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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上海市青浦区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技术路线图

上海市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作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上海市畜牧技术推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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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市青浦区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作办公室成员名单

主 任：金 燕 青浦区农业农村委种养业科 负责人

副主任：沈桂明 青浦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

成 员：王曲直 青浦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级兽医师

杨 洋 青浦区农业农村委种养业科 助理农艺师

俞爱丽 赵巷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

王 平 徐泾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

蒋 勇 华新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

张 萍 重固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

金 健 白鹤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

陈炳军 朱家角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

陆剑岗 练塘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

包巧生 金泽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

蔡君明 夏阳街道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

季 蓉 盈浦街道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

周厉平 香花桥街道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

俞财峰 现代农业园区农业招商服务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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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表1 畜禽和蜂资源普查信息入户登记表

省（区、市）市县乡（镇）村普查员签字： 日期：

有□ 无□ 联系电话：

序号 户主姓名 品种名称 品种类群 群体数量
其中：

饲养环境
种公畜 能繁母畜

1 品种 1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2 品种 2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3 品种 3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4 ...

注：1.本表用于组织各村入户摸底，仅用于纸质填写，不需要在系统里填报，留存 3年，以备数据核查；2.此次普查实行零报告制度，普查

员根据普查村的畜禽养殖情况，在□打“√”标注；3.本表只登记传统畜禽、特种畜禽和蜂的具体品种，蚕另行统计；4.品种名称应与《国家

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年版）》和《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中名称一致，如该品种存在不同的类群，如海南猪有临高猪、屯昌猪、

文昌猪和定安猪四个类群，则在“品种类群”中标注；5.群体数量均为某一品种纯种的数量，对于猪、羊、牛等畜种还需填报群体中种公

畜和能繁母畜数量，单位为头、只、羽、箱，蜂直接填箱数，不分公母；6.饲养环境，畜禽选散养或集中饲养，蜂选定地或转地，如果两

者均有，全部打“√”。散养指该品种在散养户中饲养，集中饲养该品种集中在一个单位或养殖场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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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畜禽和蜂资源普查信息登记表

省（区、市）市县乡（镇）填报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序号 行政村名称 品种名称 品种类群 群体数量
其中：

饲养环境
种公畜 能繁母畜

1 村 1

品种 1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品种 2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

2 村 2

品种 1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品种 2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

3 ... ... ...

注：1.本表按村分品种汇总数据，需要同时系统填报和纸质填写，纸质填写留存 3年，以备数据核查；2.本表只登记传统畜禽、特种畜禽

和蜂的具体品种，蚕另行统计；3.品种名称应与《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和《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中名称一致，如

该品种存在不同的类群，如海南猪有临高猪、屯昌猪、文昌猪和定安猪四个类群，则在“品种类群”中标注；4.群体数量均为某一品种纯

种的数量，对于猪、羊、牛等畜种还需填报群体中种公畜和能繁母畜数量，单位为头、只、羽、箱，蜂直接填箱数，不分公母；5.饲养环

境，畜禽选散养或集中饲养，蜂选定地或转地，如果两者均有，全部打“√”。散养指该品种在散养户中饲养，集中饲养该品种集中在一个

单位或养殖场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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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县级畜禽和蜂资源普查信息汇总表

省（区、市）市县填报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序

号

所属目

录

品种名

称

品

种

类

群

群

体

数

量

其中：

县域内分布区域 饲养环境
保种场

保护区
保种场保护区级别

种公畜 能繁母畜

1 品种 1

***乡（镇）***村、***

村、...；

***乡（镇）***村、***

村、...；

...

畜禽：散养集中饲

养

蜂：定地转地

有

无

县级市级

省级国家级

2 品种 2

***乡（镇）***村、***

村、...；

***乡（镇）***村、***

村、...；

...

畜禽：散养集中饲

养

蜂：定地转地

有

无

县级市级

省级国家级

3 ... ...

