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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一份世界状况报告»(以下简称第一份报告)

的第一章阐述了植物种内和种间遗传多样性的

来源、分布和特点,国家之间在从别国获得资

源上的相互依赖性以及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性,

尤其是对小规模农户的重要性。本章对第一份

报告所提供的信息进行了更新和补充并引进了

若干新内容,并力图在粮食生产和消费模式不

断变化的背景下阐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PGRFA),从而概述在全球范围内农田多样性状

况、非原生境收集品、自然保护区和非自然保

护区方面所了解到的变化情况。本章为遗传脆

弱性状况、国家和地区之间在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上相互依赖的状况提供了

最新的评估。此外,在遗传多样性的指标和评估

技术方面也提供了新信息。在本章的最后,概述

了自 1996 年以来所发生的主要变化并列出了

存在的差距和未来的需求。

自第一份报告发表以来,某些趋势日趋明显,

同时也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全球化的影响

不断增大,粮食和能源价格持续上升,有机食品

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而且从经济上也越来越有吸

引力,转基因作物尽管尚有反对声,但业已广为

传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农业

研究上的投资一直具有高的经济回报,尤其是

作物新品种的培育和利用。粮食安全依旧是全

球的关注点,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依旧如此,

这是由于世界人口持续增长、资源日趋匮乏以

及不断上升的压力使得许多生产用地转为它用

所致。现已普遍地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不可避免

的。预计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农田的多样

性状况。

为了减少某些地区的产量损失,并在其它地

区充分利用新的机遇(见第4章第9.5部分),新品

种的培育以及适应新的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

种植体系至关重要
1,2,3

。由于环境退化、水和能

源的日趋匮乏以及在研究和基础设施方面缺乏

有目标的投资,世界许多地区的作物产量上升趋

势已经趋于平缓甚至下降(见第8章)
4
。面对这些

挑战,势必增加遗传多样性的利用,从而导致对世

界基因库新材料的需求日趋上升。

1.2  

只有一些国别报告,其中拥有直接的量化数据,

可对1996年以来作物内和作物间多样性状况变

化进行比较。而且,那些开展了量化比较的国

家,也只是主要侧重于品种释放数目或者作物种

植面积,其实这两者仅是反映了农田遗传多样性

变化情况非常间接的指标。然而,在过去的十年

中农田保护计划明显扩展,这是因为人们越来越

了解这些工作的科学基础,而且开发并采用了许

多适宜的方法。侧重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农田保护部门与从事非原生境保护和利用部门

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尽管这两大部门在许

多方面是互不相干的。非原生境收集品数量持

续上升,并且所收集的遗传多样性受威胁的收集

品数量也在增加,这个趋势是十分有利的,尽管

繁殖更新严重滞后以及过度重复仍然是令人关

注的领域。在国别报告中,没有涉及作物野生近

缘种(CWR)状况变化的量化数据,但是,一些国

家提到了为促进其保存而采用的特殊措施。最

后,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公众对作

物多样性重要性的认识明显提高,尤其那些以前

被忽视的和未充分利用的物种,例如传统的蔬菜

和水果。

目前在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中,粮食主要是通过

工业化生产而提供的。现代育种方法所培育的

作物品种主要是满足高投入生产体系以及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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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标准的需求(尽管也开展少量的以低投入

和有机农业为目标的育种工作)。消费者对规

定质量、规格统一和价格便宜食品的巨大需求,

导致了对具有成本效益生产方法的重视。结果

在过去的十年间,跨国食品公司的影响进一步加

大,目前工业化国家所消费的大多食品是在其国

外生产的
5
。随着一些地区的收入水平的提高,

食品生产和消费的这一模式也正扩散到许多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南美和部分亚洲国家
6
。

然而,尽管出现这一趋势,发展中世界所消

费的绝大多数粮食的生产几乎不施用外国的化

学品,即使施用也是少量的,而且产品是就地销

售。这样的种植系统通常是严重依赖不同的作

物和品种,在许多情况下很大程度地依赖当地品

种的遗传多样性。这就构成了一种传统的并广

泛采用的战略,以提高粮食安全并减少因变幻无

常的市场、气候、虫害或病害而导致的风险。

随着从生存农业到商业性农业持续不断的转变,

许多仍然存在于这些传统生产系统中的遗传多

样性一直处于危险状态。在当地生产系统保持

遗传多样性也有助于保存当地的知识,反之亦

然。世界上随着传统生活方式和民族语言的丢

失,大量有关传统作物和品种的知识很可能正在

逐渐流失,遗传资源本身的价值大多也随之丧

失,这充分证明了必须更加重视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的农田保护。在此背景下,农业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概念目前已被广为接受。现在已经

有许多的保护区,其目标就是要保护栽培品种的

多样性以及相关的农业耕作活动和知识体系。

在过去十年间,无论是在农民的田地、家庭

菜园、果园还是在拥有丰富多样性的其它种植

地区,支持和促进遗传资源的农田保护已经稳步

地成为作物保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存方

法和途径从科学上已形成文件记录,其结果也可

监测到 (见第2章)。尽管如此,从国别报告所提

供的信息中,是无法对1996年以来田间多样性

整个变化趋势做出明确的结论。很显然,一些地

区和国家的某些作物的田间多样性也已减少,所

面临的威胁日趋严峻,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据一

些发表的文献,尽管在准确地衡量作物遗传多样

性变化做出了很大努力,人们还是未能提供资源

流失的必要证据。第1章第3部分将详细讨论这

一问题。

参与式植物育种已越来越广泛地被用作田

间多样性管理的一种途径,旨在培育优良品种和

保存当地重要的适应性和其它性状。这为非原

生境保护和利用之间建立了特别有效的结合。

第4章第6.2部分将就参与式植物育种状况提供

更多的信息。

如第3章所述,自199 6年以来全世界非原生

境保存的收集品总数已达740万份,增加了约

20%(140万份)。但是,据估计其中独一无二的

收集材料不到总数的30%(190－220万份)。在

同一时间里,新的收集材料至少达24万份,很可

能大大超过此数(第3章)。将现有一系列具有详

细记录的非原生境收集品的多样性和第一份报

告完成时的多样性相比较,就可以推断出其变化

趋势。为此,对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

下属研究中心以及世界蔬菜中心(原亚洲蔬菜研

究与发展中心,AVRDC)的12个基因库以及由国

家农业研究系统(NARS)拥有的16个基因库的保

存数据进行了分析(分别见表1.1和表1.2)。这

些基因库保存的材料是全球所有非原生境资源

最重要的部分。这并不是要对全球状况做出一

个全面的或地区间平衡的结论：他们仅仅是基

因库而已,但他们拥有大量高质量的数据,从而

可以对趋势做出合理的评估。

总之,这些非原生境收集品在数量上是显著

增加。在1995至2008年间,由国际农业研究磋商

组织和亚洲蔬菜研究与发展中心保存的国际收

集品合计增加了18%,国家级收集品增加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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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尚无法知道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完全新

的和独特的材料,有多少收集的材料早被其它基

因库所收藏。

虽然在1995年普遍认为7,国际农业研究磋商

组织的收集品已经相当全面地覆盖了主要作物

的多样性8,但是此后,随着对收集品地理覆盖空

白的发现,开展补充收集以及增加更多的作物野

生近缘种样品,这使得许多收集品的数量均已增

加。由于编目和管理的进一步完善,对收集品数

目也做出了修正。此外,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的一些基因库已经负责收集那些具有特定遗传

性状的材料,并收集由其它基因库提供的新型作

物资源收集材料。

虽然在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新增加的收

集品中,大多是1995年前收集过的物种,但还是

增加了相当多的新物种。

就国家收集品而言,物种的数量、非主要作

物和作物野生近缘种的保存份数有了显著的

增长－尽管这些材料在整个收集品中的份额还

是普遍不足9。物种覆盖面呈现动态性增加：自

1995年以来平均增长60%。但是国家之间差异

甚大：有些国家正汇集收集品,其收集品数量大

大增加(例如：巴西、厄瓜多尔和印度),有些国

家的收集数量保持平稳或处于巩固阶段(例如：

德国和俄罗斯)。所有地区各种类型的基因库预

计都出现了平稳上升的趋势。

在过去十年中,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收

集品保存质量处于先进水平,其得益于来自世界

银行的额外财政资助。未完成的更新数量显著

下降,未出现显著的遗传侵蚀情况。但是就国家

基因库而言,显现的情况比较复杂。近来,由全

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GCDT)资助的涉及20个

主要作物的一系列研究10表明,相当多的国家基

因库积压大量的需更新的材料。其它令人担忧

的方面包括：

• 被忽视和未充分利用的物种在收集品中的份

额普遍不足；

• 在 « 粮 食 和 农 业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国 际 条

约»(ITPGRFA)的框架下,对纳入获得和利益

分享多边系统的作物日趋重视,如果继续保

持这一趋势的话,上述的状况将变得更加严

重； 

• 每份材料所保存的个体数量(种子、组织、

块茎、植株等)通常都低于维持异质种群所

必需的最佳数量；

• 作物野生近缘种的保存费用一般都很昂贵,

而且其在非原生境收集品中的份额都不足,除

非为该工作提供的资金幅度增加,否则这种状

况是不可能改变的。

虽然与十年前相比,在非原生境条件下目前

保存的多样性显然是大幅增长,但是上述的警

告是非常必要的。有些或许绝大多数多样性的

增加是现有基因库之间的交换所致,从而导致

重复数量全面增加
11

。这可能部分地反映了收

集品“回归”的趋势。此外,有些变化至少是可

以归功于收集品管理的改善以及对数量的了解

更加全面。但是还应该指出的是,收集品份数

并不一定就是多样性的代名词。有时,份数很

少的收集品具有的多样性要高于份数较多的收

集品。

一些基因库和协作网也报告了在使收集品

合理化上所做出的努力。欧洲植物遗传资源合

作项目(ECPGR)就是一个例子,该项目旨在整合

欧洲分散在45个国家近500个单位的植物遗传

资源收集品。通过欧洲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基因库整合系统 (AEGIS), 确定出重复材料

