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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优良食昧核心种质美香 占2号及其衍生系统理想模式研究 

周少川 ， 李 宏 ， 黄道强 ， 卢德城 ， 周德贵 ， 王志东 

(1．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广州 510640；2．湖南农业大学，长沙 410128) 

摘 要：研究了优 良食味核心种质美香 占2号及其衍生系统在广州地区早、晚季的主要农艺性状和食味品质 

性状，并结合广东省区试结果提出美香占2号及其衍生系统理想模式。结果表明，早季食味品质与有效穗数 

呈显著正相关，与倒二叶宽呈显著负相关；产量与倒二叶宽呈显著正相关，与倒三叶宽呈极显著正相关。剑 

叶宽因子增加 1个单位，产量提高 6．O1个单位。在广州地区早季选种圃对美香 占2号衍生系统的产量和食 

味品质综合改良应注重有效穗多、剑叶宽大和每穗实粒数多单株的选择。晚季食味品质与剑叶宽和倒三叶 

宽呈显著负相关。着粒密度因子增加 1个单位，产量提高 5．41个单位。在广州地区晚季选种圃对美香 占2 

号衍生系统的产量和食味品质综合改良应注重大穗密粒、剑叶和倒三叶细长单株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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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Ideal M ode of Core Rice Germplasm M eixiangzhan 2 and 

its Pedigree with Good Eat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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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De．gui ，WANG Zhi．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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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ronomic traits and eating quality of core rice germplasm Meixiangzhan 2 and its pedigree gown in early 

and late seasons in Guangzhou areas were studied．Ideal mode of core germplasm Meixiangzhan 2 and its pedigree was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gained from regional trials in Guangdong Provinc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ating 

quality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productive panicle numbers per plant，whil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width of the 2 top leaf．its yield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width of the 2 

top leaf and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width of the 3 top leaf．The yield will increase 6．01 

units，as the factor of flag leaf width increases 1 unit．In early season selection at Guangzhou areas，in order to im— 

prove the yield of Meixiangzhan 2 and its pedigree and their eating quality，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select plant with 

more effective spike numbers，wider top leaf width and single plant with dense grain numbers per panicle．For late 

season crop，eating quality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widths of flag leaf and the 3 top leaf．The 

yield will increase 5．41 units as the factor of spikelet density per panicle increase 1 unit．Therefore，in order to corn— 

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yield of Meixiangzhan 2 and its pedigree and their eating quality，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select plant with larger panicles，heavy spikelet density per panicle and slender flag leaf and 3 top leaf for late sea— 

son at Guangzhou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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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籼稻与粳稻杂交，聚合产量和品质优 

势是水稻育种战略之一 。在南方籼稻区，利 

用美国光身稻(热带粳稻)与籼稻杂交进行产量 

改良已取得一定成效 ，但利用美国光身稻提 

高食味品质却鲜有报道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近年来应用水稻核心种质育种理论和材料体系 

育成的美香占2号及其衍生系列，是当前广东 

省食味品质最好的优质稻品种群 。为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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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具体育种材料系统的育种效率，又进一步建 

立了优质稻核心种质青六矮 1号及其衍生系 

统、绿珍占8号及其衍生系统、丰八占及其衍生 

系统 的 株 型 和 品 质 理 想 模 式 指 导 育 种 实 

践 ]，且效果明显 。，H]。本文报道优良食味 

核心种质美香占2号及其衍生系统的理想模式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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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以美香占2号及其衍生的9个品种(系)，黄 

美占、美丝占、美丝早、齐新占、美秀占、美新占、中 

美占、美七占和美齐占为供试材料 ，各品种(系) 

的亲缘关系见图 1。 

黄美d~Huaagmeizhan 

中美 d~Zhongmeizhan 

美丝早Meisizhao 

美丝占Meisizhan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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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香占2号及其衍生物系统系谱图 

