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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批准使用的农作物品种情况，了解其农业生产的品种需求，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吉

农作物新品种联合研究与推广应用提供参考。本研究以吉尔吉斯斯坦 1991-2017 年批准使用的 692 个农作物品种资料为依

据，采用文献法和对比分析法，对品种结构和其所涉及的作物种类与国别等进行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吉尔吉斯斯坦农作物

新品种培育能力总体较弱，自育农作物品种数量较少，1991-2017 年间自育品种数量仅占同期政府批准使用农作物品种总数

的 10.12%。其中，粮食、果树和饲草三类作物的自育品种数量占同期政府批准使用的同类作物品种总数的比重相对较大，在

18.33%~57.14% 之间，经济作物自育品种数量占 10.53%，蔬菜作物自育品种数量比重不足 1%，西甜瓜没有自育品种。粮食作

物品种主要引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美国和土耳其；经济作物品种主要引自德国、法国、荷兰和土耳其；蔬菜作物品种

主要引自荷兰、德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西甜瓜品种主要引自荷兰和日本，果树品种主要引自俄罗斯和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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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品种是农业生产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对

推动农业耕作制度的改革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积

极的作用 [1]。近几十年，国外粮食的增产大约 70%
靠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在不断提高的单位面积产

量中，良种的作用占 20%~30%。1949-1979 年我国

育成并用于生产的农作物品种有 3045 个 [2]，为保障

我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与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农业科技合作奠定了坚实的

技术和资源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

议的实施，中吉合作与交流日益增多，特别是中吉农

业科技园区建设项目的实施 [3]，为农业科技进一步

的合作搭建了平台。然而目前我国缺少对吉尔吉斯

斯坦农作物品种推广应用方面的研究，影响合作的

针对性和成效。本研究以吉尔吉斯斯坦 1991-2017
年推广使用的各种农作物品种数据为依据，分析研

究其主要农作物种类、品种国别和农作物品种自行

培育能力等，为我国农业科研机构和种子企业与吉

方开展以我国优良品种带动的栽培模式、管理技术、

产品标准和相关配套设施输出为主要内容的合作提

供参考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吉尔吉斯斯坦农

作物品种数据主要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品种委员会

1991-2017 年审定的品种名录，以及吉尔吉斯斯坦

国家统计委员会出版的《吉尔吉斯斯坦农业》等。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文献法和对比分

析研究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1991-2017 年间吉尔吉斯斯坦批准使用农作

物新品种概况　1991-2017 年间，吉尔吉斯斯坦品

种委员会批准使用的农作物品种共计 692 个 [4-13]。

其中，1991-1995 年和 1996-2000 年批准使用的农

作物品种数量均为 39 个，2001-2005 年为 103 个，

2006-2010 年 为 137 个，2011-2015 年 为 207 个，

2016-2017 年为 167 个。可以看出，从独立后第 3
个 5 年开始，吉尔吉斯斯坦批准使用的农作物品种

数量大幅度增加，反映出政府管理部门对提高农作

物良种化水平和农作物品种更新换代的高度重视。

同期，吉尔吉斯斯坦自育品种数量较少，占政

府批准使用的农作物品种总数的比重较小（图 1）。
1991-2017 年间自育品种数量仅占同期政府批准使

用农作物品种总数的 10.12%（表 1）。其中，粮食、

果树和饲草三类作物的自育品种数量占同期政府批

准使用的同类作物品种总数的比重相对较大，分别

基金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域协同创新专项（上海合作组织科
技伙伴计划）”项目（2017E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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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吉尔吉斯斯坦不同时期批准使用的引进 