是该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项目正在从重复

收集材料中确定所谓的 “最适宜保存份数”, 确

定的依据有遗传特异性、经济重要性、获得的

难易程度、保存的状况以及信息情况。采用一

致的数据标准十分有助于数据的比较,从而确定

重复和唯一的收集份数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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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野生近缘种的原生境管理将在第2章中讨

论,而作物野生近缘种非原生境保存的相关数据

将在第3章列出。虽然非原生境保存及田间管

理是保存驯化的作物种质资源、作物野生近缘

种以及从野外收集物种的最佳方法,但是原生境

保存通常是一种特别的战略选择,是对非原生境

保存的备份,可以有力地促进资源的利用。尽管

对作物野生近缘种重要性的评价日益增加,但是

正如许多国别报告所证实的,由于土地使用方法

的改变,气候变化和自然栖息地的丧失或退化,

导致很多物种种内多样性受到威胁,在一些情况

下甚至其生存都受到威胁。

在过去的十年中,全世界已经确定了许多新

的作物野生近缘种原生境保存的重要地区,一般

情况下随后总是开展某种形式的生态地理学调

查
13

。在一些情况下,还建议设立一些新的保护

区以保存特定种属甚至物种。在此期间,有些现

有保护区的作物野生近缘种多样性有所减少,而

其它的保护区依旧保存着重要的多样性。

不同地区间,各自边界内包括作物野生近缘

种群在内的资源储量分布相差甚大,以及一些主

要地区诸如撒哈拉以南非洲,所占的份额依旧不

足。尽管如此,很多国家对作物野生近缘种原生

境保存的重视日益增加,例如一些国家正在参与

由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组织的“通过强化信息管

理和实地应用实现作物野生近缘种原生境保存”

的项目(见插文2.1)。许多国别报告中提及一

些筹备性工作,例如研究和地点选择,但是,这些

工作还需要经过适当的管理机构认可和(或)批

准。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CGRFA)最近

授权发表了一份报告,即«建立一个作物野生近缘

种原生境保存的全球网络：状况和需求»14
。这

份报告确定了全球资源保存重点并为12个既定

作物建议了野生近缘种保存地点(见图1.1和表

2.1)。这些地点再加上未来对作物基因库更进

一步的研究而确定的一些重要保存地点,将形成

一个全球的作物野生近缘种原生境保存网络。

近来一项研究
15 

强调了气候变化对作物野生

近缘种的威胁,该研究主要着重于三个重要的作

物属：落花生属、茄属和豇豆属。这个研究预

测这些属中16%到22%的物种将在2055年前灭

绝,因此呼吁要立即采取行动,以便对作物野生

近缘种进行非原生境与原生境保护。非原生境

保存的备份样本也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当环境变

化过快,导致进化改变、适应和迁移(甚至是辅

助迁移)均无法生效的情况下。在非原生境保存

的样本还具有更加方便利用的优点。但是作物

野生近缘种非原生境收集品在分类学和地理覆

盖上还存在相当大的空白。国际热带农业中心

(CIAT)和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最近一项研究强

调了许多基因库在这方面的空白。

图1.2 简要展示了12个作物上的研究发现
16
。

根据蜡叶标本,该图突出显示了世界上预计可能

存在这些作物野生近缘物种的地点,但是非原生

境收集品却没有来自这些地方的近缘种。

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研究技术的进步及其

可利用性的提高,使得对遗传多样性在时间和空

间上变化程度以及分布有了一些新的重大认识,

以下各节将概述这些认识。

1.2.3.1 分子技术

自从第一份报告发表以来,新的分子技术持续发

展,其中有很多技术比早期更加简单易用也更加

便宜。这导致遗传多样性的数据出现大幅激增,

其中绝大多数的数据均以对外公开并可获得。

例如,脱氧核糖核酸测序能力大幅增长使得水稻

基因组测序成为现实,同时,还比较了粳稻和籼

稻以及水稻和小麦的基因组
17

。分子技术在作

物改良(见第4章第4部分)和植物基因资源保存

上的应用正在快速地增加。但是,与十年前预期

相比此进程总体上还是缓慢的,几乎所有国家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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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欠发达国家在报告中均未提及这些技术。

插文1.1列举了一些特定例子以阐述这些新技术

在某些方面的应用。

从等位基因鉴别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MAS)

到转基因,许多用于促进作物改良的分子技术已

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很多技术对资源保存也

有着无法估计的价值。例如,包括用于以下方面

的一些技术：估计群体内以及群体间遗传多样

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
18

；深入了解作物驯

化和进化过程
19

；监测在被驯化群体和野生群

体间的基因流动
20

；以及增加基因库管理的效

率和效果
21
(例如决定是否对某一份材料进行保

存
22
、确定重复材料

23
、提高更新效率

24
以及建

立核心收集品)。因此,与十年前相比,对重要作

物基因库中的遗传多样性变化过程和结构的了

解有了显著提高。

1.2.3.2  地理信息系统

业已证明,新的地理学方法对植物遗传资源的管

理具有重要价值。全球定位系统(GPS)对野外

植物收集地点的准确定位非常有效。这些数据

非常宝贵,特别是与其它的地理坐标参考数据结

合使用,例如在地貌、气候或者土壤方面的数据

以及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分析的数据。这些

信息极大地促进了有关何处收集何种材料的决

策进程,同样有助于阐明作物生产、遗传多样性

和各种各样农业生态参数之间的关系。这种技

术也被用于制定农业生态系统模型上,此模型可

以预测诸如气候变化对不同作物和不同地点的

影响。实践表明,通过种质资源重点鉴定战略

(FIGS),在为作物改良“发掘”具特定适应性状的

种质资源上,这些方法无论是在效率还是有效性

方面均有重要的作用
25
。

a 带颜色的地区是表明这些地区的作物野生近缘种基因库存在大量缺口。颜色越深的地区(橘黄色和红色)代表在基因库的缺口越多。

来源: Ramirez, J., Jarvis, A., Castaneda, N. & Guarino, L. 2009,  Gap Analysis for crop wild relative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opical Agriculture (CIAT), 参见: http://gisweb.ciat.cgiar.org/gap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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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开始进行山药种质的分子特性鉴定。

• 小 米 、 高 粱 、 芋 头 、 豆 类 、 黄 秋 葵 、 M a c r o t y l o m a  g e o c a r p u m 、 P e n n i s e t u m   
g laucum、Solenostemon rotundi fo l ius、Sorghum bicolour、Colocas ia  esculenta、Vigna 

unguiculata 和 Ximenia americana 的分子特性鉴定。

• 分子技术已用于若干大田作物物种的特性鉴定和遗传多样性研究。

• 已应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s)、脱氧核糖核酸指纹图谱和聚合酶链反技术(PCR)。

• 已经开始高粱收集品的分子特性鉴定。 

• 已开展高粱和 Citrullus 的遗传多样性研究。

• 已经开始分子特性鉴定。

• 在50% 的椰子收集品,46% 的棉花 Gossypium spp.收集品和 30% 的腰果 Anacardium occidentale
收集品上应用了分子标记技术。

• 已对尼扬加和朝洛地区收集的地方品种以及遗传资源和生物技术研究所所保存的收集品进行了分
子特性鉴定。

• 已经对一定数量的收集品进行了分子特性鉴定,主要是安第斯根茎作物。

• 落花生作物野生近缘种的分布进行了地理信息系统研究。

• 已在佛手瓜、香蕉种质、可可开展分子特性鉴定并建立世界第一个咖啡冰冻种子库。

• 几个作物物种的分子特性鉴定和评估已经完成。

• 在格兰斯科奇•伯纳特辣椒的改良上采用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技术,先进的分子生物实验室被用
于椰子品种改良。

• 在坎佩切研究生院对 Agave tequilana 收集品进行了测序和转录分析。

• 已对木薯、雪莲果、落花生、“阿吉”辣椒 (智利)和75个马铃薯当地品种进行了分子特性鉴定。

• 已对基因库中甘蔗、可可、土豆和棉花以及一些其他分类进行了分子特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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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孟加拉农业研究所和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的合作,已在小扁豆和大麦上开展分子特性鉴
定。

