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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基因种质资源的大门 

记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农科院研究员贾继增  

2005-4-5 来源: 科技日报  

  抢占基因种质资源制高点  

  顺着中国农科院作物所长长的甬道，推开国家种质库那扇厚重的大门，一股凉气迎面袭来，在一排排整齐的铁

柜里，摆放着33万份种质，数量居世界第一。这是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贾继增和全国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一起

用心血换来的。  

  多少个日日夜夜，贾继增和无以计数的科技人员，对中国独一无二的种质资源进行着无以计数的“发现”，忽

然有一天，他们从“发现”中省悟，这些丰富而又宝贵的种质资源并不能受到专利的保护。  

  一篇《种中国大豆侵外国权》的文章道出了忧虑，贾继增心急如焚。按照WTO《关于贸易方面的知识产权协

定》的解释，只有通过对某个基因进行标记或克隆，才有知识产权。就是说，中国农民种自己的品种，如果本国的

种质基因被外国人克隆，人家就有专利，这如同生自己的“孩子”要外国人发放“准生证”，还要交上一笔昂贵的

“生育费”一样。这是今天“基因大战”的严酷现实。没有知识产权，等于“为人作嫁”！  

  贾继增清楚地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每年发生的赤霉病给小麦造成高达2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却利用中

国的“苏麦3号”等种质资源克隆出抗赤霉病基因，解决了病害，可中国却毫无受益。  

  他觉得，基因克隆的研究无论如何耽误不得。为了打开种质资源这扇神秘的大门，将我国的种质资源优势转变

为基因资源优势，他参与到和对手竞争的基因争夺战，争分夺秒去抢占基因种质资源的制高点！  

  立不了项目他哭了  

  1985年，他搞的“优异种质资源”研究不在国家“七五”科技攻关之列，贾继增万分焦急。这么重要的项目为

什么不能立项？他找所长，找院长以至找农业部有关领导，反复强调立项的意义和重要。  

  怎么，就你的重要？就你的有意义？全国有那么多的重大项目，有那么多的科技人员，谁的项目不重要？对我

们来说，重要的应是理解。  

  理解？怎么个理解？这是为国家，为科研，为农民。并不是为哪一个人哪！  

  力争之余，他，一个七尺男儿，在领导面前竟哭了起来。困难时期，吃树皮树叶，他没有哭；工作上有委屈，

他没有哭；科研上有困难他也没有哭。可是，“农业艰辛，农村贫困，农民贫苦啊”。他这是为农业而哭；为农村

而哭；为农民而哭。“科研人员今天干的，不就是为了‘三农’，具体到我们，就是要用优异的种质资源，培育出

更好更多的品种为农民服务。可是，他的热情企盼、冲天干劲所为之奋斗的事业，要在“理解”的慰藉中自生自



灭，他能不哭？  

  当他的立项得到批准后，有人说，是贾继增的率真和执着，打动了人心。  

  创建世界最大的植物基因库  

  今年60岁的贾继增出生在河南偃师县农村。他是农民的儿子，心系农业，情系农民是他的一贯所为。1965年，

他在3张高考志愿表上，全部填写农业院校。后来，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1970年毕业后，分配

到陕西商洛一个山区中学当教师，就是当教师，也不忘搞小麦杂交育种和栽培实验。  

  1979年，他考入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在农业科研的道路上，一干就是20多年。焦裕禄是他心中

的偶像，每当谈起这位人民的好书记，他就热泪盈眶。在科研上，每遇一道难关，他都会以焦裕禄为榜样。  

  中国有13亿人口，粮食要上台阶。可水稻受水的限制。他看好颇有潜力并能耐旱的小麦。小麦的基因组学是水

稻的30－40倍，一旦有突破，就能产生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攻关，就是要把小麦的优异性状基因的关键部分找出

来。他没日没夜，废寝忘食，用严谨而又科学的态度做着学问。他发表了具有独到见解的《重视我国小麦优异性状

源的研究》论文。有了抗源，就能搞出更多更好的抗病品种。他立下壮志，“中国不仅要有世界上最大的种质库，

而且要建世界最大的基因库，使它成为农业发展与农民致富的‘基因银行’。”  

  克隆优异植物新基因  

  他成为国家“973”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农作物核心种质构建、重要新基因发掘与有效利用研究”的

首席科学家。为了开创基因资源学事业，十多年来，他和前辈、同事一起，筹建我国第一个作物种质资源分子生物

学实验室和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多少个不眠之夜，他任随科研的无边思绪飘散：我们所发掘的万千育种材料，竟没有育出相称的品种，他感到

可惜。那么，保存同一个组合突出的优异性状材料，就是保存几份携带相同的矮秆基因；矮秆材料携带的是矮秆基

因“源”，育出的品种则是“流”……他觉得自己很像一个终生跋涉的香客，满世界不停地寻找那忽隐忽现的神

殿。那都是躺在床上，思想碰撞出的科研火花。终于有一天，他克隆出我国特有的太谷核不育小麦基因，“神殿”

