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9 年 6 月 28 日，杨湘云从英国皇家植

物园邱园完成了近 4年的种子储藏生理学学

业，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她回国参与了中国

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项目建设的全程。

从筹划到建设，再到成功运营，作为总工

艺师和原保藏中心负责人，她有太多的记忆

和感悟。

“参加种质库建设和运行工作历时 22

年，我虽然时常感到很辛苦很累，但同时感到

非常幸运，自己能参加这么重要的工作，并遇

到支持和信任自己的领导和团结友爱认真工

作的同事们。”杨湘云说。

站在这个平台上，她也被赋予了很好的

机会，与国际国内科研机构频密交流，学到很

多关于战略种质资源及其保护相关知识；并且还要与院所不同部门和院外机构等协

调破题，得到很多锻炼——“此前我几乎没有做过类似工作，也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

支持帮助”。

回顾过往，杨湘云最衷心感谢的，还是当年一起参加项目前期工作组的成员，大

家曾一起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说起为什么选择在云南建设这样的科学装置，杨湘云说，中国西南山地西起藏

东南，横穿川西地区，向南延伸至云南北部和中部，这里气候类型多样，地形复杂，

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这里有 16201 种高等植物物种，其中 48%为中国特有的植

物，而且 29%为该地区特有，是享誉全球的“植物王国”，同时它也是全球 34 个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受到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宝贵的动植物资源亟待保护。保护好

云南及周边的地区、青藏高原的生物种质资源，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重中

之重。

“它建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跟世界上其他的大库完全不一样。其意义在于可

以更好地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杨湘云强调，这里生活着 20多个少数

民族，占云南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不少少数民族具有丰富的植物利用知识，但这些知

识通常是以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受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许多知识目前正

面临着失传的危险，因此在收集保存植物资源的同时，学者们还可以通过调查这些传

统植物利用知识，进行抢救性收集和保护。

谈及种质资源库的安全性，杨湘云颇为自豪。“昆明元宝山山顶海拔 1958 米，即

使未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或发生其他灾难性地质事件，这座宝库也会巍然屹立。”

杨湘云：

很幸运能随种质资源库一起成长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仅 2020 年，就在云南发现了 256 种新物

种、新记录种，如大围山梧桐、文山马兜铃、勐

海灌树蛙等。2021年刚过去的 4个月中，又发

现了 50多个动植物新种！”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副厅长普利锋向记者介绍。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当天《云

南新物种新记录种名录（1992—2020）》发布。

在云南昆明北郊，元宝山山顶的密林里，

隐藏着一座低调而神秘的大国重器——中国

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也被称为我国野

生生物的“诺亚方舟”。它为我国野生珍稀濒

危植物、重要经济作物和新发现物种提供了

一个安全的“家”。

截至今年 2 月 25 日，这座“宝库”已保存

植物种子 10601 种 85046 份，占我国有花植物

物种总数的 36%；植物离体培养材料 2093 种

24100 份 ；DNA 分 子 材 料 7324 种 65456 份 ；

2280 种 22800 份 微 生 物 菌 株 ，以 及 2203 种

60262份动物种质资源等，是亚洲最大的野生

生物种质资源库，与英国“千年种子库”、挪威

“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等一道，成为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领跑者。

风中飘摇，野生生物
需要一座“方舟”

“种子是植物延续生命的载体，同时也是

植物向外传播和扩散的载体。它也是植物最

为复杂的器官之一。”种子生理学博士，中国

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种子

生理学研究组执行组长杨湘云告诉记者，种

子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药材等生活必

需品和大量的工业原料，还创造出了适于人

类居住的环境。

但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打破了自然界的

平衡，气候变化以及过度采集、环境污染、外

来植物入侵等因素交织，导致物种丧失，正酿

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植物多样性正以过去

地质时期数百倍的速度快速散失。

2010 年全球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球 38

万种植物中，有五分之一的物种正面临灭绝

的威胁。超过 22%的物种极危、濒危或易危。

“这将进一步导致与之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如食物、燃料、生化产品、纤维等供给大

