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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到可缩短油菜生育期的关键基
因，找到调控玉米耐热基因 1个，筛选得
到 3 份顶生花豌豆种质资源……近日，
重庆举行农业种质资源精准鉴定项目
（农作物）2023 年度总结与交流会，展示
了水稻、玉米、油菜、大豆、豌豆等 28 种
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成果，其中部
分农作物取得重要进展。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韩梅
介绍，由于稻油轮作存在茬口矛盾，而水
稻生育期缺乏压缩空间，目前生产上大面
积推广的油菜品种生育期多为 220天左
右，不能满足早熟需求。为此，团队对625
份油菜群体材料进行田间生育期性状观
察，进行了1875份次生育期鉴定，结合成
熟期单株角果数、分枝数和产量性状考
察，鉴定到可用早熟育种材料22份，并挖
掘到关键基因BnaMYB100。“挖掘到可缩
短油菜生育期的关键基因BnaMYB100，
通过表达该基因可促进油菜早花，缩短生
育期；而敲除该基因后，开花时间显著延
迟，生育期变长。该基因能在缩短生育期
的同时，保证油菜产量稳定，具有为国家
发展短生育期油菜种质资源的潜力。”

“构建利用人工气候箱室内短期高
温处理玉米幼苗的耐热性筛选体系，鉴
定出 10份苗期耐高温材料，找到调控玉
米耐热基因 1 个——ZmNF-YC13。”重
庆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张采波介绍，重
庆夏季晴热高温天气较多，极大影响玉
米生长发育。团队从国内外收集了 316
份玉米种质材料，筛选出在生产上切实
可用的耐热玉米种质。“从现有的材料来
看，绝大多数材料对高温比较敏感，耐高
温材料很少。幸运的是，还初步鉴定到
调控玉米耐热性的关键基因。”

“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传统种
植业向三产融合发展已成趋势。”重庆市
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龙珏臣介绍，团队将
蚕豆抗病性、豌豆生育期、观赏价值作为
种质资源的目标靶向，开展精准鉴定工
作，并尝试将这些优异资源作为亲本应用
在育种领域，现已初步创制出一批有望成
为当家品种的赏食两用型蚕豌豆的中间

材料。“目前，已筛选得到3份顶生花的豌
豆 种 质 资 源 ，分 别 是 WDZY-63、
WDZY-72 和 WDZY-73，均具备有限
生长习性，单株荚数高，双花花序，兼具
观赏性和丰产潜力，应用前景看好。”

油菜、玉米、蚕豆，水稻、高粱、柑橘、
甘蓝等研究团队分别进行了成果汇报。
大会邀请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种质资
源中心主任李立会研究员和国家玉米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新海研究员分
别作主旨报告。

农业种质资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与重要农产品供给的战略性资源，是农
业科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业发展的物质
基础。2021 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了农作
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工作。重庆自启动
农业种质资源精准鉴定项目以来，针对
粮油、蔬菜、果树等产业难题，拟定清单
任务，规划进度安排，目前年度各项考核
指标均已完成，部分实现超额完成。

当前，重庆以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获得的28种农作物
种质资源为基础，遴选 7490份种质资源
进行田间同质性检测、基础表型核准、自
交纯化、多样性群体构建及种源繁殖，并
开展了重大表型精准鉴定，其中单项重要
表型鉴定达41853份次，筛选出有重要利
用价值的种质资源 907 份。对水稻、油
菜、大豆等10种农作物560份种质资源开
展了全基因组重测序或SNP基因芯片分
析。研究建立或优化集成了重要表型精
准鉴定技术体系 16套，包括水稻耐热性
鉴定方法、大豆耐荫性鉴定技术、马铃薯
晚疫病抗性精准鉴定技术体系等。

此外，重庆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制定
了《重庆市农作物种质资源共享利用办
法（试行）》，为种质资源知识产权和荣誉
权的共享与利益分配机制建立了依据。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刘剑飞表
示，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其核心在于“精
准”二字，一方面要进一步精选作物种类，
重点支持那些对重庆特色产业贡献度高
和未来潜力大的作物；另一方面要选准目
标性状，真正瞄准制约产业发展的卡点、
堵点、痛点表型性状，为重庆特色产业服
务，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重庆
农业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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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聚焦业界聚焦种业资讯

□□杨佳灿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种源安全关系国家安全，种源要做到自
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十四五”
以来，福建农林大学把推动种业科技创新作
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的实际行动，通过
组建海峡种业创新研究院等一系列举措，自
主选育新品种数量达 127个，主持种业科技
项目 116项、获资助经费 1.7亿元，实现品种
数量、研发经费“双突破”，在全面推进种业
振兴中彰显农林高校担当。

