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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王朝霞

张燕茹）经过全省上下农业技术人员历时三年

全面普查与收集，深入挖掘具有甘肃省特色的

优势农作物种质资源，并在各地评优推荐的基

础上，通过组织专家评议、社会公示等，“甘肃省

十大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于近日评选揭晓。

农作物种质资源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是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物育种和农

业生产的物质基础。根据农业农村部开展第

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总

体部署，2021 年 5 月，甘肃省启动全省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全面安排部署，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农

业科学院、省种子总站、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及省经济作物技术推广总站全力配合，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的共同参与此次普查。

全省 130 余家相关单位的 900 余人次历时

三年，走访了 14 个市（州）及兰州新区的 695 个

乡镇 2280 个行政村，累计行程 10.5 万公里，完

成了 87个县市区（含嘉峪关市）农作物种质资源

的全面普查和 23 个县（市、区）农作物种质资源

的系统调查，收集各类古老、珍稀、特有、优异的

农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 4581

份，并全部移交至国家种质资源库（圃）。

综合资源特色、利用价值、产业贡献及社

会文化影响等因素，组织遴选出“甘肃省十大

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分别为：白砂谷、和尚

头小麦、三白瓜、华池红花荞麦、肚里黄青稞、

小蚕豆、敦煌紫胭桃、兰州百合、民乐紫皮大

蒜、小黄糜。其中，白砂谷入选农业农村部评

选的 2022 年全国十大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

“甘肃省十大优异农作物
种 质 资 源 ”评 选 揭 晓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冬日，走进陇西县渭阳乡小干川村中药材

种植基地，扑面而来的浓浓药香沁人心脾，田间

地头上机器轰鸣，随处可见种植户忙碌的身影，

村民们正在采挖中药材。

“我今年种植 6 亩黄芩，能产黄芩 1000 公

斤，黄芩籽 10 公斤，现在 1 公斤黄芩能卖到 12

元左右，籽种 1 公斤能卖到 180 元左右，这药材

的收入就有 1.4 万元。”陇西县渭阳乡小干川村

东儿渠小组村民吉想荣高兴地算着账。

提起中药材种植，陇西县新风中药材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永良看着自家长势喜人的

1000亩黄芪和黄芩，高兴得合不拢嘴。“最近几年

中药材价格一直很高，客商们都抢着收购，家里的

收入一年比一年高，还可以带动附近村民就业。”

近年来，陇西县渭阳乡通过打造“红色渭阳”

“实打实干，‘药’你致富”等一批党建品牌，全力打

造中药材育苗、种植、粗加工全链条发展，积极培

育本地经营主体，引进周边专业合作社，打造黄

芩基地 600 亩、黄芪基地 500 亩、红花基地 500

亩，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种植中药材 1200余亩、万

寿菊2100亩，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金“药”匙开启“致富门”

厚重历史的珍稀老品种

农 作 物 老 品 种 的 魅 力 ，在 于 传 承 农 耕 文

化，延续中华文明。

乌江稻米，是张掖一大特产，栽培历史悠

久。据《旧唐书·郭元振传》“武后长安元年（公

元 701 年），甘州刺史李汉通置屯田，稻丰收

穗，一嫌数十解，积军粮数十年。”可见乌江稻

米栽培已有 1300 多年历史。

然而近现代，乌江稻米的地方老品种历经波

折，几近灭绝。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与收集行动（以下简称“三普行动”）中，普查组

了解到当地已近30多年无人种植，几乎无原汁原

味的老品种可觅。幸运的是，一农户家多年前修

房时，在房梁上存放了一包种子，普查人员如获至

宝，对种子抢救性收集保存，将1斤（约上万粒）左

右的种子田间繁殖，只有10株发芽、开花、结穗并

收获，才使乌江稻米地方老品种没有断根。

科研人员经过鉴定，米粒体长个大，两头粗中

间略细，散发独特的清香，还有白色的稻芒、黑色的

稻芒，确定是乌江稻米老品种“白芒稻”“黑芒稻”。

甘肃省“三普行动”历时三年，普查征集 87

个县市区（含嘉峪关市）、抢救性收集 23 个重点

县（市、区）农作物种质资源总计 4581 份，实现

了不同区域、生态类型和作物种类的全覆盖。

本次征集收集作物资源数量较国家种质资源

库（圃）现存甘肃省种质资源大幅增加，作物种

类增加了 9 个科、24 个属和 48 种作物，以前未

收集资源占比 90%以上，新颖性十分突出。

每一份种子的价值，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肚里黄青稞就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农家的古老珍稀

