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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际合作提高我国小麦遗传育种研究水平

何中虎 周 阳 陈新民 张 艳 阎 俊 夏兰 芹

(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 国家小麦改良中心
,

北京 l 0 0( ) 8 1)

〔关键词 1 小麦
,

遗传育种研究
,

国际合作

小麦是我国的第二大粮食作物
,

小麦遗传育种

一直是农业研究的重点领域
。

我国小麦面积大
,

总

产量和消费量均居世界首位 ;生态类型
、

耕作栽培方

式和小麦消费形式多样且特色明显 ;种质资源丰富 ;

因此中国在国际小麦界占有重要地位
。

本文在对我

国小麦遗传育种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
,

指出国际

合作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简要介绍 了在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下
,

通过国际合作在小麦遗传育种研

究方面取得的成绩
。

1 小麦遗传育种研究现状分析

尽管我国在小麦遗传育种的一些领域如小麦远

缘杂交
、

组织培养
、

太谷核不育利用
、

赤霉病 育种 和

产量潜力改 良等方面取得 了举世公认的一些成绩
,

但总体来说与国外差距仍然较大
,

主要表现在 以下

几个方面
:

( l) 现有品种品系和种质资源的遗传背景不清
,

除农艺性状外
,

对抗病性
、

品质状况缺乏深人 了解
,

这既影响了遗传改 良的进展
,

又增大了品种推广利

用的风险
。

( 2 )品种品质水平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
,

主要表

现在对加工品质的片面理解
,

过份强调面筋强度
,

忽

视 了面团的延展性和磨粉品质 (如硬度
、

出粉率
、

色

泽等 )
,

对我国主要传统食 品如面条和馒头的品质要

求不清
,

现有国家或行业标准与国外差距较大
。

( 3) 品种抗病性脆弱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变
,

近几

年小麦条锈病在西南
、

西北地区连年流行便是例证
。

条锈
、

白粉
、

赤霉 尚未完全控制
,

根腐
、

全蚀
、

纹枯等

又上升为主要病害
。

育种 中过分强调高抗免疫
,

忽

视了持久抗性的开发和应用
,

抗病育种处于盲 目和

被动应付的状态
。

( 4) 高效育种 尚未真正实施
。

降低成本
、

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已讲了多年
,

但在实际育种中重视不够
,

国外的水旱交替
、

不 同肥力交替和在免耕少耕 下的

育种体系已经建立并广泛应用
。

( 5) 新技术应用慢
。

计算机技术在 田间设计
、

记

载本的制作和区域试验中没有充分应用
,

分子标记

等尚未进人实用 阶段
。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 (CI M M Y )T
、

美国和澳大

利亚等国家和组织在上述领域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

通过国际合作解决上述问题投资少
、

见效快
,

又能为

科研能力的提高培训人才
,

因此国际合作在小麦遗

传育种研究 中占有重要地位
。

2 国际合作的成绩

我们 的策略是 以小麦 品质改 良为主
,

兼顾抗病

性和产量潜力
,

采取常规育种与分子标记相结合
,

国

内协作与国际合作相结合
,

项 目发展与人才培养相

结合
,

做到信息和资源共享
,

建设一个综合性的国家

小麦育种项 目
,

并逐步融人国际小麦研究体系之中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

我们在小麦改

良方面充分利用 CI M M Y T 中国办 事处 的桥梁作用
,

积极与 CI M M Y T
、

澳大利亚
、

美国
、

法 国等开展合作

研究
,

近几年与国外合作承担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项 目包括
:

小麦 品质 改 良的应用基础研究 ( 2 0X() 一

2 00 2
,

重 点 项 目 3 99 3 O n 0 及 国 际 合 作 项 目

300 5 11 40 60 1 )
、

cI M M Y T 小麦在我 国春播麦区的适应

性分析 ( 2 00 1一 2 00 2
,

地区基金 3X() 6 0( 科 3 )
、

小麦多酚

氧化酶活性遗传分析及其与面 团颜 色关系的研究

( 2 00 3一 2X() 5
,

面上项 目 3 0 2 7 0 82 2 )
、

小麦籽粒硬度主

效基因的等位变异及其遗传学基础 ( 200 3一 2 00 5
,

地

区基金 30 2 6X() 61 )
、

小麦条锈和白粉病慢病性机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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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子遗传学基础研究 ( 2 020 一 20 04
,

重大国际合作

项 目 3 02 2 0 1 40 6 3 6 )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

学术水平

明显提高
,

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

主要进展总

结如下
。

2
.

