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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调查表格，完善填报系统。针对本次行动的具体任务，分别制定了普查、

征集、调查、收集等相关表格，每份表格附有详细的填表说明，使参与人员经过培训后就

具有填表能力，保证所填信息的准确性。根据未来信息化的大趋势，还专门设计了各类表

格的在线填报系统，使信息采集、处理、汇总和分析更加简便快捷，为未来资源与信息共

享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3）遴选授课专家，编写培训教材。为了提高培训效果，牵头单位按照培训内容分

别遴选出在相关领域具有扎实工作基础和长期授课经验的专家，根据培训需求和专家的特

长安排授课内容。授课专家不仅具有丰富的作物种质资源调查经验，而且编写的培训教材

和课件实用且通俗易懂，着眼于提高普查人员的执行能力和应变能力。

二、技术培训系统，提升了普查和收集人员的执行能力

2015 年是行动启动之年，为了使所有参加培训人员全面了解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提高保护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意识，掌握行动的立项背景、目标、任

务和组织方式，此次行动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刘旭院士分别在 5个培训班上详

细解读了《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内容。针对普查与征集、系统调查与抢救性收集工作

内容的不同，技术培训的内容和方式都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调整。

在系统调查与抢救性收集培训班上，由于参加培训人员均来自科研、教学单位，具有

作物种质资源保护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训主要侧重于如何组建调查队伍、如何配备

各调查队伍的专业人员、如何确定调查地区的重点区域和调查时间、如何按照不同类别的

作物特点采集和保存样本与标本、如何采集与种质资源相关的地理信息以及物资准备、资

金管理等，目的是使所有参与系统调查和抢救性收集的人员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收

集到各类不同作物珍贵的地方品种及其野生近缘植物资源，丰富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基因库。

针对普查与征集培训对象主要为县级农业局领导和科技人员，他们几乎没有作物种质

资源保护相关意识和知识的现状，授课专家在讲授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基本知识的基础上，

针对普查与征集的特点分别就行动的组织管理与运行方式、普查程序与填表方法、征集技

术与注意事项、数据采集与信息处理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讲解，并邀请各省农科院的作物种

质资源专家分别介绍了各省种质资源的种类、地理分布、区域特征及多样性特点。根据参

加培训人员的知识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简洁明了的演示，详细讲解了普查与征集的

方法、程序、步骤、填表注意事项、信息采集技巧等内容，特别是在表格填写方面，对表

格中涉及的事项逐一进行说明，使学员们参加培训后基本能够独立完成普查和征集的任务。



理局（站）、农科院等行政、管理和科研部门的大力支持。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张延秋局长、

马淑萍副局长、邹奎副处长分别参加了培训班并作了重要讲话。

张延秋局长在参加湖南普查与征集培训班时指出，搞好

种质资源普查工作是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我国是一个资源

丰富的国家，我们有着农耕文化的传统，而且有大量的、优

质的农业品种。在目前新的城镇化、信息化、现代化的历史

转折时期，开展作物种质资源普查，是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

要想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大家要认真对待，只有这样，国家

宝贵的资源才能收集、保存下来，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利用上；若对待工作懈怠懒惰，普

查过程中有些品种可能就会被忽略，可能过几年就会从地球上消失，那无疑将是我们最大

的损失。张局长还对参加培训人员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各位种子站站长和参与普查的科

技人员提起精神、认认真真学、规规矩矩做。一定要完成好此项任务，给国家一个满意的

答卷。同时，张局长还鼓励大家勇于奉献，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要给予奖励。若发现一

个特殊的品种，可以用发现者名字命名，使发现新资源的人名留青史，以此作为奖励和鼓

励。

马淑萍副局长在系统调查与抢救性收集培训班上着重强调了本次行动的重要性及历史

意义，重点指出该行动任务繁重、时间跨度大、技术性强，希望所有科研人员充分发挥专

业优势，科学规范地完成系统调查和抢救性收集任务。

各有关省农业部门也非常重视和支持此次行动，每次培训，相关省农业厅（农委）、种

子管理局（站）、农科院组成的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亲自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针对各省具体

情况提出具体要求。本次行动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刘旭副院长也出席了每次培训的开

幕式，并亲自给学员授课。

正是有农业部、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农业科研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充分调动了各级农业科研人员和基层农业

部门领导与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他们不仅

在培训班上认真听讲，而且在答疑和讨论

时积极参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出现问

题的细节，有些学员甚至在会后专门找到

授课教师，就本地的特殊情况与授课教师

交流想法，力争解决普查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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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果显著，扩大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影响力

通过 5个培训班的成功举办，取得了显著的培训效果。

首先，全面提高了参加培训人员对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广泛普及了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调查与收集的基本知识。许多学员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了解

到农作物种质资源对于未来农业可持续发展和造福子孙后代的重大意义，通过培训，掌握

了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的基本技能和方法，将严格按照培训要求，做好普查与收集

的每一项工作，认真填写每一个表格，向国家提交高质量的普查信息和当地珍贵的农作物

种质资源。

其次，提高了地方承担单位的执行能力。为了更好完成该工作，湖北省农业厅要求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项目办公室所有成员全程参与培训，不仅要掌握所有培训相关知识，而

且要能够对县级普查工作进行指导，能够解决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共性问题与难题，保障本

次普查与征集工作顺利进行。各省农科院领导还带队亲自参加普查与征集培训，与拟开展

系统调查与抢救性收集的县农业局和种子局领导密切沟通，共同协商如何将普查与系统调

查相结合，实现普查与系统调查的不缝对接，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促进了地方政府加大对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的力度。启动会后，重庆市委、市

政府和市农委高度重视本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工作，决定在执行国家考察收集任

务的基础上，自筹资金 500 万元，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普查与收集工

作。经过行动主持单位与重庆市农委协商，将重庆培训会与重庆市普查与收集工作启动会

合并召开，不仅保证了重庆市所有县（区）开展普查与征集工作的一致性，而且通过授课

专家的咨询与讨论，为重庆市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加速了

重庆市的工作进程。通过培训，广西、湖南和湖北出席培训的领导也纷纷表示，将利用此

次行动的机会，争取省级财政支持，加大省内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力度。

第四，在培训过程中，中国农业科学院作

物科学研究所邀请了中央电视台进行跟踪拍

摄，编辑出版了行动简报，各省还利用各种媒

体进行了宣传报道，如重庆市、广西自治区均

在其农业信息网上发布了培训新闻，中国农业

科学院烟草所、湖南省茶叶研究所等也在其网

站上宣传了此次培训内容。通过广泛宣传，不

仅增强了相关单位对本次行动的重视，而且扩

大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受众范围，提高了保护

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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