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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到下世纪 30 年代
,

预计 中国人 口将达到 16 亿
,

对粮食的需求量尚需在现有基础上再增

加 3 仪 x〕亿斤 由于土地资源有 限
,

今 后的增 产途 径王要是提高单位面积产 量
,

因此 需要 能增产

20 % 一30 % 的作物新品种或称为超高产 品种
。

本又 指出
,

培育超高产品种
,

需要通过多学科合作研

究
,

发掘新的作物种质资源
,

改进 育种 方法
,

在作物对水
、

肥资源和光能利用效率方面有进 一步提

高
,

育种 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

[关键词 ] 超高产品种
,

提高利用效率
,

水分
一

养分
一

日光能

1 新农业科技革命的任务

本世纪上半叶
,

我国的农业生产靠占老的品种
、

有机肥料
、

手工和畜力劳动操作
,

生产力水平很低
,

一遇 自然灾害就常常出现饥荒
。

本世纪后半叶
,

自建国之初 到现在 ( 194 9一 199 7

年 )
,

我国人 口从 5
.

4 167 亿增长到 12
.

3 626 亿
,

增 长

了 2
,

2 8 倍 ;而粮食总产从 2 2 64 亿斤增长到 9 8 83
.

4

亿斤
,

增长 了 3
.

37 倍
。

人均粮食从 41 8
.

3 斤增加到

7 9 6
.

8斤
。

人 民生 活有 了很大 的改善
,

这标志着我

国已胜利地完成 了第一次的农业革命

人口 膨胀将是 21
一

世纪我 国面临的最突 出的问

题
。

199 7 年
,

我国的总人口 为 12
.

362 6 亿
,

30 年后将

在现有人 口基数的基础上再增加三分之一
,

预计到

20 30 年我国总人 1[ 数将达到 16 亿
。

如果不对与此

有关的问题早作研究
,

并提 出有效对策
,

到时可能会

带来粮食短缺
、

环境污染
、

能源 匾乏
、

生态失衡等一

系列问题
。

从粮食需求来说
,

与 2 030 年人 日 的增 长相适

应
,

至少 也要在现有基础上再增 长三分之一
,

按人均

800 斤计算
,

应达到 12 8 00 亿斤
。

而我们的耕地和

水资源分别只有世界人均的三分之一 和四分之一
,

现在在少数地区已出现土地资源紧张和水资源不足

的情况
,

今后间题将更加突出
,

所以对完成这项任务

的难度不 可轻估
,

应及 旱部署
,

进行深人 的研究

面对 21 世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
,

江泽 民总

}砚已指 出
“

中国的农业问题
、

粮食问题
,

要靠中国人

白己解决 这就要求我们的农业科技必须有一个大

的发展
,

必然要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 ,

这是

党中央向科技工作者提出的一项光荣任务
。

从我国

的现实情况考虑
,

这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主要任

务就要是在各种农业资源相对短缺的条件下
,

生产

出尽可能多的优质农产品
,

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

2 作物超高产育种研究

要完成新农业革命的任务
,

还需从总结过去的

经验人手
.

中央将过去我国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经

验总结为 3 条
:
一靠政策

,

二靠投人
,

三靠科技
、

正

确的政策就是调动广大农 民
、

干部和有关部门发展

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

这无疑是最重 要的
。

中央将会

不断有新 的政策出台
,

在此不作讨沦
。

从物质与科技投人考虑
,

水
、

肥
、

种和农药发挥

J
’

突出的作用
〔 〕

自 50 年代初 至今我国主要农作物

品种 已更新四至五代
,

在粮食增产中所发挥的作用
,

约占 3 0% 以 仁 化肥 L 业全部是 建国后发展起来

的
,

我 国将化肥大量投人农业生产 的初期为 197 8一

198 4 年
,

化肥的投入量从 8 84 万吨增长到 17 39
.

8 万

吨
,

增 长率为 96
.

