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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中，嘉鱼县已有玉米、大豆、小豆、芝麻、水稻、小麦、油菜等 66 份作物种质资源收

入国家库。分析了嘉鱼县 1956 年、1981 年、2014 年的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品种类型及栽培面积变化，发现嘉鱼县

耕地面积较 1956 年有一定减少，其中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减少，但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面积却较 1956 年大幅增加。从种

植的作物品种类型来看，1956 年主要种植地方品种，品种比较单一，1981 年、2014 年各作物以种植培育品种为主，1981 年栽

培的多是常规品种，而 2014 年生产上多以高产、优质、高抗的杂交品种为主。普查中发现嘉鱼县有 6 份地方资源仍在广泛种植。

针对嘉鱼县地域特点，提出保证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以及嘉鱼县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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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鱼县是湖北省咸宁市下辖县，位于 113°39′~ 

114 °22 ′E，29 °48 ′~30 °19 ′N，海拔 15~243m，

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北与武汉接壤，南同赤壁市毗

邻，东距咸宁市区 40km，西与洪湖市隔江相望。素

有“锦绣江南、鱼米之乡”美誉，是远近闻名的蔬菜

大县。嘉鱼县地处幕阜山脉与江汉平原结合部，

可划分为长江冲积平原、西南垅岗平原和切割残

丘 3 种地貌，大体形成“一山三水四分田，两分道

路和庄园”的地貌格局，县域面积 1019.53km2，耕

地面积 30726.82hm2，其中旱地 12713.40hm2，水田

17593.42hm2；水域面积 31493.91hm2，湿地（含滩涂）

面积 8883.38hm2，林地面积 27333.47hm2，森林覆盖

率 28%[1]。嘉鱼县属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具有

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湿度较大、日照充足、雨热同

季、无霜期长等特点。年平均无霜期 339d，年平均

降水量 1431.2mm，年平均日照时数 1802.9h，年平均

气温 17.4℃。嘉鱼县辖 8 镇，设有 19 个社区（居委

会）、79 个村委会、3 个生产队、516 个村民小组。

全县总人口 37.01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0.76 万人，

农业人口 26.24 万人 [2]。全县现有民族 19 个，其中

少数民族 18 个，包括回族、土家族、满族、彝族、苗

族、高山族等。嘉鱼县蔬菜、莲藕、鲜鱼、螃蟹、芦苇、

意杨和粮、棉、油等农牧渔产品物产丰富，是远近闻

名的“蔬菜之乡、莲藕之乡、菱角之乡、鮰鱼之乡、螃

蟹之乡”[3]，先后被授予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示

范县、全国农业标准化蔬菜生产示范县、全省优势农

产品蔬菜板块建设基地县等多项荣誉称号，是湖北

省粮食主产大县和现代农业示范县 [1]。

我国分别于 1956-1957 年、1979-1983 年对农

作物种质资源进行了 2 次普查，但涉及范围小，作

物种类少，尚未查清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家底 [4]。

2015 年，农业部组织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精心组织，积

极行动，在全省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系

统性调查与抢救性工作 [5-7]。嘉鱼县是湖北省有名

的蔬菜之乡，是这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的

重点县市之一。通过普查嘉鱼县当地农作物特色资

源或地方品种，为嘉鱼县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研

究和利用提供参考。

1　普查方法与内容
1.1　普查方法

1.1.1　成立普查专班　依据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技术规范要求，在嘉鱼县开展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工作。2015 年 10 月在嘉鱼县

农业农村局成立了资源普查与收集小组，组织全县

各乡镇农技中心，并发动广泛宣传，充分调动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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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及农民的积极性，深入覆盖全县各乡镇，进村入

户开展面对面宣传和普查工作。

1.1.2　文献资料查阅　查阅嘉鱼县有关的各种文献

资料，特别注意对县志、农业普查年鉴统计资料的仔

细阅读。

1.1.3　咨询走访　通过咨询县农业老专家，走访老

人等形式，了解全县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种类和分布

特点，开展实地征集资源，填写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基本情况表，并将资源样品

和情况表报送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1.2　普查内容

1.2.1　普查信息内容录入　依据“第三次全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基本情况表，对作物种类