Fig．1 Pedigree of Meixiangzhan and its derivatives 

2006年在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大 

丰实验农场(广州天河五山)进行水稻早、晚季田 

间试验，早季3月 5日播种，4月7日移栽，晚季 7 

月 22日播种，8月4日移栽。试验按随机区组 3 

次重复设计，每小区6行区，每行栽6棵、行株距 

为16．7 cm进行单苗移栽。栽培管理遵循常规正 

常管理。田间调查始穗期、齐穗期，每小区随机调 

查 1O株，成熟期调查株高，剑叶长、宽，倒二叶长、 

宽，倒三叶长、宽。每小区随机取样 10株进行室 

内考种，考种项目包括：每株有效穗数、穗长、每穗 

总粒数、每穗实粒数、千粒重等5项性状。食味品 

质按优质稻国标(GB／T 17891-1999)的要求，由 

10人组成的专家组综合评分取得均值。 

应用 SAS软件(版本 SAS9．1，简体中文)对 

性状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其中：利用 PROC ANO- 

VA进行方差分析，并对主效应进行 LSD检验；利 

用PROC CORR进行皮尔逊积矩相关分析，得出 

两两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利用 PROC PRINCOMP 

进行主成分分析；利用 PROC REG进行无截距的 

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美香占2号、齐新占、美丝占、美秀占、黄美占 

和美新占等品种(系)参加广东省区试，验证育种 

成效。 

2 结果与分析 

2．1 主要农艺性状均值及多重比较 

由表 1可见，供试材料的主要农艺性状均呈 

显著差异 ，食味品质相对稳定，美香 占2号早、 

晚季食味品质无变化(85分)，均为最高。早季 

食味品质除了美七 占(77分)未达到国标二级 

标准外 ，其他 9个参试种均达到国标二级；晚季 

食味品质除了美新 占(79分)和美七占(78分) 

接近国标二级标准外，其他7个参试品种均达 

到国标二级。可见美香 占 2号衍生系统早、晚 

季食味品质基本保持国标二级水平，农艺性状 

改 良有了明显变化。 

早季产量比美香占 2号增产的品种有美新 

占、齐新占、黄美占和美七占，但差异不显著；晚季 

产量比美香占2号显著增产的品种有齐新占、美 

丝占、美秀占、美新 占，说明晚季以美香占2号为 

基础的产量改良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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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供试材料主要农艺性状均值及多重比较 

Table 1 Mean values of agronomic characters of cuhivars(1ines)tested and multiple comparisons 

1．同行数据后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在 0．05水平差异显著(DMRT法)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on the same row showed sin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DMRT method)． 

2．Y=Yield；PP：Productive panicle per plant；SP=Spikelets per panicle；FG =Filled grain；SS=Seed setting rate；GW =1 000一grain 

weight；PH=Plant height；PL=Panicle length；SD= Spikelets density per panicle：LFL=Length of flag leaf；WFL=Width of flag leaf； 

LST=Length of 2M top leaf；WST=Width of2Ⅱd top leaf；LST=Length of 3rd top leaf；册 =Width of 3Id top leaf；SQ=Score of quality 

3．食味分为单个值 ，无重复试验。Score of quality was cachlated without repeat tests． 

每株有效穗数早、晚季最多的均是美香占2 

号(7．0 株和7．6 株)，齐新占和中美占早、 

晚季与美香占2号差异不显著，美丝占、美丝早和 

美秀占早季与美香占2号差异显著，但晚季美香 

占2号差异不显著。每穗总粒数、每穗实粒数早、 

晚季最大的品种均为美新占(210．6粒和 173．4 

粒)，中美占、美新占、齐新占和美秀占的晚季每 

穗总粒数处于最高水平(193．2～181．0粒)；晚季 

每穗实粒数，中美占、美秀占、美丝占、美新占、齐 

新占、美丝早和美齐占处于最高水平(166．9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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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粒)，而美香 占2号每穗总粒数、每穗实粒 

数早、晚季均处于参试材料最低值。千粒重早、晚 

季最大的是美七占(均为 l9．7 g)，最小的品种为 

中美占(14．5 g和 14．2 g)。除晚季剑叶长差异 

不显著外，后三片功能叶长和宽均呈显著差异。 

说明美香占2号衍生系统的产量改良是在保持较 

多有效穗的基础上，通过增大穗粒数获得。后三 

片功能叶形态与产量的关系值得研究。 

2．3 相关分析 

由表2可见，早、晚季供试材料食味品质与产 

量没有显著相关。早季食味品质与有效穗数呈显 

表 2 供试品种 (品系)性状相关系数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characters of cultivars(1ines)tested． 