推进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立足福建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的优
势，为全面加强高校种业创新工作，2021 年
福建农林大学成立种业创新研究院。该研
究院的成立，加快了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种业科研成果力度，推进校级种业创
新（旗山）基地建设，建成菌草种质资源圃
和现代种业创新与展示园，以集中展示学
校种业创新成果。

2022年 3月，福建农林大学与大北农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由大北
农集团董事局主席邵根伙博士个人捐赠1亿
元用于共建海峡种业创新研究院。研究院聘

任杂交稻育种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
为首席科学家，围绕海峡特色农林作物种业
关键核心技术问题，组建43支种业创新团队
开展协同攻关，加快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区域种业科技创新高地和成果转化基地。

为深化福建省生物育种学科协同育人，
2022 年 10 月，福建农林大学牵头组建福建
省高校生物种业学科联盟，并获得专项发展
资金。联盟的正式启动，为面向农业农村现
代化培育生物育种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
打下坚实基础。

福建花卉全产业链总产值超千亿元，已
形成漳州水仙花、漳浦蝴蝶兰、延平百合花
等 10多个产业集群。为辐射带动全国花卉
产业高质量发展，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
复，福建农林大学和漳州市政府共建“海峡
花卉产业科技创新高地”，聚焦闽台特色花
卉产业转型升级技术需求，加快海峡两岸花
卉产业基础研究创新、关键共性技术突破和
区域集成示范推广。

突破性研究成果持续涌现

多个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助力种业创新
基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十四五”以来，福
建农林大学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 42

篇，在生长素信号调控植物生长发育分子机
制、“细胞酸化理论”形成机制解析、蜜蜂采
集性状相关的分子基础研究和优良蜂种培
育、水稻抗病育种、甘蔗抗病育种、兰花分子
机制解析、兰科植物与福州茉莉基因组挖
掘、大黄鱼与超深渊海参分子遗传机制研
究、食用菌生长发育与高值化利用、关键调
控基因挖掘辅助育种等方面取得国际一流
成果。种业相关研究成果获福建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获林希林业科学
技术奖三等奖2项。

“十四五”以来，福建农林大学加紧对全
校种质资源保存情况作了全面摸底和梳理，
截至目前，学校共保存大田作物、果蔬园艺、
林草花卉、水产畜禽、微生物与基因资源等
五大类种质资源数量超7.9万份。

为进一步扩充和提升甘蔗、麻类、果树、
杉木、水稻、食用菌、菌草、兰花等 10多个全
国领先种质资源库，福建农林大学还建成了
省内种质资源保存数量最多的食用菌种质
资源库、全国兰科植物最全的种质资源库、
全国规模最大的杉木优良种质资源库、全国
首个“非营利性拟南芥突变体共享中心”
（AraShare）和世界上保存菌草种质资源数量
最多、多样性最丰富、规模最大的菌草种质

资源圃。

品种选育与产业化应用加快

“十四五”以来，福建农林大学高度重视
优异种质资源创制和绿色、抗病、抗逆、高产
优良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作为第一育种
单位选育新品种 127个，获品种权数量已超
过“十三五”总数，其中通过国家级审定水稻
品种1个、省级审定水稻品种30个、国家级非
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28个、获植物新品种保
护权58个、省级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食药
用菌品种6个、省级审（认）定林木品种4个。

“十四五”以来，福建农林大学植物新品
种转化 15 项。学校自主培育的巨菌草、绿
洲系列、“莱牧 1号”等优良菌草草种及其栽
培加工技术已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500
多个县市推广应用，在食用菌栽培、动物养
殖、盐碱地改良、荒漠化治理等方面作出重
要贡献。

聚焦种业科技项目申报，福建农林大学
推进有组织科研，种业研发资助经费再创新
高。“十四五”以来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福建省种业创新与产业化
工程等项目立项 116项，资助金额 1.7亿元，
已超过“十三五”期间获批资助金额。

福建农林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要——

在推进种业振兴中彰显高校担当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倩倩

寒冬时节，油菜田里一片绿意盎然。走
进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的国家农作物品种
展示评价基地，150 多亩油菜试验田在工作
人员的精心管理下，尽管经历了低温冰冻，
不同品种的油菜依然长势良好。

