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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11)

王述民，李立会，黎 裕，卢新雄，杨庆文，曹永生，张宗文，高卫东，邱丽娟，万建民，刘 旭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10008I)

摘要：10多年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并根据《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全

球行动计划}20项优先领域，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管理；通过培训和科普宣

传，提高了公众意识；通过国际合作和协作网建设，实现了信息、人员和植物遗传资源的交流与交换；通过各种国家计划和项

目的实施，建立和完善了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体系，实现了植物遗传资源的安全保存和可持续利用，为中国乃至世界植物育种

和粮食安全发挥了较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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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ver a decade，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

tion of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PGRFA)．According to 20 priority fields described in the Glob—

al Plan of Ac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GPA)，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formulated and perfected a series of regulations and laws and has strengthened

the management for plant genetic resources．Through training and 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related to ge—

netic resources，the public awareness has been promoted。Through the intem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collaborative networks，it has promoted the exchanges of information，scientists and materials．Through the implementa—

tion of various national programmes and projects，the conservation system for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has been estab—

lished and improved gradually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saf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plant genetic re-

sources，which has played a great role in plant breeding and food security
in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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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现状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具有基础性、公益性、

长期性和战略性的特点，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

部分。充分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实现

植物科学原始创新、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农业可持

续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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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植物遗传资源利用及限制利用的因素

4．1．1植物遗传资源的利用现状植物遗传资源

的利用可概括为以下4个主要方面：一是用于基

础研究，揭示植物生长发育的分子生物学机理与

系统演化关系，为植物科学的原始创新提供理论

基础；二是用于优异性状鉴定和预育种活动，发掘

新基因和创造符合育种目标的亲本材料；三是作

为育种亲本材料用于培育新品种，为粮食安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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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保障；四是用于教学和展览，提高全民族植物遗

传资源保护意识。

中国农业科学院原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通过发

放调查问卷、实地调查、召开研讨会以及查阅资料等

方式，对1984—1998年由国家种质库(圃)发放的

13682份资源的利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约9％的

资源用于基础研究，8％的资源用于育种活动，2l％

用于优异性状鉴定和预育种活动，其余约62％用于

教学、展览或还未得到利用。在被利用的资源类型

中，育成品种占38．8％，高代材料32．5％，地方品种

22．4％，野生材料4．1％，遗传材料2．2％。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植物遗传资源在新品种

培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50年以来，中国

主要作物品种已更换4—6次，良种覆盖率达到

85％以上。每次品种更新换代都使产量增加10％

左右，抗性与品质也显著提高，其中优异遗传资源

在植物育种及种子产业中的贡献率达50％以上。

4．1．2 限制植物遗传资源利用的因素 10多年

来，中国在植物遗传资源利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从发展的角度分析，依然存在一些限制利用