• 在现代分子标记技术的基础上,对许多作物的核心种质和微核心种质进行组合,并对一些目标基因进行
了分子标记。 

• 在地区和国际机构的合作下,分子方法已经被用于种质特性鉴定。

• 对抗病和抗虫性状上的分子标记已经被用于小麦和黑小麦的改良。

• 在确认巴布亚是甘薯的第二多样性中心过程中,已经采用了分子遗传多样性的分析方法。多年来,分子

标记已被用于一些粮食作物(大米、大豆和甘薯)收集品的特性鉴定和作物改良计划。

• 基因标记已经是国家基因库特性鉴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已成作物改良的常规技
术,例如水稻,小麦和大豆。

• 数量性状位点特性的分子标记技术已经纳入水稻育种计划中。

• Curcuma、红树物种 (Rhizophora mucronata)和 Tectona grandis 的遗传多样性。该国也已经在地
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同时使用农业气候数据和分子标记数据来预测不同群体的地点,以此来确定原生境
保存地点和将来的收集任务。

• 利用分子标记,已对水果栽培中心的 1600 个苹果品种中绝大多数的收集品进行性状描述。

• 分子标记已用于一些小麦收集品的遗传绘图。

• 分子标记分析已被用于作物野生近缘种的遗传多样性评估。

• 已在谷类和蔬菜作物上进行分子特性鉴定和评价。

• 已对野生燕麦 (Avena fatua)、野生油菜 (Brassica rapa 亚种 campestris)和野生芦笋(Asparagus 
officinalis 亚种 prostratus)爱尔兰群体的收集样本进行了多样性分析。

• 在评价一些水果物种的同一品种无性繁殖系所表现的遗传变异,分子分析起到关键作用。

• 已经对葡萄牙收集的李子、杏、樱桃和扁桃的部分收集品进行了分子特性鉴定。

• 在遗传资源中心的收集品中,已对生菜 (2700份)、芸苔属(部分)(300份)、马铃薯(300份)和被挑选的
八个德国苹果(800份)收集品 进行了筛选鉴定,以便进一步了解收集品的结构。与此同时,利用分子方
法对部分的土豆收集品(800份)潜在的特殊抗性基因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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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一个国别报告提及地理信息工具

在其国家内的可用情况和使用程度,大多数的报

告确实提及了包括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但并报

告其结果。准确地讲,这些研究大多都被纳入到

作物分布,生态地理和其它类似研究中。总之,

他们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管理的相关性

并未得到其应该得到的认可。

1.2.3.3 信息和通讯技术

在过去的十年中,监测和评估遗传多样性状况得

益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巨大进步,受益形式包括

拥有更大记忆和存储能力而且速度更快、价格

更加便宜的电脑处理器,加上装备着更先进软件

和更好用户界面的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自

1996年以来,由于计算机与数据收集设备的结

合、数据和数据库管理软件的改进和电脑局域

• 已经引进了用于评估遗传材料的分子方法,并正在进行对番茄收集品的分子评价。

• 在国家基因库中,分子遗传数据已经用于对植物遗传资源收集品进行的评价。

• 在国家植物基因库的特性鉴定计划中已经采用了分子标记技术,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和转基因技术已
被用于新品种的培育。

• 国家研究中心和一些大学已拥有了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在三个研究所得以应
用。

• 分子标记被用于小麦和大麦的遗传多样性评估和系谱研究。

• 已在橄榄和杏品种上进行分子基因特性鉴定。

• 分子标记和地理信息系统已被用于评价谷物种质,以此定位收集地区。

分子标记被用于苜蓿收集品的特性鉴定(随机扩增多态性脱氧核糖核酸)和评价椰枣育种群体的后
代。

• 国家遗传资源中心已有拥有进行种质资源分子特性鉴定的能力。

网及互联网的扩展,使得数据的收集、管理和分

享以及交流的速度和效率显著提高。这些进步

也受益于对复杂数据进行精密处理和分析能力

的迅速提升,例如用于分子数据的生物信息学的

兴起和应用。

1.3 

正如第一份报告中的明确定义,遗传脆弱性

是“ 一种大面积种植的作物因其遗传构成缘故

而共同遭受某种虫害、病原或环境有害物危害,

从而造成作物可能普遍损失的情况”。另一方

面,遗传侵蚀被定义为：“单独基因的丢失和基

因特定组合(例如基因复合体)的丢失,如那些适

应当地条件的地方品种所包含的基因。遗传侵

蚀一词有时用在狭义上,例如基因或等位基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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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有时用在广义上,意指品种的丢失。”因此,

尽管遗传侵蚀并不局限于一个物种或一个亚群

体的灭绝,但是其确实意指一个变异性的丢失,

从而导致适应性丢失
26

。这些定义考虑到了多

样性的两面,即丰富性和均匀性,第一个涉及了

有关等位基因的总数,第二个涉及了不同等位基

因的相应频率。尽管自第一份报告发布以来,对

这些概念开展了很多的讨论,这些定义一直保持

不变。

虽然几乎没有几个国家在报告中提供具体的例

子,但是大约60个国家报告了遗传脆弱性的重要

性,而且许多国家提出需要更进一步地有效利用

遗传多样性,以便应对农业生产所面对的潜在威

胁。例如在贝宁,单一栽培在目前农业系统占主

导地位的现象令人担忧,特别是山药和经济作

物。中国报告了有关水稻和玉米一些情况,其品

种越来越单一,使得遗传脆弱性更加严重。厄瓜

多尔报告了当地植物由于分布的局限性,其脆弱

性尤为严重。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当地的维管植

物中至少有144个物种已经相当稀有,其中有69

个为该群岛所特有的物种,其中有38个仅在单一

岛屿分布。在黎巴嫩,种植品种稀少的遗传脆弱

性导致了整个国家杏产量的减少。自第一份报

告发布以来,全球所出现的有关遗传脆弱性影响

最显著例子,就是“Ug99”杆锈菌小种的爆发和

持续蔓延,绝大多数现有的小麦品种都属于易感

病品种。另一方面,有些国别报告了成功地实施

了一些应对抗遗传脆弱性的措施。例如,古巴报

告了该国通过引进各种各样品种和加强利用多

样化的生产系统从而降低了遗传脆弱性。泰国

促进了多样性在育种计划和品种推广上的广泛

利用。 

在遗传侵蚀方面,虽然各国在报告中列举了

大量的侵蚀原因,但这些原因与1996年所认识的

原因大体相同。这些主要原因包括：地方品种

的替换、开荒、过渡采伐、人口压力、环境退

化、农业系统改变、过度放牧、不适当的法规

和政策以及害虫、病害和杂草等等。对国别报

告的分析还可看出,在谷类作物上遗传侵蚀现象

最为严重,紧接着是蔬菜、水果和坚果及食用豆

类(见表1.3)。但是,这也可能是由于对这些大田

作物日趋重视而产生的人为现象。

以下遗传侵蚀的例子取自于5份国别报告,

它们展示了多样性状况的特点,这可能有助于

阐明多样性的整体情况。应当注意的是,这些

例子并不可能是全面的,各国报告中所包含的信

息也不规范,因此,这些信息不可能用于国家之

间或者作物之间的比较,也不可用做未来监测的

基线。马达加斯加报告,水稻品种“Rojomena”

因为其口感而倍受欢迎,但现在已经很罕见

了,而东北沿海地区的“Botojingo”和“Java”

品种已经消失了。木薯品种“Pelamainty de 

Taolagnaro”和某些豆类品种,已经从绝大部分

生产地区消失了。就咖啡而言,在过去的20年

间,256个无性繁殖系中有100个系以及5个品

种(Coffea campaniensis、C. arnoldiana、C. 

rostandii、C. tricalysioides 和 C. humbertii),

已经从收集品中消失了。野山药物种看来也

将很快消失。据哥斯达黎加报告,菜豆属包括 

P. vulgaris 正受到遗传侵蚀的严重威胁,本土作

物 Sechium tacaco 以及四个相关的物种: S. 

pittieri、 S. talamancense、S. venosum 和 S. 

vellosum也面临同样的威胁。在印度,奥里萨邦

的大量水稻品种,在喀拉拉邦的一些具有药物效

用的水稻品种和泰米尔纳德邦的一系列谷子品

种,已经不再在其原产地种植了
27
。也门报告,其

穇子(Eleusine coracana)、苔麩(Eragrostis tef)

以及油菜(Brassica napus)的一些品种原本是该

国家种植的最为重要的传统作物品种,现在已经

不再种植或者只在非常特别的地区种植,小麦包

括 Triticum dicoccum 的种植面积业已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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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在阿尔巴尼亚,所有的原始小麦栽培品种