产量Y 

有效穗 

PP 

每穗实 

粒 FG 

每穗总 

粒数 SP 

结实率 

SS 

千粒重 

GW 

株高 

PH 

穗长 

PL 

着粒密 

度SD 

剑叶长 

LFL 

剑叶宽 

WFL 

倒二叶 

长 LSL 

倒二叶 

宽WSL 

倒三叶 

长 m  

倒三叶 

宽 W11L 

0．137 0．003 0．159 —0．425 0．341 —0．201 0．189 0．113 0．321 0．32 —0．0690．645 0．119 0．831” 一0．354 

— 0．02 0．35 0．39 —0．307 0．214 0．625 —0．34 0．48 0．088 0．033 0．025 0．156 0．273 —0．016—0．409 

— 0．614—0．449—0．139—0．425 0．607 —0．486—0．339—0．159—0．513—0．188—0．478 0．218 —0．1810．668 

0．149 —0．037 0．384 —0．613—0．165—0．296 0．o71 —0．506—0．338 0．132 0．172 0．315 —0．431 0．496 

0．946” 一0．34 —0．042—0．236 0．331 0．879 0．026 0．653 0．274 0．469 —0．269 0．373 —0．405 

0．925 ‘ 一0．4 —0．457 0．439 0．036 0．795 0．248 0．085 0．486 0．274 0．158 0．003 —0．098 

— 0．625—0．035—0．017 0．168 0．972 0．118 0．701 0．282 0．564 —0．146 0．465 —0．428 

— 0．717 一0．393 0．429 —0．1390．929 0．17 0．241 0．452 0．244 0．055 0．06 —0．28 

0．04 —0．489 0．318 —0．707 一0．257—0．436—0．173—0．525 —0．24 —0．444 0．279 

0．095 —0．244 0．384 —0．778 0．024 —0．426—0．229 —0．09 0．143 —0．153 0．508 

— 0．216 0．464 —0．155 0．523 0．506 0．165 0．515 0．195 0．347 —0．51 

0．029 0．18 —0．412 0．319 0．444 —0．187 0．132 0．023 0．564 —0．612 

— 0．535 0．107 0．086 —0．O93 0．102 —0．229 0．249 —0．264 0．332 

— 0．35 0．507 0．037 0．254 —0．O41 0．471 —0．07 0．261 —0．183 

— 0．07 0．004 0．486 0．373 0．479 —0．017 0．516 —0．024 

— 0．4950．840 一0．288 0．296 —0．478 0．335 —0．099 0．211 

0．114 0．587 0．197 0．456 —0．144 0．347 —0．427 

— 0．16 0．304 0．28 0．374 —0．078 0．078 —0．325 

0．49 0．594 0．512 0．635’ 0．426 —0．577 

— 0．039 0．39 —0．344 0．462 0．048 —0．O91 

O．5l1 0．750 0．122 0．611 —0．482 

0．209 0．757 一0．0760．863”一0．705 

0．438 0．763” 0．378 —0．025 

0．192 0．675 0．170 —0．188 

0．265 0．891 0．640 

一 0．0670．732 一0．445 

0．255 0．063 

— 0．204 0．O95 

— 0．409 

— 0．757 

：表示在0．05水平差异显著； }：表示在0．01水平差异极显著。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 ：Shows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1 leve1． 

Y =Yield；PP=Pr0ductive panicle plant-1：S=Spikelets；FG =Fi~ed grain；SS=Seed setting rate；GW =1 000-grain wieght；PH =Plant 

height；PL=Panicle lerIsth；SD = Spikelets density Per panicle；LFL=Length of flag leaf；WFL=Width of flag leaf；I．ST=Length of 2nd top 

leaf；WST=Width of2“ topleaf；LST=Length of 3rdtopleaf； T=width of3 topleaf ；SQ=Score of eating q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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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相关(0．668)，与倒二叶宽呈显著负相关 

