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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学工程项目：解锁农作物的生命密码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南大街12号中国农业科学院
院内的作物科学研究所重大
科学工程楼，即使是在建成16
年后的今天，外表看起来也颇
为壮观。

鲜为人知的是，这里拥有着
世界先进、国内领先的作物基因
资源与基因改良研究核心设施
和技术平台。

植物育种是一个缓慢的过
程。使用传统的育种技术开发
新的作物——抗旱、抗病、产量
更高、营养更丰富，可能需要10
年或更长时间。

随着更便宜、更强大技术
——现代育种方法的出现，快
速改良全球作物的机会之门被
打开。

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
造及其具备的功能，记录和储存
着生命从物种演化到个体生长
发育的遗传变异的全部信息。

“‘中国农作物基因资源与

基因改良重大科学工程项目’是
我国农业和生物领域第一个国
家重大科学工程，是我国农业科
学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领
域能力建设的重大进步和标志
性工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接受
记者专访时表示。

“我国是世界上农作物基因
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保存数
量居世界第二位，遗传多样性十
分丰富，其中蕴藏着大量的、具
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功能基因。”
万建民说。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承建的
“中国农作物基因资源与基因改
良重大科学工程项目”（以下简
称“重大科学工程”）首要任务就
是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规模、
高效率进行作物基因资源与基
因改良研究的现代化设施平台
与技术平台。

“这个平台包括高质量文库
构建、分子标记和遗传多样性研

究平台，快速、准确、高效进行种
质资源基因鉴定平台，基因克隆
与功能研究平台，快速、高效的
分子育种平台和生物信息平台
等。迄今为止，‘重大科学工程’
中已有50万元以上应对外开放
大型科研仪器51台（套），50万
元以下可对外开放的仪器数量
140台（套）。比如，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发了科
研仪器共享平台运行管理系统，
包括仪器设备预约、DNA测序
管理、科研试剂耗材采购3个子
系统。”万建民说。

利用这些设施与技术平台，
“重大科学工程”累计为全国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23家
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及企业提供
技术服务150万份次，累计支撑
465个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课题）的研究，提供专业技术
培训285次累计6200人次。

“依托‘重大科学工程’，研
究人员分离克隆了生育期、育

性、株型、适应性、养分高效利用
等重要性状基因，明确其功能及
表达调控网络，为育种提供了基
因和材料。比如，解析了水稻株
型调控与抗褐飞虱的分子机制；
解析了3000份水稻核心种质资
源的基因组变异等。”万建民说。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创新
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杂种
优势利用、转基因育种、基因编
辑等核心技术，获得优质节水小
麦、矮败小麦、抗病水稻、杂交玉
米、高产大豆、转基因抗虫棉、高
产抗虫三系杂交棉、转植酸酶基
因玉米、转基因抗虫玉米、耐除
草剂大豆等标志性成果。

这些成果推广使用后，田间
表现十分优异。“重大科学工程”
主持培育小麦、玉米、大豆、水稻
等作物新品种184个，其中国审
（认、鉴）品种42个，年推广应用
面积2000多万亩。

“中麦175分别创造北部冬
麦区水地及陕西省和甘肃省旱

地高产纪录；中麦895曾两次创
造陕西省水地高产纪录；中黄
13大豆品种已连续9年稳居全
国大豆年种植面积之首，累计推
广面积1亿多亩……”万建民如
数家珍。

在创造纪录的同时，这些新
品种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经济
效益。

中麦175累计推广约4000
万亩，社会经济效益35亿元；绿
豆新品种中绿3号、中绿4号、中
绿5号，据不完全统计，近4年在
18个省份累计种植 1620.5万
亩，增产2.7亿公斤，增收超25
亿元……

万建民表示，“重大科学工
程”意义重大，使我国具备了世
界水平的大规模、高通量和高效
率开展农作物基因资源与基因
改良研究的现代化设施，更使我
国农作物基因资源与基因改良
研究跻身世界前列。

（科技日报）

本报讯 据科技部网站消息，科技部863计
划现代农业技术领域办在京组织召开了“十二
五”国家863计划现代农业技术领域“绿色超级
稻新品种选育”重大项目验收会。专家组一致
认为，该项目完成了立项通知规定的研究内容
及主要考核指标，同意通过验收。

项目针对水稻生产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病虫
害、农药化肥过量使用、水资源匮乏与干旱普遍
发生等资源环境问题，大力培育和改良“少打农
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的水稻品
种，并倡导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绿色栽培管
理模式，从而实现作物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促
进农业的绿色发展。

项目培育和改良具备多个“绿色性状”的
水稻品种66个，其中国审品种18个，累计推
广面积1.1亿亩。如旱优 780新品种具有节
水抗旱的特点，每亩能节水 400吨以上，极
大地节约了淡水资源。晶两优华占具有氮高
效、镉低积累的特点，2016年被湖南省农业
厅认定为应急性镉低积累水稻品种，作为湖
南省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
调整政府采购品种，2016-2018年推广面积超
过800万亩。形成了 14个国家科研单位和国
际机构参与的国际协作网络，为“一带一路”
沿线的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推广绿
色超级稻 3525万亩，扩大了绿色超级稻的国
际影响力和推广应用范围，取得了显著的社
会和经济效益。