           农作物品种和自育品种数量对比图

为 19.71%、18.33% 和 57.14%，经济作物自育品

种占 10.53%，蔬菜作物自育品种数量占 0.64%，

西甜瓜没有自育品种。数据分析表明，吉尔吉斯

斯坦农作物新品种培育能力较弱，难以满足本国

生产需要，生产用种需求主要通过从国外引种满 
足。

2.2　1991-2017 年吉尔吉斯斯坦批准使用品种的

种类分析　在 1991-2017 年间批准使用的 692 个

农作物品种中，蔬菜作物品种 313 个，占 45.23% ；

粮食作物品种 208 个，占 30.06% ；经济作物品种 76
个，占 10.98% ；果树品种 60 个，占 8.67% ；西甜瓜

品种 21 个，占 3.03%；饲草品种 14 个，占 2.02%（表

1，图 2）。其中，批准使用的蔬菜和粮食作物品种

数量合计为 521 个，占批准使用农作物品种总数的

75.29%，表明这两类作物在吉尔吉斯斯坦种植业中

占有重要地位。

表 1　1991-2017 年吉尔吉斯斯坦批准使用品种的作物种类和数量统计

品种 合计
蔬菜作物 粮食作物

小计 番茄 马铃薯 甘蓝 黄瓜 葱 胡萝卜 卷心菜 其他 小计 小麦 玉米 大麦 大豆 其他

合计 692 313 60 48 27 47 39 14 21 57 208 97 46 24 18 23

自育 70 2 1 1 41 23 3 11 2 2

引进 622 311 59 47 27 47 39 14 21 57 167 74 43 13 16 21

品种
经济作物 果树 西甜瓜 饲草

小计 棉花 甜菜 油菜 油葵 其他 小计 苹果 梨 醋栗 李子 其他 小计 西瓜 甜瓜 小计 苜蓿 其他

合计 76 8 42 6 7 13 60 20 7 9 11 13 21 16 5 14 8 6

自育 8 1 3 4 11 3 8 8 3 5

引进 68 7 39 6 7 9 49 17 7 9 3 13 21 16 5 6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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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1-2017 年吉尔吉斯斯坦批准使用的 

作物种类和数量对比图

在批准使用的 313 个蔬菜作物品种中，共涉及

马铃薯、番茄、甘蓝、黄瓜、胡萝卜、南瓜、西葫芦、甜

椒、红菜头、葱、豌豆、西兰花、茄子、白菜、萝卜、卷心

菜、豆角等 17 种蔬菜。其中，番茄、马铃薯、甘蓝、黄

瓜、葱、胡萝卜、卷心菜等 7 种蔬菜的品种数量较多，

合计 256 个，占蔬菜作物品种总数的 81.79% ；甜椒

等其他 10 种蔬菜的品种数量较少，合计 57 个，占 
18.21%。

在批准使用的 208 个粮食作物品种中，共涉及

冬小麦、玉米、荞麦、燕麦、小黑麦、水稻、大豆、鹰嘴

豆、芸豆等 9 种作物。其中，小麦、大麦、玉米、大豆

等 4 种作物的品种数量较多，合计 185 个，占粮食作

物品种总数的88.94%；其他5种作物品种数量较少，

合计 23 个，占 11.06%。

在批准使用的 76 个经济作物品种中，共涉及甜

菜、油菜、棉花、烟草、蚕桑、油葵、红花、花生等 8 种

作物。其中，甜菜、棉花、油葵和油菜等 4 种作物的

品种数量较多，合计 63 个，占经济作物品种总数的

82.89% ；烟草等其他 4 种作物的品种数量较少，合

计 13 个，占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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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准使用的 60 个果树品种中，共涉及苹果、