(0．705)，说明选择有效穗数多和倒二叶较窄的 

品种有利于食味品质的提高；产量与倒二叶宽呈 

显著正相关(0．645)，与倒三叶宽呈极显著正相 

关(0．831)。因此通过选择倒二、三叶宽提高产 

量的和改良食味品质是有矛盾的。 

早季供试材料的每穗实粒数与每穗总粒数和 

着粒密度呈极显著正相关(0．946，0．879)，每穗 

总粒数与着粒密度呈极显著正相关(0．972)，结 

实率与着粒密度呈显著负相关(0．707)。说明该 

衍生系统每穗总粒数较多时，着粒密度较高，但结 

实率较低。剑叶宽与倒二叶宽呈显著正相关 

(0．750)，剑叶宽与每穗实粒数、每穗总粒数都呈 

显著正相关(0．653，0．701)，说明该衍生系统剑 

叶宽的品种通常是大穗型品种。倒二叶长与倒三 

叶长呈极显著正相关(0．763)，倒二叶宽与倒三 

叶宽呈极显著正相关(0．891)，说明该衍生系统 

的早季倒二、三叶形态相似。 

晚季食味品质与剑叶宽和倒三叶宽呈显著负 

相关，说明选择剑叶宽和倒三叶宽较窄的品种有 

利于食味品质的提高。穗长与剑叶长呈极显著正 

相关(0．840)。 

与早季相近，晚季供试材料的每穗实粒数与 

每穗总粒数和着粒密度呈极显著正相关(0．925， 

0．795)；每穗总粒数与着粒密度呈极显著正相关 

(0．929)，结实率与着粒密度呈极显著负相关 

(0．778)。说明该衍生系统晚季每穗总粒数较多 

时，着粒密度也较高但结实率较低。剑叶宽与倒 

二叶宽呈显著正相关(0．757)；倒二叶长与倒三 

叶长呈显著正相关(0．675)，倒二叶宽与倒三叶 

宽呈显著正相关(0．732)。而且晚季剑叶宽与倒 

三叶宽呈极显著正相关 (0．863)，说明该衍生系 

统晚季后三片功能叶形态很相似。 

2．4 主成分分析 

为了能更充分地解析影响产量的信息，对供 

试材料早、晚季主要农艺性状进行了主成分分析 

(见表 3)。 

表 3 产量入选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 

Table 3 Selected eigenvalues and eigenvectors of yield 

Y=Yield；PP=Productive panicle plant一1：S=Spikelets；FG=Filled grain；SS=Seed setting rate；GW =1000·grain wieght；PH =Plant 

height；PL=Paniclelength；SD ： Spikelets density per panicle；LFL=Length offlagleaf；WFL=Width offlagleaf；I
_ST=I七ngtll of2 top 

leaf；WST=Width of2”top leaf；LST=Length of 3 top leaf；wITI’=Width of3 top leaf：SQ=Score of eat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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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见，早季第一(，1)、第二(，2)和第三 

(厶)主成分的特征向量中剑叶宽、着粒密度、株高 

的值分别最大，故分别将 ，1、，2和 ，3称之为剑叶宽 

因子、着粒密度因子和株高因子，， 大的品种(系) 

表现为剑叶宽和倒二叶宽大，每穗实粒数多；，2大 

的品种(系)表现出着粒密度疏、千粒重大和倒三 

叶长长；厶大的品种(系)则表现株高高，倒三叶长 

长和结实率低。3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已达 

77％，计算出各个产量的主成分值g。、g：和g，，再 

用这些数据与产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标准回 

归方程为Y=6．01I，+5．1912+2．3213。其决定系 

数为 99．51％，F检验达极显著。产量与剑叶宽 

因子和着粒密度因子分别达极显著和显著正相 

关，与株高因子关系不大。剑叶宽因子增加 1个 

单位，产量提高6．01个单位。 

晚季第一(， )、第二(，2)和第三(，3)主成分 

的特征向量中着粒密度、倒三叶宽、剑叶长的值分 

别最大，故分别将 ，1、，2和，3称之为着粒密度因 

子、倒三叶宽因子、剑叶长因子，， 大的品种(系) 