油菜作为我国重要的冬季油料作物，不
与主粮作物争地，扩种油菜是提高国产食用
油自给率的关键一招。记者从日前举办的
2024 年国家油菜品种试验技术研讨观摩会
上了解到，国家油菜品种试验自开展以来，
逐步建成品种筛选体系，形成布局合理、科
学规范、数据权威的国家油菜试验筛选平
台，为继续扩大油菜面积输送了优良新品
种，支撑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平台支撑 油菜品种试验水平提升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3 年提出要多措并
举发展油菜，在长江流域开发冬闲田扩种油
菜，统筹油菜综合性扶持措施，推行稻油轮
作，大力开发利用冬闲田种植油菜。“油菜扩
面积、提单产、提产能，对油菜品种提出了新
要求。近年来，依托国家油菜试验平台，我
们大力推进国家油菜育种联合攻关，不断加
快高产高油、短生育期、耐盐碱品种的筛选
和示范推广力度。”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首席专家王玉玺表示，国家油菜品种试

验工作要紧盯种业振兴重点任务和油菜产
业发展形势要求，找准定位、做好支撑。

据介绍，目前国家油菜品种试验已经建
立了完善的新品种试验、抗性鉴定体系和展
示示范平台。紧紧围绕任务目标，在加快筛
选生产急需品种、引领推动品种选育创新等
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品种试验是联系育种创新和农业生产的
桥梁纽带。2016年种子法修订实施，我国油
菜品种由审定转为登记管理。“目前品种登记
的基本思路是遵循事前放开，把品种的入市
权交给申请者，不再设置入市门槛要求，把工
作重心放在事后，优化审批流程，统一审查尺
度，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全方位加强管
理。”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品种技术登
记处副处长李荣德介绍，国家油菜品种试验
在技术规范和育种水平比较上树立了标杆，
要在服务育种创新、服务农业生产、支撑品种
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据了解，近 5 年，国家油菜新品种试验
在全国23个省（区、市）分布8个生态适宜区
的冬油菜和春油菜，开展 92 个试验组别、
1013个试验点次试验，完成了 1075个（含对
照）新品种试验任务。获得国家登记及推广
油菜新品种 209 个，其中含油量高于 50%品
种超过30个、生育期短于185天品种超过20
个、抗裂角品种 5个，充分发掘了一批抗倒、
高油酸、抗病、株型紧凑、耐除草剂、耐密植、

适宜机收的油菜新品种。引导油菜科研与
生产适应我国农业生产新形势、新发展的要
求，促进了油菜产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

聚焦产业需求 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的油菜
品种含油量一般只有 40%-41%，2000 年以
后，品种改良得到迅速发展。到 2010年，双
低（即低芥酸、低硫苷）品种普及率达90%，油
菜产量和品质得到大幅度提升。”中国工程院
院士、国家油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傅廷
栋告诉记者，新时期的油菜产业发展正在呈
现以油为主，油、菜、花、蜜、饲、肥、药等多功
能利用相结合的特点，加工增值，提高效益。

近年来，我国长三角区域充分利用冬闲
田、丘陵山区、边角地等扩种油菜，因地制宜
建立完善配套栽培技术方案。聚焦油菜机
械播种、收获技术瓶颈，确立油菜全程机械
化生产技术路线，选择推广油菜精细地机条
播、少免耕机条播、开沟起垄摆栽等耕种技
术，以及机械联合收获、分段收获技术，集成
推广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

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优良品种
的支持。“选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强、适合机
械化生产、适当生育期的油菜育种目标无疑
是正确的。尤其是高产和稳产，稳产是抗逆
性和适应性的综合表现，面对当前气候多
变，发展规模化、机械化、轻简化的油菜栽培

模式更重要。”傅廷栋介绍，特别是耐盐碱油
菜品种的选育，不仅增加了油料产量，而且
在一些地区将油菜用作饲料，能够有效缓解
当地畜牧业饲料原料缺乏的问题。此外，通
过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的修复利用盐碱
地技术体系，耐盐碱油菜做绿肥，起到改良
土壤的作用，与盐碱地治理“以种适地”的理
念相契合，在新疆、内蒙古、吉林以及南方沿
海不同盐碱地试验示范表明，耐盐碱油菜修
复、利用盐碱地的效果显著。

据了解，傅廷栋团队从2005年计划耐盐
碱油菜研究，2007年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
盐碱地试种“华油杂 7 号”，实收亩产超 130
公斤。2010年以来先后开展资源筛选、机理
及基因定位等相关研究。从 3000多份油菜
资源中筛选到 40多份耐盐碱材料，并筛选、
育成耐盐碱品种“华油杂62”“饲油2号”“华
油杂158”等耐盐碱油菜品种。