梨、李子、草莓、醋栗、山莓、核桃、樱桃等 8 种果树。

其中，苹果、梨、醋栗和李子等 4 种果树品种数量较

多，合计 47 个，占果树品种总数的 78.33% ；草莓等其

他 4 种果树的品种数量较少，合计 13 个，占 21.67%。

在批准使用的 21 个西甜瓜品种中，西瓜品种

16 个，占 76.19% ；甜瓜品种 5 个，占 23.81%。

在批准使用的 14 个饲草品种中，共涉及苜蓿、红

豆草、小穗冰草、无芒长枝和鸭茅属等 5 种饲草。其

中，苜蓿品种 8 个，占饲草品种总数的 57.14% ；红豆

草等其他 4 种饲草的品种数量合计 6 个，占 42.86%。

2.3　1991-2017 年吉尔吉斯斯坦批准使用品种的

国别分析

2.3.1　引种的主要目标国分析　在吉尔吉斯斯坦

品种委员会批准使用的 692 个品种中，本国自育

品种 70 个，占 10.12% ；国外引进品种 606 个，占

87.57% ；国别不明的品种 16 个，占 2.31%。

在 606 个引进品种中，引自独联体国家的品种

为 158 个，占 26.07%。其中，从俄罗斯、乌克兰、哈

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等 4 国引种数量相对较多，合

计 153 个，占从独联体国家引种数量的 96.84%，表

明上述 4 国为吉尔吉斯斯坦在独联体国家引种的主

要目标国。引自非独联体国家的品种为 448 个，占

73.93%。其中，从荷兰、德国、法国、瑞士、土耳其、

美国等 6 个国家引种数量相对较多，合计 363 个，占

从非独联体国家引种数量的 81.03%（表 2，图 3），
表明这 6 个国家为吉尔吉斯斯坦在非独联体国家引

种的主要目标国。从中国引进品种数量较少，仅 12
个，占从非独联体国家引种数量的 2.68%，占引种总

数的 1.98%。

表 2　1991-2017 年吉尔吉斯斯坦从主要目标国引种数量统计

项目 合计

独联体国家 非独联体国家

小计 俄罗斯
哈萨克

斯坦
乌克兰

乌兹别克

斯坦

白俄

罗斯

其他

国家
小计 荷兰 德国 法国 瑞士 美国 土耳其

其他

国家

引种数量 606 158 74 35 30 3 14 2 448 185 66 41 20 22 29 85

比例（%） 100 26.07 12.21 5.78 4.95 0.50 2.31 0.33 73.93 30.53 10.89 6.77 3.30 3.63 4.79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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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1-2017 年吉尔吉斯斯坦从主要目标国引种数量统计图

1991-2017 年吉尔吉斯斯坦引进农作物品种数

量排在前 13 位的国家依次为：荷兰（185 个）、俄罗

斯（74 个）、德国（66 个）、法国（41 个）、哈萨克斯坦

（35 个）、乌克兰（30 个）、土耳其（29 个）、美国（22
个）、瑞士（20 个）、意大利（19 个）、日本（18 个）、白

俄罗斯（14 个）和中国（12 个）。

根据不同时间段引种数量分析，吉尔吉斯斯

坦引种目标国有较大的变化。1991-1995 年共引

种 31 个，其中，从独联体国家引种 26 个，占同期引

种总数的 83.87%，表明吉尔吉斯斯坦这一时期农

作物品种引进主要以独联体国家为主。同期，从

俄罗斯和乌克兰引进品种 19 个，占同期引种总数

的 61.29%，表明俄罗斯和乌克兰是这一时期吉尔

吉斯斯坦的主要引种目标国。1996-2000 年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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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27 个，其中，从荷兰、俄罗斯和法国引种 18 个，