1 创造和引进了一批材料和资源
,

为基础研究和

小麦育种提供了材料保证

特殊种质资源和目标明确的群体是育种工作和

遗传研究的基础
,

我们与 C IM MY T
、

澳大利亚悉尼大

学等合作
,

培育和引进 了与品质和抗病性有关的 1】H

或 IIR
曰

群体 8 个
,

即中优 9 507/ C A9 6 32
,

济麦 19/ 鲁

麦 21
,

荔垦 2 号 /豫麦 2 号
,

85 中 33/ 豫麦 49
,

百农

64 /京 双 16
,

A V( 工二E川P纪叭如
,

F 旧爪 a n a / D妊A 66
,

陇扣
r
刀卫泛入10 81 / sA

.

s q

~
,

PFA 〔J/ 倒 II[ 户闪刀风

麦 24
,

为分子标记和基因定位研究打下了 良好的基

础
。

从 C扒么公叮
、

美国
、

澳大利亚
、

法国
、

匈牙利
、

韩

国等引进各类种质 3 0 00 多份
,

其中包括慢粉性种

质 76 份
、

慢锈性 54 份
、

人工合成 小麦 1 13 份
、

优质

材料 3 00 多份
。

无偿向国 内 70 多个单位提供上述

材料
,

目前已广泛用于全国各地的育种项 目
。

2
.

2 小麦品质研究取得较大进展

我们与 C瓜呱仑丁
、

澳大利亚面包研究所和美国

农业部门小麦品质实验室进行全面合作
,

从 中国的

传统食品入手
,

建立起了研究领域广泛并与国际基

本接轨的小麦品质实验室
。

初步 明确了中国挂面的

选种指标以及面包与挂面对小麦品质要求的异同
,

研究了机制与手工馒头对品质要求的异同
,

改进和

规范了面条和馒头的评价方法
。

在国内率先开展了

小麦 籽 粒硬 度
、

出粉 率
、

面 粉 颜 色
、

多 酚 氧 化酶

(R飞) )等研究
。

发 现了两 个新 的硬度等位变异类

型
,

建立了籽粒硬度的快速常规测试方法
、

生化标记

和分子标记
,

并正在进行基 因克隆和功能验证
。

证

实了 R戌 ) 是引起鲜切面颜色褐变的主要原因
,

但对

挂面颜色影响很小
。

明确 了 R氏 ) 在 中国小麦 品种

中的分布现状
,

位于 2川
J

和 ZDL 上的两个主效 Q几

可分别解释 P氏 ) 活性变异的 50
.

0 % 和 29
.

1%
。

查

明了 I B / I R 易位系在我国小麦中的分布特点
,

建立

了 4 个低分子量亚基的生化和分子标记
,

提出了用

高低分子量亚基降低 I B/ I R 品质 负面影响的方法

和途径
。

提出的小麦品质区划方案已 由农业部发布

并在全国试行
。

育成了面包
、

面条和馒头品质皆优

的兼用型小麦新品种中优 9 5 07
,

已通过 4 省市审定
,

成为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品种
。

正在与澳大利亚面

包研究所和 C岱叭n T 合作制定标准化的实验室操作

手册
。

2
.

3 慢病性研究

针对垂直抗性易丧失的突出问题
,

借鉴国际上

在小麦慢锈性研究方面的成功 经验
,

我 们与 C D匹
-

N四T
、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合作正在开展小

麦条锈病和 白粉病的慢病性筛选和分子标记研究工

作
,

已初步摸清国内的抗源分布
,

并 已筛选出苗期感

病
、

成株期抗病的慢病性种质
,

分子标记正在进行之

中
,

将为慢病性的利用提供方法和材料
。

2
.