和许多玉米的栽培品种据说已经丢失。

尽管这些报告反映了当地栽培品种、地方品

种和作物野生近缘种的丢失情况,但是,关于遗传

侵蚀程度的实际状况显然是十分复杂的。尽管

近来一些研究已经证明农田和保护区的多样性

确实在下降,但是不可能就此做出推论,在某些情

况下,也无证据表明这一现象普遍发生。例如,一

个庞大的田间保存项目在九个发展中国家开展

了农田遗传多样性的研究,该项目发现总体而言

作物遗传多样性得到持续不断地保存
28

。但是,

也有些研究显示农民品种出现基因漂移,例如尼

日尔
29

的珍珠粟和喀麦隆
30

的高粱。在印度
31

和

尼泊尔
32
关于农民利用水稻改良品种的研究中发

现,改良品种的推广利用会导致农民栽培品种的

多样性大量丢失。另一方面,也发现到很多种植

新品种的农民(特别是大面积和中等面积的土地

拥有者)也往往愿意保存他们的当地品种,在这种

情况下种植新品种很可能会增加农田多样性而

不是减少多样性
33

。总而言之,拟对过去十年出

现的遗传侵蚀的总体数量做出笼统的论断,看来

并不可行。

和农民传统品种和作物野生近缘种的情况

一样,关于推广品种多样性变化趋势的研究长

期以来也未能阐明其真实情况。一些报告认

为,遗传多样性和等位基因丰富度既没有减少

也没有增加,例如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的普

通春小麦品种
34

,在法国的玉米和豌豆品种
35

,也

门的水果品种
36

和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的大麦品

种
37
。在这些情况下,新品种的遗传脆弱性就比

原先认为的要小。还有一些研究表明,一种情

况是遗传多样性先是出现下降随后又上升,例

如在中国的籼稻和粳稻品种
38
,另一种情况多样

性持续下降,例如中国的小麦
39

、加拿大的燕

麦 
40

和欧洲中部的玉米
41

。根据这些报告以及

关于多样性变化趋势的其它公开发表的文献进

行了一项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在二

十世纪作物育种并没有导致遗传多样性的明显

减少,推广品种的整个遗传基础也没有逐步变

窄
42
。但是综合分析的背景需要加以认真考虑,

以便弄清是否可以做出如此的推断,特别是在

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以及各种各样的不同作物的

背景之下。

关于遗传侵蚀现象,已经具有更加一致的共

识,认为这是因为基于农民品种的传统生产系

统向依赖推广品种的现代生产系统整体转移所

致。但是,无论是农民品种还是推广品种的遗传

侵蚀均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

在过去的十年间,对遗传脆弱性和遗传侵蚀直接

或间接指标的兴趣日趋增加,这至少有部分原因

是由于目前缺乏这两个进程的有力证据。粮食

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要求为遗传侵蚀及遗传

脆弱性制定“较高水平的指标”,这涉及到对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全球行动计划

(GPA)实施的监测。

谷物和牧草 30

林业物种 7

水果及坚果 17

食用豆类 17

药用和芳香植物 7

块根和块茎作物 10

含兴奋剂作物和香料作物 5

蔬菜 18

杂粮作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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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支持下,2010生

物多样性指标计划促使众多国际组织一起工作,

共同制定与«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关的指标,包括

那些监测遗传多样性变化趋势的指标。然而,迄

今为止还未得到真正实用的、可提供信息和普

遍接受的指标。因此,指标制定还是优先重点之

一。以下一些特征对于此类指标的有效性至关

重要：

• 这些指标对重要等位基因频率的变化应当

十分灵敏,给其加权数要高于非重要等位基

因：例如,与一个抗病基因位点丢失相比,在

高度多态性微卫星位点上一个片段的丢失很

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 

• 它们应当提供衡量潜在侵蚀程度的方法,例

如,估算处于危险下遗传信息片段占整个多

样性的比例; 

• 它们应当可以评估在一个没有人类干预的特

定时间段里,出现侵蚀的可能性。

评估遗传脆弱性的指标不仅要考虑其本身

遗传单一性的程度,还要考虑基因型和环境之间

可能的互作。在不同的环境下,一个特定的基因

型(群体或者品种)因受特定的生物或非生物胁

迫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令人满意的遗传脆弱

性指标可包括：

• 对现有的和潜在的主要病虫害或者非生物胁

迫具有抗性或耐受性有关基因的多样性程度； 

• 宿主和病原体互作的多样性程度以及对病虫

害不同生物小种产生不同反应的频率。这一

指标就现有的各种各样反应机理以及病原体

群体的变化而导致各种各样的毒性提供了信

息； 

• 在驯化、迁移或育种过程中一些瓶颈因素的

发生频率：遗传瓶颈的指标可以来自分子学

数据、历史信息或者系谱分析； 

• 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的程度可以成为一项评

估遗传脆弱性非常有用的重要指标,其依据

是：单一品种种植面积越大,其遗传脆弱性

越高;

• 在特定情况下,一个品种亲本间的遗传距离

可以作为一种补充指标,以衡量遗传异质性

的程度,从而衡量品种的遗传脆弱性。 

1.4 

关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相互依赖性可

以表现为许多形式,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或)

空间下涉及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绝大多数的作

物、作物野生近缘种和其它有用的野生植物物

种并不受国家的边界所局限。它们的分布反映

了生态系统的地理位置以及全球人类或自然的

分布。因此,对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的利用感兴

趣的人们,通常必须从他们为之工作的国家边界

以外获取材料及其相关知识。所有国家既是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提供方也是接受方,但

是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同等享有二者,或者有能

力来利用它们。这就导致了一种共有的但不平

等的相互依赖,这可以视为是对国家主权的一种

潜在威胁,也可以视为是开展建设性合作的一种

机会
43
(见图1.3和表1.4)。

相互依赖的概念不仅适用于国际水平,也是

适用于农民、育种者和遗传资源管理者。农民

是他们所种植的遗传资源的管理者,基因库管理

者受托保护这些多样性的收集品,而育种者在很

大的程度上依赖上述二者,因为他们需要原材料

来培育新品种供农民使用。所有这些人都是相

互依赖的。

在地方上,农民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相互依

赖性,他们相互之间经常销售或交换种子和其它

种植材料。在农村社区中,地方种质资源交换

体系通常是根深蒂固的,也是农民家庭间和当

地社区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体系通

常是“坚实”的,在逆境下通常都能应对自如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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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种适应能力得益于他们高度的相互依赖

性。

在地区和全球水平上,国家之间相互依赖性

的重要意义在于种质资源的国际交换。研究表

明,近年来此类交换大都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困

难。这很危险,因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

际间流动的减少不仅会对资源的利用,也会对其

保存最终乃至粮食安全造成威胁。这也是导致

正式通过«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对能够适应

新的环境条件和不同病虫害的品种的需求,毋庸

置疑地日趋增加。能够获取广泛的遗传多样性

是应对这一需求的核心,这意味着未来国家和地

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要远远大于现在。

有关法律问题的不确定性被广泛地视为阻碍

国际甚至国家种质资源交换的重要因素之一。

虽然«生物多样性公约»已经生效许多年了,但依

旧缺乏清楚而有效地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的程序,这阻碍了许多国家遗传资源的收集

和(或)跨界流动(见第7章)。同样,尽可能多的国

家签署«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并
确定必要的程序以确保其有效地实施,是确保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效流动所必需的。尽

管如此,还有一些国家至今尚未加入«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正如世界植物遗传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资源

利用能力也不尽相同。许多国家缺乏足够的研

究机构、设备或者育种人员,以便有效地开展现

代或者甚至是常规的作物改良工作,尤其是小作

物的改良。因此,许多国家的植物育种还严重依

赖于外界的支持,或是对改良品种进行直接支

持,或者通过培训和合作研究进行间接支持。近

来,在这一领域还出现了许多积极的进展,包括

植物育种能力建设全球伙伴关系倡议(GIPB)
45

和生物技术地区示范中心的发展,例如：中东非

生物科学中心(BECA)
46

。此类中心有助于来自

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在此施展其知识和技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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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特定的国家作物改良任务。这些机构和其

它类似的倡议是相互依赖的重要方面,也是利益

分享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第4章将提供

关于作物改良以及粮食和作物植物遗传资源其

它方面利用更加详细信息。

1.5  

第一份报告发表以来,在涉及多样性状况方面所

发生的重要变化包括：

• 通过新的收集和基因库之间的交换,非原生

境收集品份数大幅度增长。但是交换也导致

了无计划重复收集的老问题； 

• 科学上对遗传资源多样性田间管理的认识业

已加深,这种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保护和利

用的途径已日趋成为国家计划的主流； 

• 对作物野生近缘种的保存,无论是原生境

还是非原生境的保存,及其在作物改良上利

用的兴趣和重要性认识的程度,均已显著增

加； 

• 对到目前为止被忽视和未被充分利用的物种

(例如传统的蔬菜和水果)的兴趣已经日渐增

加； 

• 随着现代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在特定地

区特定作物上,已经产生了大量有关遗传侵

蚀和遗传脆弱性性质和范围的数据。正在显

现的情况很复杂,目前不可能就这些脆弱性

和侵蚀程度及重要性做出明确的结论； 

• 在获取其它国家所持有材料的需求上,国家

之间相互依赖性程度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

大。在需要培育新品种以便适应因气候变化

而导致新的环境条件和不同病虫害的情况

下,该结论尤为正确。«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国际条约»已经为改善和促进这样的

资源获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6  

根据本章所提供的信息,以下是关于遗传多样性

业已确定的一些重要的差距和需求：

• 目前还需要提高非原生境收集品遗传多样性

的覆盖范围,包括作物野生近缘种和农民品

种,并辅之对收集品进行更进一步的特性鉴

定、评估和编目； 

• 还需要更好地了解和支持农民的遗传多样性

管理,尽管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

展。通过改善多样性管理,提高农村社区生

计的机遇依然存在；

• 还需要对全球非原生境收集品体系进行更进

一步的整合,这是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保护和利用全球行动计划和«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中所要求的,也是许

