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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三十一年来，我盟品种工作有很

大发展，取得一定成绩，农作物品种更新

更换三次，对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

用，但由于存在主观盲日性，缺乏自觉

性，盲目引入种植晚熟高产品种，低温冷

害年份给农业生产造成一定损失。因没有

明确的品种区划和呼盟自己的品种蒜，给

推广使用农作物品种带来一定困难。为适

应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更好地贯彻落实

种子“四化一供”方针，一声面完成农作

物品种自然区划，另一方面完成汇编呼盟

农作物品种蕊任务，为品种按区划对号种

植提供依据。做到按品种自然区划确定育

种目标，实行定向育种，对口推广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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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管理好区域化良种。通过完成品种

蕊汇编和品种自然区划两项基本建设，达

到明确自然因素的主次关系，准确掌握限

制作物稳产高产的主导因素，做到即能充

分利用自然、经济资源，又能克服自然灾

害，立足当前农业生产水平，考虑长远发

展趋势，以稳产为基础，以高产为目标，

达到长周期均衡增产目的，为发展我盟农

业生产，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为了更好地整理农作物品种资源，适

应农业生产发展需要，普及推广优良品

种，加速实现品种布局区域化，合理搭

配，因地制宜科学地使用良种。从一九七

七年起，在全盟范围内开展了大打早熟高

产品种攻坚战，普遍进行了品种大普查，

尖子品种大比武，主栽品种拉大网，品种

区域试验和良种鉴评。在品种普查的基础

上，编写了“呼伦贝尔盟农作物品种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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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品种蒜编写质量，于七九年八月

份在扎兰屯召开了品种蠡汇编工作会议，

会上成立了呼伦贝尔盟农作物品种蔷审定

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全盟从364个农作物

品种中，经过筛选、审定，编入品种蒜的

有23个作物145个品种，29个品系。从中

确定主体当家品种63个，搭配品种33个，

接班品种12个。粮食作物品种112个，其中

杂粮作物品种9个，马铃薯品种14个，经

济作物品种6个，油料作物13个。主要作

物品种附有图片说明。对小油料，小杂粮

作物品种原则上全部编入品种瑟。呼盟农

作物品种蒜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粮食

作物品种标有需要活动积温数字，二是品

种所属种子区划类别，为按品种自然区划

对号入座，适区种植，防止盲目引种、越

区种植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书在呼盟农业局领导下，先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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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农研所、园艺所、农牧学校、种子公

司、良种场等单位的有关同志汇编整理而

成，并经过编辑委员会和审定委员会的正

式会议复审后定稿。本书可供农村广大社

员群众、农民技术员、农业科技工作者和

各级农业生产领导同志在工作中参考。

因编写材料不全，时间较仑促，水平

所限，本书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

提出宝贵意见，以备再版修订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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