这次大会聚焦油菜品种试验重点、难点
问题，搭建了油菜品种试验交流平台。国家
油菜品种试验也紧密围绕国家种业战略需
求，在平台建设、试验方法、管理规范等方面
发挥好引领示范作用。中国农业科学院油
料作物研究所副所长邓乾春提出，面对新形
势、新任务，国家油菜品种试验工作将继续
坚持公平、公开原则，不断优化完善实施方
式，为强化品种管理、推动油菜育种创新提
供技术支撑，助推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持续打造国家试验平台 加快推动油菜育种创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砾星 李红波

近日，第 26届广州蔬菜新品种展示
推广暨中国番茄种业联盟大会在广东省
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南沙总部基地举
行。展会以线下田间展示为主，线上图
片直播为辅的方式开展，展期共20天。

本届展会设有田间露地栽培展、大棚
现代设施展、智慧农业技术展和“乾农杯”
蔬菜摄影、科技成果展等传统项目，还设
置了番茄主题展、南沙区名优特农产品
展、蔬菜雕刻才艺展等特色展示活动。

据悉，本届展会总示范面积 300亩，
包括250亩露地展示和50亩大棚保护地
展示。展示推广茄果类、瓜类、叶菜类、花
球茎类、豆类、特用玉米等合计1098个新
品种，包括番茄614个、辣椒110个、茄子
46 个、叶菜类 59 个、甘蓝类 34 个、瓜类
161个、鲜食玉米类69个、豆类5个等。

展会共吸引了 78 家公司（单位）参
展，其中番茄种业联盟 35 家、专区 13 个
和种植户30家。

记者在番茄主题展区看到，口感番
茄专区前挤满了观众，他们纷纷拿出手
机拍照留念。“口感番茄以皮薄汁多、脆
嫩无渣、酸甜适中、沙瓤味浓等特点广受
市场追捧。此次展出的口感番茄，不但
能品尝到‘儿时的味道’，还能看到‘金黄
元宝’等特色番茄品种。”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蔬菜所研究员李常保告诉记者。

近年来，得益于高端产业平台的深
入耕耘，特色番茄品种深受消费者喜
爱。本届樱桃番茄展示品种数量更是创

下了历年之最，达到140多个。
本届展会上，岭南特色蔬菜——菜心

也展现了技术新突破。据了解，基于长期
对菜心种质资源的创新研究，广州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育种创新团队先后完成了菜
心全基因组测序，利用分子标记技术构建
了菜心遗传图谱、重要性状的遗传图谱
QTL 定位、不育系类型分子鉴定以及抗
逆性鉴定研究等一系列育种技术的创新。

“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解决了
高温、低温及变温等不利天气因素对蔬
菜生产的影响。同时，利用简易设施大
棚，解决了夏季高温、台风、暴雨季节本
地优质菜心生产的问题，实现菜心在本
地的高质量发展。”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蔬菜所所长郑岩松说。

展会上，短圆形“粉皮冬瓜 12号”吸
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该品种是广州市农
业科学研究院节瓜课题组近年选育的短
圆形粉皮冬瓜新类型，形状似灯笼，果型
外观靓丽，丰产性好，有浓郁的冬瓜香味，
肉质致密。可主蔓留瓜，一般结 1-2 个
瓜，单瓜重5-10千克，亦可多留2-3条侧
蔓结瓜，可结4-6个瓜，单瓜重2-4千克，
适合华南、华中、西南等地区种植。

本届展会由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广
州市科学技术局指导，广州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南沙区农业农村局、广州种子商
会主办。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自2011
年至今已主办了 25 届广州蔬菜新品种
展示与推广活动，参展企业累计 1800多
家，集中展示了 3.5 万个优良蔬菜品种，
专家推介品种累计 1600多个，服务对象
累计36万余人次。

广东省广州市
第26届蔬菜新品种展示推广大会举办

眼下正值百香果果苗育苗时节。在2023年连片种植50亩百香果取得良好经济
效益的基础上，广西百色市田阳区乡村振兴示范村坡洪镇新建村提早做好百香果果
苗培育工作，争取新的一年特色产业形成规模。图为该村育苗棚管理人员正在管护
新培育的百香果果苗。 黄国顺 摄