多诸如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和欧洲基因

库整合系统等计划正在做的； 

• 需要更加重视被忽视和未被充分利用作物和

非粮食作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许多此

类的物种可对改善饮食和提高收入做出极有

价值的贡献； 

• 需要准确定义遗传脆弱性和遗传侵蚀的含义,以

及就更多和更佳的指标达成一致意见,以便能够

为监测多样性状况及其变化情况奠定基础,建立

有效的国家、地区和全球早期预警系统；

• 许多国家仍然缺乏多样性管理战略和(或)行

动计划,或者即使拥有这些战略和计划,但是

却没有完全实施。需要引起特别重视的领域

包括：重点领域设定、加强国家和国际合

作、信息系统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确定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的差距,包括作物野

生近缘种； 

• 虽然对作物野生近缘种的认识有所增加,但是在

许多国家中,仍然需要为野生近缘种的收集、为

确定野生近缘种的保护区、为国家更好地协调

这些工作,制定适当的政策、法规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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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对原生境保护的定义

是“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保存以及物种可存活种

群在其自然环境中的保持和复原；如系驯化或栽

培植物物种, 则指在它们独特特性形成的环境中

的保持和复原”。自该公约通过之后, 此概念已

用于几个重要国际条约和法案的定义, 如«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ITPGRFA) 和 «全球

植物保护战略» (GSPC)。人们普遍认为, 原生境保

护是在保护区或栖息地(而非异地)保护目标物种

或生态系统。对于不能异地保护的作物野生近缘

种, 原生境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保护方法。

农场保护被视为是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原生境保护和管理的一种形式。然而在大多

情况下，农民是否选择种植传统品种与保护几

乎没有关系，而是取决于传统、个人喜好、避

险、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市场机会等原因，抑

或根本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然而，过去十年

中，在农民田里保护了大量重要的多样性，并

努力改进其管理和利用，目前大家更清楚地了

解了影响多样性保护的因素
1
。

本章介绍了第一份报告出版后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在自然生态系统、农业生产系统

以及交错地区取得的研究进展，包括地方品

种、野生近缘种以及其它作物的多样性数量和

分布的最新研究动态，分析了当前原生境保护

和管理能力。还介绍了当前面临的全球性挑

战，总结了自第一份报告发表后各国发生的变

化，最后提出了存在的差距和需求。

2.2  

许多植物物种生长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是粮食

和农业的宝贵资源，在当地社会起着重要的文

化作用。当出现食物短缺、市场和国际需求增

加时，这些植物能够为家庭收入做出重要的

贡献，能够为人类生存提供安全保障。大约

三分之一的国家在报告中提及了野生植物的

利用。如，尼日利亚列举了非洲芒果(Irvingia 

gabonensis)和刺槐豆 (Parkia biglobosa) 在应对粮

食短缺时的作用。

草地和牧草物种是农业生物多样性中另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在畜牧业生产占主导地

位的国家
2
。然而，随着全球许多地方天然草原

的严重退化，急需在该类生态系统中进行原生

境保护。在很多情况下，天然草场的保护和利

用对于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至关重要。

随着生物技术的日新月异，野生近缘种对

作物遗传改良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按同一属

作为一种作物来定义作物野生近缘种，全世界

大约有5-6万个
3
。其中大约700个物种为重要物

种，构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的一级和

二级基因源。其中不少已列入《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附录一中。 

自第一份报告发表以来，大多数国家都进行了

特定的调查和编目工作，作为生物多样性国家

行动计划
4
的组成部分或列入一些项目的工作框

架。例如，2009年瑞士完成了作物野生近缘种

的编目工作，其中确定了142个优先保护和利用

的物种
5
。然而，大多数调查一直局限于单一作

物、种内小群体或本国范围内
6
。例如，在塞内

加尔选出了一些作物，如谷子、玉米、豇豆和

一些绿叶蔬菜的相关物种。马里国别报告了对

12种农作物进行了调查，编制了16个目录；阿

尔巴尼亚和马来西亚分别对野生果树物种进行

了编目。

对保护区内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基

本没有开展调查和编目工作
7
，第一份报告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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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容仍可作为参考，即农业上重要野生物种

的原生境保护是以非计划性行动来实现的，主

要是保护其特定的生态环境和重要的物种。许

多国家认为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包括作物野生

近缘种，可以通过设置保护区进行保护
8
，但现

实是，在许多国家的生态保护和农业保护是分

开的，前者主要针对稀有和濒危的野生物种和

生态系统，后者主要是针对驯化作物的非原生

境保护。因此，作物野生近缘种的保存一直被

忽视
9
。为改变这种状况，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

启动了一个全球性项目，旨在促进环境和农业

部门的合作，优先在保护区内保存作物野生近

缘种(见插文2.1)。

第一份报告只有四个国家
10
报导了作物野生

近缘种的状况，而过去十年中至少有28个国家

列出了作物野生近缘种的目录，所以这一成绩

是比较突出的。一些国家还介绍了本国确定的

适合作物野生近缘种原生境保护的保护区
11

，

如，委内瑞拉从1997年至2007年，在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受到威胁的优先保护区开展了32项考

察工作。约旦、黎巴嫩、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

带、叙利亚通过与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

(ICARDA)合作，1999-2004年期间对谷类、食

用豆、饲用豆类、七种果树以及被忽视物种的

野生近缘种进行了分布范围、密度、濒危性调

查。

在地区和全球水平上，一些国际组织开展

了野生植物保护状况调查和编目工作。国际自

然保护联盟(IUCN)对濒危物种
12
的一项调查显

示，对选出的14种涉及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物(香

蕉/大蕉、大麦、木薯、豇豆、蚕豆、谷子、

豌豆、玉米、珍珠粟、马铃薯、水稻、高粱、

甘薯和小麦)进行了专题研究，发现只有45个相

关的野生近缘种进行了全球评估，其中大部分

都是马铃薯近缘种
13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

生存委员会(SSC-IUCN)新近成立了一个野生近

缘种专家组，旨在支持和加强野生近缘种保护

和利用。国际植物园保存联盟(BGCI)对保存在

植物园的所有作物野生近缘种进行了编目，并

在数据库中作了标注
14

。欧洲－地中海地区最

大、最全面的数据库
15
已保存了该地区25000份

作物野生近缘种材料的信息，作为欧洲野生近

缘种原生境保护的第一步，欧洲遗传资源合作

计划(ECPGR)呼吁相关国家担负起原生境保护

编目的责任
16
。

“通过加强信息和田间应用，促进作物野

生近缘种原生境保护” 是一个由国际生

物多样性中心协调的全球性项目，得到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全球环境基金

(GEF)提供的资金支持，在促进作物野生种

的原生境保护中取得了重大进展。该项目

正在亚美尼亚、玻利维亚、马达加斯加、

斯里兰卡和乌兹别克斯坦实施，同时寻求

与项目参加国的农业和环境部门以及其它

伙伴的联系。该项目全面评估了各国作物

野生近缘种受到的威胁，制定了拯救计

划。该项目最终将制定出作物野生近缘种

国家行动计划，为特定物种和保护区制定

管理计划，制定保护区外作物野生近缘种

保护准则，建立作物野生近缘种保护和改

良的法律框架。对选定的作物野生近缘物

种进行了评估，选择不同特点材料用于作

物改良。项目的研究结果已汇总在国家信

息系统中，并通过一个全球门户网向公众

开放。该项目还开展了人员培训和提高创

新意识工作，不仅使参与国，而且希望使

全球各国提高作物野生近缘种的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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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别报告中阐述了植物遗传资源调查