品种，其抗寒能力强，抗逆性强，适应性广，高产稳

产，品质优良，是当地群众喜爱的“宝贝种子”。

“三普行动”中，普查组发现了具有重要价值

的肚里黄青稞优异种质资源。目前，以肚里黄作

为亲本育成的系列品种累计推广 10 万亩以上，

为我省高海拔山区推动青稞产业发展、促进牧民

增收、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掘寒旱特色种质资源

“我们征集到一批具有重要利用价值的特

异资源，发现和收集了新的特异种质和优异种

质，具有明显的耐逆、耐旱、耐寒、耐瘠薄、早

熟、质优味佳特点，与甘肃寒旱农业资源禀赋

密切相关。”省农科院作物所党总支书记张建

平研究员认为，这些具有潜在重要价值的资

源，通过对其抗性基因的挖掘、品种改良，将助

推寒旱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瓜州发现的野西瓜，就是这次收集的濒危

种质资源之一。普查人员在茫茫戈壁荒滩上，发

现了 3株野西瓜苗，为保护西瓜苗不被野生动物

踩踏或损毁，普查人员安装围栏保护，不定期看管

了半年时间，待其成熟后收获果实和籽粒。野西

瓜有极其特殊的耐旱性、耐瘠薄性，也有较好的保

健功效和生态保护功能，极具研究、开发和利用价

值。”省农科院作物所副所长王兴荣研究员介绍。

通过“三普行动”，收集了一些特异、濒危和优

异种质资源。白砂谷，颖壳白色、米粒乳白，晶澄

白砂而得名，熬粥时上面浮起一层厚厚的“油膜”，

蛋白含量高、维生素丰富，易消化吸收，具有清热、

健脾胃等功效，堪比参汤，常作为患者病后康复和

产妇“坐月子”的最佳营养食材；华池红花荞麦，已

有1000多年种植历史，含有17种氨基酸，具有降

低血脂、软化血管、保护视力、抗菌消炎等功效；兰

州百合，香甜软糯，是食药同源食物；三白瓜，因白

皮、白瓤、白籽而得名，皮厚耐贮存，秋季收摘后，

可存放至冬季食用，去燥润肺……

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存，其最终目的是应用

于农业生产。经过几代科研人的努力，和尚头小

麦、灯笼辣子、通渭苦荞、敦煌紫胭桃、民乐紫皮

大蒜、小黄糜等种质资源，应用于生产实践，在产

业化开发利用方面已具规模，为改善人们膳食结

构、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普行动”深入挖掘具有我省特色的优势

农作物种质资源，有利于传承甘肃农产品“独一

份”“特别特”“好中优”“错峰头”的优异种质资

源，打造“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的“甘味”品牌，唱

响甘肃省现代寒旱农业发展主旋律，推动全省乡

村产业振兴发展、支撑农业强省建设。

推动种质资源平台建设

开展“三普行动”，助推了甘肃省种质资源

保存和利用平台建设。

记者来到全省唯一的综合性种质资源库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的甘肃省农作物种质

资源库，这里收集保存了来自 80 个国家和地

区的 84 种作物的资源 5 万余份。

在展览室，但见大小不等、方圆不同的瓶瓶

罐罐里，存有不同的农作物种子。仅豆子一项就

有大豆、黑豆、菜豆等几十种，琳琅满目，黄色、黑

色、红色、白色、花色等各种颜色，缤纷多彩，形状

也是千姿百态，这都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进入一间低温库，打开库门，寒意袭来。

