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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農自然護理署 

作物品種保育工作簡介 
 



 約11,000年前，出現在新
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即
現在以色列、叙利亚和
伊拉克地區。 

 遊牧的獵人找到豐富的
穀物，居有定所，並開
始收集種子來耕種，啓
動了現代文明的進程。 

最早的作物種子 



 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制嫁
娶，結網罟(以教佃漁)，養犧
牲(以庖廚)，以龍紀官，作三
十五弦之瑟。」 

 神農(炎帝)「制耒耜，種五穀
；立市廛，首辟市場；治麻為
布，民著衣裳；作五弦琴，以
樂百姓；削木為弓，以威天下
；製作陶器，改善生活。」  

 

中國農業的起源 



植物保護組 有機耕作組 

漁農自然護理署 農業分署 
作物發展科 

 大龍實驗農場 

園藝組 



 1954年成立，設
有果園、蔬菜試
驗田、溫室和實
驗室等，總面積 

16 公頃 

 透過向農友提供
技術支援，引領
和推動本地農業
的發展 



留種服務 

 根據手頭上的記錄，漁護署由1950s
年至2001年，在政府實驗農場選留和
生產種子，並出售給農友。 

  品種包括菜心、芥蘭、圓葉莧菜、
白菜、茄子、青瓜、豆角、節瓜、
芥菜(雪裏紅)、辣椒、絲瓜和冬瓜 



留種服務 
 在市場搜集種子，以後每年在政府農場經人工
篩選包含該種蔬菜的優良特性的母本留種。 

 葉菜類留種過程：選育留種株，人工授粉，結
莢種子發育，後熟處理。 

 果菜類留種過程：選果，刮種，清洗，晾乾。 

 留種數量則視乎農友往年的需求而決定，全部
所留的菜種都會公開出售給有需要的農友。 

 



莧菜 

馬屎莧菜留種 尖葉莧菜留種 



莧菜 

挑選優良植株 



曬乾 拍打 

篩種 留種 

莧菜 



白茄 

挑選優良果實 



白茄 

刮種 清洗 

晾乾 曬種 



留種服務終結 

 署方在二○○一年八月取消出
售蔬菜種子服務。 

 

 
 原因： 
(a) 市場貨源充足，選擇多；  
(b) 政府的種子售價較市價貴；  
(c) 農民自行留種。 



鶴藪白菜的復育 

 雖然漁護署停止了出售種子的服務，但仍保留着
一些本地傳統品種的種子。 

 支持本地作物品種的保育工作。例如， 2012年
同綠田園及育種專家合作，復育本地鶴藪白菜。 

 邀請到以前在鶴藪種植過這種矮腳白菜的一位老
人家協助，經過數年的提純復壯及篩選的工作，
最後將這本地鶴藪白菜品種保存復育。 



鶴藪白菜 



鶴藪白菜 



鶴藪白菜 

 邀請鶴藪村有種植經驗的老人家協助挑選典型植株 



鶴藪白菜 

觀察紀錄 



鶴藪白菜 

蕾期授粉（2013年1月） 



鶴藪白菜 

再次挑選典型植株 



鶴藪白菜 

人工授粉（2014年1月） 



鶴藪白菜 

選定植株作留種之用（2015年12月） 



香港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大計劃  
 HK’s BSAP 

23 



四大範疇 Four areas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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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二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Area 2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範疇一 

加強保育措施  
 

Area 1 

Enhancing  

conservation  

measures 

範疇三 

增進知識 
 

Area 3 

Improving our  

knowledge 

範疇四 

推動社會參與 
 

Area 4 

Promoting  

community  

Involvement 



 

二十三個行動類別 23 action categories 

範疇一 
Area 1 1 2 3 4 5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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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二 
Are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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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三 
Are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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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四
Are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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