广西田阳：精心育果苗 再战新丰年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祖祎祎 文/图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西蓝花生产国
和消费国，但长期以来，国外品种占据了
绝大部分国内市场，影响着产业的长足稳
定发展。如今，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已被
打破。截至 2023 年，国内自主品种占有
率已由 2018 年前的 5%提升至 35%，浙江
省自主品种占有率达78%，一批优异国产
新品种正在突围。

冬日里，展区内一片绿意。娇艳欲
滴、形态各异的西蓝花品种“争奇斗艳”，
引得观展人员纷纷驻足观赏，品评交流。
近日，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浙江省农业科
学院、台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3浙江西
蓝花新品种大会在浙江省台州市举办。

大会通过品种观摩、农机作业展示、学
术报告交流等环节，展示了全国西蓝花育
种及技术创新成果，交流生产推广经验。
国家西蓝花育种联合攻关组成员单位、各
市县种子管理部门负责人，以及省内外西
蓝花种子生产经营企业代表到场参会观
摩，研讨我国西蓝花产业发展趋势与机遇。

凭借优异性状和突出的生产性能，诸
多国产西蓝花品种在市场上崭露头角。

“‘中青 318’属于晚熟品种，定植到收获
85-90 天，花球高圆、紧实，球色蓝绿，生
长势强，产量高，耐寒性、抗病性好，适合
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秋冬和越冬栽
培。”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
李占省介绍，团队选育的新品种“中青
318”此次入选了 2023十大优秀西蓝花品
种，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会上发布了国家西蓝花育种联合攻
关 2023 十大优秀西蓝花品种。据悉，除

“中青 318”外，“台绿 630”“浙青 161”“领
秀65”“美青70”等品种也同时入选，在展
会中备受关注。这些品种是由国家西蓝
花育种联合攻关组经过多年多点试验，根
据品种全年表现及评价结果，综合评选而
出，市场潜力突出。

展会上，除传统品种外，一些外观特
异、叶色鲜艳的品种也十分惹眼。“不同于
一般西蓝花，这个品种叶形奇特，主要食
用的也是叶子部分，下火锅久煮不褪色，
维生素比较高，是猕猴桃的 2.5倍。”武汉
亚非种业有限公司区域经理龚进介绍，公
司自主研发的新品种“亚非皱叶菜”，在育

种方向上另辟蹊径，凭借亮眼“卖相”和高
营养价值，一经推出就备受青睐。

据介绍，此次大会参展品种均为西蓝
花国家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成员单位
选育而成，是近年科企攻关取得的重大成
果。2018 年，面向我国西蓝花产业发展
迫切需求，农业农村部启动西蓝花国家良
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由农业农村部种业
管理司指导、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实
施，搭建攻关联合体，强化资源鉴定利用
和新品种测试示范，加快优良品种选育，
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

“2018 年前，国外品种占有率达 95%
以上，几乎垄断我国西蓝花种子供给量和
种子价格。”国家西蓝花育种联合攻关组

首席专家、浙江省农科院副院长李国景介
绍，自2018年攻关开展以来，联合攻关组
以实现“替代进口、引领全国、带动产业”
为目标，联合 27 家国内科研单位、高校、
种业企业和推广部门，在新品种选育、联
合测试和育种共性关键技术、制繁种技术
研究等通过联合攻关取得显著进展。6
年来，攻关组共育成新品种165个，台绿、
浙青、中青、青城、京研、沪绿、鑫绿等系列
国产化西蓝花新品种表现优异。据统计，
2023 年，全国自主品种种植面积已达 55
万亩，市场占有率约 35%。其中，浙江省
自主品种占有率达78%，比攻关前提高约
58个百分点。

“另外，通过制种攻关，攻关组提出了
西蓝花制种技术规范，在全国建立了 10
余个稳定的制繁种基地，部分主推品种的
亩平均制种产量已超过 30 公斤，且种子
质量与国外品种相当。”李国景介绍，在制
繁种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的突破，推动了制
种产量和种子质量显著提升，补齐了品种
进口替代最后的短板。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所长、国
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
友军表示，针对国外依存度高且附加值高
的进口蔬菜品种，要从团队、平台各方面
加大科技投入，前瞻布局个性化健康专用
品种，谋划未来潜能市场，以科技助力种
业提升，全力打造“一颗好种子”。同时，
要着力推动区域集约化、智能标准化蔬菜
生产，顺畅流通与服务，抓好全产业链经
营，推进高标准菜田设施建设，有效提升
蔬菜抗灾生产能力。

育种联合攻关推动国产西蓝花品种进口替代——

西蓝花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达35%

参会人员在察看参展的西蓝花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