也偶然在此时出现。  

  几十年科学追求，他执着地寻找着、克隆着那些使小麦优质、高产、抗旱、抗病的新基因。构建出水稻、小麦

和大豆三大作物的核心种质，初步发现了中国三大作物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的分布规律，为遗传育种打下良好基

础。  

  每每谈到这里，他就兴奋。“我真幸运，在我们的团队，有德高望重的董玉琛院士、李振声院士、张启发院

士，是这些科学大家，给了我无私的帮助。”是他们甘当铺路石，让贾继增担纲课题。还有，一些兄弟单位和外国

友人也伸出援助之手。于是，他和同事一起，仅用二三年，就从绘制有上万条基因图谱中，获得小麦基因的主要部

分“全长cDNA”，并建起了小麦基因库。这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功能基因，它使中国成为目前世界上获得小

麦“全长cDNA”最多的国家之一。  

  贾继增先后发表论文80余篇，构建出高效发掘新基因的技术体系，使我国的种质资源研究发展到基因组水平。

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库中资源丰富，手中基因贫乏”的难题。这些重要的新基因，有的已用于生产，产生出很好

的经济效益。  

  贾继增还和同事们一起，培育出抗白粉病等一批优异新种质优异新种质，提高小麦产量5％至30％，解决了我

国小麦白粉病抗源缺乏的难题；开发出一批小麦新型分子标记，结束了我国小麦分子标记依靠国外的被动局面。他

说：“开发优异新基因，培育优异新品种，是我的使命和责任。”  



  心里想着他人唯独没有自己  

  1986年，贾继增被派到墨西哥国际小麦玉米中心进修3个月，没想到却提前一个月回国。这使所领导十分意

外。原来，5月初是北京小麦进行杂交的季节，他惦记家里的实验。领导为之感动：“派你这样的人出国真叫人放

心！”那时，别人回国，多是带回电器几大件，而他带回的却是试剂、药品、仪器和文献资料，这大都是他节衣缩

食花钱买来的。  

  1990年，他来到基因克隆最先进的英国剑桥实验室进修，他的研究是绘制小麦第6部分同源群连锁图。这是一

个人一年的工作量，此外，他又完成了抗白粉病基因的分子标记和小麦外缘染色体鉴定两个项目。相当于两个人的

工作量。每天，他9点上班，一直工作到夜晚甚至第二天凌晨。周末和节假日也在实验室度过。他的勤奋和出众被

英国人看中，“你到我们这里来吧。”贾继增说，“我们单位更需要我。”  

  所党委书记张保明说：“老贾不仅科研上出色，人品也出众，他的心里总想着他人，唯独没有自己。”除了科

研，他还经常组织各种活动，增强团队的凝聚和协作。他所领导的实验室60多人，他给每个同志过生日，就连学生

和临时工也不落下。团队里有的人病了，就是再忙，他也要上医院看望。有的博士出国在外，分房时，他跑前跑后

帮着解决。相反，他却忽略了自己的亲人。  

  有一年圣诞节，女儿制作了圣诞树、买了花靴子挂在墙上，盼着爸爸带给她一个新年的惊喜。可是，当他深夜

从实验室回来，女儿已经入睡。内疚之余，他给女儿写了一封短信，放入靴子以示祝福。近10年，他因工作太忙，

只看望年过八旬的岳父、岳母一次，今年春节，他计划一定要和全家人一起看望老人。最后，还是因为赶做论文未

能了愿。  

  他在业务上早有突出业绩，可到了47岁却还是助理研究员，他也曾有过苦恼，可默默地放在心里。  

  2003年4月，非典在北京蔓延，恰在此时，也是做小麦杂交的时节。作为博士生导师的贾继增坚持着带领学生

来到试验田。突然，一名学生发烧，贾继增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照顾她，并送她去了医院。农业部长杜青林这样评

价贾继增，“他是平时看得出，关键时站得出，危难时冲得出的好党员。”  

  贾继增取得的科研成就获得国内外同行的认可。他和他的团队，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农业部科技进

步奖。贾继增也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先进农业科技工作者”、“农业部

优秀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今年3月，农业部还在全系统开展了向贾继增学习的活动。  

  面对荣誉，贾继增给记者讲述了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看到的中国“鼍龙”纪念碑，那碑文上镌刻着，中国留学生

在祖国遭受日寇侵略的危急时刻，将投笔从戎，回国参加抗战的字样。他说：“与他们相比，我所做的算得了什

么？成绩应该属于我们的团队！”（ 本报记者 范建） 

 

贾继增在试验田里观察麦苗(人民日报记者 冯华/摄) 

首页 新闻首页 RSS新闻订阅 关闭窗口 

   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   

   协办: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承办:中国农业科学院网络中心 

联系我们: Webmaster#caas.net.cn 京ICP备0508373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