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这些遗传资源的基

因水平研究滞后于育种需求。尽管在基因型鉴定

方面也开展了部分工作，但涉及的作物种类及其

资源数量极为有限，对库存39．7万份遗传资源的

基因多样性水平、新基因数量、功能、利用价值等

缺乏系统、深入研究，也就很难为育种家和基础理

论研究者提供针对性资源。二是尚未建立完善和

明确的利益分享机制。如何从绩效考核、知识产

权共享等方面体现资源工作者的权利与义务，目

前还没有具体的政策和规章，致使资源提供者很

难获得资源利用效果的信息。三是面对育种新需

求，急需建立新的鉴定评价标准。随着气候变暖

和生态环境的变化，育种目标需要调整，遗传资源

鉴定评价的重点性状也必须随之调整，因此，需要

针对新的性状制定新的鉴定评价标准，从而鉴定

筛选出符合育种家需求的新种质。

4．2植物遗传资源鉴定评价与提供利用

4．2．1鉴定与评价为了获得更加科学、可信的鉴

定数据，中国编制了《农作物种质资源技术规范丛

书》，指导植物遗传资源的表现型鉴定T作。同时，

开展遗传多样性评价、新基因发掘与功能验证等基

因型鉴定丁作。对鉴定筛选出的携带育种家需求目

标性状的优异资源进行多年、多点的鉴定评价与田
间展示。

表现型鉴定与评价主要开展了植物学性状、产

量性状、抗病性、抗虫性、抗逆性、营养成分和加工品

质、氮和磷高效利用等性状的鉴定与评价。与以前开

展的表现型鉴定评价相比，2000年以后，加强了主要

病害中多个不同生理小种的鉴定、氮和磷高效利用鉴

定、抗旱耐盐性的全生育期鉴定、铁和锌等微鼍营养

成分鉴定，并特别注重了同一遗传资源不同表现型性

状鉴定与评价的完整性。总体来看，中国保存的植物

遗传资源蕴含丰富的优异性状，例如，在已鉴定的栽

培稻资源中，对稻瘟病免疫的达835份，占鉴定种质

的1．8％；高抗白叶枯病2685份，占5．9％；高抗褐稻

虱2319份，占5．2％；高抗白背飞虱2841份，占

8．2％；芽期耐寒种质3512份，占17．1％；苗期抗旱种

质3170份，占14．9％；耐盐种质580份，占3．2％。

遗传多样性评价综合利用形态学、蛋白质、

DNA标记等分析方法，近年来重点开展了不同年代

育成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变化、地方品种的遗传构成、

多样性的地理分化等方面的研究。例如，对中国

1950年以来选育的310个水稻品种的遗传多样性

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代间遗传多样性差异显著，以

20世纪50年代选育品种遗传多样性最高，随之选

育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呈下降趋势，近IO年选育品种

的遗传多样性又有所回升。籼稻品种遗传多样性下

降程度明显高于粳稻品种。对小麦133个地方品种

的遗传多样性分析发现，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麦区

是黄淮冬麦区和西南冬麦区；遗传多样性最低的麦

区为华南冬麦区和东北春麦区；小麦地方品种尽管

在主要农艺性状上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但75％以

上品种内的个体间为混合基因型，不同基因型间以

相对稳定的比例存在，而每一个体为纯合基因型；不

同小麦单株间，在品质和抗病性上存在丰富的等位

基因多样性。对大豆1863个地方品种遗传多样性

分析的结果表明，地方品种以地理分化为主，生态型

分化为辅，说明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共同作用。形成

了遗传多样性丰富的大豆地方品种。对全国普通野

生稻有代表性自然居群的遗传多样性研究结果表

明，广东南部雷州半岛及海南北部区域可能是中国

普通野生稻的遗传多样性中心。

核心种质构建在表现型鉴定与遗传多样性分

析的基础上，借助现代分子标记技术，构建了水稻、

小麦、玉米、大豆、棉花、大麦、谷子等农作物的核心

种质，并建立了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的微

型核心种质。以微型核心种质为材料，深入分析其

可能携带的优异基因，并为这些基凶找到分子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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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奠定基础。另外，以微型核心

种质为供体亲本，与生产上的主栽品种杂交、回交，

拓宽育种遗传基础，培育高产、抗病、抗旱、耐盐碱、

适应性广、品质好的新品种。

功能基因发掘针对育种和生产中的主要目标

性状，运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理论技术，发掘了大量

的重要功能基因，特别是与产量、品质、抗旱性等相

关功能基凶的发掘成效湿著。例如，从普通野牛稻

中找到了能使杂交稻产量提高25．9％和23．2％的

两个基因位点；通过分子标记与图位克隆的方法，分

离出水稻分蘖控制基因MOCl；从小麦遗传资源中，

发现了能够显著提高穗粒数的基因位点；从棉花基

因资源中发现了与纤维发育相关的基因位点。这些

功能基因的发掘，为基因工程育种奠定了基础。

精准鉴定与田间展示 2005年以来，对水稻、

小麦、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等主要农作物遗传资源

中携带育种家需求目标性状的优异资源，在3—5个

生态区进行3—5年的精准鉴定与评价，并进行田间

展示，邀请育种家现场考察，选择符合育种目标的种

质，提高优异遗传资源的利用效率。

4．2．2种质创新 为了拓宽育种遗传基础，近年

来通过远缘杂交等，将外源物种的期望基因转入

栽培种，在方法和材料创新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围绕高产、优质、抗病、抗逆等育种目标，创造一

