。以 2023 年示范基地为例，剑河

小红香稻实现产量 450kg/667m2 的技术水平，种植

效益比传统种植模式显著提高，为优质高产栽培奠

定了坚实基础。

5　结语
剑河小红香稻高产栽培技术体系的建立和推

广实践表明，通过育秧、整地、施肥、水浆管理等关键

环节的技术优化，结合示范基地建设、农技服务体系

完善和合作社主导的推广模式，可有效提升水稻产

量和品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本研究不仅为

剑河小红香稻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提供了技术支

撑，也为贵州省特色优质水稻产业发展提供了可借

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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