8% `接近一倍 ) ; 而粮食增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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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0 5亿斤增长到 8 164 亿斤
,

增长率为 33
.

7%
。

这

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似
。

我国的农田灌溉 面积到

90 年代初已达到 50 % 以上
,

按照常规的计算方法
,

1

亩水浇地生产的粮食相当于 2 亩旱地
,

由此估计
,

灌

溉在我国粮食增产中所占的比重约为 30 % 左右〔̀ 〕
,

其余为植物保护等所发挥的作用
。

帕维里斯在研究

了本世纪下半叶促进农业高速发展的要素后
,

得出

的结论是良种
、

农用化学物质 (主要是化肥和农药 )

和灌溉
,

三者的贡献份额分别为 3
,

5 和 2
。

这与我

国的情况基本相似
。

今后
,

在我国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
,

人均耕地

还会进一步减少
。

到 21 世纪 30 年代
,

在现有基础

上再增产 1/ 3 粮食的任务将全靠提高单产来完成
。

从作物育种工作来说
,

现在就应考虑如何选育能增

产 30 %或更高的农作物新品种问题
,

人们将这种能

大幅度增产的育种目标称谓
“

超高产
”

育种
。

关于水稻的超高产育种
,

据沈阳农业大学杨守

仁教授介绍
,

他于 195 1 年开始水稻育种研究
,

19 80

年发现了株形特好的
“

沈农 10 32
”

株系
,

在小面积上

获得高产
,

但抗病性差
,

只能作亲本用 ;随后于 19 82

年开始水稻理想株形杂交育种研究
。

1985 年组织

了首次水稻理想株形会议
。

到 90 年代
,

在理想株形

与优势利用相结合的理论指导下育成了第一批
“

超

级稻
”

试材
,

有
“

沈农 5 15
” 、 “

沈农 127
” 、 “

沈农 15 9
”

和
“

沈农 265
”

等
,

它们的每亩穗数可达 20 万以上
,

平均

每穗粒重可达 3一4 9
。 “

沈农 265
” ,

199 7 年在沈阳

市郊多点示范 (几十亩至上百亩 )
,

亩产达 7 00 k g 左

右
。

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在 80 年代后期设计了

理想水稻株形
,

到 199 6 年育成 9 个
“

超级稻
”

优良品

系
,

其母本均为沈阳农大稻作研究室选育的
“

沈农

8争一 366
” ,

这说明我国的
“

超级稻
”

育种是走在国际

前列的仁
3 ]

。

关于小麦的理想株形育种
,

早在 1 968 年第三届

国际小麦遗传会议上
,

澳大利亚阿得来德大学维特

农业研究所的 C
.

M
.

Doul i 就提出了理想小麦的株

形翠计
,

简称
“

独秆麦
” 。

我国四川农大曾进行过研

究
,

获得过分粟极少的材料
,

但未育成在生产上应用

的品种
。

`

据肖世和
、

杜振华介绍
, “

八五
”

攻关后期
,

中国农科院曾组织 9 个育种单位联合开展了
“

超大

穗小麦种质改良与利用研究
” ; “

九五
”

期间
,

又设立

了
“

超高产亲本材料创新与超高产性状研究
”

子专

题
,

有些材料已初具超高产品种的雏型
,

可作为基础

材料应用
。

与此同时
,

有些单位也进行了小麦高产

理论研究
,

但是由于研究分散
、

目标单一及产量水平

的限制
,

已有的研究结果还不能确切阐明与超高产
、

高水肥利用效率的育种目标和栽培技术密切相关的

形态生理特征和控制指标及其遗传规律闭
。

19 9 7 年
,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诸德辉研究员等应

山东省烟台市邀请
,

对该市北马镇前诸留村的小麦

高产田进行了现场验收
,

种植品种的名称是
“
8 0 17一

2’’ (由该市福山区于世英 1986 年从 〔(阿夫调灿包 )

凡 x
济南 13 号〕杂种后代中选出

,

出圃后因整齐度

较差
,

又经龙 口市原志明建立株行圃严格地进行了

提纯复壮 )
,

其中较大的一块
,

17
.