种植面积、地方品种和栽培品种的种植数目和具有

保健、药用、工艺品、宗教等特殊用途的品种名称及

用途、单产进行详细记载。

1.2.2　资源收集　收集嘉鱼县当地特色的种质资源

和地方种质资源。

2　普查结果与分析
2.1　国家种质库已收集嘉鱼县农作物种质资源　

对国家种质资源库进行检索，已经保存的嘉鱼地方

品种资源主要是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主要资源种

类信息见表 1，其中玉米 6 份、扁豆 1 份、毛豆 2 份、

绿肥 1 份、饭豆 2 份、豌豆 1 份、小豆 3 份、豇豆 1 份、

蚕豆 2 份、绿豆 2 份、花生 2 份、芝麻 6 份、油菜 8 份、

大豆 10 份、水稻 17 份、小麦 2 份，共计 66 份（内部

资料）。

表 1　湖北省嘉鱼县已收入国家库主要农作物统计

作物类别 份数 作物类别 份数 作物类别 份数

玉米 6 扁豆 1 毛豆 2

绿肥 1 豌豆 1 小豆 3

豇豆 1 蚕豆 2 绿豆 2

花生 2 芝麻 6 油菜 8

大豆 10 水稻 17 小麦 2

饭豆 2

2.2　嘉鱼县主要作物种类及变化

2.2.1　主要粮食作物种类及变化　嘉鱼县种植的主

要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杂粮等，粮食

作物品种类型及种植情况见表 2。1956 年各作物种

表 2　嘉鱼县主要粮食作物种植情况

年份（年） 品种 面积（hm2） 地方品种 培育品种

1956 早稻 20000.00 4 0

1981 7660.03 0 10

2014 34666.68 1 4

1956 中稻 10086.05 4 0

1981 12266.73 3 4

2014 13466.73 0 38

1956 晚稻 20000.00 1 2

1981 8378.84 1 4

2014 3533.35 0 12

1956 玉米 2000.00 3 1

1981 4266.69 0 4

2014 6000.00 0 13

1956 大麦、

小麦

10333.39 5 4

1981 9953.38 0 7

2014 5000.00 0 4

1956 大豆 4000.00 5 0

1981 1326.67 4 3

2014 1066.67 1 5

1956 杂粮 6973.37 18 3

1981 - - -

2014 333.33 1 1

植品种比较单一，种植品种主要为地方品种，缺乏培

育品种，主要原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经历

战争创伤的新中国水利设施落后，土地荒芜，没有专

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品种培育，大量的地方品种散

落在个体农民手中，农民一般都是从自己的口粮中

留取一部分作为来年的种子使用。1956 年作物品

种单一，管理粗放、产量低。水稻、玉米、小麦、大麦

是主要粮食作物，其中水稻主要地方品种有红脚早、

六十早、御谷、绿财号、胜利籼；玉米主要地方品种有

小粒黄、金黄后、新单 1 号；为解决温饱，荞麦、高粱、

粟谷、红薯等杂粮的地方品种种植较多。1981 年随

着农业科技发展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

实，产量高、品质好的培育品种逐渐替代地方品种并

迅速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但总的来说良种应用率

不高，农业科技创新不够，水稻种植以二九青、华矮

15、广陆矮 4 号、南优 6 号、汕优 2 号、农垦 58、黄毛

毡等常规品种为主。2014 年在所有的农作物中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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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早稻、红薯、大豆各 1 个地方资源还在应用，各粮

食作物主要种植培育品种，与 1981 年种植的培育品

种相比，2014 年的品种更能体现农业科技进步在生

产上的广泛应用，如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品种的变化

表现在高产、多抗的两系、三系杂交水稻品种逐渐取

代常规稻品种。

2.2.2　嘉鱼县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种类及变化　

嘉鱼县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有棉花、芝麻、油菜、苎

麻及瓜果蔬菜，各作物品种类型见表 3。从种植的

经济作物品种构成上来看，1956 年各种作物以种

植地方品种为主，1981 年后除了苎麻保留 2 个地

方品种外，其余作物种植的均为培育品种；2014 年

与 1981 年相比，经济作物虽然都以种植培育品种

为主，但品种更换多以科技含量高，高产、多抗的

杂交品种为主，如主要经济作物棉花品种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抗虫棉的推广和应用。2014 年经济作

