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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物遗传资源利用 的广 阔前景

中国是作物遗传资源 的古 国和大 国
,

对作物遗传

资源 的利用具有悠久的历史 和丰富的经验
。

到

年 月 止
,

中国 已 收集保存 多种 类 作物遗传

资源 万份 包括从 国外引进 的约 万份
,

分属

多个种 含亚种
。

据粗略统计
,

其 中已 被利用 的

资源数约 占保存总数 的 一
。

近 年来 中国

选育 出的作物新 品种 多个
,

估计利用 的遗传资

源数在 个 以 上
。

据统计
,

一 年 的

年 间
,

中国育成水稻 品 种 个
,

利 用 国 内外优异遗

传资源 近 。。个
。

一 年十年间通过 国家科

技攻关项 目约对 万份作物种质进行 了表型性状鉴

定
,

初步筛选 出单项或几项性状优异 的种质约 万

个
,

其 中在 这 年 间提 供 育种 和 生 产利 用 的 约 有

个
,

仅为提供鉴定评价资源总数的
。

近年来

中国通过考察新收集的作物遗传资源近 万份
,

大部

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研究和利用
。

一些小杂粮
、

经济

作物和 园艺作物和一些原产作物的野生种
,

均有丰富

的遗传资源有待进一步收集和开发利用
。

因此
,

中国

作物遗传资源 的利用具有 巨大潜力和广 阔的前景
。

由每 增 加 到
,

小 麦 品 种植株 由高

变矮
,

千粒重 由小变大 抗病性不断增强
,

成熟期愈来

愈早
。

一 年
,

中国育成种植 面 积在 万
“ 以上 的小麦品种 个以 上

,

其 中种植面积达 到

万
卫 以 上 的 个

。

中国玉米杂交种 的推广面积

已 占 玉 米 种 植 面 积 的 一 使 每 由

提高到
。

棉花经过 了六 次品种更新
,

共育 成 多个 新 品 种
,

使每 从 提 高 到

以上 成为世界 主要产棉大 国
。

至 年 中

国选 育甘 蓝 型 油 菜 品 种 系 个
,

选 育 的甘 蓝 型
“

三系 ”配套
“

秦油 号
”油 菜

,

平 均 每 以

上 是世界上第一个大面积应用于生产的杂交油菜 品

种
。

近 年来 中国作物遗传资源利用新进展

中国作物遗传资源利用 带来的 巨 大效益

由于作物遗传资源在作物育种上 的利用
,

建国以

来
,

中国主要作物品种更新换代 次
,

良种复盖率

达到 以上
,

为粮
、

棉
、

油单 产 和 总产 的提高发挥

了巨 大作用
,

给农业带来 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

据统计
,

年
,

中国粮食单产从每

多 提 高到 多
,

粮食 总 产从 亿

提高到 亿
,

分别增加 了 倍和 倍
,

主要是靠 品种更新来实现的
。

其中
,

水稻经过 四 次品

种更新
,

每 从 提高到
。

水稻
“
野

败 ”型资源 的发现和利用
,

实现 了杂交釉稻三系配套

并大面积推广利用
,

至 年累计增产粮食 亿
,

是中国水稻生产上 的一次革命
。

据专家估计
,

水

稻矮秆基 因和雄性不育基 因 的发掘和利用分别使我

国水稻产量增加 以 上
。

小麦经过 四次品种更新
,

水稻 利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
,

获得一批创新

品 系 用作亲本
,

并育成
“

桂野 丝 苗 ”成 为广 东主栽 品

种
,

在南方 省大面积种植
。

釉粳杂交选 育而成的广

亲 和 强 恢 复 系 “
中

” ,

配 制 成 的 “ 协 优
、

协 优
”等系列超高产亚种 间杂交稻新组合

,

在南方稻 区

大面积推广
。

从引进釉稻 中选育成 的强耐盐品种
“

’’已 在 沿 海 碱 地 大 面 积 种 植
。

引 进 的 釉 稻 品 种
“ 一 ”

及其衍生 品种 个
,

推广面积达 万

以上
。

引进的巴西旱稻开始在全 国试种推广
,

将为水

稻节水栽培作出重要贡献
。

小麦 利用
“ 矮丰 号 ”、 “

孟县 ”和
“

牛朱特
”

德国 三个资源创造 出矮秆
、

多抗
、

高产新种质
“
矮孟

牛 ” ,

用其培育 出 个 品种推广利用
,

产生 了显著 的

经济效益
。

首次成功地将黄矮病抗性基 因从 中间堰麦

草导人普通小麦
,

育成 中间堰麦草易位 系
,

为小麦抗

黄矮病育种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

首次将冰草对 白

粉病
、

条锈病免疫 和高抗黄矮病
、

赤霉病及抗旱等优

异性状基 因导人小麦
,

获得一批遗传稳定 的新种质

已提供 多个单位有效利用
,

其 中
“ 一 ”

强抗旱
、

多分集
,

可为旱地育种上取得突破
。

鉴定出 的冬小麦
“ 一

’’耐 盐
、

丰 产 已 在 黄河三角洲 麦
、

棉复 种地

区 大面积推广
。



中俊作物雄传资源的料薄肴何巍澳建淡

杂粮作物 利用鉴定 出的玉米强抗冷 自交系培育

出
“

红玉 号
” ,

使我 国玉 米栽培北界推移 到北 纬
“

‘

利用鉴定 出的玉米高油种质育成含油量 比普通玉

米高 一 倍 的杂交种
。

利用对高粱丝黑穗病免疫的
“ 一 ”和抗高粱蚜 的

“ 一 ”两个恢复系
,

育成的杂交

高粱
“
沈杂 号

” ,

累计推广 万 以上
。

谷子
“ 日

本 日 ”的引进和利用
,

基本上控制 了 中国多年来未

解决的夏谷谷瘟病大流行造成的危害
。

引进绿豆
“
中绿

一 号
”