批育种新材料和遗传材料。例如，将普通野生稻的

yldl．J，和yld2．J『两个高产基因位点转入栽培稻，创

造出超级稻候选骨干亲本“Q611”(恢复系)，并开

始提供育种家利用；通过普通小麦与冰草

(Agropyron cristatum<L．>Gaertn．，2n=4x=28，PP—

PP)问的杂交，已创造出涉及冰草多花多粒、抗旱、

抗白粉病和条锈病等基肉的普通小麦一冰草异源易

位系30余个，育种家利用后已培育出普通小麦新品

种2个；利用辐射诱变技术，创造出大铃、纤维品质

优异的棉花新材料，培育出大铃优质杂交棉中棉所

48，该品种作为中国第一个大铃丰产棉花品种(铃

重6．59以上)，正在牛产上推广利用。

4．3植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利用

随着对现代栽培品种遗传基础分析的不断深入

和主要病害生理小种的不断变化，育种家在培育抗

病虫、抗逆等新品种以及品种多样化种植方面，更加

注重对遗传资源多样性的利用。

4．3．1 高产育种 高产始终是中国作物育种最重

要的目标，发掘和利用植物遗传资源中具有潜在高

产特性的种质或基因就显得十分重要。例如，在水

稻育种中，利用新发现的光周期敏感核不育水稻种

质农垦58S，实现了利用广亲和性与光敏核不育基

因，开展籼粳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的高产育种新战

略，并相继培育出两优培九、培两优288、香两优68、

培杂双七等一批优良两系组合，其中，两优培九于

1999—2000年在湖南省、江苏省的34个示范片共

500多hm2面积上，平均单产超过10．5t／hm2，2001

年推广113．3万hm2，平均达9．2t／hm‘。

4．3．2优质育种 中国作物育种已从单纯追求产

量转变为产最和品质的协同提高，新育成品种的品

质有了明显的改善。例如1993—2004年选育的

605个大豆品种中，蛋白质含量在45％以上的有

103个，占17．0％，脂肪含量在22％以上的品种有

71个，占1 1．7％。在桃优质育种方面，利用中国蟠

桃地方品种陈国蟠桃、百芒蟠桃，改良商业栽培桃和

油桃品种，育成了20多个新蟠桃品种，克服了地方

品种果实软、裂顶和产量低等缺点，保持了蟠桃香甜

的优点，1996．2007年栽培面积超过3．3万hm2，较

1996年增长了2倍以上。

4．3．3抗病虫育种在抗病虫育种方面，更加注重

携带广谱抗性基冈、新基因、抗多种病虫害基因的遗

传资源的利用。例如，利用1个对水稻白叶枯病具

广谱抗性的资源，培育出通过围家和省级审定的杂

交稻新品种各2个；利用小麦抗条锈病新基因资源，

培育出川I麦42等小麦新晶种，这些品种不仅抗当前

流行的条锈病条中30、3l和32号等生理小种，解决

了2000年之后西南麦区小麦品种的抗条锈病问题，

而且成为目前西南麦区培育高产品种的重要亲本材

料；利用兼抗玉米青枯病、矮花叶病、灰斑病和玉米

螟的资源。培育出的新品种不仅抗病虫综合能力显

一著提高，千粒重比对照郑单14提高了近509。

4．3．4抗旱育种 近年来，在水稻、小麦、玉米等主

要粮食作物育种中，抗旱、节水育种已成为主要育种

目标之一，并取得了硅著成效。例如，利用筛选出的

小麦优异抗旱资源晋麦63和82230-6，并提供小麦

育种家利用，育成新品种6个，适应范闱跨越中国黄

淮冬麦区旱地、北方冬麦区旱地和北方冬麦区水地

三大生态区，其中新品种长6878在北方冬麦区旱地

累计种植128．7万hm2，约占当地种植面积的65％。

4．3．5 植物多样化种植植物多样化种植是中国

农业的优良传统，近年来不仅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且

利用同一作物不同品种的搭配种植，控制病虫害。

例如，云南农业大学与IRRI、Bioversity合作，从1998

年起在云南、四川、江西等省开展了利用水稻品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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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进行抗、感水稻品种混合种植，以控制稻瘟病

的发生。利用高产杂交水稻汕优63、汕优22与感

稻瘟病优质糯稻品种黄壳糯、紫糯进行混合间植，与

优质糯稻品种单植相比较，混植田块的稻瘟病严重

度减少80％左右，增加产量6．5％一8．7％，增加收

益约10％。

4．4 需要评估与优先发展重点

4．4．1加强植物遗传资源的深入鉴定和系统评价

针对生产和育种中急需的重要性状或基因，完善

或建立植物遗传资源评价技术标准和方法，大规模

开展深入鉴定评价工作，发掘地方品种和野生种中

高产、优质、抗病虫、抗逆等目标性状基因，明确其功

能，提供育种利用，拓宽育种遗传基础狭窄问题，提

高植物遗传资源的利用效率。

4．4．2加强生产上主栽品种优良特性研究 以生

产上大面积推广种植的优良品种为材料，全面系统

的研究其优良性状的构成特点，探索这些优异性状

形成的分子生物学基础和遗传规律，指导植物遗传

资源的鉴定和种质创新，使鉴定出的资源和创造出

的种质更加符合育种家的需要。

4．4．3 开展功能保健特性研究 基于中国丰富的

植物遗传资源，筛选、鉴定富含功能保健作用的种

质，研究功能保健因子的遗传特性和利用途径，研制

开发功能保健产品，培植新型产业，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人类健康。

5 国家计划、培训和立法现状

5．1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家计划

1994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

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1996年发布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

目标纲要》，2006年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些国家规划和

计划都把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作

为重点领域或优先主题，并在国家“973”、“863”、

科技支撑、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等四大国家主体

科技计划以及“种子工程”、“农业野生植物资源保

护”等重大专项中，共设立和实施了12个关于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国家项目，取得

了显著成效。

2000年农业部启动了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

利用项目，繁殖更新了286604份农作物种质资源，

开展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精准鉴定和评价。2003

年科技部启动了农作物种质资源平台建设项目，研

究制定了120种作物种质资源的描述规范、数据标

准和数据质量控制规范，出版了《农作物种质资源

技术规范丛书》110册；完成了15．2万份种质资源

的整合、标准化整理、编目和数字化表达。1998年

开始实施“973”项目“农作物核心种质构建、重要新

基因发现与有效利用研究”，利用现代生物技术，特

别是植物基因组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开发中国丰

富的作物种质资源，解决育种亲本遗传基础狭窄问

题，为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因资源基础。

2002年启动的农业野生植物考察收集和原生境保

护计划(2002—2010)，旨在查清《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名录》(农业部分)191个物种的分布状况，选

择有代表性的居群建立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

(点)。目前已基本查清了大部分农业野生植物物

种的分布状况，建立了86个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

护点，其中以野生稻、野生大豆和小麦野生近缘植物

为主。2005年启动的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与

可持续利用计划(2005—2011)，目标是将野生近缘

物种的保护与农业生产相结合，促进中国作物野生

近缘植物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此外，

“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农业基因资源发掘与种质

创新利用研究”、“973”项目“农作物骨干亲本遗传

构成和利用效应的基础研究”、“云南及周边地区农

业生物种质资源调查”及“沿海地区抗旱耐盐碱优

异性状农作物种质资源的调查”等多个国家重大科

技计划正在实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5．2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工作培训

随着中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家计划的

相继实施，对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和社会公众的素质

要求也愈来愈高。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专门的培

训计划，拨付专项经费，加强培训T作。

10多年来，中国农业部组织或委托地方农业

厅、农业科研院校组织了近百次培训班(会议)，并

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形式宣传保护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重要意义，提高了公众意

识。2002年12月，农业部分别在青海省西宁市、

湖北省宜昌市组织举办了两期农业野生植物保护

与管理培训班，全国31个省市及农业野生植物保

护示范点承担单位的管理、技术人员参加了培训。

2002年12月，农业部与农业广播学校共同举办了

“生态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远程培训班”。2006

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南宁举办了《中国濒

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培训班。2007年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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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举办了植物种质资源

图像采集与加工处理培训会，进一步提高了资源

图像采集的质量。2008年4月，科技部举办了植

物遗传资源调查下作培训，保证调查数据的准确

性和科学性。2008年4月，农业部举办了全国植

物遗传资源管理人员培训班，来自各省(市)农业

厅、各科研教学单位的120余人参加了培训，取得

了良好效果。

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多种途径，宣传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重要性，贯彻相关的法规政

策，培训农民参与式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

护知识，提高了全社会保护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的公众意识，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工作。

