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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专家共商新时代粮食安全与食物营养
作为今年中德农业周系列

活动之一的“中德粮食安全与食
物营养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
开。会议围绕粮食安全、食物营
养和食品体系和饮食结构转型
等内容，采用视频会议和现场会
议结合形式，深入探讨后疫情时

代食品系统转型和饮食变化等
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孙坦和德国农业部研究创新部
门协调人马娅?克劳森作视频致
辞。

孙坦表示，粮食安全与营养
正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问

题，希望中德双方通过此次会议
充分交流和分享研究进展和学术
观点，共同促进两国农业绿色发
展。马娅?克劳森表示，粮食安全
与营养是当今全球气候和环境变
化下的重要问题，中德两国在农
业科技方面具有良好的长期合作

关系，希望双方为全球粮食安全
和农业绿色发展贡献宝贵经验。

与会专家围绕“新时代粮食
安全和营养”，就农业生态发展、
疫情对食品安全和粮食贸易的
影响、粮食损失与浪费以及数字
技术对粮食安全的贡献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交流。
会议由中国农科院国合局

和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
心共同主办，中国农科院资源区
划所承办，邀请了中德政府部
门、研究机构管理人员、科研专
家和学者140余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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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在豆科植物根瘤发育研究中获进展
氮素是蛋白质与核酸等生命体的基

本组成元素，参与植物的生长发育、物质
合成与代谢等生物学过程。空气中氮元
素丰富，但植物不能直接利用。当前，农
业生产主要通过大量施用氮肥来提高作
物产量，人工合成氮肥耗费大量能源，并
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

1888年，德国科学家发现豆科植物
与根瘤菌共生可以将氮气转化成植物需
要的氮素营养。在豆科植物-根瘤菌共
生中，豆科植物为根瘤菌提供合适的固氮
环境及生长所必需的碳水化合物；作为回
报，根瘤菌将氮气转变成含氮化合物，满
足豆科植物对氮元素的需求。另外，固定
的氮素也会释放到土壤中，被其他植物利
用。能够与固氮细菌进行共生固氮的物
种只分布于豆目、蔷薇目、葫芦目和壳斗
目中，以豆科植物-根瘤菌共生固氮研究
较多。

一百多年来，对豆科植物-根瘤菌
共生固氮的研究一直是生物学研究的热

点前沿领域。其中，“为什么豆科植物能
与根瘤菌共生固氮”的问题一直困扰着
该领域的学者。12月10日，中国科学院
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王二涛研究
团队在《自然》上发表论文AnSHR–
SCRmodulespecifieslegumecorticalcell
fatetoenablenodulation，揭示豆科植物
皮层细胞获得SHR-SCR干细胞分子模
块，使其有别于非豆科植物。这或是豆
科植物共生结瘤固氮的前提事件，回答
了“为什么豆科植物能结瘤固氮”这一科
学问题。

SHR-SCR是植物发育的干细胞
程序关键模块，在植物干细胞区域和
内皮层表达。研究发现，在豆科植物
进化过程中，豆科植物干细胞关键基
因SCR在皮层细胞表达，另一个干细
胞关键转录因子SHR在维管束表达后
移动到皮层细胞，这样豆科植物的皮
层细胞获得了SHR-SCR干细胞分子
模块。该干细胞分子模块赋予豆科植

物皮层细胞分裂能力，使豆科植物的
皮层与非豆科植物不同。同时，该干
细胞分子模块能够被根瘤菌的信号激
活，诱导豆科植物苜蓿的皮层分裂，形
成根瘤。

当在豆科植物苜蓿根中过量表达
SHR-SCR分子模块时，可以诱导皮层细
胞分裂形成根瘤样结构。在非豆科植物
拟南芥和水稻根中异位过量表达
SHR-SCR分子模块同样可以诱导根皮
层细胞分裂，因此SHR-SCR分子模块
是植物皮层细胞分裂的充分必要条件，表
明 豆 科 植 物 的 皮 层 细 胞 获 得 了
SHR-SCR干细胞程序模块可能是豆科
植物共生结瘤固氮的前提事件。

该研究发现了控制豆科植物根瘤共
生固氮的关键分子模块，加深了人们对共
生固氮的理解，为非豆科植物皮层细胞命
运的改造奠定了基础，并为今后减少作物
对氮肥的依赖，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新思路。

近日，华中农业大学
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
验室、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水稻分子育种团队在
MolecularPlant在线发表
了题为“GeneticArchitec-
tureandKeyGenesCon-
trolling the Diversity of
OilCompositioninRice
Grain”的研究论文，研究
鉴定了水稻胚乳中11个
油脂相关性状的 99个
QTL，克隆了4个对油脂
组成自然变异有重要贡
献的新基因，提出了水稻
籽粒油脂生物合成的新
途径，解析了稻米油脂合
成遗传基础的最新研究
成果。

