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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玉环市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主要做法及成效
屠昌鹏　颜曰红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玉环 317000）

摘要：对玉环市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的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等 3 个方面作了详细的阐述，并

提出了一定的建议，对于玉环市今后更好地保护当地农作物种质资源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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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环 市 位 于 浙 江 省 东 南 沿 海，121 °05 ′~ 
121°32′E，28°01′~28°19′N，是我国 12 个海岛县

市之一，陆地面积 378km2，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7℃，因此，有着

比较丰富而独特的农作物种质资源。2017 年玉环

市被浙江省列入 63 个普查县、市之一，按照《浙江

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的总

体要求，全市积极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的征集、审核和数据录入上报工作，从 2017 年

4 月至 2019 年 4 月，历时 2 年，圆满完成普查各项

工作任务，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1　主要做法
1.1　加强组织，明确分工　针对此次普查工作，玉

环市农业林业局高度重视，专门召开局班子会议研

究此项工作，并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分管局长为副

组长，种子管理站、农技推广中心站、植保站、土肥

站、蔬菜办及财务等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玉环

市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领导小组，抽调

种植业科室技术业务骨干 8 人专门组建办公室，种

子管理站站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工作由种子管

理站负责牵头落实。

1.2　积极开展宣传　为了使此次普查的目的和意

义家喻户晓，充分挖掘全市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玉环

市加大宣传力度和广度，确保取得好的效果。一是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黑板报、横幅、会议和手机微信

等多种宣传工具，宣传此次普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引起广大老百姓的关注重视，并使他们积极向农业

部门提供宝贵信息；二是以“走下去”的形式进村入

户，面对面向那些具有丰富经验的年长农民请教，

以获取更多久远且容易被遗忘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品种。

1.3　制定实施方案，开展技术培训　为使此次普查

工作做到有条不紊，根据农办种 [2015]28 号《农业

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行动 2015 年实施方案 > 的通知》和浙

农专发 [2017]34 号《浙江省农业厅关于印发 < 浙江

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 > 的

通知》的文件精神，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

了《玉环市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

行动实施方案》。对普查对象、实施范围、期限与进

度、任务分工及运行方式、重点工作、保障措施等做

了明确规定 [1-2]。同时，对普查人员开展了在查阅资

料、信息采集、数据填报、样本征集等方面的技术培 
训 [3-4]，使普查工作得以更加顺利地开展。

1.4　认真组织开展普查　一是由市种子管理站负

责，到市档案馆和农业局资料室查阅玉环市历年来

有关涉农资料，包括《县志》《农业志》《统计年鉴》

和《农业区域规划》等，填写好 1956 年、1981 年和

2014 年 3 个时间段的《基本情况普查表》，使普查总

表的数据更加翔实、准确；二是按照普查品种的生长

时间要求，定期分组深入全市 12 个乡镇开展实地调

查，在征集时，要带齐照相机、GPS 仪、手机、电池、

枝剪、钢卷尺、地图、矿泉水、食品、雨具等采集工具，

做好采集样品的精准定位和农作物不同生长时期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