“绿色超级稻新品种选育”重大项目是“十
二五”863计划现代农业技术领域最后一个项
目，该项目的验收代表863现代农业技术领域
顺利收官。经过十年的创新发展，863计划现代
农业技术领域在植物分子设计与品种创制、动
物分子与细胞工程育种、农业生物制剂创制、数
字农业装备、食品制造与安全、农业生境修复、
生物质高效转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
展和重大成果，显著提升我国农业高技术的创
新能力和水平，为引领我国现代农业又好又快
发展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有力的高技术
支撑。

“绿色超级稻新品种选育”
重 大 项 目 通 过 验 收 本报讯 近日，中国农科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植物转基因技术研究中心、
大豆育种技术创新与新品种选育创新
团队，利用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
技术定点敲除大豆开花调控关键基因
GmFT2a和GmFT5a，创制出更适合低
纬度地区种植的突变体材料。

据介绍，大豆对光周期反应敏
感，绝大多数品种只有在日照长度缩
短到一定限度后，才能从营养生长转
入生殖生长，进而开花结荚。大豆的
这种光周期反应特性，造成大豆品种

北移种植时，因生长季节日照加长，
往往表现为晚花晚熟、生长期延长，
甚至不能开花或正常成熟；南移种植
时，则因生长季节日照缩短，一般表
现为过早开花、生长期缩短，产量降
低甚至不能正常生长。已有研究表
明，GmFT2a和GmFT5a基因是大豆
的重要开花促进因子。

该研究通过构建 GmFT2a和
GmFT5a基因的过表达植株，并利用
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对
GmFT2a和GmFT5a进行定点敲除，

结合杂交手段，创制出单基因和双基
因 突 变 体 材 料 。 该 研 究 表 明 ，
GmFT5a基因是主要的开花促进基
因，是使大豆能够适应长日照环境的
关键基因。

研究还发现，创制的双基因突变
体在短日照条件下平均57.4天开花，
比野生型晚花约31.3天，株高和节数
较野生型显著提高，单株荚数和粒数
也显著增加，这为适合低纬度地区种
植的大豆品种改良提供了新的基础
材料。

我国适宜低纬度种植的大豆材料诞生

本报讯 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特聘教授陈勤及其团队培育的彩
色马铃薯新品种“紫玫瑰2号”“红玫
瑰3号”“黑玫瑰4号”获得国家农业
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并通过国
家非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登记。这在
该校历史上实现了马铃薯新品种培
育的零突破。

长期以来，我国马铃薯生产面临
着品种单一特别是缺乏专用加工型
品种的困境。陈勤教授自2012年应
聘至西农大以来，带领马铃薯遗传育
种及功能开发团队，瞄准国际前沿，
围绕中国马铃薯主食化产业发展的
重大需求，以马铃薯种质资源原始创
新为核心，开展全方位的马铃薯遗传
育种和主食加工新品种筛选培育工
作。

经多年田间筛选鉴定，陈勤教授
团队选育出系列适合主食加工型高
营养彩色马铃薯新品种。这些品种
由常规杂交育种途径培育成，属于非
转基因品种，其产量和品质均优于现
有的彩色马铃薯品种。

此次获得新品种权并完成新品
种登记的三个玫瑰系列彩色马铃薯
具有三高特点。

一是营养价值高。除了含有普
通马铃薯的各种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C、淀粉等营养成分外，还含有花青素
和多酚类高抗氧化活性物质。其花
青素含量达到或接近价格昂贵的蓝
莓水平，其抗氧化活性物质每100克
中含有1000-1700毫克，是一般品种
的5-10倍。

二是产量高。这三个新品种抗
逆性强，适应性广，一般亩产2000公
斤，在良好的栽培管理条件下，亩产
可以达到4000公斤以上，平均产量高
于一般品种30%。其商品薯率能达到
85％以上。

三是附加值高。这些彩色马铃
薯新品种不仅营养丰富，薯肉颜色艳
丽，有红紫黑等不同颜色，而且加工
品质优良，产品附加值高，具有巨大
的市场和发展潜力。加工成全粉后，
可长期保存；加工成彩色薯片或彩色
马铃薯锅巴后可作为具有独特风味

的休闲食品，不用任何化学添加剂仍
可保持原有的天然色彩。

据了解，获得植物新品种权意味
着国家认可该品种是申请人及育种
人培育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并受《中华人民
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保护15
年。通过农作物新品种登记则表明
国家允许该品种在市场上大面积推
广种植。

据陈勤教授介绍，他和团队成员
近年来一直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
进行马铃薯新品种的试验示范工作，
由于彩色马铃薯的市场价格高于普
通马铃薯品种，而种植条件、栽培技
术等与普通马铃薯没差别，在国家启
动马铃薯主食化战略和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玫瑰系列三个新
品种得到国家认证，将有力推动西北
地区马铃薯产业发展，形成特色马铃
薯全产业链，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美丽乡村建设
中作出应有的“西农贡献”。

（食品伙伴网）

西农大3个彩色马铃薯新品种首获国家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