表现为着粒密度大、每穗实粒数和每穗总粒数多； 

，2大的品种(系)表现出倒三叶宽大、千粒重大和 

剑叶宽大；厶大的品种(系)则表现出剑叶长长、穗 

长长和倒二叶长长。3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已 

达73％，计算出各个产量的主成分值g g：和g ， 

再用这些数据与产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标准 

回归方程为 Y=5．411 +9．4212+6．431s。其决定 

系数为 99．64％，F检验达极显著。着粒密度 因 

子增加 1个单位，产量提高5．41个单位。 

2．5 省级区试验证 

2003—2007年广东省区试结果(见表 4)验 

证了齐新占、美丝占和美秀占在产量和抗性方面 

比美香占2号有了显著的提高，是参试的美香占 

2号衍生系统 中较好的品种。美香 占2号 2003 

年参加广东省晚季区试，平均产量为5 309．1 kg／ 

hm ，比对照粳籼 89减产 14．17％，减产极显著； 

2004年晚季复试，平均产量为5 643．2 kg／hm ，比 

对照减产 11．7％，减产极显著；2004年晚季生产 

试验平 均产 量 5 377．7 kg／hm ，比对照减 产 

8．21％；日产量47．6—50．1 kg／hm ；中感稻瘟病 ， 

中B、中 c群和总抗性频率抗性频率分别为 

76．5％、77．8％和 75．7％，病 圃鉴定穗颈瘟为 

6级，叶瘟为 4．67级；中感 白叶枯病(5级)；2006 

年 1月通过广东省品种审定。美丝 占2004 年晚 

季参加广东省区试，平均产量 6 055 kg／hm ，比对 

照粳籼 89减产5．55％，减产不显著；2005年晚季 

复试，平均产量 5 574．3 kg／hm ，比对照粳籼89 

减产 8．89％，减产极显著；2005年晚季生产试验 

平均产量5 931．3 kg／hm ，比对照减产8．75％；日 

产量 51．2～54 kg／hm ；抗稻瘟病，中 B、中 c群 

和总抗性频率分别为 100％、81．8％和 94．1％，病 

圃鉴定穗瘟 3级，叶瘟 2．67级；中抗 白叶枯病(3 

级)；2006年 5月通过广东省品种审定。齐新占 

在2005年早季参加广东省区试，平均产量 5 630．6 

kg／hm ，比对照种粤香占减产 4．07％，减产不显 

著；2006年早季复试，平均产量 5 579．3 kg／hm ， 

比对 照粤香占减产1．79％，减产不显著；2006年 

表 4 美香占2号及其衍生系统在广东省区试产量表现 

Table 4 Yields of Meixiangzhan 2 and its derivatives in Guan gdong regional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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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季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5 477．7 kg／hm ，比对照 

减产0．39％；日产量42．3～43．65 kg／hm 公斤； 

中抗稻瘟病，中B、中c群和总抗性频率分别为 

71．05％、75％和73．91％，病圃鉴定穗颈瘟为 5 

级，叶瘟为 3．67级；2007年通过广东省品种审 

定。美秀占2007年早季在广东省区试预试产量 

为6 193．9 kg／hm ，比粤香占增产 2．32％，大田未 

发现稻瘟病和白叶枯病，提升2008年早季广东省 

区试。黄美占和美新占在广东省区试中综合表现 

欠佳，未能进一步参试被淘汰。 

广东省区试 l6个试点的平均值显示出齐新 

占、美丝占和美秀占均是通过提高每穗总粒数和 

每穗实粒数获得产量的提高的。 

3 讨论 

3．1 理想株型与理想模式 

关于株型育种，国际水稻研究所、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湖南省农 

业科学院等相继设计出适合本生态区的高产理想 

株型模式。例如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设计的早晚兼 

用型超级稻株型模式为：株高 105～115 cm，每穴 

9—18穗，每穗 150～250粒，根系活力强，生育期 

115～140 d，收获指数 0．6，产量潜力 13—15 t／， 
hm-2(15～19]

。 对于特定的育种材料体系和育种所 

在地来说，如何领会、深化本生态区的高产理想株 

型模式，建立育种工作者可操作的育种理想模式 

是必要的。 

美国现代品种因其米质和产量的综合性状均 

衡，特别是其中等直链淀粉含量、无垩白等优点得 

到我国育种家的重视。而且美国品种属适应高光 

强生态型，与华南早籼适应低光强生态型品种，如 

桂朝 2号、七桂早25的性状互补，容易产生超亲 

优势。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利用美国品种 Lemont和广东推广品种七桂早 25 

