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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畜禽种质资源共享平台是我国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着重介绍我国畜禽种质资源共享平台搭

建过程、经验教训、存在问题和建设 3 年来取得的主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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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我国是世界上畜禽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之

一，畜禽品种种类繁多、类型多样、数量巨大。

2002 年经确认，我国共有畜禽种质资源 576 个，

其中地方品种有 426 个，培育品种 73 个，引进品

种 77 个。但由于大量高产外来种的引进和大面积

推广，我国畜禽遗传资源，特别是地方畜禽遗传

资源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而且这种趋势随着近

年畜牧业大量引种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而进一步

加剧。1999 年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畜禽种质资源

的状况堪忧，17 个地方畜禽品种资源已经灭绝，

严重濒危畜禽品种已达 37 个，同时 93% 的猪、

44% 的马驴、35% 的牛、20% 的家禽、15% 的绵

山羊种质资源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同时，畜禽

种质资源还存在收集不全面，多样性差；整合程

度差，共享困难；缺乏资源共享平台，畜禽种质

资源价值未得到充分发挥；法律法规不健全，可

操作性差；共享和服务体系亟待建立和完善等问

题。

虽然，我国畜禽资源状况堪忧，畜禽种质资

源仍存在着薄弱、混乱、封闭、分散等亟待解决

的突出问题。但我国畜禽资源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和独特的优势：地方畜禽资源丰富，为资源研究

和育种提供丰富研究素材；畜禽资源多样化的生

实践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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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类型，如：对高海拔沼泽草甸地区高度适应的

河曲马；畜禽资源丰富多彩的生产力类型，如家

鸡中有适宜药用、药膳用的乌鸡系统，家猪中有

烧烤用的巴马香猪；我国在开展活体畜禽资源保

种的同时，也开展了胚胎、精子、体细胞等多种

资源保存方法研究，为开辟多种方式的资源保护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5 年 12 月，“畜禽种质资源标准化整理、

整合及共享试点”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畜禽种

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开始。在科技部和各级主

管部门的领导和关心下，畜禽种质资源共享平台

（以下简称畜禽资源平台）各参加单位共同努力，

使得在短短的 3 年内，畜禽种质资源共享平台的

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同时，在平台的构

建过程中，对于如何构建这样的共享平台有了更

为深刻的认识，取得了很多珍贵的经验教训。这

些为今后完善畜禽种质资源共享平台，广泛开展

信息和实物共享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借鉴。

2 畜禽种质资源共享平台的构建

畜禽种质资源共享平台根据自身的状况和我

国畜禽资源的特点，将畜禽平台的重点放在信息

资源、实物资源 2 个层面，同时还着力开展平台

体制建设，人才队伍培养。具体包括数据标准、

描述规范体系建立，信息资源的标准化整理、数

字化录入，网络信息系统的构建，实物资源的收

集、评价鉴定和保存，现有实物资源的补充增值

与实物平台构建，平台体制建设，人才培养等，

最后开展畜禽种质资源的信息和实物共享（图1）。

 2.1 实现资源信息共享

项目根据国家自然科技资源平台建设的总体

目标，制定动物种质资源共享描述标准，按照此

标准，整理和整合畜禽种质资源共性信息，并提

交门户平台，实现畜禽种质资源共性信息的社会

化共享；建立畜禽种质资源信息数据库，制定和

完善畜禽种质资源个性描述规范，开展各类畜禽

种质资源的标准化整理及数字化录入，建立并完

善畜禽种质资源网络共享系统，实现各类畜禽种

质资源信息共享。

在整理整合各类资源的同时，非常重视信息

资源的质量及安全。各参加单位均认真学习畜禽

种质资源共享平台制定的个性描述规范和相应的

质量控制规范，所提交数据信息通过项目组审核

之后方可提交信息平台，再经过信息平台统一整

理、上交和发布，确保信息质量。进入信息库的

图 1  畜禽种质资源共享平台构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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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在保存原始纸质档案材料的同时，备份相应

