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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业野生植物资源 

保护现状及对策分析 

吴田乡/ 江苏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护站 

农业野生植物是指所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栽培植物的野生种和半野生种，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遗传育种和

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重要基础。农业野生植物在长期自然选择过程中形成的许多优良特性为农作物品种改良提供了宝贵的基因

资源。保护农业野生植物对于改善农产品质量、保障粮食安全有着战略意义。 

保护现状 

江苏省地处我国东部沿海，横跨南暖温带、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三个生物气候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平原辽阔、水网

密布，具备优越的生态条件和资源禀赋。全省植物资源丰富，种子植物有157科672 属2200 多种，蕨类植物有32 科64 属130 多

种，其中野生植物约有850 余种。江苏省国家级重点农业野生植物主要包括野菱、野莲、野生大豆、中华结缕草、明党参等十

余种，大部分分布在丘陵山区、江河湖泊及沿海等区域，有着丰富的食用、饲用和药用价值。 

从2006 年起，江苏省陆续建设了8 个国家级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点），保护总面积约13550亩，保护目标物种包

括野菱、野莲、野莼菜、野生大豆、中华结缕草、野生茶等，涉及苏南、苏北、苏中三大片区，其中野生水生植物原生境保护

区（点）4个，分布在太湖、洪泽湖、高邮湖等流域。各保护区依据《农业部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建设技术规范》要求，

划定保护核心区与缓冲区，建设围栏等物理隔离设施，设置标志与警示牌，配备相应的管理与监测设施设备，同时建立保护点

管理制度，定期开展巡查维护。 

 

存在问题 

保护意识不足。农业野生植物保护起步较晚，很多民众对保护这些“不起眼”的“野草”“野菜”“野果”的重要意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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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足，存在无意采挖野生植物，尤其是具有较好药用、食用、饲用以及观赏价值的物种。农业野生植物通常分布在生态环境

较好的地区，周围旅游开发普遍。从江苏省已建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区管理来看，由于旅游开发，保护区原有道路拓宽硬化、旅

游设施建设、游客擅自进入，影响目标物种生存环境。 

资金投入不足。稳定的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经费不足，已建保护区维护基本上依靠农业部每年拨付的数额有限的专项资

金。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区的日常工作既包括定期巡查、管护设施设备维护，还包括资源与环境调查监测以及科普宣传等，资金

投入与实际需求相比，捉襟见肘。一是保护范围广，江苏省已建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区核心区面积300 ～ 600 亩，加上缓冲区，

一个保护区总面积可达1000 ～ 4000 亩。二是建设时间久，不少原生境保护区建设至今已有10年左右，巡查、监测设备老化，

亟需修缮更新。三是突发状况多，如在太湖，由于风浪侵袭，水面设立的大面积围栏屡次修补；如在泗洪，水花生威胁目标物

种正常生长，需另投入资金和人力灭除。 

基层专业力量不足。基层缺乏农业野生植物保护专门机构和人员，限制了资源保护工作的落实推进。即便是已建原生境保

护项目的管理单位，相关人员专业能力不足仍是突出的问题。 

对策建议 

完善政府主导功能和部门协作。农业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公益性事业，政府有责任在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

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做好各部门协调合作。各级政府应设立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由相关部门作为成员单位，明确

资源保护目标、界定相应职责、建立工作机制，负责当地农业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工作。建立重大项目会商机制，在保护区周边

实施项目建设之前，应由工作领导小组会商讨论，开展环境影响评估，减小避免项目开发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建立绩效

考评和问责机制，制定农业野生植物保护计划，将保护成效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定期开展督查，对于组织不力、落实较差的单

位予以追责。建立资源保护奖励制度，对于在农业野生植物调查、管理、监督、宣传等工作中表现突出的组织和个人予以表彰

和酌情奖励。 

鼓励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从国内外资源保护工作经验来看，非政府组织可以有效地整合社会零散资源，凭

借自身的影响力和宣传手段，唤起社会公众对于资源保护的参与和关注。在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工作中，应鼓励民间环保组织的

监督和参与，多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搭建政府与社会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带动公众保护意识提升，推进管理制度完善。依托

科研机构，开展资源调查、濒危物种抢救收集、优异种质资源和基因鉴定评价和利用以及知识普及与培训指导，为资源保护提

供重要技术支撑。立足原生境保护区，宣传保护知识，打造青少年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增加农业野生植物资源保护资金投入。建议设立农业野生植物资源保护专项资金，各市、县根据地区实际情况，设立地方

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宣传、资源调查和濒危物种抢救性收集以及地方性原生境保护区（点）建设等。特别是

已经建立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点）的地区，应重点支持项目点维护、管理与监测工作，确保区域保护目标物种和生态

环境稳定。 

健全农业野生植物资源监测体系。江苏省对全省农业野生植物资源状况开展了摸底调查，要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农业野生植

物资源，必须完善各级监测体系建设。强化监测队伍建设，各地应尽快完善资源保护管理体系，落实农业野生植物保护的专门

机构和人员，提高队伍业务素质、执法水平和管理能力。强化监测系统建设，结合江苏省实际，对野生水生植物、野大豆、明

党参、中华结缕草等分批、分类开展系统、深入调查，对于重点区域开展预警监测，掌握目标物种生长、分布、种群密度等情

况以及生态环境状况，建立健全省级农业野生植物资源分布和图像档案数据库，各地建立地方农业野生植物档案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