注：1.所属目录从《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中选择（见附录），蜂所属目录填蜂；2.群体数量均为某一品种纯种的数量，对于猪、羊、牛

等畜种还需填报群体中种公畜和能繁母畜数量，单位为头、只、羽、箱，蜂直接填箱数，不分公母；3.本表只登记传统畜禽、特种畜禽和

蜂的具体品种，蚕另行统计；4.如该品种存在不同的类群，如海南猪有临高猪、屯昌猪、文昌猪和定安猪四个类群，则在“品种类群”中

标注；5.饲养环境，畜禽选散养或集中饲养，蜂选定地或转地，如果两者均有，全部打“√”。散养指该品种在散养户中饲养，集中饲养该

品种集中在一个单位或养殖场饲养；6.保种场保护区选“有”或“无”，选“有”则需在保种场保护区级别里选择相应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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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市级畜禽和蜂资源普查信息汇总表

省（区、市）市（州、盟）填报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序

号
所属目录 品种名称

品种

类群

群体

数量

其中：

县域内分布区域 饲养环境

保种

场保

护区

保种场保护区

级别
种公畜 能繁母畜

1 品种 1

***县（区、旗）；

***县（区、旗）；

...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有

无

县级市级

省级国家级

2 品种 2

***县（区、旗）；

***县（区、旗）；

...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有

无

县级市级

省级国家级

3 ... ...

注：1.所属目录从《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中选择（见附录），蜂所属目录填蜂；2.群体数量均为某一品种纯种的数量，对于猪、羊、牛

等畜种还需填报群体中种公畜和能繁母畜数量，单位为头、只、羽、箱，蜂直接填箱数，不分公母；3.本表只登记传统畜禽、特种畜禽和

蜂的具体品种，蚕另行统计；4.如该品种存在不同的类群，如海南猪有临高猪、屯昌猪、文昌猪和定安猪四个类群，则在“品种类群”中

标注；5.饲养环境，畜禽选散养或集中饲养，蜂选定地或转地，如果两者均有，全部打“√”。散养指该品种在散养户中饲养，集中饲养该

品种集中在一个单位或养殖场饲养；6.保种场保护区选“有”或“无”，选“有”则需在保种场保护区级别里选择相应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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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蚕资源普查信息登记表

省（区、市）填报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序号 分类 品种 保存单位名称 保存地址

注：1.“分类”填家蚕、柞蚕或其他；2.品种填某一分类下的具体品种；3.有具体保存单位的填保存单位名称和保存地单位地址；4.无明

确保存单位的只填保存地址，细化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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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新发现资源信息登记表

省（区、市）市县乡（镇）填报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序

号
资源名称 所属目录 行政村名称 群体数量

其中：
饲养环境

区别于已有资源的特

征特性
种公畜 能繁母畜

1 新资源 1

村 1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村 2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

2 新资源 2

村 1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村 2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

3 ...

村 1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村 2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注：1.资源名称填写当地该新资源的名称即可；2.所属目录从《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中选择（见附录），蜂所属目录填蜂；3.群体

数量均为某一品种纯种的数量，对于猪、羊、牛等畜种还需填报群体中种公畜和能繁母畜数量，单位为头、只、羽、箱，蜂直接填箱数，

不分公母；4.本表细化到行政村，留存至新资源鉴定结果出来；5.饲养环境，畜禽选散养或集中饲养，蜂选定地或转地，如果两者均有，

全部打“√”。散养指该品种在散养户中饲养，集中饲养该品种集中在一个单位或养殖场饲养；6.重点描述新资源区别于已有资源的特征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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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县级新发现资源信息汇总表

省（区、市）市县填报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序

号
资源名称 所属目录 县域内分布区域 群体数量

其中：
饲养环境

区别于已有资源

的特征特性
种公畜 能繁母畜

1 新资源 1

***乡（镇）***村、***

村、...；

***乡（镇）***村、***

村、...；

...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2 新资源 2

***乡（镇）***村、***

村、...；

***乡（镇）***村、***

村、...；

...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3 ... ...