5．3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法规体系建设

5．3．1相关法律颁布1996年以来，中国政府颁布

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畜牧法》(2006年)等涉及植物遗传资源的

法律，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国家依

法保护种质资源，禁止采集或者采伐国家重点保护

的天然种质资源。国家有计划地收集、整理、鉴定、

登记、保存、交流和利用种质资源，国务院农业、林业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国家种质资源库、种质资源

保护区或种质资源保护地。

5．3．2 相关法规定根据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的需求，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制定了

一系列法规条例，促进了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1996年)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植

物资源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采集野

生植物或破坏其生长环境。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域建立自然保护区。对生

长受到威胁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应当采取拯

救措施，必要时应当建立繁育基地、种质资源库或

采取迁地保护措施。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年)规

定，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不仅要防范农业转基因生

物对人类、动植物和微生物构成的危险，而且要防范

其对生态环境构成潜在风险。该条例对农业转基因

生物的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和进口出口活动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按照危险程度，将农业转基因生

物分为I、Ⅱ、Ⅲ、Ⅳ4个等级，实行分级管理。

《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2003年)明确指

出，国家依法保护和监督农作物种质资源及其收集、

整理、鉴定、登记、保存、交流、利用和管理等活动，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破坏种质资源；国务院农

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国家种质资源库、种

质资源保护区或者种质资源保护地。对植物种质资

源的收集、整理、鉴定、登记、保存、交流、共享和利用

等各项工作进行了规范。同时，制定了国家种质库

(圃)管理细则，建立了植物种质资源统一编号制度

和优异种质资源评审、登记制度，建立了植物种质资

源分发利用制度等，构建了较完善的植物种质资源

政策法规体系，为中国植物遗传资源的有效管理和

高效利用奠定了基础。

5．3．3 相关机构的建设2001年，农业部成立了

农业野生植物保护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研究提出解

决农业野生植物保护相关重大问题的对策和原则意

见，组织协调野生植物保护执法管理工作，组织制定

全国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的计划、规划，研究提出野生

植物保护工作的重大措施，指导各级农业部门野生

植物保护的执法管理工作。

． 2003年，农业部成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

理领导小组，设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

室；建立了由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科技部、国家

质检总局、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农业

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成立了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农业转基因

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

2004年，农业部与林业局共同成立了中国野生

植物保护协会。协会的宗旨是在国家保护野生植物

方针指导下，团结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宣传国家

有关政策和法令，普及和推广野生植物知识，提高全

民族的野生植物保护意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野生

植物资源，推动中国野生植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5．4 需要评估与优先发展重点

到2020年，中国将继续支持现有正在实施的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国家计划，加强投入

力度，重点围绕《全球行动计划》20项优先领域，

开展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系统调查、安全

保护、鉴定评价、创新利用、新基因发掘等工作；加

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社会公众意识的

宣传和培训，强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

和利用技术培训，继续开展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保护管理知识培训；继续完善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协调机制，健全市、县级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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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区和国际合作现状

世界各国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各异，原产或

引进后驯化的植物遗传资源各具特色。历史悠久

的世界农业发展史已充分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仅依赖本国的植物遗传资源就很好地解决了其

植物育种和农业生产问题。同时，任何一个国家

的植物遗传资源的破坏或灭绝，都直接或间接地

影响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加强地区和

国际合作，安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植物遗传资源，

是世界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和每一

位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是植物遗传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中国政

府历来高度重视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研究和利用，

同时，也十分重视通过地区和国际合作保护和利用

本国乃至全球的植物遗传资源。10多年来，仅通过

中国农业科学院就向美国、英国、菲律宾、IRRI、CI—

MMYT等100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提供了120种植

物11288份植物遗传资源，这些资源的交换，为世界

植物育种、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较大作用。

为实现全球植物遗传资源的安全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还积极与其他国家建立了协作网，签署了国际

协议，并通过国际项目，促进全球植物遗传资源保护

和利用体系的建设。

6．1 积极参与国际协作网络。促进全球植物遗传资

源共同发展

6．1．1 作物协作网 中国政府鼓励农业研究机构

积极参与和加入有关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国

际协作网，通过协作网活动，促进各成员之间的联

系，加强植物遗传资源交换和技术交流。

中国水稻所等单位参加了国际水稻遗传评价网

(INGER)，向有关单位提供了560份水稻资源，同时

从其他国家引进了6000余份水稻资源，并参加了水

稻资源全球评价与利用。通过利用INGER种质资

源，中国有关单位培育的水稻品种累计种植面积已

超过1500万hm2。增加水稻产量超过550万t。广

东省农业科学院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香蕉大蕉改良

协作网(INAPAB)，在广西、云南和海南省进行了香

蕉资源考察，并把收集的材料在广东湛江复份保存，

收集材料的鉴定数据提供给INIBAP，录入了“国际

香蕉种质资源信息系统”。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参加了国际椰子遗传资源协作网(COG．

NET)，自1997年以来，先后开展了椰子资源收集、

鉴定和保存等项目，通过间作和原生境保护提高种

植椰子的农民收入。

6．1．2 地区协作网 东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

利用协作网成员包括中国、Et本、朝鲜、韩国和蒙

古。中国农科院代表中国参加该协作网有关活

动。通过该协作网，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广西农科院等单位参加包括红小豆资源考察、鉴

定与评价研究，谷子和黍稷种质资源收集与鉴定，

苡薏资源收集、鉴定与保护研究等。东亚植物遗

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协作网有力地推动了东亚国家

中间的合作。

6．1．3 大型合作项目网络 挑战计划是有关作物

遗传资源国际性研究计划，是由国际农业研究磋商

组织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倡议设立的，中国是倡议国

之一，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

所参加了该计划中作物资源遗传多样性鉴定等多个

项目，包括水稻、玉米、小麦、大麦、食用豆等资源评

价与优良基因发掘工作。通过该项目形成的网络，

极大地促进了种质资源交换和共享，在发掘优良育

种材料，促进优良基因的利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亚洲发展银行的支持下，亚太地区的有关国