和编目时遇到的主要困难，如：缺乏资金、人

力资源、技能和知识
17
、缺乏协调和责任不清

18
、

国家重点领域不明晰
19
、保护区交通不便

20
以及

难以获得调查的权限。

全球的保护区数量已经从1996年约5.6万个增加

到2007年约7万个，覆盖面积从1300万平方公里

增至1750万平方公里(见图2.1)
21
。大多数国别报

告中均反映了保护区面积的增加。例如，巴拉

圭的保护区从占该国领土3.9%增至14.9%，马达

加斯加承诺到2008年其领土的1/3将得到保护
22
。

图2.1表明自1928年到2008年各国保护区(海

洋和陆地)数量和面积的累计增长数量(km2)，

这里只包括有记录的和能确定成立年份的保护

区。 

就粮食和农业野生植物遗传资源在保护区

的保存程度而言
23

，总的来讲全球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地区(发源地/多样性中心)受到的保护不

足全球的平均水平。大多数国家只有不足5%的

地区受到各种形式的保护。 

自从第一份报告以来，又有许多出版物对

作物野生近缘种
24

的研究进行了报导，并呼吁

采取必要的保护行动
25

。然而，这些建议基本

没有得到采纳，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和研究人

员的水平所限(见第2章第5部分)。

有40个国家
26

开展了野生近缘种的动态和

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可以采取多种保护形式，

如：田间或数据库编目和作图
27

、生态地理调

查
28
；政策结构和决策机制调查

29
；加强传统和

土著知识研究
30

；被保护的作物野生近缘种监

测等
31
。 

从一项全球性野生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的原生境保护调查
32

以及国别报告中看出，

少数国家在保护区积极开展了粮食和农业植物

来源：世界保护区数据库(W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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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资源的保护活动，取得如下进展：

• 在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协调下，每五个国

家中至少有一个保护区开展了作物野生近缘

种保护项目(见插文2.1); 

• 在埃塞俄比亚山地雨林地区开展了咖啡野生

种保护和研究项目，对该地区的咖啡遗传多

样性及其经济价值进行了评估。该项目旨在

研制保护区内、外保护咖啡遗传资源的模型
34
; 

• 马里介绍了对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野生果

树在森林里得到保护；在坦桑尼亚南部正在

利用传统和特殊保护方法保护彩叶橡胶木

Uapaca kirkiana; 

• 在 危 地 马 拉 ， 确 定 了 1 4 种 濒 危 物 种 ，

包括 Capsicum  lanceolatum (辣椒属)、 

Carica cauliflora (番木瓜属)、Phaseolus macrolepis   

(菜豆属)、Solanum demissum (茄属)、Zea mays 

subsp. huehuetenangensis (玉米亚种)的重点保护

区域
35
; 

• 在墨西哥西南部建立了塞拉德自然保护区，

主要保护玉米及其野生近缘种;

• 在亚太地区10个国家开展了热带果树，包括

芒果、柑桔、红毛丹、山竹、菠萝蜜、荔枝

的保护项目，由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
36

提供

技术支持；在中国截至2007年底已经建立了

作物野生近缘种保护区86个，根据计划，将

再建保护区30个；在越南把柑桔列入6个基

因保护区(GMZs)；在印度梅加拉亚邦加罗

山建立了柑橘和香蕉野生种自然保护区
37
;

• 在欧洲开展了野生樱桃
38
以及野生苹果和梨

39

调查工作，建立了欧洲作物野生近缘种多样

性评估和保护论坛
40

，制定了作物野生近缘

种
41

如燕麦、甜菜、油菜和桃属的原生境保

护方法，以促进作物遗传资源的综合保护;

• 在亚美尼亚建立了Er e b u n i保存中心，

主要保存谷物野生近缘种，如，小麦属

的Triticum araraticum、T. boeoticum、  

T. urartu、Secale vavilovii S. montanum、 

Ho rd eum  s pon t a n eum、H.  bu l bo s um 

和  H .  g l a u c u m
4 2

； 在 德 国 ， 易 北 河 的

Flusslandschaft生物圈保护区是重要的野生果

树遗传资源和多年生黑麦草原生境保护区;

• 在近东，除了之前已在土耳其建立了谷物和

豆类野生近缘种保护区外，2007年又在叙利

亚建立了Alujat保护区，保护谷物、豆类和

果树野生近缘植物，保护区禁止放牧。 

从上述例子看出，尽管保护区数量总体增

加，但所保护的目标物种遗传多样性范围仍然

不够全面，许多属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的重要野生资源仍未得到保护。通过南美洲野

生花生的研究发现，保护区没有很好地覆盖该

物种的分布范围，只覆盖了国家公园系统观测

过的2175个地理位点信息的48个
43
。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
44

，虽然目前植物园

和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但这些都

不足以确保广大的热带植物生物多样性的安

全。相当数量重要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包括作物野生近缘种和一些野外收集到的

重要植物未在常规的保护区得到保护，因此没

有得到任何形式的正式保护
45

。农田、田边、

草地、果园、休闲区和路旁的田块可能是作物

野生近缘种和其它有用野生植物的栖息地。该

类地区的多样性正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威胁，如

道路拓宽、除草剂使用、铲除灌木或果园、过

度放牧、扩建搬迁，甚至只是为了控制杂草的

不同活动
46
。

保护区外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有

效保护需要解决社会和财政方面的问题。例

如，可能需要保护机构与土地拥有者商议具体

的管理协议，这种协议尤其是在北美和欧洲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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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越来越普遍。例如，在西班牙
47

瓦伦西亚

地区建立了植物微保护区。在秘鲁，农业社区

与国际马铃薯中心(CIP)签署了在库斯科附近建

立15万公顷“马铃薯保护园”的协议，该地区

具有丰富的马铃薯遗传多样性，协议规定谁拥

有这块土地谁将负责保护该区域的马铃薯多样

性，并有权利拥有这些遗传资源。 

许多作物野生近缘种及其它有用物种经常以

杂草的形式分布在农业、园艺、园林边缘。在许

多地区，随着传统耕作方式的消失，这些物种正

受到威胁。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
48
采取了奖

励措施，如增加财政补贴来维持这些系统和这些

野生物种的栖息地。而这样的措施对于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来说费用太高，是不可行的。采用农田

就地保护地方品种或农家品种与保护作物野生近

缘种多样性相结合的形式是可行的
49
。西非一些

国家报告了当地社区和传统方法在草地生态系统

的可持续保护中起着重要作用。

虽然一些国别报告提到已采取保护区外的原

生境保护措施，但是没有提供详细资料。越南在

7个省11个站点开展了保护区外地方品种和作物野

生近缘种原生境保护研究项目，包括：水稻、芋

头、荔枝、龙眼、柑桔和茶，目标是促进基于社

区的植物遗传资源重要地区(PGR-IZs)的保护。在

德国通过“100块生物多样性农场保护”
50
项目，

建立全国性的野生物种农场保护网络，重点保护

位于保护区外的野生植物物种(包括作物野生近缘

种)。据西亚国家报道，在农田边缘、道路两侧发

现了大量的作物野生近缘种
51
。另据报道，在叙利

亚 Jabal Sweida 地区的苹果园里发现了稀有小麦、

大麦、小扁豆、豌豆和蚕豆等作物野生近缘种
52
。 

第一份报告建议建立原生境保护区体系，并制

定出选址和管理操作指南。为响应此项建议，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CGRFA)启动了建

立一个全球作物野生近缘种原生境保护协作网

项目
53

，建议了全球14个主要粮食作物重要的

野生近缘种优先保护重点和保护地选择(见表

2.1)。该项目指出，14个农作物中9％的野生近

缘种需要进行紧急保护。报告还提出了各地区

的优先重点，内容如下:

非洲确定以下作物野生近缘植的优先保护区：

非洲谷子(Eleusine spp.)、珍珠粟 pearl millet 

(Pennisetum spp.)、 豌豆 (Pisum spp.)和豇豆 

(Vigna spp.)。 

美洲确定了以下作物野生近缘植物的优先保护

区：大麦 (Hordeum spp.)、甘薯 (Ipomoea spp.)、

木薯 (Manihot spp.)、马铃薯 (Solanum spp.) 、玉

米 (Zea spp.)。

该地区确定4个重要野生稻 (Oryza spp.) 和10个

与栽培香蕉/大焦 (Musa spp.) 有关的野生植物保

护区。

该地区确定了豌豆(Pisum spp.)、小麦 (Triticum 

spp. 和 Aegilops spp.)、大麦 (Hordeum spontaneum 

和 H. bulbosum)、蚕豆 (Vicia spp.)、鹰嘴豆 

(Cicer spp.)、苜蓿 (Medicago spp.)、三叶草

(Trifolium spp.) 以及果树野生近缘种，特别是

阿月浑子(Pistacia spp.) 和李属植物 (Prunus spp.) 