注：1.资源名称填写当地该新资源的名称即可；2.所属目录从《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中选择（见附录），蜂所属目录填蜂；3.群体数量

均为某一品种纯种的数量，对于猪、羊、牛等畜种还需填报群体中种公畜和能繁母畜数量，单位为头、只、羽、箱，蜂直接填箱数，不分

公母；4.饲养环境，畜禽选散养或集中饲养，蜂选定地或转地，如果两者均有，全部打“√”。散养指该品种在散养户中饲养，集中饲养该

品种集中在一个单位或养殖场饲养；5.重点描述新资源区别于已有资源的特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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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市级新发现资源信息汇总表

省（区、市）市（州、盟）填报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序

号
资源名称 所属目录 市内分布区域 群体数量

其中：
生存环境

区别于已有资源

的特征特性
种公畜 能繁母畜

1 新资源 1

***县（区、旗）；

***县（区、旗）；

...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2 新资源 2

***县（区、旗）；

***县（区、旗）；

...

畜禽：散养集中饲养

蜂：定地转地

3 ... ...

注：1.资源名称填写当地该新资源的名称即可；2.所属目录从《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中选择（见附件 3）；3.群体数量均为某一品种纯

种的数量，对于猪、羊、牛等畜种还需填报群体中种公畜和能繁母畜数量，单位为头、只、羽、箱，蜂直接填箱数，不分公母；4.饲养环

境，畜禽选散养或集中饲养，蜂选定地或转地，如果两者均有，全部打“√”。散养指该品种在散养户中饲养，集中饲养该品种集中在一个

单位或养殖场饲养；5.重点描述新资源区别于已有资源的特征特性。



- 24 -

附件 3：

第一次青浦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实施方案

（2021-2023 年）

按照《上海市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总体方案（2021-2023年）》

和《青浦区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总体方案（2021-2023年）》要求，

为确保三年内启动并完成第一次青浦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

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主要目标

利用 3 年时间摸清青浦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种类、群体数

量、区域分布、保护利用、特征特性及遗传结构等状况，进行资

源收集与保护，并纳入国家、上海市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种类名录，

促进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分年度实现以下目标。

2021 年启动第一次青浦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完成青

浦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基本情况普查；按照国家、上海市要求采

集并制作遗传材料，收入上海市种质库保存。

2022 年完成青浦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特征特性（外形、微

卫星 DNA、单核苷酸多态性等）测定、遗传多样性评价等系统

调查以及重点区域现场核查；按照国家、上海市要求，收集重要

种质资源纳入本区保种场保护，采集并制作遗传材料纳入上海市

和国家种质库保存。

2023年全面完成第一次青浦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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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保存、登记等相关信息数据录入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数据库

并统一纳入农业种质资源大数据平台。

二、重点任务

（一）开展水产养殖种质资源基本情况普查。一是以街镇为

单位，按照普查提纲及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登记表（另行通知）

要求对当地养殖场（户）（含水产原良种场、遗传育种中心、苗

种场和普通养殖场等）的鱼、虾蟹、贝、藻、棘皮动物、两栖爬

行等水产养殖种质资源（包括原种、地方品系、新品种和引进种）

种类、群体数量、区域分布和保护利用等情况进行普查并采集影

像资料，按照国家、上海市技术专家组要求填报普查信息、汇总

普查信息和采集制作遗传材料。二是区级对各街镇普查情况开展

核实和抽查，按照国家、上海市技术专家组要求汇总填报辖区内

的普查信息。

（二）开展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系统调查与收集保护。一是在

基本情况普查基础上，依托具有鉴定评价基础和优势的承担单

位，开展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的特征特性测定、遗传多样性评价等

系统调查以及重点区域现场核查，按照国家、上海市技术专家组

要求填报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系统调查表（另行通知）。二是根据

基本情况普查和系统调查结果，活体资源纳入本区保种场保护，

相应遗传材料纳入上海市及国家种质库保存。

（三）录入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数据库。在全国统一的农业种

质资源大数据平台框架下，承担单位按职责分工在全国水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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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数据库中录入青浦区普查相关数据。