组配成功化杀法两系杂交稻 Lemont／七桂早 25， 

其杂种产量比双亲显著高产，而且米质好_20'2 ， 

但由于化杀法本身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 

杂交组合未能在生产上大面积种植。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两代科技人员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调整育 

种策略，终于以集合了澳州袋鼠丝苗血缘的丰澳 

占为轮回亲本两次回交 Lemont，应用水稻核心种 

质育种方法，育成了美香占2号l卜 。并在短时 

间内，参照青六矮 1号衍生系统理想株型模式 

相继育成了美丝占、齐新占等多个优质品种，可见 

理想模式对于提高育种效率是有实际指导意 

义的 。 

3．2 美香占2号及其衍生系统理想模式 

综合本试验分析结果，在广州地区早季选种 

圃对美香占2号衍生系统的产量和食味品质综合 

改良应注重有效穗多、剑叶宽大和每穗实粒数多 

单株的选择，其具体指标为：每株有效穗数6．1穗 

以上，株高 105．8 cm左右，穗长21．7 cm以上，每 

穗总粒数 167粒以上，每穗实粒数 145粒以上，结 

实率87％左右，千粒重17 g左右，剑叶长32．7 cm 

左右，剑叶宽1．65 mm以上，倒二叶长49．9 em左 

右，倒二叶宽 1．41 mm以上，倒三叶长 55．4 em 

左右，倒三叶宽1．14 mm以上，食味品质82分以 

上。晚季选种圃对美香占2号衍生系统的产量和 

食味品质综合改良应注重大穗密粒、剑叶和倒三 

叶细长单株的选择，其具体指标为：每株有效穗数 

7．3穗左右，株高 105 cm左右，穗长 21．8 cm左 

右，每穗总粒数180粒以上，每穗实粒数160粒以 

上，着粒密度 82．6 l0 cm以上，结实率 90％左 

右，千粒重 17 g左右，剑叶长 37．6 cm以上，剑叶 

宽1．78 mm以下，倒二叶长52．2 cm以上，倒二叶 

宽 1．43 mm以下，倒三叶长 54．8 cm以上，倒三 

叶宽 1．13 mm以下，食味品质 81分以上。这样 

的系统选择有利于在高产的基础上，同时获得优 

良的食味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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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水稻高产优质抗病虫害的聚合分子育种研究 

课题编号：2006AA10Z1F7 

课题内容、目标： 

从三个层面设计主要研究内容，即水稻聚合 

分子育种技术体系研究，生物技术、常规育种技 

术和分子辅助选择技术相结合创制新种质，聚合 

多个优良目标性状培育出优质、高产、广适应性 

水稻新品种。具体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水稻优 

良基因的精细定位与高通量分子标记；水稻分子 

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的比较研究，分子标记辅助 

【863课题介绍】 

课题名称：奶牛乳腺炎抗性育种研究 

课题编号：2006AA10Z1 D9 

课题内容、目标 

对奶牛乳腺炎候选基因进行 SNPs的多态 

性分析及与乳腺炎的相关性分析，通过体细胞 

评分(Somatic Cell Score，SCS)确定具有显著影 

响的SNPs，并扩大群体进行验证。 

课题进展 

1．对试验牛群完成血样采集及 DNA的提 

选择聚合优良基因，创制水稻新种质；优质超高 

产广适应性水稻新品种(组合)选育。 

课题进展 ： 

1．定位了稻瘟病广谱抗性新基因Pi．e( )。 

2．对Pi—e(t)和 Xa-4进行 了分子标记辅助育 

种。3．已育成通过省级和国家级审定 品种 20 

余个。4．发表论文10余篇。5．部分内容获得 

2007年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取工作。2．完成 Toll样受体基因、牛自然抗性 

相关巨噬细胞蛋白基因等6个基因的的21个 

SNPs和12个SSR的多态性检测。3．发现 10 

个新的SNPs，找到对SCS有显著影响的SNPs 

11个，在 GenBank中登录序列2个。4．已发表 

论文8篇，参与制定1项地方标准，联合培养硕 

士研究生6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