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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护、鉴选

挖掘与利用

提名等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一、项目简介: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命脉。“农业现代化，

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只有

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为种业改

革发展指明方向。种质资源是战略资源，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源头，种业之争的焦

点是种质资源之争。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具有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和长

期性等显著特点，加强资源有效保护和促进资源合理利用是农作物种质资源工作

的两大核心，保护是持续有效利用的前提和基础，利用则是资源保护的价值体现。

本项目针对新疆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鉴定评价与挖掘利用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和关键性技术需求，项目遵循以基础研究为指导，关键创新技术研究为核

心，挖掘应用为根本的研究主线，以实现新疆农作物种质资源安全保存、深入挖

掘、充分利用为目的，开展新疆及中亚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系统调查，抢救性收集

农作物种质资源；健全种质资源保存体系（资源库、资源圃、数据库），保障资

源的长期安全保存，促进共享利用；开展种质资源规模化鉴定，筛选性状表现优

良的种质资源，尤其是特色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新疆特色农

业大发展。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针对新疆作物种质资源家底不清的问题，对新疆 89 个县（市、区）内

的各类作物种质资源进行全面普查，选择 27 个重点县开展作物种质资源系统调

查和收集，制定系统调查技术路线，做到调查收集地域全覆盖、生态类型全覆盖、

作物类型全覆盖，摸清我区农作物种质资源种植历史、品种更替、地理分布、栽

培制度、生长特性等信息，挖掘珍稀、特色、具有创新开发利用价值的地方品种

或特色资源。通过开展全面性普查与抢救性收集，首次摸清了新疆的种质资源家

底。实现了对新疆农作物种质资源地域、生态类型和作物类型的全覆盖，共收集

到 118 种作物 5579 份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种质资源，作物类型和资源份

数大幅度增加，显著提升了新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丰富度和遗传多样性。

（2）集成建立了确保种质资源遗传完整性的综合技术体系，并长期安全保

存种质资源达 118 种作物 5.2 万份，位居西北地区首位。通过构建新疆及中亚引

进作物种质资源信息数据库，解决种质资源基础信息不健全、共享利用率低的问

题。在新疆研发建立种质库、种质圃、数据库“三位一体”的区域性农作物安全

保存、共享利用技术平台，实现种质资源的信息化管理，为新疆本土农作物种质

资源安全保存和共享奠定了基础。

（3）针对新疆作物种质资源基础数据不全，共享利用率低的问题，突破传

统鉴定方法，探索出“表型+品质+基因型+代谢组+抗逆性”的多元化鉴定模式，

对新疆本土农作物和中亚引进的重要农作物种质资源开展精准鉴定与评价，实现

了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挖掘利用，为提高新疆优势特色作物种质资源高效利用



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4）针对我国产胶作物类型少且种植区域有限的问题，对新疆橡胶草的收

集保存、表型和分子水平的鉴定评价，并系统的收集整理橡胶草和近缘植物蒲公

英种质资源，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橡胶草栽培、育种、橡胶草含量的快速测定方法、

产胶抗逆等方面的机理研究，配套引进研制了橡胶草机械化种植的农机装备，为

橡胶草在新疆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并为新疆特色资源的挖掘利用开辟

了一条可供借鉴的发展道路。

通过团队的持续研究，旨在挖掘新疆本土农作物种质资源和中亚重要农作物

种质资源，探索多元化准确的鉴定模式。搭建资源安全保护与共享利用技术平台，

探索特有战略资源的高效利用途径，解决新疆种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这些

研究成果将对新疆农业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二、推广应用情况:
通过本项目实施，发掘出许多具有新疆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农作物种质资

源，如且末香蒜、柯坪恰玛古，发展成为当地特色产业，促进了乡村振兴产业发

展；经研究鉴定筛选出一批具有高产、优质、耐盐性、耐旱性的种质资源，为新

品种选育提供了重要的亲本材料；通过数据库共享平台，促进了种质资源的有效

共享，使种质库内沉睡的种子变成促进种业创新发展的重要资源。

社会影响力显著，全社会形成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的氛围。通过广泛的宣传

教育活动，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极大地提高了公众对农作物种质资源

保护的认识和参与度。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媒体平台，开展种质资

源普查与收集的重要意义、工作进展和取得的成果宣传，增强了社会各界对种质

资源保护的关注度。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种质资源保护的讲座和现场演

示等科普活动，解答农民和公众的疑问，提高了大家的科学素质和保护意识。通

过建立奖励机制，鼓励农民积极提供种质资源线索，评选奖励农民种质资源工作

者，形成了全社会积极共同参与资源收集和保护工作的良好氛围。这些举措有效

提升了公众对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的认识，增强了大家的参与感和责任感，为种

质资源的长期保护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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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201910365475.3.
5、实用新型专利 5 项