的优先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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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优先保护区为建立全球作物野生近缘

种保护协作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符合2006

年制定的作物野生近缘种保护和利用全球战

略。
54

2.3  

第一份报告发表以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的农场管理和保护，特别是用于生产的传统

作物品种的保护得到了很多支持，启动了许多

新的国家和国际项目以促进全球农场管理，发

表了很多文章阐述其影响因素
55

。研发了一些

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新技术和程序
56

，使原生

境/农场保护与非原生境保护方法得到更好的互

补。然而，有关如何实现这两个方法的最佳平

衡或对这一关系的动态研究未见报道。表2.1中

各国国别报告总结了作物遗传多样性在农业生

产中的分布和范围、保持这些多样性的方法、

国家支持多样性保护的能力以及保护基础建设

进展等。

对生产中遗传多样性的评价已从植物形态特征的

表型评价扩展到了分子生物学的层面。考虑到生

产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性，许多国别报告中指

出最丰富的作物遗传多样性通常出现在生产难度

大的地方，如沙漠边缘或高海拔地区，那里的环

境差异巨大，资金投入和市场都很有限。

国别报告中很少涉及农田中传统作物的实

际保存数量。格鲁吉亚国别报告中提到在山区

和偏僻乡村仍然种植有525个葡萄土著品种，而

在罗马尼亚西部的喀尔巴阡山脉也种植着200个

作物地方品种。

自第一份报告公布以来，有些国家的学术

论文刊登了很多关于农场种植传统作物的信

息。这些出版物的主要结论是：即使在极端气

候和突发情况下
57

，作物遗传多样性仍以传统

品种的形式保存在农场中。在尼泊尔和越南，

研究了传统水稻品种的种植家庭数目和面积大

小
58
，发现超过50%的传统品种仅分布在少数人

家的相对较小的田块中。

农民品种的名称为推测特定地区传统品种

的实际数量提供了基础，可以作为评估总体遗

传多样性的指标。然而，由于社区和文化不

同，地方品种的命名方式、管理和区别方式也

不同，所以品种名称与遗传多样性之间不存在

简单的直接关系
59
。 

维护农业生产系统内多样性的措施包括，农艺

措施、种子生产和分发系统以及野生种与栽培

种互作管理。 

在家庭菜园种植传统品种是一个很广泛的

系统。古巴、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

委内瑞拉和越南都报导了家庭菜园中保存着大

量的作物遗传多样性，家庭菜园是作物和作物

品种广泛传播的安全栖息地。农民利用自家的

庭院作为试验地，引进新品种或驯化野生物

种。当野生物种的自然栖息地受到威胁时，它

们就会被转移到庭院, 如，在危地马拉夹竹桃属

(Fernaldia pandurata )
60 

就是很好的例子。

最近研究发现
61
，园艺作物、豆类和谷物的

传统品种与地方品种仍在整个欧洲的农场、家

庭菜园以及农村地区广泛种植。即使在现代商

业品种主宰了种子系统、作物田间和商业果园

的情况下，很多作物特别是果树、蔬菜、玉米

和小麦的传统品种多样性仍然存在。

许多国别报告指出“非正式种子系统”仍

是保持农田 (见第 4.8)作物多样性的一个关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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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占到种子市场的90%
62
。即使种子交换可以

远距离发生，但当地的交换，特别是在传统耕

作制度下尤为重要。例如，在秘鲁阿瓜伊蒂亚

流域75-100%种子是通过农民在社区内进行交

换，而很少流向外界
63
。

在一些发达国家，获取大田作物传统品种

的种子是个问题。例如，在欧盟尽管本地小范

围内非商业材料交换也很常见，但是只有官方

正式注册认证的种子才可以销售。同时，欧盟

在注册和销售传统、濒危地方品种时，欧盟

2008/62/EC指令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即所谓

的“品种保护”。有关种子法律及其影响的详细

信息见第5章第4.2部分。 

一些国家指出，地方品种的遗传组成取

决于自然选择和农民选择。在马里的研究表

明，1998 和 1999 年收集的高粱地方品种比 20年

前收集的成熟期提早7-10天；这是自然选择、

农民选择或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表明原生

境保护的动态作用可导致品种的遗传组成变

化，但应允许这样的遗传变化发生。

农民对种子的选择活动非常广泛。他们可

能从田间某一地块生长的植株上选择种子，或

从特别健壮植株、或从植株的不同部位、或在

植株的不同成熟阶段、或直接在收获时采集种

子。例如，在非洲布基纳法索瓦希古亚的一些

地区，农民为维持珍珠谷的纯度通常在大田的

中心采种，他们选择不同类型，并考虑谷粒颜

色的一致性以及小穗的均匀性。这种经验可能

有利于保证种子质量和活力
64
。

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国别报告指出，许多农

民喜欢自己保存种子，在需要替换时，通常从

亲戚、邻居或当地市场(通常按喜爱顺序)获得

同一品种。在这种方式下，多年后会产生混杂

情况。一些国家还建立了社区种子库
65

，已成

为当地农民获取种子的重要来源。 

随着选择种植某一特定品种的农民数量的

减少，以及单一或数量有限的新品种采用，

导致了遗传瓶颈问题并可能使遗传多样性

丧失。自然灾害、战争或内乱，本地种子供

应减少都可能导致这种现象的发生；种子和

其它繁殖材料很可能会丢失或被当作粮食吃

掉，使得供应链中断、种子生产系统遭破坏 

(见第1章)。同时，救济组织可能分发其它的

新品种，这必将导致原有种植品种的数量和

类型发生改变。 

农业植物、野生植物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

系非常复杂，对遗传多样性的保护可能会产生

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新基因自然渗入某一作物

可以扩展农民对多样性的使用。作物品种与其

野生近缘种间的基因流动已是大多数作物物种

演变的一大特征
66
，对当前仍很重要

67
。 例如，

在贝宁和其它西非国家，报导了野生和驯化山

芋之间的基因渗入对于农民不断改良山芋品种

是很重要的
68

。同时，很多野生近缘种和作物

栽培保持了各自的特性，即使彼此距离很近，

它们靠自己再生机制如授粉竞争来实现共存。

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当野生近缘种周围包

围着栽培种，例如，通常墨西哥大刍草周围长

着玉米
69

，而相反的例子是，野生近缘植物包

围着农作物，如在西非Sahel地区珍珠谷
70

周围

长满它的野生近缘植物。

一些国别报告提供了维护农作物和野生植

物关系的示例。例如，在喀麦隆南部，野生

山药 (Dioscorea spp.) 既是一种重要食物又在巴

卡俾格米人的文化中举足轻重，通过技术、

社会和栽培等各种手段，即称其为辅助“栽

培”(paracultivation)，这个民族能够在利用野

生资源的同时，保护自然环境。在塔吉克斯

坦，优质基因型的胡桃 (Juglans regia) 和阿月浑

子(Pistacia vera)已从野生群体中选育成功并栽

培，另外，在帕米尔山区一些果园仍种植野生

苹果。

在约旦和叙利亚，使用形态和分子技术证

实小麦野生种与栽培种间基因的自然流动
71
。



41

过去十年开展了广泛调查，以进一步了解农民

继续保持田间多样性的原因与方式。结果表

明，以下因素是很重要的：参与保护的人群范

围、传统知识的作用以及农民在其生计中的需

求与选择。很多国家关注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保存和利用者的多样化。例如，在中国

和尼泊尔调查发现在特定社区中只能有一、二

个农民专家占有大部分遗传多样性
72

。年龄、

性别、民族和财富状况都能影响多样性的归

属、保存的多样性种类和地点 (见第8章)。尤其

是在发达国家，参与多样性保护大多出于个人

爱好而非商业目的。日本已经根据参与人的经

验和技术创建了一个人才系统，承认并指派某

人为当地某种作物多样性保护的带头人。

许多国别报告承认传统知识在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农场保护和利用中的重要性。

如，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哈萨克斯

坦、老挝和坦桑尼亚都介绍了汇编和保护土著

知识的努力，其它国家表示将参照开展，但提

出了相关政策支持的要求。 

很多因素影响品种的选择、数量和种植地

点，包括尽可能使生产风险小、产量高、营养

平衡、工作强度小、市场机会大。在布基纳法

索、匈牙利、墨西哥、尼泊尔、乌干达和越南

开展的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影响品种选择的主

要因素包括市场准入、 种子供应、农民年龄和

性别、品种的稀缺程度等
73

农民从本地作物和品种中获得收益的方法很

多，许多情况下需要采取积极行动，使其在现

代品种和主要农作物中更具竞争力。可以采取

以下方法：详细评价本地品种的特性，通过育

种和加工进行改良，方便获取材料和信息，增

加消费者需求，寻求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机

制。通常，这些措施由非政府组织(NGOs)来执

行，并可能与国家的研究和教育机构联合或者

不联合。

虽然在许多国家进行了本地材料、地方品种的

评价，但是在农田条件中评价不够充分。从一

些国别报告中看出，过去十年中已经对传统品

种和地方品种做了评价，捷克共和国的报告提

到对被忽视作物的评价提供了财政支持。 

当地材料的改良可以通过育种或良种繁育等手

段来实现。自第一份报告发表后，采用参与式

方法开展作物评价、改良、育种得到了极大关

注，特别是涉及农家品种时更是如此(参阅第 4 

章)。欧洲遗传资源合作计划的农场保护和管理

工作小组开展了几个案例研究，包括在意大利

开展的豆类项目，苏格兰的甘兰项目，德国的

牧草项目，挪威的猫尾草项目、西班牙的番茄

项目
74
。

积极宣传本地作物和品种是获得广泛支持的基

础。实现的途径有很多种，例如通过面对面的

宣传、组与组的交流、举办多样性展览、诗

歌、音乐、戏剧表演，利用本地和国际媒体进

行宣传
75

等。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约旦、

马来西亚、纳米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

葡萄牙、菲律宾和泰国已建立了有利于当地品

种的市场和交易场所。其它的创收办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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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准市场机会促进生态旅游、获得来源地国际

