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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种质资源保护现状、存在问题与建议
路战远  孙峰成  牛素清

种质资源一般是指具有特定

种质或基因、可供育种及相关研

究利用的各种生物类型，它是遗

传物质的载体。包括地方品种、

改良品种、新育成品种、引进品

种、 突 变体、 野生种、 近 缘 植

物、人工创造的各种生物类型、

无性繁殖器官、单个细胞、单个

染色体、 单个基因、 甚至 DNA

片断等。种质资源是生物学理论

研究的重要基础材料。目前，国

际上把生物种质资源的占有和对

其保护利用研究的深度看作是一

个国家国力的象征。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

农畜产品生产和国家安全的基

础，也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米袋

子”“菜篮子”和“钱袋子”。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牢牢

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要坚持

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李克强总

理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保障粮

食安全的要害是种子和耕地”，

进一步强调要“加强种质资源保

护利用和优良品种选育推广, 加

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

长期以来，内蒙古大力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摘  要 ：种质资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现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保障粮食安全、建设生态

文明、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种质资源越丰富，基因开发潜力越大，就越有利于农业科

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业发展。内蒙古蕴含着丰富的抗逆种质基因资源，因此，有效保护内蒙古种质资

源，将为发展区域农业生产、满足粮食持续生产与供给中发挥基础性战略作用，也将为打造种质资源

创新高地、筑牢内蒙古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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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农牧业种子工程建设，

在种质资源收集与创制、新品种

选育与推广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

重要成果，为内蒙古农牧 业生

产发展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

献。但总体上看，内蒙古在种质

资源挖掘利用、现代育种技术应

用及优质品种选育推广等方面与

国际国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

以，要集中种质资源和力量，加

快推进种子工程建设，突破发展

中的“卡脖子”问题 , 坚决打赢

种业翻身仗，已成为内蒙古农牧

业高质量发展和农牧业现代化建

设的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

一、内蒙古种质资源保

护现状

内蒙 古地 域 广袤， 地 形地

貌复杂，气候多变，生态类型多

样，现有的农作物及野生植物具

有鲜明的区域性和抗逆性，对于

未来保障国家及自治区粮食安全

和生态平衡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内蒙古种质资源收集工

作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先后组

织 参 加了 两 次（1956 年 和 1979

年）较大规模的作物种质资源收

集工作，挽救了一批地方品种、

野生近 缘种及特色资源，并于

2020 年开始，参加第三次全国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对全区农作物种质资源本底情况

开展普查和征集，加强对野生种

质资源、古老地方栽培品种、特

色种质资源的收集。种质资源收

集保护受到了广泛重视。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内蒙

古在国家种质资源库中长期保存

的农作物种质资源达 1 万余份，

20 家企业保存 8 万余份材料，各

农科院所、大专院校保存资源 5

万余份。而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现有各类种质资源近 8 万份，其

中农作物种质资源 7.8 万余份、

牧草种质资源 1200 余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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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优异种质资源 1100 余份。现

