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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牧草培育是我国草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从牧草种质资源和牧草育种两个方面简述了我国牧草培

育的方法和成果，探索牧草培育工作现存的问题，并对我国牧草培育工作的未来发展进行讨论，提出加强牧草种质资源

的管理与保护，尽快开展牧草种质资源深入研究，提升牧草育种的总体水平，尽快健全优良牧草品种的育-繁-产-推体

系的思考，以期为促进我国牧草种质资源创新和育种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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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Wei1，LUAN Zhihui 2，ZHANG Hongxiang3*, HUANG Yingxin3，ZHOU Daowei3，FAN Gaohua4
(1.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Changchun 130022; 2.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32; 3. Northeas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Agroec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hangchun 130102; 4.
Key Laboratory of Photobiology /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93, China)
Abstract：Forage cultivation is the important basi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ass-based livestock husbandry
in China. The methods and achievements of forage cultivation in China were summarized from the aspects of forage
germplasm resources and forage breed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forage cultivation were explored，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orage cultivation in China was discussed. It i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protec⁃
tion of forage germplasm resources and carry out in-depth research on forage germplasm resources，and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forage breeding. The perfect system of breeding，propagation，production and promotion of high
quality forage varieties is suggested as soon as possible.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
ment of forage seed resource innovation and breeding researc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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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没有畜牧

业的农业是一种不健全的农业，发达的畜牧业可

以更好地推动农业的发展 [1-2]。我国天然草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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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由于近年来退化日益

严重，直接影响“草-畜协调”发展，导致草地畜牧

业发展落后，仅占农业总产值的 30%，其中依靠草

地放牧的畜牧业产值仅为 5%[3]。我国已进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广大民众需要优质、安全

肉蛋奶等畜产品的膳食结构与传统农业结构之间

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日益突出。伴随着对畜产

品需求量的增加，我国农业产值结构将发生显著

变化。随着协同饲料生产和畜禽养殖的草牧业快

速发展，预测到 2050年，草牧业产值将高于传统

农业中种植业约 15%[4]。既满足我国资源可持续

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需求，又可以推动我

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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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生态优先，以草定畜是草原牧区发展草