认证等
76

。在牙买加，由于当地市场和出口市

场对源自该国的未被充分利用的传统品种和新

品种需求很大，所以该国非常重视农场保护工

作。马来西亚报告了努力提高商业附加值、开

发富含多样性的产品。

许多国家报告了支持社区或农户了解多样性

的信息和知识。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提出了

一系列旨在加强土著知识管理的倡议活动。

例如，在尼泊尔当地农户对他们种植的品种进

行了“社区生物多样性登记”
77

;古巴、埃塞俄

比亚、尼泊尔、秘鲁和越南等国开展了“多样

性展示”，使农民了解在特定区域内可获取的

生物多样性种类，以促进他们进行品种交换;

在阿塞拜疆，政府开展了各项活动以提高农民

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认识。多样性

展示受到群众的欢迎，非常成功地宣传了当

地知识和种子供应系统
78

;在芬兰开展了“芬兰

地方品种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及多样性和利用

(ONFARMSUOMI)”项目，旨在鼓励寻找农场

保护传统作物多样性的新途径。已经开发了一

个“地方品种信息库”网站，以鼓励和支持农

民种植地方品种并加强公众宣传。

传统品种通常是不断变化和进化的产物，需

要制定政策加以保护。近年来一些国家颁布

了支持使用传统品种的法规。以塞浦路斯为

例，“2007-2013的农村发展计划”涵盖了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农场保护的主要政策，包

含一系列不同的措施，以促进保护区内农业和

森林遗传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在匈牙利开展

的“国家农业环境计划(NAEP)”已采用了环境

敏感区(ESA)系统，将该系统内产量低，而对

环境保护有利的物种进行重点关注。(有关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政策方面的讨

论，请见第5章和第7章)。

2.4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EA)
79

确定了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五大原因：气候变化、栖息地变

化、外来物种入侵、过度开采和污染。其中前

三项对植物遗传资源构成巨大的威胁，将在下

面的几节重点讨论。另外，很多国家的新品种

引进也是导致传统作物多样性流失的另一个重

要因素，将在下面简要论述。

许多国别报告
80

提到了气候变化对遗传资源的

威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81
 所

有预测都表明气候变化对作物、品种以及作物

野生近缘种的地理分布有重要影响，甚至现有

的保护区系统也要在规模、范围和管理上进行

认真的重新考虑
82

。野生动植物走廊将由于物

种迁徙以及范围调整而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些

在小岛屿上的国家通常拥有许多特有物种，由

于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原因，将非常容易受

到威胁。 

最近的一项研究
83
 运用了当前和预测的2055 

年气候数据，分析了气候变化适宜某些粮食作

物和经济作物生长的区域，形成了一些适宜作

物生长区域的消失图，如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

其它地区。根据对作物进行预测，有23种作物

的种植适宜区域会增加，有20种作物的适宜种

植区域会减少。另一项趋势
84

研究表明撒哈拉

地区的适宜耕地面积和主要谷类作物的生产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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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将降低。而许多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则相

反，可能适宜的耕作区将远离赤道随纬度延

伸。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的灭绝，非原生境保护作为一个安全网对保

障其安全至关重要。同时，基因库保存的遗传

多样性将成为育种家应对新气候、开发新品种

的重要物质来源。同样，原生境保护由于具有

动态变化的特点，在气候变化的作用下对未来

越来越重要。假设原生境保护区的野生近缘种

和地方品种能在气候变化中幸存，气候胁迫产

生的有利演变不仅对它自身很重要，而且也是

作物遗传改良所需的宝贵新特性。 

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化和人口日

益增长的影响，也是野生遗传多样性的最大威

胁之一。根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导，目

前农用耕地已占地球陆地表面积的1/4，虽然自

1950年以来，北美、欧洲和中国的面积已基本

稳定，由于其它地区面积仍在变化，这个数据

是不准确的。预计到2050年将再有10-20%的草

原或森林将被开垦成农田。阿根廷和玻利维亚

两国明确指出，农用地开垦是威胁作物野生近

缘种的主要原因。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指出包括病虫害在内的

外来入侵物种，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之

一。尽管该问题在一些小岛国可能特别严重，

但是几个内陆国家，包括：波黑、尼泊尔、

斯洛伐克和乌干达，同样认为这是野生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威胁。由于国际贸易和国

际旅游的发展，近年来该问题日益加剧。这些

小岛屿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大量生物入侵

的问题。波利尼西亚(法属)、牙买加、毛里求

斯、皮特凯恩岛、留尼旺岛、圣赫勒拿岛和塞

舌尔是遭遇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十个地区
85

。塞

浦路斯报告了已知的多种入侵作物物种，这些

外来种对当地生物多样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40多个国别报告中，提到了农民利用新的

改良品种替代传统品种已经是一个突出的问

题。 (见第1章)。厄瓜多尔报告，这种现象对其

Sierra地区的影响很大。格鲁吉亚报告，当地苹

果品种和其它果树已经被引进的现代品种所取

代。巴基斯坦随着高产鹰嘴豆、小扁豆、绿豆

和木豆品种投放市场，导致传统的本地品种从

农民的田中消失。约旦报告了野生杏仁和古老

的橄榄树由于新品种的替代正面临威胁。

2.5  

第一份报告强调了需要研发专门针对自然保护

区内作物野生近缘种和野生食用植物的保护措

施；强调牧场、森林和人类生态系统的可持续

管理；可持续保护和利用农田和家庭菜园的地

方品种和传统作物品种。过去十年，在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田间评估、保护、管理上开

发了一些方法，取得了一些效果，而对野生近

缘种，特别是保护区外的野生近缘种原生境保

护成果不明显。第一份报告公布后的发展趋势

和进展总结如下： 

• 开展了大量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调查和

编目工作; 

• 对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特别是作物野生近缘种)的原生境保护，

主要是在保护区开展，在其它地方的保护工

作很少。保护区的覆盖范围在不断扩大; 



44

• 加强对作物野生近缘种的研究。起草了作物

野生近缘种保护和利用的全球战略，开发了

野生近缘种原生境保护的方法，在国际自然

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SSC-IUCN)内成

立了一个野生近缘物种专家小组; 

• 许多国家报告了原生境保护区和农场保护区

数量在增加，但是还缺乏协调; 

• 野生植物的采后管理技术没有取得明显进

展，仍延用传统的方法; 

• 过去十年，增加了参与性方法的利用，不同

的科研团队参与了农场保护项目; 

• 新技术特别是分子遗传学领域的新技术得到

了发展，编制了评估田间遗传多样性的培训

教材; 

• 新的法律制度规定农户可以交易遗传多样的

品种，一些国家支持地理标识以保护产品进

入市场，为农民保护和利用地方作物遗传多

样性提供了激励机制; 

• 在评估本地种子体系的作用方面取得了巨大

进展，强化了种子体系在农场保护遗传多样

性中的作用; 

• 证据表明，人们非常重视在生产系统中增加

遗传多样性，作为降低风险的机制，特别是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2.6  

根据国别报告、地区磋商会和专题研究的分

析，发现了一些差距，有待加强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原生境保护和农场保护的管理水

平。第一份报告中提出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解

决(缺乏人才、资金和恰当政策)，而且又发现

如下一些新的差距: 

• 需要对作物野生近缘种全球保护战略最后定

稿，各国政府应以此作为行动基础;86 
• 需要加强对农民、当地社区、地方组织以及

推广人员和利益相关者的培训，提高他们的

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水平;

• 需要制定更加有效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农场保护和原生境保护的政策、法律和法

规; 

• 需要加强与国家和国际机构，特别是农业和

环境部门的紧密合作; 

• 需要制定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原生境保

护和作物多样性农场保护的特别战略。要特

别关注物种起源中心、主要多样性中心以及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作物野生近缘种的保

护; 

• 与当地社区联合开展原生境保护和农场保

护，要特别关注传统知识和方法；加强与各

利益相关机构的合作; 

• 需要所有国家开发并启动遗传侵蚀的早期预

警系统; 

• 需要在很多面临外来入侵生物威胁的国家加

大措施; 

• 在许多地区需要加强研究能力，特别是应用

分子技术进行作物野生近缘种分类、编目和

调查; 

• 有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农场保护和原

生境保护的特殊需求包括: 

• 研究农场保护和原生境保护的生物多样性可能

受到的威胁范围和程度; 

• 制定地方品种、作物野生近缘种以及其它野生

作物如牧草的清单和性状数据库，以便有目标

地开展原生境保护工作; 

• 开展作物野生近缘种和其它野生物种的繁殖生

物学和生态学研究; 

• 开展民族植物学和社会经济学研究，包括土著

知识和本土知识的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社区

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和局

限性; 

• 研究遗传多样性管理和改良的不同机制及方法; 

• 研究原生境保护和非原生境保护之间的动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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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确定什么是最佳组合；在那种环境；如何

确定和检测这个平衡; 

• 研究野生物种和栽培物种之间基因流动的机

制、范围和影响; 

• 进一步研究和提供相关信息，制定适合保护和

利用遗传多样性的政策，包括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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