家联合开展了“亚洲热带果树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研究”项目。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参加该合

作项目，开展的活动包括柑橘、芒果和荔枝种质资源

收集、鉴定、保存和数据库建立等。通过该项目，与

项目合作国家的有关单位建立了密切联系，进行了

技术交流和信息交流，促进了国家间合作。

6．2 广泛开展国家间合作。促进植物遗传资源交

换与共享

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农业研究机构与很多国家相

关农业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如中国一巴西、中

国一俄罗斯、中国一·懊大利亚、中国一法国、中国一

乌拉圭等。中国农业科学院还与乌拉圭农牧研究

院、保加利亚农科院等单位先后签署了关于开展植

物种质资源交流的科技合作备忘录。

6．2．1 资源交换、鉴定与评价通过国家间合作，

交换了作物遗传资源，开展了联合鉴定，筛选优良资

源，促进利用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与俄罗斯瓦维洛夫植物研究所合作，开展了800

份俄罗斯小麦资源的更新；黑龙江省农科院也与俄

罗斯有关单位开展了小麦、大豆、玉米、马铃薯、沙

棘、黄瓜、亚麻等种质资源交换工作。在中美合作

中，中国提供500多份大豆地方品种，分别在中国和

美国开展了联合评价，筛选出了抗大豆孢囊线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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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资源，在育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澳开展了

食用豆类资源的交换和联合鉴定，相互交换了600

多份蚕豆和豌豆种质资源，并在中国的云南、青海收

集蚕豆、豌豆各95份，向澳大利亚有关单位提供豌

豆298份，蚕豆95份，从澳大利亚引进豌豆资源

602份，蚕豆资源305份(系)，通过鉴定，筛选出适

合在中国栽培的蚕豆、豌豆品种，已在西北、西南地

区种植，提高了产量和品质。

6．2．2 科技交流与培训 中国一巴两，中国一俄

罗斯，中国一阿根廷，中国一美国，中国一韩国等，开

展了科学家互访，进行了广泛的科技交流，促进了相

互了解，加强了合作关系，促进了种质资源交换。

中国华中农业大学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培养种质

资源分子鉴定研究人员，河北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等

单位为东南亚一些国家培养了种质资源超低温保存

技术人员。

6．3签署和加入国际协议，促进植物遗传资源多边

体系建设

6．3．1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公

约》签署和批准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对履行《公

约》持认真的态度，围绕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

性、公平合理地分享其利益的目标，积极开展一系列

国际、国内履约活动，成立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牵

头，20余个部门参加的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

工作协调组。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

告》，制定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加强

了立法建设，促进了生物多样性原生境和非原生境

保护，强化了公众宣传教育和培训，有效地保护了中

国的生物多样性。

6．3．2 国际植物遗传资源条约 中国尚未加入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但中国政府

认识到该《条约》的重要性，赞同该《条约》的目标，

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这些遗传资源所产生的利

益，最终实现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6．3．3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 1999年4月

23日，中国加入1978年版本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

护联盟(UPOV)”，成为该联盟第39个成员国。中

国遵循联盟宗旨，承认和保证符合条件的植物新品

种育种家及其合法继承者的权利。目前中国已经公

布了7批共74个属(种)被列入新品种保护名录

(林木除外)。这些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极大地保护

了育种家的合法权益，调动了育种家的积极性，促进

了育种事业的发展。

6．4 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促进植物遗传资源保

护与利用

中国加强了与国际组织在植物遗传资源领域的

合作。截止2007年，中国50多个研究机构与

CGIAR的11个中心开展了合作活动，中国农业科

学院与大多数CGIAR研究中心签署了科技合作谅

解备忘录，有lO个中心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设立了办

事处，有3个中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建立了联合实

验室，如CAAS—Bioversity农业生物多样性中心、

CAAS．ILRI牧草资源实验室等。

6．4．1 收集与引进 在国际组织支持下，有关单

位开展了多次考察收集活动，涉及禾谷类作物、果

树、椰子、水生蔬菜、药用和油料植物，共收集到

5000余份材料。中国从CIMMYT获得了10000多

份小麦遗传资源，从IRRI获得了9421份栽培稻和

1574份野生稻资源，从CIP引进了马铃薯种质资源

3958份，甘薯资源839份。广东省农科院从ICRI．

SAT引进了1500份花生种质资源。

6．4．2 鉴定与评价 中国有关农业研究机构与

CGIAR中心合作，开展了养麦、红花等作物资源鉴

定，建立了数据库。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与Bioversity合作，开展了荞麦资源遗传多样

性研究，采用ISSR和AFLP分子标记，对来自全国

各地的苦荞资源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确定了不

同地理来源苦荞材料之间的关系，建立苦荞分子

评价体系。Bioversity与广西农科院合作，开展了

薏苡资源遗传多样性研究，对来自中国、日本和韩

国的薏苡资源进行农艺特性评价和遗传多样性分

子评价，利用AFLP、SSR标记，对薏苡资源的多样

性进行了评价。

6．4．3 繁殖与保存技术研究Bioversity与中国有

关单位合作，开展了不同作物的繁殖方法和保存技

术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开展了养

麦、薏苡、大白菜、多花菜豆、芝麻5种作物的种质繁

殖方法研究、种子超干燥贮藏技术研究；河北吕黎果

树研究所开展了温带果树资源超低温保存技术研

究，在苹果、梨、葡萄、猕猴桃等温带果树上获得成

功；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

开展了苦养麦农田保存可行性研究，评估了不同农

业生态环境中的苦荞遗传资源多样性以及农业社团

在保存苦荞种质资源中的作用。

6．4．4 分发利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

所与Bioversity合作，评价了425l份芝麻遗传资源

的多样性，建立了由453份芝麻资源组成的核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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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与Bioversity

