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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is the key link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he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taking the areas to be protected in Liangcheng 
County as a case,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aihai Mother Lake, water supply from Yellow River to Daihai 
Lake and the facility agriculture around Daihai, and introduces the content of changing paddy fields to dry field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 The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 is proposed as a key measure. Taking facility agriculture around Daihai as 
an example, the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 can improve soil qualit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nutrient utilization,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hemical fertilizer on the environment. The paper emphasizes the promotion of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 in crop production through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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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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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论文围绕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以凉城县
岱海国家要保护的地区为案例，深入探讨了岱海母亲湖、引黄济岱以及岱海周边设施农业的特点，并引入水田改旱田和有
机肥施用的内容。中提出了有机肥的施用作为一项关键举措。以岱海周边设施农业为例，有机肥的应用可以改善土壤质
量、提高养分利用效率，并减少化肥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论文强调了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创新，推动有机肥在农作物生产
中的广泛应用，以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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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对于确保全球粮食

安全和促进农业生态平衡至关重要。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凉

城县岱海国家要保护的地区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岱海

母亲湖，作为这一地区的自然明珠，不仅承载着丰富的生态

资源，更是引黄济岱工程的关键节点，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水

资源的可靠保障。论文旨在通过对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开

发利用的对策分析，深入挖掘凉城县岱海国家要保护的地区

的特殊性，并结合水田改旱田和有机肥施用的实践经验，为

未来该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可行性建议。

2 岱海地区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特点

2.1 岱海国家要保护的资料概述
岱海的湖泊面积广阔，湖区分布着丰富的水生植物和

动物群落。岱海国家要保护的资料表明，湖泊周边的湿地生

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包括水质净化、生态平衡维

持等方面。这一湿地系统成为农作物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岱海国家要保护的地区因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备受关

注。各类湖泊生物、候鸟迁徙和湿地植被的分布，为农作物

种质资源提供了独特的基因背景。保护这一多样性不仅有益

于岱海地区的生态平衡，还对农业生产的抗逆性和适应性具

有积极影响。

岱海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对农作物的生长有着直接

的影响。岱海国家要保护的资料中提到，该地区夏季温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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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润，冬季寒冷且较为干燥，形成了独特的气候格局 [1]。同时，

湖泊周边的土壤富含有机质，为农作物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2.2 引黄济岱工程的关键作用
引黄济岱工程作为岱海地区水资源的主要补给来源，

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该工程旨在通过引水使黄河水灌溉到岱

海及周边地区，为农业提供可靠的水源，进而对农作物种质

资源的生长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引黄济岱工程通过工程

设施的精密设计和管理，实现了黄河水资源的有序调配。岱

海国家要保护的地区受益于这一工程，确保了水资源的充足

供应，为当地的农作物提供了可靠的水文环境。除了水量的

供应，引黄济岱工程还有助于改善岱海及周边湖泊的水质。

通过引入新鲜的水源，工程有助于减轻湖泊富营养化等环境

问题，为农作物的生态生长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工程的

实施不仅仅关乎水资源的供应，同时也关系到岱海地区生态

平衡的维护。通过合理的水资源调度，引黄济岱工程有助于

保持湖泊的水位平衡，维护湖泊周边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2.3 湖泊生态系统对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影响
湖泊生态系统在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中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岱海地区丰富的湖泊生态系统为当地

的农作物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具有深远而积

极的影响。湖泊的水文环境是农作物生态系统的基石。岱海

国家要保护的资料显示，湖泊的水温、水质和水位等方面的

特征直接影响了湖泊周边农作物的生长状况。湖泊为农作物

提供了良好的水文环境，为其生长提供了基本的水资源保

障。湖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为农作物提供了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基因库。岱海地区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其湖泊生

态对农作物的遗传多样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湖泊周边的植

物和动物群落为农作物提供了丰富的基因资源，增强了其抗

逆性和适应性。湖泊水域与周边土壤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土

壤的质地和养分含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湖泊的水域有助于土

壤保水保肥，为农作物提供了更为适宜的土壤环境。这种相

互作用对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具有积极意义。

3 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对策

3.1 岱海地区作为种质资源宝库

3.1.1 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性
岱海地区因其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和独特的气候土壤

条件，成为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宝库。遗传多样性是种质资源

中一项至关重要的特征，它直接关系到作物的适应性、抗病

性以及生产力。岱海国家要保护的资料显示，这一地区的农

作物拥有丰富的遗传背景，这种多样性使得作物能够更好地

适应当地的复杂环境，提高其生存竞争力。遗传多样性不仅

仅体现在不同品种之间，还包括了同一品种内部的遗传差

异。岱海地区作为湖泊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其湖泊周边植物

和动物的多样性为农作物提供了独特的基因池。这种多样性

使得农作物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的环境压力，包括气候变

化、病虫害等。

3.1.2 建立完善的种质资源数据库和监测系统
为了有效保护岱海地区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建立完善