4 人才培养与信息交流

我们十分注意面 向全国的人才培训
、

国际交流

和信息共享
。

每年派遣 20 一30 人到 C丛心爪门
,

培训

或参加各类 国际会议
,

已与国外联合培养研究 生 6

名
。

举办了全国小麦育种学术研讨会
、

中 一 澳小麦

品质学术研讨会
、

小麦抗锈遗传育种学术研讨会等

双边会议
。

出版专译著 3 部
,

其中一本在国外出版
,

2 00 0一 20 0 3 年发表论文 2 5篇 (其中 哭 I期刊 4 篇 )
。

以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为平台
,

发展了中国
~

C D妊
一

M丫r 穿 梭育种
、

中 一 澳小麦品质研究
、

科技 部 一

C伽加叮r 人员培训 与种质交流
、

农业 部重大国际合

作项 目等
。

国际合作已成为我们研究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
。

2
.

5 国际合作促进国内协作

我们率先在全国分 区设立了优异材料观察圃
,

既促进了材料交换
,

又加强了国内单位间的联系
,

做

到了材料和信息共享
。

初步建立起高效率的全国小

麦协作网
。

3 体会

我们过去几年在小麦品质研究方面的进展在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合作
。

通过合作研究和人员交

流不仅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研究任务
,

更重要的是建

立了交流的渠道
,

培养了人才
,

将我们的研究融入到

国际研究体系之 中
,

从而保证立题的新颖性
、

选材的

典型性和代表性
、

方法的标准化 (对品质研究尤其重

要 )和手段的先进性
,

最终的研究结果不仅对国内的

生产和研究具有一定应用价值
,

同时对国际同行也

有重要参考价值
。

有关面条和馒头选种指标
、

籽粒

硬度
、

多酚氧化酶和 I B八 R 易位系等课题都是按照

这一思路进行的
,

从立题
、

实验设计到结果整理和论

文写作都有国外合作者的积极参与
,

因此研究工作

取得了较快进展
。

国际合作成为促进发展的重要因

素
,

也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
。

总体来说
,

我国小麦研究与国外尚有较大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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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

应把国际合作视为

整体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 国际合作中
,

必

须树立全局观念
,

注意保护知识产权
,

通过国内合作

和国际合作
,

形成本单位的研究特色和体系
,

变竞争

为共同发展
,

促进全国总体水平的普遍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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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酸钙 / 聚赖氨酸微囊化人工细胞的

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薛毅珑

(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
,

北京 100 8 5 3)

[关键词」 AP A 微囊
,

人工细胞
,

国际合作
,

自主创新

细胞疗法和体细胞基因治疗
,

是采用具有特定

功能的外源性细胞植入病体内
,

以补充病损细胞的

功能
,

达到治疗神经
、

内分泌及代谢疾病的作用
,

它

被认为将在本世纪取得突破性进展
,

用于临床治疗
,

造福于人类
。

与器官移植相 同
,

也面临着 移植物来

源不足和免疫排斥反应两大难题
。

常用于克服免疫

排斥反应的免疫抑制剂具有很大的毒副作用
。

国外

在人工细胞研究中尝试采用半透膜截割大分子免疫

活性物质的免疫隔离屏障技术
,

如中空纤维管
、

大包

囊
、

微囊及灌流小室等
,

在动物实验中取得了可喜的

苗头
,

特别是加拿大发展的海藻酸钙
一

聚赖氨 酸
一

海

藻酸钙 ( A p A )微囊技术较为成熟
。

1993 年 2 位中国

研究人员先后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理系 A
.

段汹

教授实验室 回国
,

带回了 A P A 微囊制作的基本 技

术
,

并于 19 94 和 1 995 年分别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和生命科学部面上项 目基金的

资助
,

开始了 A p A 微囊化异种组织细胞制备及移植

治疗的实验研究
。

为了在高起点上加快研究进度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专家经过多次论证
,

19 9 6 年以 100 万元的国际合作项 目专项基金果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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