稻米中的脂类不仅是
大米重要的营养成分，也
是米饭的重要蒸煮食味品
质和储藏品质性状。稻米
米糠油具有良好的饱和脂
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比
例，是谷维素的唯一来源，
也是最健康的食用油之
一。因此，优质水稻品种
油脂的含量对稻米食味影
响非常重要，但其遗传机
理还不清楚。

该研究利用GC-MS
鉴定了533份多样性的栽
培稻种子中脂肪酸的组分
和含量，发现各种脂肪酸
组分存在广泛的变异并且
在栽培稻亚群之间存在明
显的差异。通过全基因
组关联分析，研究团队共
鉴定了46个显著性位点，
其中16个位点在3个RIL
群体中被重复检测到。
团队克隆了OsPAL6、Os-
LIN6、OsMYR2和 Os-
FAE6等显著影响油脂含
量及组份的新基因，解析
了其自然变异的遗传基
础，为优质水稻育种提供
了重要理论依据。

博士研究生周浩、夏
朵为本论文共同第一作

者，何予卿教授为论文通讯作者。作
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品质分
析平台为该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支持，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郭亮教授为基因
功能分析提供了帮助。周浩博士受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百川计划支持，该
研究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转基
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博士后科学基金等项目
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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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海海洋大学远洋渔业科学
与技术战略创新团队入选上海高水平地
方高校战略创新团队，团队以取得世界
影响力的创新成果、培养一流人才、服务
国家战略等建设目标与任务。建设期
间，团队通过产学研用联盟进行协同创
新，实现远洋渔业领域若干关键技术和
基础前沿领域的重大突破，增强对远洋
渔业资源的认知、开发、掌控和育人能
力，在我国远洋渔业发展与壮大过程中
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极为重要的技术支
撑作用，引领着我国远洋渔业的科技发
展，处于国内领先、世界先进行列。团队
取得了重要进展如下：

科研项目和奖项获得重大突破。新
增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1项、课
题7项，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项。获
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市科技
进步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海
洋科学技术一等奖等省部级和全国行业
科技奖9项。

科学技术研究取得新成果。团队成
员在新渔场和新资源开发、重要经济种
类的基础生物学与生态学、渔具渔法革
新与研发、重要经济种类的资源量评估
与管理策略评价、渔情预报技术及应用

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各领
域新增SCI论文64篇，其中一二区论文
45篇；新增中文一级核心论文64篇；新
增发明专利20项，其中国际专利4项；新
增专著8本，包括1本英文专著和国家科
学技术学术著作资助1本；新增省部级
规划教材4本。

人才培养获得显著进展。团队始终
通过“全方位、全过程、深融合”的政、企、
协、校等交流与合作，培养远洋渔业科技
人才，打造具有海大特色的远洋渔业一
体化育人体系。建设期间，1人获国家
万人计划教学名师、1人次获第二届全
国创新争先奖、1人次获国际皮尤海洋
学者称号、4人获上海市高校重要人才
计划、1人次入选博士后创新人才计划、2
人次浦江学者和1人次扬帆学者；团队
老师指导获本科生共获国家和省部级大
学生创新奖5项，其中包括全国挑战杯
一等奖1项。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获批
国家双一流专业建设。远洋渔业国际履
约留学生项目获教育部批准。

国际履约工作取得新成效。创新团
队成员在国际渔业组织中担任多项重要
职务，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政府发声，
其中新增5人在国际渔业组织中任职、

提交57份国家报告和科学报告，提高了
国际话语权；向中办、外交部、农业农村
部等提交高水平的资政建议报告8篇，
其中6篇被中办录用，团队提出的“打击
IUU路线图”在2019年8月G20峰会上
部长级会议采纳并列入领导人宣言。

服务国家远洋渔业战略能力进一步
提升。创性开展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等
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研究，承担国际渔
业观察员等国家重大任务，主笔完成首
本中国远洋渔业履约白皮书，首次提出
在公海二个海域实施自主休渔制度并实
施；开发的秋刀鱼资源等模型被国际渔
业组织采纳成为基准模型，有力维护了
我国公海海洋权益。

远洋鱿钓渔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在大洋性鱿鱼新资源开发、鱿鱼资源变动
机制、精细化渔情预报、发布国际鱿鱼指
数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国
际领先的学术成果。建设期间累计发表
高质量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6
本，获国际和国内发明专利4项，申请国际
发明专利10余项，获省部级和全国性行业
科技一、二等奖5项。成果的应用使我国
远洋鱿钓渔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年产量
达到60～80万吨，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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