合作，开展了国家基因库保存资源利用状况调研，研

究发现，基因库分发的作物种质资源有21％用于评

价鉴定、8％用于育种、9％用于基础研究。

Bioversity与云南农业大学、四川省农科院、贵

州省农科院等单位合作，开展了利用遗传多样性

控制病虫害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通过不同

种植模式，在生产上利用水稻、玉米、大麦、蚕豆的

地方品种，有效控制病虫害发生，减少农药使用，

增加农民收入，保护遗传多样性和农业生态环境。

6．4．5 信息服务与管理 在过去10多年间，

CGIAR向中国合作伙伴免费提供了大量科技图书

和技术资料，并把一些重要技术图书翻译成中文进

行分发，使中国很多资源工作者受益。特别是Bio．

versity与中国有关单位联合开发了一系列种质库数

据管理、电子种质目录和检索种子贮藏习性信息的

计算机软件系统，并在世界范围内分发使用。

6．4．6 资源管理能力建设 在CGIAR的支持下，

中国举办了多个培训班，共培训植物遗传资源科学

家100多名，其中包括30名妇女。50多人在海外

接受了短期培训，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植物遗传资源

的管理能力。

6．5 需求评估与优先发展重点

通过地区和国际合作，重点建立植物遗传资源

信息交流平台，了解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的最新研究

动态，促进中国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在FAO统一协调下，建立植物遗传资源，特别是野

生资源的原生境保护、地方品种农场保护的技术方

法体系，建立基因库种质安全预警系统；进一步筹集

作物多样性基金，扩大资助范围和力度，加强植物遗

传资源的更新、保护和利用。

7 植物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益分享以

及农民权利

有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益分享

的国际法律及政策框架已初步建立，包括《生物多

样性公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等。中国政府也正在考虑制定或修订国内有关法律

法规，促进植物遗传资源的方便获取和利益分享，实

现农民权利。

7．1 植物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益分享的国际法律及

政策框架

《生物多样性公约》首先明确了国家对生物资

源拥有主权；获取遗传资源须得到提供国的“事先

知情同意”，并以“共同商定的条件”公平分享利用

遗传资源所产生的利益。《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国际条约》明确规定，各缔约方依照本国法律，在

事先知情同意的前提下，为其他缔约方获取其遗传

资源提供方便，同时实现公平合理的利益分享和农

民权利。《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还

规定，各缔约方在植物遗传资源交换中，应签署标准

材料转让协定(SMTA)，各缔约方从多边体系中获

得的材料，形成产品销售总额的1．1％扣除30％的

成本后，提交条约管理机构建立的财务机制，用于植

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另外，还规定遗传资源

获得者不得对来自多边体系的原始状态的材料或其

遗传成分申请任何限制第三方进一步研究利用的知

识产权。

7．2 植物遗传资源获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中国于1992年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积

极参与国际合作，推动资源获取与利益分享。中国

目前尚未加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

约》，但自始至终参加了该《条约》的谈判，同意和支

持植物遗传资源方便获得、实现利益分享的原则，并

努力推动中国植物遗传资源的对外交流和交换，为

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专门的植物遗传资源获

取和利益分享的法律体系，但在现有的一些法律法

规中，已经对植物遗传资源获取作了规定，在《种子

法》第二章“种质资源保护”条款中，对种质资源的

保护、采集、管理和对外交换做出了相关规定，建立

了对外提供种质资源的行政审批制度。2003年农

业部颁发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更加具体

地规范了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整理、鉴定、登记、

保存、交流、利用和管理等活动。

中国政府及有关机构一直努力促进遗传资源的

方便获取，并与多个国家签署有关植物遗传资源交

换的合作协议，如2002年中美签署《中国科技部与

美国农业部农业科技合作议定书》，在该《合作议定

书》框架下，包括了《促进植物遗传资源交换的协

议》，旨在促进双方的植物遗传资源交换和共享。

中国政府积极支持中国的科研机构与国外科研机构

进行植物遗传资源交换，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与俄罗

斯、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法国、乌拉圭等国家的

有关农业研究机构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遗传资源

交换是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过去的10多

年中，中国的有关机构通过交换等方式，从其他国家

引进植物遗传资源约3．0万份。向其他国家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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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4．0万余份植物遗传资源。获取遗传资源主要用

于开展联合鉴定，筛选育种亲本材料，以及开展遗传

多样性研究等。

尽管国际上一直努力促进植物遗传资源的获取

工作，但总体讲获取难度在增加，特别是《生物多样

性公约》生效后，许多国家开始制定针对本国植物

遗传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限制了遗传资源的出口

和交换。另外，由于世界各国对遗传资源获取和利

益分享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操作程序，特别是国际社

会在遗传资源的国家所有权、遗传资源的获取方式

与条件以及遗传资源利益的公平分享等问题上还存

在较大的争议和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遗传

资源的广泛获取和交换。

中国从国外获取遗传资源的数量越来越少，特

别是对那砦非起源中国的植物遗传资源的获取更加

困难。为促进植物遗传资源的有效获取，中国正在

研究加入《条约》多边体系的可行性，以便争取更多

的资源获取机会；同时中国将加强地区和双边合作，

进行遗传资源交换，并通过联合考察、鉴定和品种改

良研究，在合作伙伴之间开展遗传资源共享。

7．3 植物遗传资源利益分享现状及问题和对策

植物遗传资源利益是通过开发产品并商业化后

才能实现。利用遗传资源培育出新品种，可以创造

巨大的经济价值，如中国的育种单位利用“矮盂牛”

