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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 多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
,

加强对农
、

林
、

牧
、

渔等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基

础研究的支持
,

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
。

据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对农学
、

林学
、

畜牧兽医及

水产学科统计
,

从 19 86 年到 199 8 年的 13 年中共资

助面上项目 2 749 项
、

重点项 目 O4 项
、

重大项 目 8

项
。

据不完全统计
,

截止 199 7 年 12 月
,

已完成项 目

1 83 4 项
,

获国家
、

省部科技成果奖 2 63 项次
,

获国家

专利 26 项
,

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特邀报告 1 1 13

人次
,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6 09 7 篇
,

出版专著 33 4 部
)

先后培养博士后 43 人
,

博士 3 05 人
,

硕士 1 125 人
。

通过上述众多项 目的研究
,

有关科研人员 的学

术水平大为提高
,

研究实力普遍增强
。

如受科学基

金资助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农业大学吴常信院士领导

的研究群体
,

有院士
、

教授和副教授等 11 名研究人

员获得过基金资助
。

其中 6 位为 45 岁 以下 的青年

学者
,

其遗传育种学科已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

再如

受科学基金连续资助的
“

蚕桑基因库建立
”

研究课

题
,

其学术带头人向仲怀教授 199 5 年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
,

课题组成员 36 岁 的鲁成教授 199 2 年被

评为四川省高校十佳青年教师
,

199 3 年获四川省第

二届青年科技奖
,

199 4 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
,

19 95 年获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基

金资助
,

199 6 年进人 国家
“

百千万工程
”

第一
、

二层

次人选
。

该学科现已建立 了蚕桑学部级开放实验

室
,

被公认为我国蚕桑学基础研究中心
。

归纳起来
,

所取得比较突出的科研成果有
:

( l) 在林业病虫害防治方面
,

首次研制出了一种

可防治松树毁灭性病害— 松材线虫病的药剂
。

松

树的松材线虫病是一种可以置松树于死地的毁灭性

病害
。

该病本世纪初 由北美传人 日本后进人我国
,

致使我 国松林病泛滥
,

病
、

死树达 300 多万株
,

受灾

面积达 1仪旧万亩
。

世界上至今还没有找到能完全

抑制该病蔓延的理想防治措施
,

只能伐除死树木以

免蔓延
。

为此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先后 3 次资助南

京林业大学赵博光教授
,

开展
“

苦斗草所含生物碱的

研究
” 。

他通过长期大量的林间试验
,

发现苦斗草中

所含的苦斗碱对松材线虫
,

杉炭疽病
、

桑天牛等具有

极强的毒性和杀灭作用
,

提出了双稠呢陡生物碱分

子结构中氮原子的功能团是影响其毒性的主要因子

假说
,

并首次合成了有植物源化合物的杀松材线虫

剂
,

为该病防治提供了有效手段
。

( 2) 为解决我国部分地区农业缺水问题奠定必

要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

缺水已成为制约我国部分地

区农业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
。

华北平原是我国最重

要的粮棉等农产品产区之一
,

其水资源供需矛盾十

分尖锐
,

一般年份缺水 3任一4O 亿立方米
,

中等干旱

年缺水 100 亿立方米以上
。

为此
,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地球
、

生命及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共同在
“

八

五
”

期间资助 了
“

华北平原节水农业应用基础研究
”

重大项 目
。

经过有关科学家多年的艰苦努力
,

取得

大量科研成果
,

基本弄清了华北平原农田水循环规

律和土壤
一

植物
一

大气连续体中有关的过程和机理
。

提出了节水调控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
,

对形成和

丰富非充分灌溉理论
,

为提高我国节水农业的宏观

管理和科学决策水平
,

及为华北平原的农业和水资

源管理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 “

九五
”

期间

又启动农业倾斜项 目
“

小麦节水高产生理基础和优

化模式的研究
” ,

从而建立了以消耗土壤水为主的小

麦高产栽培新体系
,

首次建立 了有效用水新技术
,

大

幅度提高土壤有效水的利用率
。

这项技术与传统的

二水制麦田相 比
,

每亩节约用水达 50
- 一 100 立方米

,

2 米土体的有效贮水利用率提高了 48
.

3% ;并可减

少硝态氮的淋失和对地下水的污染
。

在不增加灌水

量的情况下可扩大灌溉面积 50 %一 100 %
,

这对缓

解北方水资源不足的矛盾具有重大意义
。

此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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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95一1 997 年在河北

、

山东
、

天津等省市部分地区示

范推广累计达 2 68
.

4 万亩
,

平均每亩增产达 108 k g
,

亩增经济效益 17 1 元
,

总增产粮食 29 万吨
,

创经济

效益 4
.