“还好是冬季，大家穿着棉衣能适应库里的温

度，如果是夏季，从外来进来就像掉入冰窟窿

里了。”王兴荣说，低温库分为长期库和中期

库，长期库保持零下 18 摄氏度左右、湿度小于

50 度，种子可保存 50 年以上；中期库保持零摄

氏度左右、湿度小于 65 度，种子可保存 20 年以

上。据悉，低温保存的种质资源约 2.38 万份。

在绿色的格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淡绿色

的盒子，盒子里装满一个个铝箔纸袋子，里面封装

着种子。袋子标签上面清晰地注明编号、名称、保

存日期等，从手写字迹到打印字，印证着科研人员

长年累月收集整理、坚持不懈的付出。

“每袋种子 300 至 400 克，作为育种材料

给相关科研单位提供时，因为太珍贵了，每次

要按‘粒’来计算，可不是市场上按斤来出售

的。”工作人员介绍，每年为相关科研院所、高

校、企业提供约 1000 份种质资源，用于农业科

技研究和作物新品种培育。

据悉，“三普行动”开展以来，甘肃省投入

9000多万元，支持普查与征集工作，建设西北种

质资源保存与创新利用中心、改造提升敦煌种业

玉米种质资源库和甘肃省中草药种质资源库，布

局建设清水县和凉州区的小麦、安定区和渭源县

的马铃薯等11个农作物种质资源圃，在兰州大学

设立甘肃省基因编辑育种实验室，在酒泉成立甘

肃省玉米种业研究院，聚焦资源鉴定、品种选育，

初步构建了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科研创新体系。

——我省普查农作物种质资源摸清家底

挖掘收集“珍宝”保护种业“芯片”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于晓

明）近日，省农业科学院在兰州举办优质强筋小

麦和农产品富硒技术成果研讨会，对优质强筋

冬小麦选育和胡麻、油菜、马铃薯、苹果、中药材

及制种玉米的富硒种植技术和产品开发取得的

阶段性结果进行研讨。

长期以来，我国种植的小麦以中筋品种为

主，所制成的面粉适宜加工面条和馒头，缺乏适

宜加工面包的强筋小麦品种。省农科院着力开

展强筋麦种质创新及新品种选育，选育出了陇

鉴 115（白粒）和陇鉴 117（红粒）两个强筋冬小

麦新品种，增产率均在 8%以上。根据研究成

果，开发出了适宜面包加工的专用面粉，所烘焙

的面包评分在 90 分以上。

同时，利用生物有机硒液体肥对油菜、胡

麻、中药材、马铃薯、制种玉米、苹果等作物进行

叶面喷施，取得显著的增产和产品富硒效果，能

显著提高产品中的硒含量。现已生产出富硒的

胡麻和油菜籽、胡麻油、油渣饼、羊羔肉、马铃

薯、苹果、中药材以及抗逆富硒玉米杂交种。

我 省 优 质 强 筋 小 麦 和
富硒技术成果研讨会举办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王思璇

兰州黄河之滨，一个看似普通的建筑群楼

里，有这样一个科研团队。他们勇攀科技高峰，

楼灯三更亮，试验千万遍，甘愿坐“冷板凳”，“十

年磨一剑”，只为草原上牦牛健壮，只为广大牧

民“腰包”鼓起来。

他们瞄准国际前沿，立足当前青藏高原草

地畜牧业发展要求，勤奋钻研、创新奉献，培育

出国家级牦牛新品种“大通牦牛”和“阿什旦牦

牛”，填补了世界牦牛育种史的空白，先后荣获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 、省 部 级 科 技 奖 励 等 14

