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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在农业发展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我国

农业科技发展的 目标之一 是力争 到 2 0巧 年使科技

在农业增长 中的贡献率达到 60 % 以上
。

如何进一

步提高农产品产量
、

质量
,

调整农业结构
,

保护并改

善农业生态环境
,

以及养活未来 16 亿人 口
,

既是我

国农业生产发展 的国家 目标
,

同时又对农业科技提

出了十分迫切的要求
。

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将会不断提高我 国农业科技 系统的创新 能

力
,

为农业 的发展提供科学储备
,

为推动农业科技进

步
、

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 和促进 国民经济健康
、

持

续
、

快速发展提供保障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资助农业基础性研

究 (包括基 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的主要渠道之

一
。

自 19 86 年成立 以来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对农业基础和应用基础研 究给予 了高度重视
。 “

八

五
”

期间
,

每年向农业倾斜 50 万元
; 从 199 6 年开始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紧密结合 国家发展 目标
,

围绕
“
四个一千

”

工程
,

进一步加大 了向农业倾斜 的

力度
。

农业科学是一门应用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应用

基础学科
,

农业科学研 究既要有利于推动学科 的发

展
,

为有效利用土地
、

水资源和培育作物新品种等提

供理论和方法
; 同时还要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

有利于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及与之相关的环

境和社会 问题
。

农业学科的基金项目应该体现这些

特点
。

多年来
,

农业科学学科坚持紧密结合学科特

点
,

对农业生产 中提 出的科学问题及对生产有重要

指导意义的课题经专家评议给予重点支持
。

经过多

年来的努力
,

有些项 目已经取得 了较好成果
,

尤其在

三大作物 (水稻
、

玉米
、

小麦 )遗传育种研究 方面
,

不

但在基础研究上取得 了较大进展
,

发表 了多篇高水

平的论文
,

而且在生产中已经或将要推广应用
,

创造

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充分体现 了基金与

国家 目标相结合的要求
。

水稻直立穗型是理想株型研究和超高产育种中

出现的新问题
。

沈阳农业大学徐正进教授等在 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下开展了
“

直立穗型水稻生理生态特

性及在超高产中应用
”

的基础研究
,

课题组采用形态

分析法
、

群体结构分析法及物质生产分析法等研究

了直立穗型生理生态特性与产量
、

品质
、

抗性等的关

系
,

发现直立穗型有利 于改善结实 中后期群体生态

环境
,

提高群体光能利用率
,

产量潜力明显提高
。

直

立穗型品种产量的主要限制因素是库相对不足
,

在

提高每穗饱满粒数的同时提高千粒重是进一步高产

的有效途径
。

这些研究结果证明直立穗型是矮化和

理想株型 以后水稻适应超高产 要求 的重要形态改

良
,

丰富和发展 了水稻理想株型理论
。

本项 目研究

成果在 ((科学通报 》等 全国性科 技期 刊发表 论文 5

篇
,

多次被引用并被 SCI 收录
,

在本项 目研究成果指

导下育成直立穗型高产优质水稻新品系 5 个
。

这些

新品系的推广应用将为社会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
。

应用外源基 因改 良作物品种
,

是当前作物育种

学的研究热点
,

也是 当前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

的重要课题
。

在利用外源基 因的小麦育种研究 中
,

易位系的诱导
、

选育和利用 占有重要地位
。

在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农业倾斜项 目支持下
,

四川农业大学

任正隆教授开展了
“

小麦染 色体异 源易位育种理论

和多样化品种的研究
” 。

该项研究采用染色体工程

新方法选育了大量的小麦染色体异源易位系
,

选择

外来染色体片段与受体背景有最佳遗传重组和最佳

遗传相互作用的优 良易位系用于实际育种
,

培育 出

4 00 多个新的小麦异源易位 系
,

初 步建立了小麦易

位系基因库
。

在选育 的小麦异源易位系中
,

有 的有

重要的实际育种价值
,

它们表现为高抗条锈病
、

白粉

病和赤霉病
,

含有一个与 mP s 不同的抗 白粉病 的基

因
,

这些新易位系对改 良我 国的小麦品种有重要利

用价值
,

已被国内小麦育种单位广泛引人
,

成为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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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育种的主要抗 源
,

正在实际育种计划 中利用
。

这些研究结果为解决异源易位系在小麦育种应用中

存在问题创造了条件
,

为我国小麦育种计划 中如何

利用外源基因提供 了理论基础和亲本材料
。

该课题

组选育的含外源基 因背景的
、

符合多样化 品种 目标

的新品种川农 8 号
、

9 号
,

已在 1999 年获四川省小麦

新品种审定
。

川农 7 号
、

川农 10 号将 于 20 00 年审

定
。

该研究培育的这些新 品种
,

在 四川省小麦区试

和国家区试 (南方麦区 )中表现为抗病
、

抗倒和抗穗

发芽
,

产量排名第一
,

其增产幅度达 19
.