[1] 徐麟, 阿布都克尤木•阿不都热孜克, 王永刚, 潘心雨, 王亚楠. 一种具有恒

温防潮功能的储存装置，专 利 号：ZL 2022 1 0874449.5.
[2] 马艳明, 王威, 徐麟, 刘宁, 颜国荣, 张龑, 王莉, 肖菁. 一种鹰嘴豆种植用

播种装置.专利号：ZL 2021 2 1157906. 6
[3] 张龑,张学超,任海龙,王莉,徐麟,马勇,聂秋海,王锋.一种水培橡胶草系统控制

装置.专利号：ZL201922493429.X
[4] 张龑, 严青青, 高强, 徐麟, 阿布都克尤木·阿不都热孜克, 张学超, 任海龙,

李 文 慧 , 张 胜 军 , 朱 文 文 . 一 种 橡 胶 草 播 种 装 置 [P]. 专 利 号 ：

ZL202221836961.2.
[5] 张龑, 徐麟, 马艳明, 王永刚, 冯贝贝, 于玉梅, 马勇, 聂秋海, 王锋. 一种集

雨保水幼苗栽培装置. 专利号：ZL201920619331.1
6、软件著作权 7 项

[1] 马艳明, 徐麟, 肖菁, 王永刚.种质资源管理系统 V1.0，2021SR1437281.
[2] 马艳明 , 徐麟 , 肖菁 , 王永刚 .种质资源二维码追溯系统， 登记号：

2021SR1437283.首次发表日期：2021年 08月 01日。

[3] 郭君, 马艳明, 徐麟, 蒋国伟, 王永刚, 肖菁, 王冰.中亚引进农作物种质资源

数据管理系统 V1.0，登记号：2022SR1013927.
[4] 马艳明，徐麟，宋羽，颜国荣，苗昊翠，王莉，张龑，肖菁. 新疆小麦族野

生近源植物资源信息软件 V1.0，登记号：2017SR227700.
[5] 马艳明，张胜军，房世杰，肖菁. 小麦种质资源芽苗期耐盐性实验数据记载

与分析软件 V1.0，登记号：2017SR562741.
[6] 马艳明，宋羽，张胜军，房世杰，徐麟. 小麦芽苗期耐旱性实验数据记载与

分析软件 V1.0，登记号：2018SR814817.
[7] 马艳明，王浩、房世杰、宋羽、张龑孜然芹种植技术与品种特征特性信息软

件 V1.0，登记号：2017SR646650.

7、新品种权 3 项



[1] 马艳明，王彩荣，孙娜，张胜军. 品种名称：伊农 26号. 属或者种：普通小

麦. 品种权人：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农业科学研究所. 品种权号：CNA20211008580.申请日：2021年 12月 13日，