幅下降，并最终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

发展。”杨湘云说。

而在我国，有 10.9%的高等植物处于濒危

或受威胁状态。近 50 年来，就有约 200 种植

物从我们眼前消失。

在粮食安全方面，中国拥有 14亿多人口，

而耕地面积却只有 1.3 亿公顷。也就是说，中

国要以全世界 10%的耕地，养活世界上 20%的

人口。“怎样才能突破我国三大粮食作物的框

架，挖掘出更多粮食作物种类，通过育种提高

现有作物的产量，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求？

答案就在粮食的野生近缘种身上。”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西南野生生

物种质资源库主任李德铢说，种质资源有时

被用作遗传资源的同义词，其狭义概念是具

有生命力或再生能力的遗传资源。随着现代

农业和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利用种质资源

有目的地改良动植物的性状与品质，为人类

解决粮食、健康和环境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潜

在的可能性。

野生植物在数百万年间的进化过程中，

积累了各种不同的遗传变异，蕴藏着许多栽

培作物所不具备的优良基因，如抗病虫性、抗

逆性、优良品性、细胞雄性不育和丰产性等，

是非常好的一种材料。

20世纪末，我国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征镒，早

已敏锐地洞见了这一切。

1999年，已 83岁高龄的吴征镒先生，看到

我国野生生物正以惊人的速度消亡，而原有

保护措施存在巨大漏洞，他再也坐不住了。

那年8月8日，他提笔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

镕基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在我国生物多样

性最为丰富的云南建设一座野生生物种质资源

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写道：“这是中国生物

技术产业全球竞争的战略重点，是国家利益所

在。这个重要的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

这封信得到了朱镕基同志的高度重视。

他于 8 月 15 日作出批示，支持吴征镒院士的

提议，并委托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调研论

证，从而促成了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

库的诞生。

八年谋划建设，终成
大国重器

“保护植物多样性的方法很多，但种子库

具有就地保护和其他办法所不能比拟的许多

优点。”李德铢说，国际通用的种子库标准是

将种子干燥到 5%左右的水分含量，然后密封

保存在-18℃的环境中，可较大范围、较长时

间保护植物多样性，而且相对简单易行，在资

金投入、保存效率等方面都适足称道。

“在昆明，我们常见的小麦和玉米的种子，

在室外存放半年，其活力就会减弱。而在-20℃

的冷库干燥保存条件下，它们可以待上3000多

年，而棉花种子甚至可活6.7万年之久。”种质资

源库种质保藏中心主任蔡杰博士说。

但建设这样一座宝库，殊为不易。

“为了拿出优秀的规划方案，我们可谓费

尽心思。”当年负责项目建设总体任务的李德

铢研究员说，结合国情和“五库一体”——即

以 种 子 库 为 核 心 ，兼 具 植 物 离 体 库 、植 物

DNA 库、动物库和微生物生物库的需求，工

作极为庞杂，没有现成模式参考。

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他们修

改了 20 多遍才定稿。这一蓝图绘制，从总理

批示，到 2004年获得国家立项，竟花去李德铢

和整个团队 5年光阴。

其间，吴征镒院士以耄耋之年，随时“盯”

着项目进展，甚至坐着轮椅和李德铢他们进

京答辩，一次次把项目往前推进。

2004 年 11 月 19 日，中国西南野生种质资

源库正式奠基。但 1.48 亿元的总建设经费，

远远低于原预算，钱又是个难题。

“我们对每一块工作进行重新审议和布

置，认为种质资源库是利在千秋的事业，无论

如何都要保证质量，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

上。同时明确了定期核算，加强财务审核制

度。”李德铢回忆说，次年 3 月，主体工程才破

土动工，经过 3 年紧锣密鼓的建设，2007 年 2

月 8日，主体工程顺利竣工验收。

“站在巍然屹立的大楼前，我们百感交

集。为了这一天，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和努力！”

杨湘云回忆说，4月29日那天，剪彩和揭牌仪式

举行，吴征镒老先生也来了，他笑得像个孩

子。为种质资源库建设，他悬着的一颗心也终

于放下了。老先生叮嘱项目组，要尽快从国内

外引进相关专业人才，做好这一利在千秋、造

福人类的事业，要放眼全国，甚至全世界。

面向前沿研究，共享
野生生物种质资源

同样在今年 5 月 22 日，基于种质资源库

的材料，以及关于月季基因组和遗传学分析，

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北京百

迈客生物科技公司等单位提出蔷薇科“皮刺

储水”功能新假说的合作成果，在《国家科学

评论》期刊上发表。

“这项工作不仅促进了对月季皮刺发育

遗传机理的解析，填补了皮刺早期功能研究

的空白，为更好理解植物新性状产生与维持

机制提供了新视角，更有助于月季生物学的

发展和新种质培育。”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唐开

学研究员说。

近年来，结合新一代测序技术的发展，针

对核心DNA条形码在一些类群中鉴定率不高

的问题，他们提出 DNA 条形码 2.0 的概念；通

过二代测序技术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解决了高

度降解样本的建库测序技术难题；完成稻属 7

个物种基因组计划，在国际上首次构建了多达

8个水稻及其近缘物种的比较与进化基因组学

研究框架，为我国和世界水稻科学家高效地发

掘与利用野生稻种质资源奠定了科学基础。

“野生生物种质资源的共享服务，也是我

们的一个重要方向。”蔡杰介绍，目前，依托种

质库建设的“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质资源

库”，已成为我国 30个国家生物种质与实验材

料资源库之一。

“种质库必将在我国生物战略资源保护

和未来国际生物产业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对国际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起到重要而深远

的影响。”李德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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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99年8月8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征镒给朱镕

基同志写信，建议在云南建设以种子

库为核心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2004年11月19日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正

式奠基。

2007年1月5日

首批 3803份野生植物种子入库。

2005年12月

科技部批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建设“植物种质资源”项目。

2007年12月

种质资源库完成 1758 份野生植

物种子及相对应的数据、凭证标本和

图片的采集，收集保存的种子总量达

到约 3000种、10000份。

2007年2月8日

主体工程顺利竣工验收；4 月 29

日投入试运行。

2009年11月23日

项目通过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预验

收；11 月 24 日，项目通过由国家发改

委组织的国家验收。

2008年1月20日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

建成入选2007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2021年2月25日

种质库保存植物种子 10601 种、

85046 份，占我国有花植物物种总数

的 36%。

随着现代农业和生物

技术的迅猛发展，利用种质

资源有目的地改良动植物

的性状与品质，为人类解决

粮食、健康和环境等重大问

题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

李德铢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
质资源库主任

本报记者 赵汉斌摄

2010年5月9日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接

收和备存了来自世界混农林中心第三

批林木种子，该批种子共 31 种 55 份，

采自肯尼亚、墨西哥、坦桑尼亚、危地

马拉等 8个国家。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中展出的植物种子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中展出的植物种子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汉斌赵汉斌摄摄

扫一扫
感受我国野生
生物的“诺亚方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