44 亩
,

亩产 70 8 k;g

另一块 2
.

91 亩
,

亩产 7 32 吨
,

创造了黄淮平原地区

小麦的高产记录和选育超高产小麦品种的范例
。

关于超高产小麦育种的基础理论
,

过去国内尚

未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总结
。

作者在主持
“

小堰六号
”

等小麦的育种过程中
,

曾借鉴 日本植物生理学家角

田重三郎对日本水稻品种的演替及其形态
、

生理
、

生

态特性的系统分析与论述
,

应用于小麦育种
,

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

如 70 年代初
,

陕西关中地区的小麦骨

干品种是
“

丰产 3 号
” ,

属高秆少靡类型
,

参照 日本水

稻品种的演替规律 (高秆多孽~ 高秆少孽~ 矮秆多

粟~ 矮秆少孽 )
,

取代
“

丰产 3号
”

小麦品种的应该是

矮秆多孽类型
,

据此我们制定了当时的育种目标
,

8

年后育成了
“

小堰六号
”

(矮秆多粟类型 )
,

成为 80 年

代陕西关中地区的骨干品种
。

近 8 年来
,

我们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中国科

学院重大项 目支持下
,

从作物与环境的关系人手
,

进

行了小麦高效利用土壤营养元素的遗传研究
,

试图

从提高小麦对土壤养分的利用效率方面探索进一步

提高小麦产量的潜力
,

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结果
:

( l) 通过对大量小麦品种的鉴定与筛选
,

获得了

若干能活化和高效吸收利用土壤磷的小麦种质资

源
,

简称
“

磷高效
”

小麦品种
。

( 2) 研究与阐明了
“

磷高效
”

小麦品种能高效利

用土壤磷的生理机制
。

其一
,

这类品种可通过根系

向土壤中分泌较多的有机酸
,

包括柠檬酸
、

苹果酸
、

唬拍酸
、

延胡索酸
、

乙酸等
,

可使根系周围的土壤 p H

值从 8 下降到 4
.

5
,

从而使土壤中部分难溶性磷转化

为有效态
,

以提高植物对土壤磷的利用效率仁
2〕

。

其

二
,

被植物吸收到体内的
、

每一个单位的磷
,

在不同

的小麦品种中可以生产出不同的籽粒产量
,

即磷的

利用效率也有明显差异
。

( 3) 对普通小麦与长穗堰麦草全套异附加系及

其背景亲本
“

中国春
”

小麦和八倍体小堰麦
,

在施磷

与不施磷条件下进行鉴定
,

发现长穗堰麦草的 6 E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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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体携带
“

磷高效
”

基因
。

( 4) 通过
“

磷高效
”

与
“

磷低效
”

小麦品种互交
,

对

杂种进行花药培养
,

并将获得的纯合二倍体在施磷

与不施磷条件下进行鉴定
,

发现
“

洛夫林
”

小麦中
“

磷

高效
”

特性受一对主效基因控制
。

( 5 )对
“

磷高效
”

(洛夫林 )与
“

磷低效
”

(中国春 )

小麦品种 D H 群体进行生化与分子标记研究
,

均发

现了与杂种的磷高效表现呈共显性的特异带
。

以上研究结果
,

为通过育种提高作物对土壤养

分的利用效率提供了依据
。

在上述研究 的基础上
,

我们又 于 19 9 7 年秋开

始
,

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沈允钢院士

合作
,

对我们初步筛选出的最优杂交组合的小麦亲

本及其杂种后代进行 了功能叶光合速率的测定
,

结

果看出不同株系间有较大差异
,

其中少数株系明显

超过双亲
,

这就为开展小麦超高产育种工作提供了

进一步的科学依据
。

从以上两方面研究中
,

我们深刻地体会到
,

多学

科交又与合作是推动科技进步的一条重要途径
,

它

必将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
。

参 考 文 献

1 I J 李振声等
,

我国农业生产中的问题
、

潜力与对策
二

北京
:

科学出

版社
.