小麦种质，培育出了近20个小麦新品种，在生产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数百亿元的经济效益。遗

传资源不但能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在丰富生

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传承民族文化等方面起着

无法估量的作用。

在中国，植物遗传资源归国家所有，政府相关部

门和科研机构行使遗传资源管理权，但植物遗传资

源的直接受益者是农民，因为利用这些遗传资源培

育的新品种增加了产量，改善了品质，增加了农民收

入。农家品种和野牛近缘种对现代品种的培育发挥

了巨大作用，从事保护这些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种

的农民，可以通过科技信息、培训、经济补偿、新品种

种植等方面获得利益。

在中国现有法律法规中，尚未涉及遗传资源开

发所获得利益的分享机制。因此，有关遗传资源利

益分享机制的形成都是自发性的，通常有两种形式：

一是在大型合作项目中产生的，合作各方通过签署

协议，确定遗传资源提供者在利益分享中所占的比

例，从而有效保证参与各方公平分享合作项目所产

生的利益。二是在遗传资源提供者和利用者之间产

生的，通过双方签署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和利益分

享形式或比例。

尽管对利益分享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在运

行过程中也存在许多困难，例如，现有植物遗传资源

利益分享方面的规定大多是一些原则性的，不具备

法律约束力和可操作性；许多情况下很难确定其产

品化、商品化的程度以及遗传资源在产品中所占的

比例；遗传资源产生效益要经历较长时间，难以保障

利益共享协议的有效性；有些遗传资源利用者不愿

意反馈利用信息，很难追踪并分享产生的利益。

植物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益分享是植物育种的先

决条件，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有关部

门非常重视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益分享问题，正在积

极采用措施改进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益分享现状。例

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促进植物遗传资

源获取；制定有效的获取机制，使获取更加方便；政

府继续加大投入力度，繁殖更新中期库植物遗传资

源，为提供利用奠定基础；制定更加切实有效的利益

分享机制，鼓励有关机构与外国进行对等交换，反馈

资源利用信息，实现商业利益分享。

7．4农民权利的落实情况和建议

国际社会十分重视农民权利，承认农民在保护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过程中做出的巨大贡献。

《生物多样性公约》积极寻求解决农民权利的办法，

尤其是要解决原生境植物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益分享

方面的突出问题，《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

条约》以法律条文形式确认了农民权利的地位，强

调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落实农民权利。通常情况

下，农民权利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保护与

植物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2)公平分享由利

用植物遗传资源所获得的利益；(3)参与国家关于

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决策活动；(4)保存、繁

殖、销售地方品种的权利；(5)利用育种家的品种和

从遗传资源保存中心获取遗传材料的权利。

目前中国尚未加入有关农民权利的国际协议，

也还没有制定出针对农民权利的国家法律法规及政

策。虽然农民权利已经在国际法中得到体现，但也

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操作难度很大。中国是发

展中国家，也是农民权利的积极支持者。中国政府

正在考虑通过植物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利

用，使农民权利得到真正落实。

中国在落实农民权利方面尚处于初级阶段，虽

然认识到保护农民权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在积

极研究可能的政策和措施，目前还面l临很多困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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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尚未通过法律对农民权利给予确认，没有实施的

法律依据；二是农民权利理论发展尚不成熟，对农民

权利的主体、范围、内容和实现模式尚不明确。

为积极推进农民权利的落实，建议：一是把农民

权利纳入植物遗传资源管理范畴；二是考虑制定或

修改现有法律，正式确认农民权利，并对农民权利的

主体、范围、内容和实现模式做出明确的规定；三是

建立可行的生态补偿制度，促进原生境植物遗传资

源保护，维护当地农民的权益。

8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管理对粮

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

的战略性资源，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维系国家

食物安全的重要保证，因此通过对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的管理，发掘和利用资源中蕴藏的优异性

状、优良基因，促进植物育种、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

快速发展，为中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经济发展、消

除贫困和农业稳定性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8．1对中国粮食安全的贡献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管理为中国粮食安全

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直接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培育农作物

新品种、新组合达6000多个，其中通过国家审定的

农作物品种2297个，包括杂交水稻在内的粮、棉、油

等主要农作物品种在全国范围内更换了4—6次，每

次更换都增产10％以上。据专家估计，作物产量每

增加10％，可使日收入低于1美元生活水平的贫困

人群减少6％～8％。中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的有效利用，不但对增加农作物产量、提高农产品

品质、优化种植业结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增

加农民收入、保障农产品供给和减少贫困等方面也

发挥了巨大作用。

据统计，1949—2007年，中国粮食单产从

每hm21050kg提高到4400kg，粮食总产从1132亿

kg提高到5015亿kg，分别增加了4．2倍和3．8倍，

其中水稻单产从每hm21890kg提高到6383kg；小麦

由630kg增加到4765．5kg：玉米杂交种的推广面积

已占玉米种植面积的70％一80％，单产由每hm2

1335kg提高到5393kg。目前我国主要农作物良种覆

盖率达到95％以上，良种在粮食增产中的贡献率接

近40％。由此可见，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中

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的战略资源。

8．2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

中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促进了以农产品加t业为依托的农村经济的较快发

展，不但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实现了农产品增值、增

加了农民收入，还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2000年

以来，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得到逐

步调整，形成了以粮油、果蔬、畜产品和水产品加工

为主导行业的农产品加工产业格局。其中，食品工

业比重上升，2005年食品工业占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的比重达到50％。产品结构呈现多样化趋势，产品

