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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物种质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有价值的宝贵

财富，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是作物育种、生物科

学研究和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是提高农业科技创新

能力、实现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保障[1]。对现有的作物资源，尤其是对一些处于濒

危、野生、有特殊功效的植物资源、以及尚未引起人们

重视的一些农家品种进行收集、保护和评价，不仅对物

种的保护有重要的意义，而且通过研究、鉴别资源性状

及其有利基因，将会给人类的农业、药业、以及工业带

来革命性的变化，从而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热区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

世界上重要的热带作物起源中心之一。近年来，随着

热作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热带作物资源的不可替代

性、地域的不可替代性、产品的不可替代性及其在中国

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中所具有的地位日益重要。科学

收集和保存热带作物资源，以使其能够得到合理的开

发利用已成为确保热带作物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

关键环节。

1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现状

1.1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拥有情况

中国热带、亚热带地区环境条件复杂，山地、丘陵、

盆地、平原、河谷交错分布，气候各异，光热水资源充

足，植被茂盛，种类繁多，具有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如：

云南有热带植物种类近万种，海南岛也有 4000多种。

原产或起源于中国热带植物种类不少，许多野生种类，

极具开发潜力。1978—2005年，中国开展了“云南作

物种质资源考察”、“海南岛作物种质资源考察”、“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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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饲用植物资源考察”等多项种质资源专题考察。据

初步估算，中国热作种质资源种类很多，约占全国植物

种类的 1/3[2]。目前，已收集并编目的热带作物种质资

源约2.5万份，包括热带果树、热带牧草、热带花卉、热

带香料、木本油料、经济林木、蔬菜、木薯、南药、橡胶、

咖啡、胡椒、可可、椰子、甘蔗、茶叶等。

1.2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存情况

中国热区已建成国家级热带植物种质资源库 1

座，即西双版纳植物园热带作物种质资源库，保存种子

和微繁殖体，库体面积 144 m2，总容量 15 万份。

1997—2005年，已保存热带亚热带植物种质 7 200份

(116科 412属 755种)，另有未鉴定种质 1 151份，数量

约占中国热作种类的 10%左右。在国家级 32个种质

资源圃中，有5个热带作物种质资源圃，分别是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橡胶圃、云南特有果树及砧木圃、广州荔

枝香蕉圃、福州龙眼枇杷圃、开远甘蔗圃，总面积

944.33亩，保存种数 152个，保存份数 10619份 [3]。另

外，据初步统计，现有热区科研、生产单位自建的热带

作物种质资源圃约 35个，保存的种质资源包括橡胶、

热带果树、木薯、剑麻、咖啡、南药、牧草、椰子、棕榈植

物等，保存资源1.5万余份[4]。

2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种质资源种类和数量不清，大量优异种质待收集

就全国而言，中国曾在19世纪80年代在全国热区

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热带作物种质资源调查工

作，但由于生态破坏、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引进、新品种

培育、非正常渠道的种质资源流失等原因，热带作物种

质资源现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目前热作种质资

源分布情况、保护程度难以说清。对种质圃实地调查

发现，个别种质圃虽已建有一定规模，但保存种数、份

数、来源追溯不清。且种质资源流失速度快，有珍稀特

有种质被挖被卖现象。此外，对野生资源的调查、收

集、评价几乎为空白，对当地有重要开发利用价值的野

生资源研究利用不够。

2.2 种质圃布局不合理，建设水平不高

目前，热带作物种质资源圃分散在海南、云南、福

建、四川、广西和广东各省，布局不合理，重复建设、低

水平建设情况较突出[4]。由于长期以来热带作物种质

资源保护工作未得到重视，缺乏资金支持，种质资源圃

管理中存在种质资源保存分散混乱、缺乏规划、种质保

存份数不足、档案记录不完整、设施设备简陋、安全设

施不足、管理跟不上等现象。

2.3 种质资源评价和创新利用与育种脱节

虽然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丰富，但对热带作物种

质资源的鉴定、评价工作未能有序开展，对种质特异

性状研究不够，热带作物种质资源评价不能与育种

的具体目标相结合。对于种质资源的评价与利用，

目前仍主要依赖田间性状比较为主的选育种，通过

诱变、杂交、生物技术等方法进行资源创新利用等对

生产上的贡献还很小。表现为通过杂交育成的品种

数量不多，利用生物技术方法对抗病虫、成熟控制等

特异基因的定位、克隆与表达等与其他作物相比有

很大差距。

2.4 热作种质资源共享程度低

2003年以来实施的国家科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标准化整理、整合及共享试点”，建

成了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信息网，推进了中国热带作物

种质资源整合和共享利用，但目前资源的交换与共享

程度较低[5]。多数资源研究和管理部门没有真正认识

到网络信息的价值，缺乏信息共享意识，缺乏协调共享

机制及合作研究，重复收集保存，大量信息分散在各有

关机构。因各机构信息管理技术手段不一，许多资料

可比性和可利用性差，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热作种

质资源的共享程度。

3 加强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3.1 是提高种质资源保护意识，促进资源永续利用的

客观要求

目前，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不健全，野生植

物原生境遭到破坏，种质圃少、小、散，保存技术落后，

保护意识不强，资源丢失严重。热作品种升级换代的

现实需要与热作资源发掘、保存和创新利用明显滞后

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加强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健全和完善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搜集整理中

国热作种质资源和引进国外优异种质，高效保护与保

存中国珍惜、特有热作种质资源，是确保热带作物永续

开发利用的基础条件。

3.2 是加快热作新品种的开发利用，改变长期落后状

况的现实需要

与大宗农作物相比，中国热带作物种质创新和开

发利用起步晚，长期处于落后状况。且具自主知识产

权的新品种不多，目前仅橡胶树、木薯、甘蔗、荔枝、龙眼、

香蕉、柱花草7个属或种列入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 [4]。

香蕉、菠萝、番木瓜、芒果、咖啡等主要依靠引进国外优

良品种来发展，产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加强热带作

物种质资源保护工作，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热区现有

种质资源性状，利用优良种质，培育新品种，改良现有

推广品种，加快热带作物品种结构调整步伐，有利于促

进热作产业科学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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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是保护本国资源，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迫切需要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大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资源

丰富但开发程度低，一些发达国家正凭借其技术优势

利用这些宝贵资源。中国加入WTO后，国际交往日

益频繁，有效保护中国特有的热作种质资源变得更为

迫切与意义重大。开展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掌握

中国热作种质资源概况，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掌握资源

研究的最新发展动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

技术，取长补短，有利于提高中国热作种质资源研究和

利用水平及新品种的自主创新能力。

4 促进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的几点建议

（1）制定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规划。为切实做

好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应进一步深入调查研

究，摸清全国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现状，深入研

究要保护哪些作物、保护的原则是什么、如何界定珍稀

特有种质资源、如何规划建设种质资源圃等问题，完善

保护规划，以规划来指导项目实施工作。

（2）完善种质资源保护技术支撑体系。加强种质

鉴定、评价的标准化建设，参考国际国内已出版的鉴定

评价标准，制定完善适合中国热作资源的描述规范和

数据标准、鉴定技术规程。制定种质资源收集、整理、

保存技术规程及种质资源圃建设技术标准，规范热带

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完善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信息

平台，建立共享机制，实现种质资源信息的数字化、网

络化，促进种质资源共享。

（3）加强热带作物品种培育及管理工作。热带作

物种类多、杂，且大多是长期作物，多年来未受到足够

的重视，人才队伍不稳定。恢复热带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给予稳定的支持，加快热带作物新品种保护名录

的制定，加强新品种培育，为热带农业走出去提供新品

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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