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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种质资源数据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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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记录林草植物2136种家底

植物专家认真分辨野生植物

种类。

天津自然博物馆工作人员展

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黄檗标本。

普查标本制作。

普查队员采样。

天津自然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库房整理植物标本。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收集优异资源有效保护利用用途

我市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

工作从蓟州区白蛇谷景区开始。图

为蓟州区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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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种质资源“大摸底”

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创新利用。
为使我市珍稀濒危、重要乡土乔灌木树种及具有重要利
用价值和潜在利用价值的草本植物种质资源得到安全保
存，在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过程中，市规划资源局采
集制作了2506件植物标本。

市规划资源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天津市林业局局
长）刘捷说：“经我局前期调研，天津自然博物馆具备保
存植物标本的良好条件。把这些植物标本纳入天津自
然博物馆馆藏，在收集保护林草种质资源的同时，能让
标本发挥更大的教育和研究作用，还可以开展林草种质
科普宣传，提高公众与社会保护和利用林草种质资源的
意识。”

据了解，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
拥有分为5个区域的27个库房，总面积达5000平方米。
“这是建馆以来，我们接收的数量最多、标本种类最齐全
的一批标本。我们的库区长期保持恒温、恒湿、低氧环
境，温度控制在18至22摄氏度，湿度控制在40%至50%，

定期开展环境消杀防虫处理，并配备有国家文物局三期
预防性保护库房环境智慧监测系统，完全符合植物标本
保存要求。”天津自然博物馆党总支书记、馆长张彩欣表
示，“此次接收到的标本，要先在零下40摄氏度的超低温
保存箱进行消毒杀菌，然后入库保存。明年，我们计划推
出天津林草种质资源专题展览，让标本走出库房，来到公
众面前，配合展览还会开展相关科普教育活动。”
“收集保护林草种质资源，开展种质鉴定和资源评

价，能够防止珍贵类、珍稀濒危类、极小种群类、野生类植
物种质资源的丢失与流失，同时也能为未来的优良育种
提供丰富的基因资源。通过这次全面普查和收集，查清
了我市林草种类、数量、分布、生长情况及生长环境，对于
调查树种种内的变异类型、来源、经济性状、抗逆性、保存
状况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信息。”刘捷说，“下一步，我们
将充分利用这次普查成果，开展遗传改良、种质创新和林
草资源质量精准提升等工作，实现对林草种质资源科学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林以种为本，种以质为先，林草种质资源是国家
重要的战略资源，是遗传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多样性的重要载体。“种质资源又被称为遗传资源，一
般是指生物体能从上一代传递给后一代的遗传物质，
保护好林草种质资源就是保护好生物多样性，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市规划资源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尹
鸿刚说。

按照国家林草局统一部署，2022年6月，天津首次
全面启动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由市规划资源
局牵头，各区林业主管部门配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持，天津市测绘院参与实施。

据了解，此次普查历时两年，覆盖全市16个行政
区。其中，野外调查工作主要包括：调查野生的林木种
质资源和天然草地草种质资源；调查栽培利用的林草种
质资源；调查收集保存的林草种质资源；调查古树名木；
调查主要乡土树种、优良林分、优良单株、优良乡土草

种；采集凭证标本、种子等种质资源和DNA分析样品材
料并进行安全保存6项主要工作。

普查从蓟州区白蛇谷景区开始，在启动当天，普查
人员就发现了4个未在《天津植物志》（2004年出版）中
记录的新物种。
最终的调查结果令人振奋：此次普查我市共记录林

草植物2136种，采集制作植物标本2506件，物种数量较
《天津植物志》中记载的1516种，增加了620种，在增加
物种中有64种是国家级和天津市级重点保护物种。
“近年来，我市实施了一系列生态工程，在一定程度

上为林草种质资源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扎实基
础。”尹鸿刚说，这次普查是我市林草领域最全面、发现
种类最多的一次普查，发现了大穗看麦娘、圆柱山羊草、
长喙婆罗门参、欧亚蔊菜、白花蝇子草等150余种天津
市新记录物种，摸清了林草种质资源“家底”，为加强林
草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森林、灌丛、草丛、湿地……两年多来，天津全市域
范围1万多平方公里，被全面检索了一遍。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种质的概念远远大于种子，它
可能是一粒种子、一截嫩芽、一段枝条、一个花苞……那
么，林草种质资源普查是如何开展的？

据介绍，按照国家林草局下发的技术规程，市规划
资源局编制了《天津市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项目技
术方案与实施细则》，明确以区级行政区为基本普查单
元，调查本行政区域内的林草种质资源；以村、乡镇为单
位进行普查登记。调查人员根据预设的线路开展实地
调查、采样、登记等工作。
“这次普查主要进行两大类调查，一类是在山区调

查野生林草种质资源情况，另一类是在城区调查栽培类
林草种质资源情况。2022年，我们根据市规划资源局部
署首先在蓟州区和南开区进行了试点，2023年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参与此次普查工作的天津市测绘院调查监
测院副院长罗方方说。
“野外调查工作一般从每年的4月到10月底进行。

各区域普查工作量不同，山区由于生物多样性丰富，工
作量大一些，城区工作量会少一些。高峰时期，有十几
支普查队伍同时在野外进行调查。”她说。

为了尽可能记录到更多物种信息，保证调查结果的
完整性，按照《天津市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项目技
术方案与实施细则》，累计完成了总长度达1100公里的
364条样线、722个调查样方、590个公园和居住区调查点
位、299条道路、364个村庄的外业普查。“比如，在样线调
查中，我们将每条样线长度设置为3到5公里，调查人员

采用边步行边拍摄样线两侧植物的方式进行调查和收
集。”罗方方说。
《天津市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项目技术方案与

实施细则》要求对采集到的植物进行识别，这是一项很困
难的任务，需要有相对专业的知识储备。因此，邀请了北京
林业大学、国家植物园、陕西省植物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野外林草植物识别专家，利用放大镜、解剖镜等工具进行植
物识别与分析，对有疑问的植物反复推敲，确定植物的准确
名称。调查过程中，也会邀请乡土树种识别专家进行植物
识别，也会询问村民在平时劳作中是否发现新植物。

野外调查工作，每天都有新的路线、新的任务，也有
新的困难，但普查队员没有人喊苦喊累，无论是跋山涉
水，还是应对山林中危险的蛇虫，他们从未犹豫，总是在
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有花有果的植物最好分辨，对于无花无果或叶子

难以采集的植物，需要进一步分析对比。有时在一个样
地范围内，植物种类多达百余种。”罗方方说：“普查队员
在采集时，会选择健康、完整、成熟的植株，尽量保持其
自然状态。对于高大乔木，一般使用高枝剪采集枝条；
对于低矮的草本植物，一般挖取全株。”

在野外现场，普查队员对采集到的标本逐一粘贴标
本编码签，并利用林草种质资源普查App录入采集地
点、物种名称、植株高度、胸径（地径）等相关信息，同时
按要求拍摄植物特征部位，比如，花、茎、叶、果实等。后
期，还要进行采集数据的整理，制作标本，物种鉴定，以
及收集提取DNA样本等，逐步形成我市林草种质资源
数据库。

8月 9日，我市举行林草种质资源普查标本捐赠
仪式。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向天津自然博物馆
捐赠了我市首次林草种质资源普查收集到的各类植
物标本2506件。记者获悉，历时两年的我市首次林

草种质资源普查工作，目前已接近尾声。我市林草
种质资源“家底”如何？种质资源怎样进行收集保
护？普查结果有哪些用途？为此，本报记者进行了
多方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