种植面积 占全国绿豆总面积的

以上
,

实现了全国绿豆品种第一次更新换代
。

棉
、

麻 利用乌干达棉
、

墨西哥 培育 出的
“

中

棉 号 ” 、 “

泅棉 号
”在黄河

、

长江流域大面积推广

从美 国引进 的棉 花新种 质
“

中引
”和

“

早 探
”
表现

超高产 和铃期短 引进 的有色棉市场前景 看好
,

已 开

始 生产利用
。

从美 国引进的红麻
“ 一 ”

表现高

产
、

抗病
、

适于造纸
,

已 大 面积推广
。

油料作物 利用大豆半野生种和栽培种杂交创造

出改 良种质
“ ” ,

用其育成了一系列丰产
、

抗病品种
,

其 中
“

铁丰
”
年种植面积已达 万

“ 以上
。

大豆创

新种质
“
中野 号 ”具有野生血缘

,

表现丰产
、

优质
、

耐盐

碱
、

耐旱
,

已在华北
、

华东地区推广利用
。

利用鉴定出的

花生高抗青枯病种质育成了一大批高抗青枯病丰产品

种
,

已在南方 万 “
病地推广

,

有效地控制了南方花

生主产 区青枯病这一主要病害 利用野生花生抗病
、

抗

逆种质育成一批有希望的种 间杂交种
,

其 中“ ”已

在山东等地推广 万 以上
。

果树 从 日本引进 的富士苹果推广面积达 万

以 上
,

成 为北方几个省 的支柱产业
,

并用 其作 亲

本育成一批超过 富士 的新 品种
。

筛选 出 的葡萄 品种
“

郑州大无核
” ,

平均 粒重 一
,

是 国 内发现 的果粒

最大的无核葡萄品种
,

已 开始大面积推广
。

引进 的油

桃及其改 良品种 已 成为人们熟悉 的果 品
。

利用地方品

种
“
锦橙 ”育成 的甜橙 品种

“

中育 号
” 已 在 云

、

贵
、

川

大面 积推广
,

效益显 著
。

新疆 良种 核桃表现早 实
、

优

质
、

穗状结果
、

矮化
,

在生 产上 推广
,

将 改变 中国原有

的核桃生产模式
。

矮化短枝板栗和大果型板栗的推广

将再次改变板栗生产 的面貌
。

耐热
、

耐贮草墓 品种
,

已

成为南方草幕产 区 的主栽 品种
。

经过驯化的野生弥猴

桃优 良株系的推广
,

已使其成为一种新 的水果
。

日本

甜柿
、

美国红提葡萄
、

欧洲黑李 和 国内的梨枣
、

有色梨

等一批优异水果 已 成为果 品市场上 的新 品种
。

还有一

大批优异果树种质正在研究利用之 中
,

其长远效益将

难 以估量
。

蔬菜 以 湖南辣椒地方优异资源 为亲本
,

育成湘

研
一

号辣椒系列 品种
,

在全 国 个省市推广
。

云

南黑籽南 瓜作 黄瓜嫁 接砧木增 产 一
,

已 在

全 国推广
。

水生蔬菜仅莲藕就从其丰富的资源 中选育
出 早

、

中
、

晚 熟 配 套 品 种 个
,

在 全 国 个 省 推 广

万 以上
。

菜豆
、

更豆
、

黄瓜
、

大白菜
、

甘蓝
、

辣

椒新 品种
,

以 及一批新引进 和新开发的蔬菜新 品种陆

续进入市场
,

大大丰富 了中国的
“

菜篮子 ”工程
。

中国作物遗传资源利用 中的问题和建议

中国作物遗传资源 的利用 主要通 过提供育种亲

本 间接利用 和提供生产直接利用二种途径
。

目前 由于

种种原 因
,

这二 种利用途径均受到不 同程度的限制
,

形成一方面遗传资源丰富
,

一方面可利用 的育种 亲本

材料贫乏
,

作物育种苦于难 以 突破 的被动局面
。

究其

原 因主要 有 ①现有 可 利用 的遗 传 资源 遗传基 础狭

窄 ②对大量收集保存 的遗传 资源缺乏深入研究
,

鉴

定评价基本停 留在表型 上
,

因而不能真正 明确其利用

价值 ③人工改 良和 创造新种 质 即创新研究薄弱
,

因

而对 已有 的优异种质开发利用较差
,

限制 了遗传多样

性 的广泛应用 ④对种质创造者和育种者缺少知识产

权保护
,

不利调动新种质
、

新 品种育成者的积极性 ⑤

国家对作物遗传资源基础性研究工作 的管理 和投人

力度较小
,

资金缺乏
,

设备落后
。

因此
,

要使 中国 已 收集保存的丰富的植物遗传资

源在近期 内取得更大效益
,

建议 ①由政府部 门增加

作物遗传资源基础性研究工作的投人 ②制订相应政

策法规
,

处理好 资源 利用 中的各种关 系
,

调动作物遗

传资源 和育种科研人员 的积极性 ③加强主要作物优

异资源
、

野生资源 和未充分利用作物资源 的开发利用

研究 ④培养一批 热爱作物遗传资源事业
,

在作物遗

传资源利用研究上有造诣的 中青年研究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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