占同期引种总数的 66.67%，表明吉尔吉斯斯坦这

一时期的主要引种目标国有所调整，荷兰、俄罗斯

和法国是这一时期主要引种目标国。2001-2010 年

共引种 201 个，其中，从非独联体国家引种 169 个，

占 84.08%，从独联体国家引种 32 个，占 15.92% ；

从荷兰、德国、瑞士、法国和哈萨克斯坦等 5 国引种

172 个，占同期引种总数的 85.57%。分析结果表明，

这一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农作物品种引进主要以非

独联体国家为主；荷兰、德国、瑞士、法国和哈萨克

斯坦是主要引种目标国。2011-2017 年共引种 354
个，其中，从非独联体国家引种 262 个，占 74.01%，

从独联体国家引种 92 个，占 25.99% ；从荷兰、俄罗

斯、土耳其、美国、法国、意大利、哈萨克斯坦和德国

等 8 国引种 285 个，占同期引种总数的 80.51%。分

析结果表明，这一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引种仍然以

非独联体国家为主；荷兰、俄罗斯、土耳其、美国、

法国、意大利、哈萨克斯坦和德国是主要引种目 
标国。

2.3.2　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国别分析　1991-2017 年

吉尔吉斯斯坦批准使用的 692 个农作物品种共涉及

粮食、经济、蔬菜、果树、西甜瓜和饲草等六大类农作

物共 51 种。国别分析结果详见表 3。
在批准使用的蔬菜作物品种中，有 0.64% 的品

种为自育品种，88.82% 的品种引自非独联体国家，

9.90% 的品种引自独联体国家。其中，马铃薯品种

有 91.67% 引自非独联体国家，主要引种国为荷兰、

德国和法国；番茄品种有 88.33% 引自非独联体国

家，主要引种国为荷兰、德国，10.00% 引自独联体国

家，主要引种国为俄罗斯；甘蓝品种全部引自非独

联体国家，主要引种国为荷兰和德国；黄瓜品种有

89.36% 引自非独联体国家，主要引种国为荷兰和德

国；葱品种全部引自非独联体国家，主要引种国为荷

兰、法国和意大利；92.86% 的胡萝卜品种和 85.71%
的卷心菜品种引自非独联体国家，主要引种国为 
荷兰。

在批准使用的粮食作物品种中，19.71% 的品

种为自育品种，41.83% 的品种引自独联体国家，

37.50% 的品种引自非独联体国家。其中，小麦品

种有 60.82% 引自独联体国家，主要引种国为哈萨

克斯坦和俄罗斯，15.46% 的品种引自非独联体国

家，主要引种国为瑞士；大麦品种中 45.83% 为自

育品种，其中 33.33% 引自独联体国家，主要引种

国为哈萨克斯坦，20.83% 引自非独联体国家，主

要引种国为瑞士；玉米品种有 82.61% 引自非独联

体国家，主要引种国为美国、土耳其、意大利和中

国，10.87% 引自独联体国家，主要引种国为哈萨克 
斯坦。

在批准使用的经济作物品种中，10.53% 的品

种为自育品种，77.63% 的品种引自非独联体国家，

11.84% 的品种引自独联体国家。其中，甜菜品种中

7.14% 为自育品种，85.71% 引自非独联体国家，主

要引种国为法国、德国和荷兰；油菜品种全部引自非

独联体国家，主要引种国为德国和瑞士；棉花品种中

12.50% 为自育品种，其余全部从非独联体国家引

进，主要引种国为中国和土耳其。

在批准使用的果树品种中，18.33% 的品种为

自育品种，48.33% 的品种引自独联体国家，13.33%
的品种引自非独联体国家，20.00% 的品种国别不

明。其中，苹果品种有 35.00% 引自独联体国家，

主要引种国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醋

栗品种全部为引进品种，主要引种国为俄罗斯和 
波兰。

批准使用的西甜瓜品种全部引自非独联体国

家，主要引种国为荷兰和日本。

在批准使用的饲草品种中，57.14% 的品种为自

育品种，14.29% 的品种引自独联体国家，28.57% 的

品种引自非独联体国家。其中，苜蓿品种中 37.50%
为自育品种，50% 引自非独联体国家，主要引种国

为法国和瑞士。

3　结论
（1）2001-2017 年吉尔吉斯斯坦批准使用的农

作物品种数量呈快速增加趋势，从 1991-2000 年间

的年均约 8 个，增加到 2001-2010 年间的年均约 24
个，2011-2017 年间达到年均约 53 个。反映出吉尔

吉斯斯坦政府对提高农业生产的良种化水平和农作

物品种的更新换代的重视。

（2）吉尔吉斯斯坦农作物新品种培育能力较

弱，各类农作物自育品种数量较少，农业生产用种主

要通过从国外引种满足。1991-2017 年间自育新品

种数量占同期政府批准使用的农作物品种总数的比

重约为 10%。其中，粮食、果树和饲草三类作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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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1-2017 年主要农作物引进品种数量和国别分析