三、实施期限与范围

（一）实施期限：2021年 3月-2023年 12月。

（二）实施范围：全区养殖场（户）的水产养殖资源，包括

原种、培育种（地方品系和新品种）和引进种。

四、进度安排

（一）2021 年 3 月-2021 年 12 月。开展技术培训指导，全

面启动普查。以街镇为单位开展基本情况普查，区级对辖区内普

查情况进行重点督促检查。2021 年 9 月底之前，各街镇完成普

查任务，并将汇总材料报送青浦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年底前全区

完成普查任务，将区级普查汇总表（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报上

海市水产研究所（上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汇总，遗传材料收入

上海市种质库保存。

（二）2022 年 1 月-2023 年 4 月。完成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特

征特性测定、遗传多样性评价等系统调查以及重点区域现场核

查，相关数据录入全国、上海市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数据库；确定

一批特色优异种质资源；收集一批活体资源纳入本区保种场保

护，相应遗传材料纳入国家、上海市种质库保存。按要求及时将

本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系统调查报告及调查表（包括纸质版和电

子版）报上海市水产研究所（上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汇总。

（三）2023 年 5 月-2023 年 11 月。全面完成青浦区水产养

殖种质资源数据库数据核实和入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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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根据区农业农村委农业种质资源普查

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设立第一次青浦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

查工作办公室，指导各街镇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水产养

殖种质资源普查相关技术性材料另行印发。

（二）强化分工配合。按区级农业种质资源普查领导小组统

一部署，在第一次青浦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办公室领导

下，青浦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具体负责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

的实施。街镇农业部门、现代农业园区承担本行政区域水产养殖

种质资源普查工作，明确具体实施单位及联络人，充分发挥基层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村级监管员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

完成普查工作，按时上报相关数据。各有关单位要履行职责、协

作配合，共同做好本次资源普查工作。

（三）强化专业支撑。充分发挥技术专家组支撑作用，由青

浦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组织技术专家解读实施方案及普查提纲。选

派专家对街镇普查队开展培训、现场指导和咨询等工作，确保普

查方法统一规范，调查数据全面真实可靠。同时发挥市级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作用，加大对种质资源普查工作的支持力度。

（四）落实普查经费。第一次青浦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

工作面大、量广，涉及差旅、鉴别、咨询等费用，要积极争取财

政部门予以支持，纳入预算，落实普查专项资金。

第一次青浦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办公室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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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业农村委种养业科 徐波 59720872

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苏明 59859983 qpscjstgz@163.com

附件：1．第一次青浦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技术路线图

2．第一次青浦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办公室

成员名单

mailto:qpscjstg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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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一次青浦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路线

第一次上海市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办公室

区级普查工作办公室 上海市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技术专家组

区级普查指导组青浦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负责具体实施普查及收集保护

街镇农业部门、现代农业园区

负责现场普查

养殖场（户）

国家保种

场、种质库
全国水产养殖种质资源信息平台

保存共享利用

调查数据

资
源
登
记

市级保种

场、种质库

收
集
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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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一次青浦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办公室成员名单

组 长：金 燕 区农业农村委种养业科 负责人

副组长：张 铷 青浦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站长

成 员：马继华 青浦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研究员

苏 明 青浦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高级工程师

朱金林 青浦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工程师

沈家佳 青浦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工程师

郭 珺 青浦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工程师

吴 昊 青浦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助理工程师

王晓雯 青浦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助理工程师

徐 波 区农业农村委种养业科 工程师

俞爱丽 赵巷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

王 平 徐泾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

蒋 勇 华新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

张 萍 重固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

金 健 白鹤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

陈炳军 朱家角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

陆剑岗 练塘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

包巧生 金泽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主任



- 31 -

蔡君明 夏阳街道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

季 蓉 盈浦街道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

周厉平 香花桥街道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

俞财峰 现代农业园区农业招商服务中心 主任


	表1  畜禽和蜂资源普查信息入户登记表
	表2  畜禽和蜂资源普查信息登记表
	表3  县级畜禽和蜂资源普查信息汇总表
	表4  市级畜禽和蜂资源普查信息汇总表
	表5  蚕资源普查信息登记表
	表6  新发现资源信息登记表
	表7  县级新发现资源信息汇总表
	表8  市级新发现资源信息汇总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