的种质资源数据库和监测系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需

要对当前已知的品种进行详细的记录和分类，还需要不断更

新和补充数据库，以反映遗传多样性的真实状态。监测系统

的建立则能够实时了解农作物的遗传状况、种群结构以及可

能的威胁因素。岱海国家要保护的地区的监测系统可通过卫

星遥感、生态调查等手段，全面掌握湖泊周边植物和动物的

分布情况，为农作物的遗传信息提供及时、精准的数据支持。

3.2 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岱海湖区的关系

3.2.1 岱海国家要保护的资料对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生态平衡是维系湖泊周边生态系统稳定的关键。岱海

国家要保护的资料明确指出，湖泊生态平衡对于整个岱海地

区的生存和繁衍都至关重要。生态平衡的破坏可能导致湖泊

水质下降、湿地植被退化等问题，直接威胁着农作物种质资

源的生存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不仅仅关乎湖泊生态系统的健

康，更与农作物的长期生态适应性密切相关。岱海地区的生

态平衡维持了湖泊周边的水文环境，为农作物提供了良好的

水资源保障。因此，通过保护生态平衡，我们不仅能够维护

湖泊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还能够为农作物的生态生长创造更

为良好的条件。

3.2.2 湖泊保护与农作物遗传信息保存的联系
湖泊的保护对于农作物遗传信息保存具有直接的关系。

岱海湖区的生态系统为农作物提供了独特的生长环境，而这

一环境中的植物和动物群落是农作物遗传信息的重要组成

部分。湖泊的保护意味着保护这一独特的生态环境，有助于

维持农作物遗传信息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2]。同时，湖泊的保

护还能够减少外部环境对农作物遗传信息的污染和扰动。湖

泊周边的生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然的屏障，保护农

作物遗传信息不受外界压力的干扰，有助于维护农作物的遗

传纯度。

4 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策

4.1 岱海周边设施农业的需求

4.1.1 水田改旱田的实践经验
岱海地区作为湖泊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其水资源是农

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水资源，岱海周边的

设施农业已经积极探索水田改旱田的实践经验。这项实践不

仅关系到水资源的有效利用，还涉及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农作

物生产的可持续性。水田改旱田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改变农田

的灌溉方式，减少对水资源的过度依赖，从而提高土地的利

用效率。岱海国家要保护的资料显示，这一实践已经在该地

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旱田农业在节水的同时，还有助于减

轻湖泊的水资源负担，有利于湖泊生态平衡的维持。图 1 为

干旱和雨养农田系统生产力对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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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干旱和雨养农田系统生产力对比

4.1.2 水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性
岱海地区的水资源是该地农业生产的生命线。因此，

如何合理利用水资源，以满足农业的需求并同时保护湖泊生

态环境，成为岱海周边设施农业发展的重要课题。首先，水

资源的合理利用需要科学合理的灌溉管理。岱海国家要保护

的资料中强调，通过合理的灌溉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

水资源的利用效率。现代灌溉技术的引入，如滴灌、喷灌等

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水资源的浪费，还有助于精准供水，提

高农作物产量。其次，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还需要建立健全的

水资源管理制度 [3]。最后，在岱海地区，湖泊和河流的水质

直接关系到周边农业的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水资源管理

制度，包括对湖泊的保护、水质的监测和调控等方面，对于

维持岱海地区水资源的健康至关重要。

4.2 有机肥的施用作为关键举措

4.2.1 有机肥在提高土壤质量方面的作用
岱海地区的土壤质量直接关系到农作物的生长状况和

产量。然而，由于长期的化肥施用和土地过度开垦，土壤质

量逐渐下降，这对于农作物的生产带来了挑战。在这一背景

下，有机肥的施用成为改善土壤质量的关键举措之一。有机

肥作为一种天然的肥料，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微量元素，可

以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保水保肥的能力。有机质的积累

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土壤团聚体结构，提高土壤的通气性和保

水性，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更为适宜的土壤环境。同时，有

机肥的施用还能够提高土壤的养分含量。岱海周边设施农业

对于土壤养分的需求较大，通过有机肥的施用，可以提供植

物所需的氮、磷、钾等养分，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更全面的

营养支持。

4.2.2 岱海周边设施农业对有机肥的需求
岱海地区的设施农业在面临土壤质量下降和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压力下，对有机肥的需求逐渐增加。有机肥不仅能

够满足农作物对养分的需求，还能够改善土壤环境，提高土

壤的生产力和抗逆性。鉴于岱海周边设施农业的特殊地理环

境，有机肥的选择和施用方式需要因地制宜。例如，可以通

过湖泊周边的湿地植物资源，制备有机肥料，形成循环利用

的生产模式。

5 结语

综上所述，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需要多

方位、多层次的综合对策。岱海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和生态

背景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和机遇。通过科学

合理的对策，可以在保护农作物遗传信息的同时，实现岱海

地区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实践中，需要进

一步深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以期在岱海地区取得更为显

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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