的电子版信息，每次更新数据后也要进行同步备

份，确保信息资源不丢失。

2.2 整合实物资源

收集、整理、保存和保护稀缺和濒危畜禽

种质资源，扩大现存畜禽种质资源整合的范围和

数量；进一步整合分布在全国不同地区、不同行

业、不同单位的畜禽种质资源（图 2）。

畜禽种质资源活体：畜禽资源活体整合和

服务难度较大，受不同地区生产需求、经济条

件、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整合方式

采用集中与适度分布相结合的方式，以地方科研

院所、国家级的保种场、区，地方性的保种场、

区、户为依托，因地制宜，采取保种场、保护区

集中，在周围呈辐射状分散的模式进行资源整合

和开展实物资源共享。各个资源持有单位或管理

机构通过资源共享平台相互联系，随时交互信

息，协调配合资源使用单位采集血液、组织样

本、动态数据测定等工作。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

承担单位对样品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功能基因

测定、筛选、克隆等工作，为资源的改良、创新

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路线，也为管理部门制定政

策法规和保护开发利用特殊资源提供科学的理论

依据。

畜禽种质资源遗传物质：项目组根据畜禽品

种数量、特点、分布、濒危状况等因素选定不同

资源，开展整理、整合及保存工作。这类工作技

术含量相对较高，要求具备相当的试验技术手段

和现代化实验室的基础设施，因此项目通过结合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家禽所以及全国

畜牧兽医总站共同完成此项任务，确保了资源保

存的质量。

对于畜禽实物资源，存在活体和遗传物质

两种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农业

部 2006 年颁布的《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

和基因库管理办法》的总体框架下，活体资源的

饲养、繁殖、淘汰等均参照种畜禽规模化养殖模

式进行，最大程度地保护群体数量和质量。对于

遗传物质，各个保存中心根据各自领域制定的收

集、整理、保存、繁殖、更新、检测等技术规程

进行。

2.3  平台体制

本着整合资源、促进共享、提高利用效率，

逐步推进和完善我国畜禽种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图 2  资源保存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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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项目成立了平台理事会，下设专家委员

会、用户委员会和运行工作组，对项目实施比较

全面的领导、建设、管理、运行和服务，有力地

保障了平台工作有序进行。

平台理事会：项目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

负责制。理事会分别由农业部、科技部平台中心

等部门的科技主管司局领导组成，作为平台的领

导决策机构。

专家委员会：是平台的咨询机构，主要负

责对平台建设与运行服务的工作规划提出咨询意

见，对平台运行服务中的重大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用户委员会：是平台的评估机构，主要负责