98 亿元
。

( 3) 促进 了我国养蚕业的发展
。

养蚕在我国有

悠久的历史
,

但由于各种原因
,

到 so 年代中期我国

蚕业水平与 日本相比落后 15一20 年
。

面对这一状

况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于 19 88 年

立项资助西南农业大学向仲怀院士
“

蚕桑基因库建

立
”

的研究
。

19 92 一 199 8 年又加大力度
,

连续资助 8

个面上项目和 1个重点项 目
。

在科学基金的持续稳

定支持下
,

该课题组全面系统地整理了自 194() 年以

来保存的珍贵基因资源
,

并进一步扩充建立了我 国

第 1个家蚕基因库
,

建立 了基因定位的标记体系
,

并

集中保存了一批我国特有的和国外已灭绝的珍稀基

因资源
。

研究还发现了 n 个突变基因 (不包含生化

突变 )
,

其中许多突变是世界珍贵的遗传资源
。

这一

发现是我国家蚕基因研究史无前例的成果
,

先后获

199 3 年国家 自然科学奖四等奖和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各 1次
,

省部级奖项 5次
。

( 4 )培养出高产
、

抗病的农作物品种
。

贵州农业

大学张庆勤教授承担的科学基金项 目
“

贵农系列小

麦与野燕麦远缘杂交后代种质的开拓和利用
”

经过

几年探索
,

培育出高产
、

综合抗性好的优质小麦新品

系
。

中国农业大学戴景瑞教授承担的
“

玉米 C组不

育系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基础研究
” ,

培育出大幅度

增产的杂交种
,

已推广 《 X) 多万亩
。

华中农业大学

孙济中教授主持的科学基金项目
“

棉花高优势组合

筛选及杂种优势的分子遗传基础研究
” ,

利用具有野

生棉亲缘的材料作亲本与推广品种杂交
,

获得了
“

华

杂棉 30 1
”

和
“

华杂棉 302 ,’2 个高优势组合
,

已参加湖

北省农牧厅组织的区域试验
。

四川农业大学任正隆

教授在科学基金项 目
“

小麦染色体异源易位育种理

论和多样化品种的研究
”

中
,

选育的小麦新品系 7R

(川农大 7 号 )增产显著
,

在 199 8 年四川省地区试验

中排名第一
。

( 5) 培育出了饲料转化率高的节粮型褐壳蛋鸡

— 农大褐 3号
。

由于缺乏基础研究经费等多方面

因素
,

多年来我国动物遗传育种学发展缓慢
,

到 80

年代初期
,

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的中国农业大学遗传

育种学科
,

也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
。

为此
,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对中国农业大学昊常信院士领导的动物遗

传育种研究群体进行连续资助
,

十几年来先后资助

17 个面上项 目
,

1个农业倾斜项 目和 2 个重点项 目
,

总经费近 300 万元
。

在科学基金有效资助下
,

该研

究群体先后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巧 篇
,

使得该学科得以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

科学基金

重点项 目
“

太湖猪高繁殖力的遗传基础研究
” ,

确定

了影响繁殖力的主基因效应
,

建立 了亚洲第一个供

遗传连锁分析的大型参考家系
。

值得注意的是
,

杨

宁博士在 1项青年科学基金和 1项科学基金农业倾

斜项 目的资助下
,

对伴性矮小型基因 (dw 基因 )在蛋

鸡中的遗传效应进行了研究
,

育成了饲料转化率高

的节粮型褐壳蛋鸡— 农大褐 3 号
,

于 199 8 年获农

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这一成果在饲料粮食资源

紧缺的我国
,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

( 6) 在对虾流行病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

中国对虾
、

扇贝
、

牡砺等都是未经选育的野生种
,

经

过累代养殖
,

出现了遗传力减弱
、

性状退化等现象
,

几乎形成一种
“

养什么
,

病什么
”

的严重局 面
。

199 3

年以来
,

震惊水产养殖业的对虾爆发流行病
,

每年给

国家造成几十亿元的经济损失
,

使我国从最大的对

虾出口国变成进 口国
。

面对这种情况
,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加大力度资助
“

斑节对虾

杆状病毒宿主种类
、

媒介
、

传染途径及控制措施的研

究
” 。

中山大学生物系何建国课题组通过研究
,

确定

了我国养殖斑节对虾主要病害的病毒性病原为斑节

对虾杆状病毒 ( M B V) 和白斑综合症杆状病毒 ( W S
-

B v)
,

建立了具有灵敏度高
、

特异性强的早期快速诊

断方法
,

弄清了对虾病毒的宿主和传播途径
。

提出

了
“

因地制宜
,

消除初级传染源
,

切断传播途径
”

的控

制白斑综合症杆状病毒的措施
,

取得 了显著的防病

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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