附加值不断提高，主要农产品深加工比例达到30％

以上，逐步由初加工向深加T转变。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年均增长近15％，2005

年达到4．2万亿元，据专家预测，2010年中国农产

品加工业产值将突破7．0万亿元，到“十一五”末农

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的产值之比超过1．5：l。

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县市，农产品加工业的税

收对本级财政的贡献率已达到70％，通过建立

“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

户”、“公司+村委会+农户”等多种利益联接机

制，增加农民收入。目前，全国年销售收入500

万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达7万多家，其中国

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80多家，带动农户

8726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5．2％，参与产业

化经营的农户比普通农户每户年平均增收1300

多元。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必将对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提出更高的要求。

8．3对消除贫困的贡献

中国为解决目前640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采取

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通过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的管理，发挥重要经济作物和特殊地区特殊作物

的作用，在青海、甘肃、贵州、云南等贫困地区，大力

发展适合当地种植的经济作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青海海东地区实现了从原来的粮食作物、经济

作物二元结构向粮食、经济、林草业、畜牧业四元结

构转变。贵州毕节地区变林粮争地为林茂粮丰，全

区粮食产量从1999年退耕前的222万t提高到

2007年的247万t，增长了11．4％，农民人均纯收入

年均增长12．4％。云南澜沧江流域的西双版纳和

思茅地区，建成热带水果和经济作物种植与加工示

范工程，年创产值将达3750万元，使本地区2万农

民脱贫，10万农民间接受益。甘肃文县和武都县充

分利用社区山地、林地资源，大力发展药材、茶叶等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农产品JJn：r-．业，提高产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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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农户从中得到实惠。海南三亚地区大力发展槟

榔、橡胶、椰子、芒果等特色种植业，提高经济作物在

种植业中的比重，初步实现了脱贫致富。

据统计，经济作物和特殊地区特殊作物的经

济效益得到较快发展，1949—2007年，棉花经过6

次品种更新，单产每hm2由375kg提高到1335kg。

尤其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虫棉，其播种面积

由1999年占全部棉花播种面积的7％增长到2006

年的82％，累计推广超过1 lOO万hm2，节约农药

4．5万t，受益农户超过3000万户。通过“三系”配

套选育的“秦油2号”油菜，平均单产达每hm2

1830kg以上。利用高抗青枯病花生种质育成了一

大批高抗青枯病丰产品种，已在全国推广。每年约

增加收益2．0亿元。以湖南辣椒地方优异资源作

亲本，育成湘研l一10号系列品种，在全国30个

省市累计推广6．5万hm2。云南黑籽南瓜用作黄

瓜嫁接砧木可增产30％一50％，已在全国推广

1．4万hm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推广的新

台糖系列甘蔗品种，高产、含糖量高，使广西主产

区甘蔗的平均单产水平达到每hm267．5t，为中国

食糖的供求平衡做出了贡献。

8．4对农业稳定性的贡献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为生产提供优良品

种的宝库，掌握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越多，就

更有可能选择到适宜的生产品种，并可以科学合理

地进行品种区划和品种搭配，抵御各种灾害，促进农

业稳定性发展。例如：中国利用优质小麦品种小偃

6号作直接或间接亲本，培育优质、抗病、高产小麦

新品种53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2000万hm2，增产

粮食约80亿kg，创直接经济效益超过100亿元。利

用优异种质资源培育的超级杂交稻，2000—2005年

累计推广1400万hm2，增产稻谷125亿kg。

云南农业大学开展了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

害的研究，发现农作物品种多样性控制病害的基本

规律，研发了水稻、玉米、马铃薯、小麦、蚕豆作物多

样性控制主要病害的5项专利技术，并进行了示范

应用，2003—2005年在云南、四川的累计应用面积

已达240多hm。。

8．5对科技创新的贡献

中国政府还建立了国家植物种质资源共享平

台，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共享和利用。

通过信息网站、资源田间集中展示、优异资源通讯、

资源目录等多种形式，推动种质资源实物共享和信

息共享，提高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利用价

值和效益。2001—2009年，已向全国2650个单位

提供了13．2万份次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用

于新品种选育、生物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等，促进了

农业科技创新，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对农业科技创新的重

大贡献还体现在超级稻、矮败小麦、转基因抗虫棉和

杂交大豆等新品种培育方面。其中超级杂交稻在充

分利用野败胞质和改良野败型不育系的同时，充分

发掘新的不育胞质源，为中国杂交水稻在理论研究、

品种培育、技术集成等方面奠定了基础。矮败小麦

是利用中国特有太谷核不育小麦种质资源和矮秆小

麦种质资源，通过染色体工程创制而成的小麦育种

新种质和育种新技术。利用这一新种质和新技术可

使数十个小麦亲本的优异基因聚合到一个新品种之

中，从而提高其产量、品质、抗病虫和抗逆性，实现了

高产、优质、抗性三者的有机结合，提高了育种效率，

为农业生产提供不同需求的小麦新品种。中国育成

的世界上第一个大豆杂交种“杂交豆l号”，比对照

品种增产21．9％。转基因抗虫棉实现了抗棉铃虫、

抗蚜虫的有机结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8．6国家需求与发展重点

根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

14．5亿，需增加粮食9000万t。加强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的管理，培育高产、抗病虫、抗逆境、高效

利用水肥的植物新品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未来的发展重点是加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管理的能力建设，立足于现有丁作基础，近中期目

标与长远目标相结合，集中全国优势力量，统筹规

划，开展植物遗传资源基础性工作、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大规模开展种质资源深入鉴定与评价，

发掘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新基因，创造突破性新种

质，为植物育种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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