对平台运行模式与资源利用度等工作质量进行评

估，对平台运行服务进行科学评议。

运行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平台运行的日常

服务工作，以完善国家级平台的运行机制与服务

质量。

2.4  人才培养

随着项目的实施，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畜禽种

质资源相关基地，组成了一支由国内畜禽种质资

源领域专家、学者、科研人员等组成的畜禽种质

资源平台人才队伍，为平台建设、畜禽种质资源

信息及实物共享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和优秀的

人才基础。

目前，直接参与本项目的科研院所、大学达

39 家，直接参与人员 348 人，人员结构为：院士

2 人（科学院 1 名，工程院 1 名），高级职称 169

人，中级职称 107 人。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培养了

一大批热爱畜禽种质资源工作的技术骨干、学科

带头人和年轻人才，建立了专业性强，人员组成

合理、稳定的工作队伍。项目的运行团队主要负

责国内外各类畜禽种质资源的收集、整理、保存；

开展各类资源的繁殖更新、筛选、测定、评价，

并进行资源保护和保存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

法的研究，同时为社会团体或个人需求提供服务。

3 平台建设的主要成效

3.1 创建了畜禽种质资源技术规范体系

研究制定了畜禽种质资源描述规范、数据规

范、数据质量控制规范，以及收集、整理、保存

技术规程 50 个，创建了动物种质资源科学分类、

统一编目、统一描述的技术规范体系，为畜禽种

质资源的规范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为

畜禽种质资源的标准化整理、整合和信息共享奠

定了基础。这些描述标准、技术规程和规范已经

在畜禽种质资源平台内广泛使用，作为种质资源

信息的标准化整理、数字化表达、关键数据的补

充完善、分子遗传评价、实物整理、整合的依据。

3.2 整合一大批重要畜禽种质资源，保存了

大量重要和濒危的畜禽资源

联合内蒙古、新疆、山东、安徽、湖北、吉

林、江苏、贵州、四川、云南等 28 个省、市、自

治区的 40 余个专业性的科研院所，60 余个大中

型规模化保种场、区，整合了分散在我国不同环

境和地理位置的 412 种畜禽种质资源活体和遗传

物质等实物资源，并对收集到的资源进行整理和

保存。整合的活体资源达到 270 种，列入国家品

种志的占资源总量的 38.28%，列入国家级畜禽遗

传资源保护品种的占到了 52.90%。建立了濒危野

生动物体细胞保存和检测技术平台，建立了猪、

熊猫、鸭、鸡的 BAC 文库，收集、保存了 16 种

濒危野生动物细胞，丰富了我国畜禽种质资源宝

库，构筑了畜禽资源实物平台。

建成了世界最大畜禽遗传资源体细胞库，开

辟了保存濒危畜禽种质资源体外细胞培养技术的

新途径，创建并保存了 82 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畜禽

品种体外细胞 4.5 万余份，被评为 2006 年度国内

十大科技新闻，得到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报道[1]。

3.3 标准化、数字化整理整合了大量畜禽种

质资源 

对 576 个畜禽种质资源共性信息和 513 个

个性信息进行标准化整理和数字化录入，推进畜

禽资源信息的规范化和全面数字化进程，同时对

270 种整合资源进行了相关信息补充、完善，提

高了信息共享质量，从而实现了资源数据集中管

理，推进了动物资源信息的规范化和全面数字化

进程。

3.4 基本实现了资源信息和实物共享，提高

了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建立了 1 个共性信息数据库和 14 个个性信息

数据库，提出了畜禽种质资源信息共享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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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实现了信息数据化和网络化共享 [2]，通过

“中国家养动物遗传资源信息网 ( www.cdad-is.org.

net )” 实现信息共享。建立的数据库已通过功能、

性能及牢固性等指标测试，服务于社会，向社会

公众提供信息浏览、数据检索和数据下载等服务，

并通过多种途径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随着平台资

源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每年的使用量都在逐渐增

加，目前点击率达到 23 万余次。通过无偿提供、

科研合作等方式向科研和生产单位提供了 2.5 余万

份次的动物种质资源的活体、细胞、DNA 等的共

享服务。分别为 9 个“863”和“973”项目、6 个

科技支撑计划、5 个国家基金项目提供支撑。

3.5 产生了一批论文、专著和专利，获得了

多项国家奖励

通过 3 年的项目建设，共发表相关文章 110

篇，其中 SCI 文章 36 篇，出版专著 [3]2 部，23 项

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其中已授权 17

项。形成了4个国家标准，有2个正在进行审批。

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项、神农中华农

业科技奖一等奖 1 项、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进步

二等奖 1 项。

3.6 利用整合资源，开展种质资源创新研究

项目在开展活体资源和遗传物质整理、整

合、保存、繁殖更新等内容的同时，还利用这些

整合的资源开展畜禽种质资源优异基因资源评

价、保存及共享利用的研究工作，包括对 155 个

畜禽资源开展分子水平的遗传资源评价 [4-9]，对

10 个基因资源开展保存及共享利用。

在开展遗传资源评价的同时，项目对一些中

国地方品种特异性状相关的基因资源开展了深入

的研究，包括：中国小型猪肉质性状相关基因遗

传资源研究 [10-13]，中国小型猪免疫相关基因资源

评价 [14-18]；藏鸡遗传特性的评价和分析研究，藏

猪的遗传特征和香猪的肉质遗传特性分析，小尾

寒羊高繁殖力基因研究 [19]，北京油鸡 MHC 基因

变异与免疫应答能力的研究，以及畜禽资源体细

胞库的应用研究。

4 结语与展望

畜禽种质资源共享平台是我国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为科研活动提供

更为优质的研究材料、数据信息等基础条件，而

且是实现国家食物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与

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畜禽种质资源共享体系建

设，对于提高我国畜禽科技能力、完善国家畜禽

科技创新系统、增强国家综合竞争能力和促进全

社会科技进步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平台工作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虽

然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和困难，如畜禽种质资源保存场（库）缺乏稳定的

经费支持渠道，没有正常的设施运转经费、设备

正常维护费用和运行服务费用；许多自然科技资

源仍沉睡在自然界中，亟待抢救性收集；大量畜

禽种质资源还没有进行繁殖更新和鉴定评价；对

所收集的畜禽种质资源缺乏深入研究和挖掘；畜

禽种质资源的共享和利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随

着平台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平台工作将面临工作

重心和方向的转变，从原来的重视建设和资源保

存转移到重视共享服务上。在平台的运行服务方

面，将继续做好与科技平台门户网站的无缝连接

和本平台的信息共享服务，继续开展信息资源的

补充更新工作，根据本领域的特点开展特色信息

服务；着力加强畜禽资源平台的实物共享服务，

提高实物共享的力度，扩大共享范围；通过各种

形式宣传平台工作，提高平台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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