授权日：2023年 12月 29日。

[2] 阿布都克尤木·阿不都热孜克, 张龑, 徐麟, 王永刚, 肖菁,高强，赵连佳，邓

超宏，于玉梅. 品种名称：塔吾子 1号. 属或者种：普通西瓜. 品种权人：新

疆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品种权号：CNA20211006865.申请日：

2021年 10月 24日，授权日：2023年 9月 5日。

[3] 任海龙, 阿布都克尤木·阿不都热克, 李寐华, 张龑, 徐麟, 古丽米拉·艾克

拜尔, 于玉梅, 玉山江·麦麦提, 王永刚.品种名称：阔棍 1号，属或者种：

普通甜瓜. 品种权人：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品种权号：

CNA20211006434.申请日：2021年 9月 23日，授权日：2024年 9月 18日。

四、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排名 姓名
行政职

务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对项目技术创造性贡

献

1 马艳明 无 研究员
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作

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项目总负责，对创新

一、二、三有贡献

2 张龑 无 高级农艺师
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作

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对创新一、二、三、四

有贡献

3 高强 无 副研究员
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作

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对创新一、二、四有贡

献

4 徐麟 所长 研究员
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作

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对创新一、二、三、四

有贡献

5 倪中福 院长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
对创新点一、三有重要

的贡献

6 严青青 无 助理研究员
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作

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对创新一、二、三、四

有贡献

7 杨延龙 无 助理研究员
新疆农业科学院经济

作物研究所

对创新点一、三有重要

的贡献

8 邓超宏 无 副研究员
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作

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对创新一、三有贡献

9 张胜军 无 助理研究员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

业科学研究所

对创新点三、四有一定

的贡献

五、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为项目主持单位，负责各

协作单位的管理和实施。对项目的主要贡献有：（1）负责项目总体

目标、实施方案、考核指标的制订、分工、检查和总结；（2）负责

本单位技术路线、实施方案、人员分工的落实与执行；（3）负责新



疆及中亚农作物种质资源考察收集、安全保存、鉴定评价与挖掘利用

研究；

（4）负责橡胶草的收集、鉴定和利用，以及橡胶草栽培技术模式研

究和产业化工作；（5）是本项目 4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为项目第二主要完成单位，主要贡献有：（1）

负责本单位技术路线、实施方案、人员分工的落实与执行。（2）负

责项目中粮食作物种质资源的调查与收集；（3）负责项目中粮食作

物种质资源的鉴定与筛选研究；（4）对创新点 1和创新点 3 有重要

的贡献。

新疆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为项目第三主要完成单位，负责

（1）负责本单位技术路线、实施方案、人员分工的落实与执行。（2）

参加项目中中亚地区棉花种质资源的引进收集与保护研究；（3）参

加项目中棉花种质资源的鉴定与筛选利用研究；（4）对创新点 1 和

创新点 3 有重要的贡献。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为项目第四完成单位，（1）

负责本单位技术路线、实施方案、人员分工的落实与执行。（2）负

责项目中伊犁地区农作物种质资源的调查与收集；（3）参加项目中

小麦、橡胶草种质资源的鉴定与筛选研究；（4）对创新点 1、创新

点 3和创新点 4 有重要的贡献。

六、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项目依托农业部和自治区省部级多项项目，自 2006 年 1 月起，

成立了《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护、鉴选挖

掘与利用》项目科研应用工作组，主要完成单位包括新疆农业科学院

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新疆农业科学院经济

作物研究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4家疆内外的优秀科



研院所，《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护、鉴选

挖掘与利用》项目主要参与人有 9 人。通过疆内外科研院所、高校共

同联合攻关，当地政府部门协助助推，强强联合，通过多学科、多部

门联合科技攻关与共享，形成产学研体系团队，弥补设备、人才、技

术储备的不足，形成合力，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带动产业科技

进步。

七、申报单位意见：

该项目历时 18 年，聚焦农作物品种资源收集保护、鉴定、评价

和利用领域，开展了我国典型荒漠绿洲生态区种质库、种质圃、数据

库“三位一体”的区域性农作物安全保存、共享利用技术平台；对新

疆不同生态区域进行了广泛的种质资源普查，了解了各地的农作物种

植情况和生态环境特点，收集到了大量的抗逆农作物种质资源样本，

为新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实现了

通过种质资源二维码可追溯每一份资源的来源分布、生物学、产量与

品质特性等信息；开展了新疆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彻底摸清了新疆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家底；聚焦新疆特有战略资源橡胶

草种质资源的挖掘、鉴定和利用，开展了对新疆特有战略资源——橡

胶草的产业化进行系统研究、探索出橡胶草规模化栽培技术、配套的

种植与采收装备，实现了橡胶草的机械化种植，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

的新模式。搭建资源安全保护与共享利用技术平台，探索特有战略资

源的高效利用途径，这些研究成果将对新疆农业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

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申报材料内容真实、材料齐全完整，我单位对完成单位、完成人

排名顺序无异议。遵守《中华人民共和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

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作为申报单位的义务并承担

相应的责任。

该项目经我单位研究讨论，同意申报 2024 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科学技术奖。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

2024 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