在持续对已经保存的种质资源进

行更新繁殖、主要特征特性信息

采集，筛选出一批优质和抗逆性

强的种质资源。对部分特异资源

进行了分子标记、重要性状基因

发掘与鉴定。利用优质和抗逆性

强的种质资源，创制了一批新种

质，拓宽了育种的遗传基础，对

我国动植物抗逆高产优质新品种

培育具有重大意义，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

二、存在问题

从 全 国 来 看， 农作 物自主

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水

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 100%

自给，玉米自主品种的面积占比

也由 85% 恢复增长到 90% 以上，

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

种”。总体上看，我国农作物种

子供应有保障、风险可控。但在

一些农作物品种，尤其是蔬菜、

花卉、畜禽良种对外 依 存度较

高，影响农业发展速度、质量和

效益。

（一）种质资源本底不够清晰

内蒙古近 40 年未开展全区

范围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缺

乏完善的种质资源保存保护设

施、资源登记和统一管理制度和

体系，导致对全区农作物资源拥

有量及保存情况本底不清，部分

优（特）异种质资源种子活力丧

失或未得到安全及时保护，全区

各级农业部门和科研院所收集、

保存的作物种质资源情况待统计。

（二）种质资源保护不到位、

利用水平低，野生资源丧失风险

加剧

目前内蒙 古还没有完整 建

立起自治区级公益性质的农作物

种质资源低温保存库和种质资源

圃，绝大多数资源仍保存在常温

库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区种

质资源的调查收集和安全保存。

随着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农业

种植结构调整、作物新品种更新

换代等，地方种质资源及野生资

源丧失风险在加剧，古老地方农

作物品种大量退出农业生产甚至

消失，不仅丧失了生物多样性，

而且也为这些老品种的保护带来

挑战，尤其是一些野生资源正濒

临灭绝，急需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保护和抢救性收集。

（三）种质资源研究和利用

水平亟待提高，新品种选育难以

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

内蒙古种质资源基础研究

较薄弱，资源系统鉴定与优异基

因资源深度挖掘利用滞后，对现

有资源的鉴定多数只局限于农艺

（功能）性状，种质资源表型精

准鉴定、全基因水平基因型鉴定

及新基因的发掘不够，突破性创

新资源缺乏，新品种选育难以满

足生产发展的需要，支撑现代种

业发展的能力不足。如内蒙古自

育玉米品种仅占 20% 左右，自育

马铃薯品种仅占 10% 左右。自育

品种市场占有率低，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就不牢。

（四）种质资源研究队伍急

需壮大 

种质资源研究属基础性、长

期性和公益性工作，多年来，由

于受种质资源保护责任主体不明

确、缺乏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

研究立项难、获得科技奖励成果

难、发表高水平的论文难，造成

专门从事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

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团队建设步

伐严重滞后。

所以，从总体上看，内蒙古

还未形成种质资源利用、基因挖

掘、品种培育、产业化应用的全

链条式的组织体系，这也成为内

蒙古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牧业

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短板。

三、内蒙古种业高质量

发展的建议

为全面增强 农牧 业、 林 草

业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生产能力，

以发展壮大种业为目标，强化农

牧业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快

推进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内蒙

古已经出台了《种业发展三年行

动 方 案（2020—2022 年）》， 到

2022 年，自治区现代种业发展取

得突出成效，种质资源保护能力

明显增强，培育一批市场竞争力

强的新品种及配套系。一是农作

物种业。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稳定在 98% 以上，培育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适宜内蒙古种植的优

质新品种 15 个以上，良种繁育

基地面积稳定在 100 万亩以上，

自主选育品种覆盖率提升 5 个百

分点。二是畜禽种业。良种化率

达 到 95% 以上， 国家 级核心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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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场达到 13 家以上，国内排名

前 100 名以内的荷斯坦和西门塔

尔优秀种公牛均稳定在 30 头以

上，良种肉羊年供种能力保持在

20 万只以上。三是林草种业。林

木良种使用率达到 65%，选育优

良乡土树种（品种）30 个以上，

驯化选育生态保护修复急需的乡

土草种（品种）30 个以上，建设

6 万亩林草良种基地和 13 万亩林

草采种基地。建立 20 个饲草基

础种子生产基地，培育饲草新品

种 10 个以上。力争到 2025 年，

全区种质资源保护能力明显增

强，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

新品种、新技术，建立以育种企

业为主体，产学研推相结合，育

繁推一体化的种业发展机制，基

本建成与现代农牧业、林草业相

适应的良种繁育体系。

（一）加强种质普查，摸清

资源本底，建立种质资源数据库

组织开展作物种质资源全面

普查、系统调查与抢救性收集，

加快查清内蒙古农作物种质资源

家底，全面完成第三次全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对

重点县域种质资源进行系统的调

查和抢救性收集，加大珍稀、濒

危、特有资源与特色地方品种收

集力度。到 2025 年，完成全区

农业旗县（市、区）作物种质资

源全面普查与收集 ；同时对现有

资源收集、评价、利用和研究结

果建立数据库，建设内蒙古种质

资源数据库及信息管理系统，实

现对种质资源的数字化管理，同

时开展种质资源的信息查询与共

享利用服务。

（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资源保护能力

内蒙古要加快种质资源库、

良种繁育基地、保种场和核心育

种场建设，使内蒙古种质资源中

长期保存能力达到 30-40 万份，

保存年限达到 20-50 年，年提供

种质资源达到 2000 份，为全区

作物种质资源安全保存作保障，

全面引领和整合全区作物种质资

源研究及保存跨上新台阶。

（三）加强种质资源的创新

利用，加快品种研发，提高自给

能力

构建鉴定评价、基因发掘与

种质创新技术体系，进行多年的

表型鉴定和综合评价，筛选具有

高产、优质、抗逆、宜机械化等

特性的育种材料，开展基因型鉴

定，发掘优异有利等外基因，开

发特异分子标记。建立多学科多

专业联合攻关机制，持续开展主

要粮食作物、特色作物、牧草和

畜牧育种的科研攻关，加快培育

出一批抗逆丰产、优质高效、专

用特用新品种，满足多元化发展

需求。

（四）加快建立商业化育种

体系

结合“科技兴蒙”行动政策

和种业发展行动方案落实，积极

推进科企合作，促进产学研推用

深度融合，做强做优做大产业主

体，建立较为完整商业化育种体系。

（ 五） 出台相应的 保障 措

施，让种业健康快速发展

1. 完善政策支持。财政部门

要统筹整合现有专项资金和政

策，加大 对 种业发展的支持力

度，适时考虑将种业发展纳入内

蒙古现有政府投资基金支持范

围，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种业建设

发展。

2. 加强组织领导。形成统一

领导、分工负责、合力推进的工

作机制，统筹协调种业发展的各

项政策措施落实，及时研究解决

种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3. 科技部门重点支持种业创

新工程，强化对种业创新发展的

科技支撑。保障新建、改扩建种

质资源库、良种繁育基地、保种

场和核心育种场用地。

4.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是一项

公益性、长期性工作，各级财政

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原

则，统筹相关资金，将种质库和

种质圃的运转费和种质繁殖更新

费纳入年度经常性财政预算。

参考文献 ：
[1] 徐 洪 才 等 . https://baijiahao.

baidu.com

[2] 习近平 .2020 年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报告 .

[3] 李克强 .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4] 我国水稻等大宗作物用种已实

现全部自主选 . http://news.cnstock.com

[5]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种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 年）》的通知（内政办发

〔2020〕40 号）.

 （作者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农

牧业科学院 ）

                责任编辑 ：张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