6 %
,

创近 2 0

年来四川省区试 中最高记录 ; 不 同生态区 的生产试

验平均增产 20
,

5 %
。

本研究 培育 的这些 新 品种
,

19 9 9 年被公认为是四川省最好 的小麦品种
,

199 8 年

推广面积达 20 万亩
,

19 99 年推广面积达 2 00 万亩
,

预计 2 0( 刀 年可增产粮食 1亿公斤
,

创社会经济效益

1亿元
。

该项研究的目标是
,

在 20 00 年把这些新品

种推广到 1 0 00 万亩
,

今后几年内创造每年增产 5亿

公斤粮食 的经济效益
。

另外
,

还有 6 个新品系参加

了 19 9 9 年度 的省区试和国家区试
。

这些研究成果
,

说明异源易位系培育小麦多样化新品种是可行的
,

本研究的育种成果将在中国西南地区起重要作用
。

玉米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和饲料作物
。

利用玉米

自交系间杂种优势是世界粮食生产上 的一次革命
,

利用雄性不育系为母本
、

恢 复系为父本可 以免除人

工去雄工作
,

减少种子生产成本
,

保证种子纯度
,

使

杂种优势充分发挥
,

可大幅度提高玉米单产
。

70 年

代以来
,

国内外主要应用 C 型不育系生产玉米杂交

种
。

19 88 年我国发现 了对这种不育系专化侵染 的

小斑 病 C 小 种
,

因此阻碍 了它 在种子生产 中的应

用
。

利用现代生物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相结合
,

有

可能解决这一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
。

中国农业大学

戴景瑞教授的这一创新性思路
,

经专家评议 获 19 95

年农业倾斜项 目的资助 (
“

玉米 C 组不育系迅速转

化为生产力的基础研究
”

)
。

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
,

该研究采用玉米小斑病 C 小种 的真菌毒素作为选

择压力
,

以 C 型不育系的未成熟胚为外植体
,

在改

良的 M S 培养基上诱导和筛选出抗性愈伤组织
,

分

化出再生植株
。

经 C 毒素和真菌抱子鉴定
,

在国内

外首次获得了抗 C 小种的玉米雄性不育系 ; 并在理

论上提出了玉 米 C 型雄性不育性 与专化感病性 的

遗传基础并非一 因多效
,

也非紧密连锁
,

完全不同于

国外提出的 T 型不育系的遗传模式 ;在抗病的体细

胞突变的基础上
,

用传统育种技术育成 了综 3
、

综 31

等 29 个有生产价值的抗 C 小种 的玉米不育系和 3

个恢复系
。

该研究证 明了 C 小种对 C 组 不育系 中

的 E S亚组的致病力很弱
,

在此亚组基础上也育成了

有应用价值的不育系综 3
。

截止至 19 99 年
,

应用育

成 的抗 病 的 C 型不 育系 C m s

综 3 R
、

C m , 综 3 l R
、

C m s s l l Z 等
,

配制农 大 3 13 8
、

农大 6 0
、

农大 6 5
、

豫玉

22 等优 良玉米杂交种 20 多万亩
,

生产种子 5 0 00 多

万公斤
,

在生产中累计推广 1 8 00 多万亩
,

由于减少

去雄用工
,

节省投资 8 00 多万元
,

降低种子成本 6%
,

比同期人工去雄的杂交种纯度增加 巧 个百分点
,

由

于纯度提高
,

累计增产玉米 4
,

5 亿公斤以上
,

增收人

民币 4
.

5亿元
。

总之
,

在基金项 目管理中
,

农业科学学科根据学

科特点
,

结合 国家目标
,

将基础性研究与农业生产紧

密联系起来
,

加强对来 自于农业生产 中问题 的研究

课题的支持
,

开展多学科 的综合研究
,

以获得解决问

题的理论和技术
。

近年来
,

对于农业生产中出现的

新问题
,

如农作物品质问题等
,

农业科学学科在依靠

专家的基础上分别组织 了水稻
、

小麦品质改 良研究

方面的重点项 目
。

在今后 的工作中
,

学科仍将进一

步结合 国家目标
、

根据学科发展优先领域及学科布

局
,

结合专家评审主动组织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
、

经

过资助研究能够取得较大效益和成果 的项 目
,

使基

金资助项 目的成果转化成生产力
,

从而最大限度的

发挥 自然科学基金 的作用
,

使农业科技工作者在基

金资助下既能致力于钻研学 问
,

又能为国家的农业

生产创造财富
,

为我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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