牧业的基本原则 [5]。以人工草地为主，天然草地

为辅的牧草供给系统为草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

障。而牧草生产是我国草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重

要环节，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牧草品种和品质的

制约与限制 [6]。牧草培育作为改善这一环节的核

心手段与方法极大地影响着我国牧草生产，进而

影响草牧业的发展。国内外都将牧草培育作为建

植人工草地、恢复和保护天然草地的有效途径 [7]，

不仅可以解决饲草料质量与数量不足的问题，有

效地减轻饲料粮对粮食安全的压力 [8]，亦可以有

效缓解大面积天然草地的供草压力，使其得以保

护和修复。

1 牧草培育研究进展

1.1 牧草种质资源研究进展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草地大国，拥有天然草地

约 3.93亿 hm2，约占世界草地总面积的 6%～8%[9]。

近年来，在国家科技基础平台建设项目的支持

下，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种质资源保存及供应体

系，在全国不同气候生态区建立了 1个中心库，2
个备份库，1个离体库，1个数据库及 17个种质资

源圃，并正在完善种质资源信息与实物共享体

系。截止到 2016年底，我国中、长期库已累计保

存的饲草种质资源材料由初期的 3 296份 [10]增加

至 55 811份 [11]，隶属于 128科 819属 2 976种，其中

禾本科和豆科的种、属最为丰富，禾本科的种、属

分别占比约 28%和 23%，豆科的种、属分别占比约

20%和 16%（表 1）。收集保存的牧草种质资源总

量仅次于美国（约 7万份），居世界第二位。

我国不仅牧草种类极为丰富，而且牧草类型

呈现多样性，同时还存在一些具有特殊生态价值

和经济价值的特有品种。优良牧草主要分布在广

大的温带和热带草原、草地及草坡，这些地区以

表1 2016年牧草种质资源保存种属统计表

科

禾本科

豆科

其他科

类项

属

种

份

属

种

份

科

属

种

份

保存方式

低温库

162
795
29 549
125
580
18 611
114
485
1 218
6 568

资源圃

24
27
247
4
4
8
11
13
346
346

离体库

1
1
61
4
4
21
1
1
1
400

总计

187
823
29 857
133
588
18 640
126
499
1 565
7 314

比例

23%
28%
54%
16%
20%
33%

61%
52%
13%

草本植物分布为主，而灌木和半灌木饲用植物主

要分布在云南高原、青藏高原、横断山脉、海南岛

及半干旱的荒漠区 [12-13]。

1.2 牧草育种研究进展

我国牧草育种工作始于 20世纪 30年代，先后

从国外引进多种牧草种质资源，为牧草培育奠定

了遗传资源。进入 20世纪 80年代，已发展到利用

常规育种技术和现代生物分子育种技术相结合的

新阶段，并培育出一些不仅能适应不同气候、土

壤等条件，而且满足生产需要的具有抗寒、抗旱、

耐盐碱特征的新品种。截至 2018年，国家审定登

记的牧草品种已达 559个（表 2），这些育成品种跨

越多个科属，并且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适应性。

随着育种学、物理学及化学等多学科综合性

应用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的牧草育种研究开始

向多元化发展。近年来，研究人员利用射线辐射

表2 1987～2018年审定登记牧草品种种类统计表

类项

育成品种

引进品种

地方品种

野生栽培品种

科

豆科

禾本科

其他科

豆科

禾本科

其他科

豆科

禾本科

其他科

豆科

禾本科

其他科

数量

86
109
14
64
94
13
36
16
6
31
72
18

总计

209

171

58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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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变技术已成功获得一批牧草种质材料，并经选

育后审定登记成新品种。同时，我国航天育种研

究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航苜 1号”是我国

第一个利用航天诱变技术培育出的多叶型紫花苜

蓿新品种 [14]。此外，许多专家开始进行地面模拟

太空环境育种研究 [15]，同时，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

的迅速发展为牧草育种开辟了新的途径，其中以

转基因和基因组学为核心的分子育种技术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现代牧草育种工作的进

展 [16-19]。

2 牧草培育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发展

思考

牧草种质资源作为重要物质基础不仅关系到

我国草牧业可持续发展，亦关系到维持人类生存

及维护国家生态战略安全。而牧草育种工作的发

展必须建立在牧草种质资源研究的基础之上，优

质牧草的培育可视为改善牧草品质和增产的重要

途径 [20]。

2.1 牧草种质资源的管理与保护措施亟待加强，

尽快开展其深入研究

目前，大量优良野生种、珍稀濒危种、特有种

及重点属种牧草种质资源的系统性还有待提高。

我国的主要栽培牧草的野生类型及其野生近缘植

物有 364种，珍稀濒危饲用植物 60种，特有饲用植

物 320种，虽然安全入库保存总量已达 5.58万份，

但与保护名录相比，入库的主要栽培牧草及其野

生类型近缘植物仅 248种，尚有 32%未保存；入库

的珍稀濒危植物 11种，仅占 18%，还有 82%的珍

稀濒危植物没有保存；而入库的特有种仅 86种，

约 73%的特有种未保存。此外，我国已入库保存

的重点属种牧草完整性不足问题也比较突出。以

苜蓿属为例，我国牧草基因库中保存的 3800份苜

蓿属资源仅占全世界苜蓿属资源的 4%。因此，未

来的工作应以国家编制的各种牧草资源名录为依

据，研究分析现有牧草资源的保有现状，逐步开

展专属种的收集，加强重点属种的引种与补充收

集、征集工作，进一步提高资源的系统性与完整

性。

此外，我国基本采用异地保存的方式来保护

牧草种质资源，但是以种子或种茎来完成异地保

存的方式缺乏其原生境选择进化，最终导致资源

遗传多样性的丧失。因此，今后应在已成立的原

生境保护区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重点牧草种质资

源原生境区域保护的同时，有必要建立系统的牧

草种质资源管理机构，全面进行资源的管理、协

调，组织各地区相互协作攻关，全国牧草种质资

源建立共享体系 [21]。同时，将牧草种质资源遗传

多样性纳入重点研究范畴，加强学术研究交流。

2.2 牧草育种的总体水平有待提升，尽快健全优

良牧草品种的育-繁-产-推体系

目前，牧草育种研究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缓

慢、成果转化率低等仍是现今我国牧草培育工作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2]，并且已育成的牧草种类与