项，制订农业行业标准 6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32

件，发表论文 200 余篇，出版著作 12 部。

他们，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

药研究所牦牛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

面向千里草原 培育优良牦牛品种

多年来，该团队立足青海、西藏、甘肃、新疆

等地区草地畜牧业发展的科技与产业需求，重

点开展牦牛种质资源创新利用、牦牛新品种培

育以及牦牛重要功能基因鉴定与利用、牦牛重

要经济性状遗传机理研究、牦牛产业提质增效

技术研发等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他们实施的“大通牦牛”新品种及培育技术，先

后荣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大通牦牛新品种连续多年被农业农村部列

为主导品种；开展的阿什旦牦牛新品种及配套技术

集成与示范，荣获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相关育

种技术引领世界牦牛育种方向。同时创新牦牛繁

育理论与繁育技术体系，成功申报甘南牦牛、帕米

尔牦牛、肃南牦牛遗传资源 3 个。建立了大通牦

牛、阿什旦牦牛四级繁育技术体系，完善了甘南牦

牛、天祝白牦牛、帕米尔牦牛三级繁育技术体系，显

著提升了我国牦牛良种制种供种能力。

多年来，该团队依托 2022 年成立的农业农

村 部 青 藏 高 原 畜 禽 遗 传 育 种 重 点 实 验 室 和

2011 年成立的甘肃省牦牛繁育工程重点实验

室，开展中国优良牦牛地方品种选育及新品种

（品系）育种素材创制、牦牛经济性状功能基因

克隆与鉴定、牦牛种质资源评价与利用、牦牛遗

传改良与繁育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聚焦牦牛

产业发展瓶颈问题开展技术攻关。

创新牦牛繁育模式，服务牦牛产业提质增效。

以牦牛资源为基础，利用繁育场、养殖企业、合作

社、养殖大户等示范基地，搭建了产、学、研、用、推

“五位一体”产业发展模式。成功培育 2家合作社

获得省级种畜生产经营许可证；建立了牦牛高效繁

育模式1套、经济杂交利用繁育模式4套，集成带犊

繁育、早期断奶、提前发情配种等关键技术，建立了

牦牛高效繁殖生产技术体系；创新利用发情控制、

人工授精等繁殖技术，建立了牦牛繁殖调控技术体

系；集成示范牦牛高效养殖关键技术，提高了种公

牛利用率、母牛连产率和犊牛成活率。

建立健全牦牛全产业链生产技术模式。培育

牦牛全产业链经营主体 7 家，从育种、繁殖、营养

与饲养管理、性能测定、疫病防控、肉产品加工、产

品追溯等方面构建牦牛全产业链标准综合体。从

体形外貌、体质类型、生长发育、繁殖性能、性状遗

传和种用价值 6 个方面开展甘南牦牛、天祝白牦

牛、大通牦牛、阿什旦牦牛、玉树牦牛的系统选育，

持续提高优良品种的生产和繁殖性能。

倾情服务牧区 提升牦牛产业发展

该团队发挥技术服务优势，承担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甘肃省古浪县、东乡

县、张家川县，青海省曲麻莱县、称多县，四川省

甘孜县，云南省鲁甸县 7 个县和西藏自治区牦牛

产业顾问组以及那曲市科技帮扶工作组任务，通

过实地调研、入户走访、技术讲座、现场指导、实

操培训、资料发放、技术示范等途径服务“三农”，

推广肉牛牦牛养殖技术，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建立犏牛繁育模式，促进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

河县、合作市牦牛产业提质增效。建立了三元杂交

犏牛产肉的经济杂交繁殖模式 3 套，杂交后代体

重、产肉率、产奶量等显著提高，同龄成年公犏牛每

头售价比成年公牦牛提高1500至2000元。此模

式已在农牧交错区、半农半牧区或海拔 2500 至

3200米的牧区推广应用，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科技服务不仅在青藏高原，而且延伸到帕

米尔高原。中国农业科学院牦牛资源与育种创

新团队，多方携手助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

自治县牦牛产业提质增效。建立了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自治县牦牛良种繁育基地，开展牦牛品

种改良技术的集成与应用，综合配套牦牛高效

繁育技术并推广应用，指导成功申报国家牦牛

遗传资源。并于 2019 年协助引进大通牦牛 70

头，在青海省选购扶贫能繁母牛 1000 头；2020

年引进大通牦牛种公牛 10 头、阿什旦牦牛种公

牛 10 头，示范推广冷冻精液 5000 支。团队组

装集成的牦牛高效养殖技术，使牦牛成为帕米

尔高原的“科技牛”“增收牛”和“守边牛”。

同时建立了开放的牦牛繁育体系，近年来向全

国销售种牛 1.7万头、冻精 27万剂，年改良牦牛 30

万头，覆盖率达我国牦牛产区的 75%，促进了当地

畜牧业经济向高效集约科学养畜方向的发展。经

测算，从犊牛繁活率、死亡率以及18月龄犊牛胴体

重与家牦牛群体相比较，新增效益20多亿元。

该团队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

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将论文写在高

原牧区、成果用在产业发展上，为促进牦牛产业

振兴、助推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作

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农科院兰州牧药所科技创新服务牦牛产业发展

把 科 技 论 文 写 在 高 原 牧 区把 科 技 论 文 写 在 高 原 牧 区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种

质资源作为种业的“芯片”，不仅是

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根本。

日前，甘肃圆满完成第三次全国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任务，共收集各

类古老、珍稀、特有、优异的农作物地

方 品 种 和 野 生 近 缘 植 物 种 质 资 源

4581份，全部移交至国家种质资源库

（圃）。这次普查，发现了一批新的农

作物种质资源，鉴定了一批优异种质

资源，保护了一批濒危种质资源，提升

了全民对种质资源的保护意识。

科研人员考察种质资源。 省农科院供图

国家畜禽新品种“阿什旦牦牛”产肉性能好，无角，易饲养，深受牧民喜爱。 中国农科院兰州牧药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