国别 合计
蔬菜作物 粮食作物

小计 马铃薯 番茄 甘蓝 黄瓜 葱 胡萝卜 卷心菜 其他 小计 小麦 大麦 玉米 大豆 其他

合计 692 313 48 60 27 47 39 14 21 57 208 97 24 46 18 23

独联体

国家

吉尔吉斯斯坦 70 2 1 1 41 23 11 3 2 2

俄罗斯 74 25 5 5 3 12 33 31 1 1

哈萨克斯坦 35 29 17 5 5 2

乌克兰 30 3 1 2 15 9 3 3

乌兹别克斯坦 3 1 1 1 1

白俄罗斯 14 1 1 9 2 2 1 4

其他 2 1 1

非独联

体国家

荷兰 185 156 22 35 13 29 18 7 14 18 8 2 4 2

德国 66 48 16 8 11 6 4 1 2 2 1 1

法国 41 22 4 3 1 6 2 6 3 1 2

瑞士 20 4 4 11 7 3 1

日本 18 15 4 2 2 2 5

美国 22 3 2 1 17 7 7 3

意大利 19 13 2 3 5 3 6 6

土耳其 29 6 1 4 1 16 4 7 5

中国 12 1 1 7 6 1

其他 36 10 4 1 1 2 2 8 1 1 5 1

来源国不明 16 2 2 　 　 　 　 　 　 　 2 　 　 　 　 2

国别
经济作物 果树 西甜瓜 饲草

小计 棉花 甜菜 油菜 油葵 其他 小计 苹果 梨 李子 醋栗 其他 小计 西瓜 甜瓜 小计 苜蓿 其他

合计 76 8 42 6 7 13 60 20 7 11 9 13 21 16 5 14 8 6

独联体

国家

吉尔吉斯斯坦 8 1 3 4 11 3 8 8 3 5

俄罗斯 2 1 1 14 2 5 7

哈萨克斯坦 3 3 3 2 1

乌克兰 2 1 1 9 2 4 1 2 1 1

乌兹别克斯坦 1 1

白俄罗斯 2 2 1 1 1 1

其他 1 1

非独联

体国家

荷兰 7 7 14 13 1

德国 15 12 3 1 1

法国 12 12 2 2 2 2

瑞士 3 3 2 2

日本 3 2 1

美国 2 1 1

意大利

土耳其 7 2 1 1 3

中国 3 3 1 1

其他 10 2 3 3 2 8 2 4 2

来源国不明 　 　 　 　 　 　 12 8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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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品种数量占同期批准使用的同类作物品种数

量 比 重 相 对 较 大，分 别 为 19.71%、18.33% 和

57.14%。经济作物自育品种占 10.53%，蔬菜作物

自育品种很少，仅占 0.64%，西甜瓜品种全部为引进 
品种。

（3）1991-1995 年间，吉尔吉斯斯坦农作物品

种引进主要以独联体国家为主（占 96.30%），1996
年以后，吉尔吉斯斯坦农作物品种引进逐步转为以

非独联体国家为主，以独联体国家为辅。在引种目

标国中，非独联体国家主要有荷兰、德国、法国、土耳

其、美国、瑞士和意大利等，独联体国家主要有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不同作物种类引种目标

国不同。经济作物、蔬菜作物、西甜瓜等作物品种引

进以非独联体国家为主，果树、饲草品种引进以独联

体国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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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质资源安全保存原理与技术》主要阐述了作

物种质资源安全保存的含义与范畴，系统介绍了种质库、

种质圃、离体库等保存方式的种质资源安全保存的原理

与技术，主要包括种子、植株、块根、块茎、茎尖、休眠芽、

花粉等保存载体的寿命延长机制、活力丧失机制和遗传

完整性维持机制，种质入库圃前处理、监测预警和繁殖更

新等技术，以及库圃设计与建设的工艺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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