物种植最大的变化是蔬菜瓜果种植规模增大，种

植的品种增多，蔬菜产业发展成为农业的第一大

产业和主导富民产业，尤其“两菜两瓜”（大白菜、

甘蓝、冬瓜、南瓜）成为嘉鱼县的特色蔬菜产业，

被省政府命名为湖北省蔬菜大县和蔬菜出口示范 

基地 [8]。

表 3　嘉鱼县主要经济作物种植情况

年份（年） 品种 面积（hm2） 地方品种 培育品种

1956 棉花 4533.36 4 1

1981 3613.35 0 3

2014 1266.67 0 12

1956 油菜 3200.00 2 1

1981 666.67 0 6

2014 3200.00 0 14

1956 苎麻 1333.34 1 2

1981 1133.34 2 3

2014 666.67 0 4

1956 芝麻 6666.67 4 0

1981 4666.69 0 4

2014 733.34 0 15

1956 蔬菜瓜果 - - -

1981 - - -

2014 20853.44 0 77

2.3　嘉鱼县各种作物面积变化及分析

2.3.1　农作物面积及产值变化　由表 4 可知，1956

年、1981 年和 2014 年嘉鱼县生产总值分别为 4608

万元、13370 万元和 1890300 万元，生产总值翻番

上升，农业生产总值也随之增加，农业生产总值占生

产总值分别为 91.56%、66.52% 和 22.42%。主要原

因为 1956 年嘉鱼县以农业为主，农业从业人口多；

1981 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耕地资源、农业劳动力不

断减少，土地产出率低等都引起了农业总产值比例

大幅降低。从种植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面积及产

值来看，1981 年前粮食作物面积增加，而经济作物面

积减少，主要原因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全县

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而 2014 年

粮食作物面积大幅下降，经济作物面积大大提高，经

济作物产值也大幅提高，主要原因为农民生活已逐

步富裕，粮食生产投入大、周期长、效益低，而随着市

场需求种植经济作物效益明显高于粮食作物。

表 4　农作物面积及产值变化

年份

（年）

生产

总值

（万元）

农业

总产值

（万元）

粮食作

物面积

（hm2）

经济作

物面积

（hm2）

粮食作

物产值

（万元）

经济作

物产值

（万元）

1956 4608 4219.03 33392.83 23000.12 1565 1968

1981 13370 8893.28 43852.35 13413.40 4138 3107

2015 1890300 423769 32866.83 30986.82 50681 329941

2.3.2　嘉鱼县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变化　水稻、小

麦、玉米、棉花、油菜等是嘉鱼县的主要农作物，由图

1 可以看出，1956-1981 年间，粮食作物水稻、小麦、

玉米的种植面积都大幅上升，而经济作物如棉花、

油菜、芝麻等种植面积都有一定程度下降，原因为

1956-1981 年间，嘉鱼县的主要栽培作物受经济条

件影响，主要为解决温饱问题，因此粮食作物种植面

积增大；而 1981 年后，嘉鱼县的种植结构发生了重

大变化，由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发展为种植蔬菜瓜果

等经济作物为主，不断提高蔬菜产业发展水平，打响

“蔬菜之乡”和“嘉鱼蔬菜”品牌，这种种植结构适合

嘉鱼县的地理位置特点，也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014 年普查在粮食作物

总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中稻的种植面积却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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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嘉鱼县加大种

植结构调整力度，提升产业发展质效以及政府大力

推广虾稻连作模式，使得中稻种植面积得到了增加；

玉米、油菜种植面积也有一定上升；经济作物中蔬菜

瓜果（图中未列）种植面积由前两次普查的 0 上升

到 20853.44hm2。原因是嘉鱼县全县立足优势，突出

特色，坚持把蔬菜发展摆在突出位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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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变化

2.4　普查发现的嘉鱼县地方特色资源　此次普查

中，嘉鱼县仍有 6 个地方特色资源在广泛种植，其中

早稻地方品种红脚矮种植面积 2533.35hm2，大豆地

方品种九月寒种植面积 1066.67hm2，红薯本地薯种

植面积 333.34hm2，茶叶本地品种鸠坑茶种植面积

466.67hm2，李本地品种麦李种植面积 66.67hm2，本

地桃种植面积 133.33hm2。

3　讨论与建议
3.1　普查结论与讨论　从嘉鱼县的第三次全国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基本情况来看，截至

2014 年，嘉鱼县耕地面积较 1956 年有一定减少，其

中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减少，但蔬菜瓜果等经济

作物面积却较 1956 年有大幅增加。从栽培的作物

类型来看，1956 年各作物如水稻、小麦、大豆等主要

种植地方品种，品种比较单一，1981 年各作物以种

植培育品种为主，至 2014 年各作物地方品种除早

稻、红薯、大豆各仅保留 1 份地方品种种植外，其余

作物地方品种几乎完全消失，至 2014 年生产上多以

高产、优质、高抗的杂交品种为主，但仍有 6 份地方

资源广泛种植。原因是 1956 年一般都是农民从自

己的口粮中留取一部分作为来年的种子使用，没有

专门的育种机构。1981 年随着培育的高产品种的应

用，地方品种逐渐消失，嘉鱼社会、经济、城镇化的发

展及建设用地、旅游业发展等都导致了被征用土地

上的农作物资源的消失。2014 年以来尤其是近年来

湖北省农业科技“五个一”行动暨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的实施和推进，良种良法迅速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嘉

鱼是远近闻名的“蔬菜之乡”[1]，“嘉鱼珍湖莲藕”成

为嘉鱼县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随着嘉鱼县立足

蔬菜产业，嘉鱼县的蔬菜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蔬菜

产业的发展及各种作物的高产栽培，大量使用化肥、

农药、除草剂也导致当地野生近缘植物的消失。

3.2　建议　尽管我国已经开展了第三次全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但需要进一步建立深入至各

乡镇农技中心的稳定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保存队

伍，确保种质资源保存利用常态化，并加大农作物种

质资源保存和利用的宣传力度，保证农作物种质资

源保护和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大力发展产业扶

贫的机遇下，在产业结构调整努力发展农业现代化

的同时，强化生态农业发展，营造生态农业的美好氛

围。切实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总要求”，推进嘉鱼农

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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