数量还不能满足草牧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工

程发展的需求。

首先，牧草育种目标的单一性和模糊性是影

响我国培育牧草种类与数量的重要因素。我国牧

草育种思路大多集中于以多年生牧草培育、中短

寿命的国外引进品种驯化及提高牧草产量为主要

目标，忽视了生产中的现实需求，导致多数育成

品种难以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 [23]。因此，今后的

牧草育种工作应明确更为细致具体的育种目标，

在重视牧草质量、产量、繁殖力、竞争力、抗性、耐

牧性及适应性等牧草性状和遗传变异特征的同

时，加强培育适应不同区域的一年生优质牧草品

种、中短寿命生长快速的优质牧草品种及适应不

同畜禽品种需求的特色牧草品种，进而满足我国

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

其次，牧草育种方法中缺少现代生物技术更

为深入与系统的应用，也是我国牧草育种工作整

体水平提升的制约因素。虽然我国牧草育种工作

已逐步走向现代生物分子育种技术阶段，但没有

登记品种。因此，未来的牧草育种工作应在充分

收集牧草种质资源基础上，在完善牧草常规方法

研究体系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其与现代生物技术

高效结合，努力向牧草生物技术育种的深度、广

度和细致度等方向发展，提高牧草培育效率，快

速培育出综合性状优良、可用于生产推广的牧草

新品种。

再次，牧草育种研究力量的薄弱严重制约牧

草培育的快速发展。相比于我国现有草地资源及

社会发展需求，国内牧草育种研究机构有限、从

事育种的研究人员不足、缺乏长期稳定的经费支

持、国内外同行间信息交流不顺畅、合作不充分

及成果共享意识淡薄等问题亦是牧草培育工作向

高层次、高水平发展的限制因素。因此，有必要

在典型的生态区域建立牧草育种研究机构，在立

足国内培养创新型牧草育种人才的同时，有针对

性地派送青年学者赴种业强国进行研学，以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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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国外育种专家的引进，以此扩充育种人才队

伍。同时，还应聚集多学科专家组成科研梯队合

作攻关，加强多学科的交流与融合。在牧草育种

信息交流与合作方面，应建立牧草培育信息网

络，方便牧草育种工作者彼此间的信息交流及成

果共享，促进国内外同行之间的信息交流与研究

合作。

最后，优良牧草品种的育-繁-产-推体系不

健全已阻碍了其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优良牧

草育-繁-产-推一体化进程中，前期的良种培育、

中期的良种繁育及后期的良种产业化和良种推广

各环节缺乏紧密联系，加之缺少相应的监管机制

与措施 [24]，这也是我国草业可持续发展急需解决

的问题。因此，未来在加快良种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过程中应加强牧草育种者的成果优势、经营者

的市场优势及推广者的技术优势之间的有效联

合，健全以商品市场为导向，科技力量为依托，经

济增收为目标，社会效益为中心的良种牧草育-
繁-产-推体系化，尽快把优良牧草品种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

3 结 语

目前，饲草料供应不足，特别是蛋白饲料短

缺，已成为限制畜产品提质增效的关键因素，而

大力发展人工草地是解决家畜饲草料不足和蛋白

饲料短缺的关键所在及有效途径 [4]。优良牧草是

建设人工草地和培育天然草地的物质基础，它既

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又促进我国经济、

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草牧业产业

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牧草培育工作也面临着严峻

的挑战，对优良牧草品种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越来

越高，而且趋于多样化、区域化和规范化，面对如

此机遇与挑战，应及时调整牧草培育策略以适应

我国资源可持续利用、草牧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的客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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