1卯5
.

〔2」李继 云
,

李振声等
.

有效利用土壤营养元素的作物育种新技术

研究
,

中国科学 ( B 辑 )
,

1995
,

25
:
41

一 一
4 8

.

瓢3」Yan g Sh o u re n e * a l
.

hT o ir es 出 l〔 1 M
e t ll

《x l s of 凡 e e l刀
t 二曰 11雌 ofr M` m u ln

Y id d
,

cA t a A g U l lo n ` c a S i n i
e a ,

199 6
,

22 ( 3 ) : 2 9 5一3以
.

「4 〕肖世和
,

杜振华
.

超级麦研究与 21 世纪小麦育种
,

王连锋
,

戴景

瑞主编
,

全国作物育种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199 8
.

179一
-

185
.

N E W R E V O L U YI O N O F A G F J C UL T U R U
J

S C IE N C E A N D T E C H N O L O G Y A N D

和路E A R C H O N C RO P B R F F D L呵G F O R S UP E R I] I[ G H Y I E I .D

h 乃
e n s h e n g

加碗ute of 翻以。
,

以S
,

Be 萝gn 100 10 1)

A加t口d B y hte
e n d o f 20 3 o

,

ht e lx 甲 U lat ion o f Ch i n a w i l l 块 u p to l
.

6 b ill i o n ,

ht e er 卿 i er m e n t fo r

脚i n s pdor
u e t io n

i n w ho l e e o u n t叮 w i ll b e i n e比as i嗯 15 0 b i l li o n k g o n

hw
a t h as a l er a d y b e e n

ac h i e
v e d

.

C o n s id e ir n g t h at th e af n l l lan d er
-

s o u珑 e 15 l im i t de
,

th e W a y ot icn er as e e

哪 y ie ld mu
s t be d e p e n d e n t l i op

r一 y i e ld ar i s in g ep r u n i t 睽
a , 5 0 t

hat ot b er e d ht e

n
ew

e找甲5 i n s h i e h ht e 户e ld e an i n e

aesr
e 2 0% 一 30 % t h an t h a t J e x i s t i n g o , s , o r be i嗯 e al led s u详 r h ihg y i e l d e

orP
s ,

15 er q t l i喇
.

hT i s Pa ep r in d i e a t e d hat
t to b二ed s u p e r h ihg y i e ld e or p s m u s t s t er n

妙
e n m u l ti p le

一

d is e i p li n e c 洲̀〕p e ar t ion
,

de
-

ve l叩 n
ew

e

哪 g e n l l a p las m 化 s o u cr e s ,

i娜卿
e b er e d me th o d an d fu hlt er iar

s e ht e u ti l i z i雌 ieff
e ie n e y Of awt

e r ,

fe rt i l i留r

an d l igh t en e

哪 Of e n ) Ps
.

hT
u s ht e t a r g e t iw l l b e ab l e t o o al i z e

.

K ey wo
r ds s u详 r h igh y idel

e

哪
s , u ti li z i嗯 e iff e i e n e y

,

w aet -r lb rt il iz e r一 l ihg t e n e

卿

·

资料
·

信息
·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一所 国内知名大学
,

拟聘请从事生物
、

化学
、

材料方面研究的
、

45 岁

以下的学术带头人来校 任教
,

并为他们提供

5 0一 100 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和每年 10 万元特

聘津贴及宽敞的住房等优惠条件
。

有意应聘者

请将个人简历
、

现在所从事 的工作和取得的科

研成果以及联系方式等资料寄给本编辑部
。

(不接待电话及来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