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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这只是一个小环节。”高翔感

慨，一个小麦品种的培育，往往需要
10余年时间。

今年，高翔教授团队选育的西
农9112通过国审，在产量与抗倒伏
方面表现优异。在区域试验中，该
品种连续两年增产超过5%，生产试
验增产3.7%。

龙口夺粮，“机”不可失。机械
化收割，不仅节约人力物力，还能
保证小麦的品质和产量。而抗倒
伏性，是决定小麦能否机收的关键
性状。

“长得齐整的麦子，机收1亩地
的费用是60多元，但如果麦子倒
了，收割成本就会大幅增加。”高翔
解释其中的门道，“碰到倒伏小麦，
机器收割台要紧贴地面，还得逆着
小麦倒下的方向收。收割机要进一
下、退一下，才能确保收割完整。不
仅效率低，还容易伤机器。”

培育一个好品种，不仅需要汗水
的“浇灌”，还要有对这份事业的情怀。

小麦品种选育，关键在“挑选”。
如何从成千上万的株穗系中选中合
适的品种？高翔始终记着老师的一
句话——要学会与小麦对话。

“选种”有科学的技巧，要适应
农时。高翔说：“播种出苗、分蘖生
长，不同时期，要关注小麦的不同性
状，了解其耐冻耐旱、抗病抗倒伏等
生长发育特性。”这需要顶着太阳，
一遍遍去地里观察，记录一组组数
据，还要耐得住寂寞，进行数十年选
育与淘汰的“重复”操作。

“有了足够的积累，之后的一切
才能水到渠成。”高翔说。

一列创新驱动的育种“动车组”

西农877小麦品种通过国审，
是一次强强联合的结果。

2018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

学院进行团队重组，希望改变以往
科研团队“单打独斗”的模式，通过
学科交叉实现优势资源互补。

彼时，擅长抗病遗传资源挖掘
的教授韩德俊与研究冷型小麦的
副教授王长发、研究耐热分子育种
的副教授郑炜君和从事细胞工程
育种的副教授李春莲进行团队整
合，组建了小麦抗病遗传与分子育
种团队。

一列小麦育种的高速“动车
组”——这是带头人韩德俊对团队
的评价。

“我负责小麦种质资源发掘与
种质创新，品种的优势是抗病性
好。王长发老师研究生态育种，品
种的优势是丰产和稳定性好。郑炜
君老师负责耐热、抗逆基因资源挖
掘，李春莲老师负责基于小孢子培
养的单倍体育种。”韩德俊告诉记
者，团队成员各有所长，就像自带动
力的车厢，组合在一起跑出了育种

“加速度”。
西农877是小麦抗病遗传与分

子育种团队培育出的第一个国审小
麦品种，证明了团队研发模式的有
效性。

“相比于传统育种模式，我们的
优势在于快与准。我们清楚小麦育
种所选亲本的基因组特点，知道抗
病、耐逆等优良基因散落在哪些种
质资源里，通过分子辅助育种选择
等技术，可以实现优异基因快速组
装和精准选择，从而让育种更加高
效。”韩德俊介绍，西农877的出现
只是“序幕”。随着育种优势不断叠
加，团队还将有大量成果涌现。

种质资源数字化，是小麦抗病
遗传与分子育种团队的另一项重要
任务。2018年以来，该团队在全国
打造了8个生态基地，对600多份
重测序的小麦种质材料进行试验种
植，搜集种质资源基本信息，整合大

数据，开发数字化育种工具，从而辅
助育种决策。

“简单来说，通过多生态点试
验，我们能够知道不同基因组合的
小麦品种，在什么区域、何种环境下
表现最佳。”韩德俊说，“育种要有预
见性，当下培育的品种，必须要适应
未来的气候变化。有了此前的数据
积累，通过大数据模型模拟试验，就
可以实现预见性育种。”

一个多维度的农业合作场域

2021年3月，陕西全面启动秦
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杨凌作为
我国首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立即推动秦创原农业板块
建设加力提速。

当年春天，杨凌联合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陕西粮农集团等组建的
杨凌种业创新中心揭牌。这是该区
进一步深化区校融合、打造“旱区种
业硅谷”的重要举措。

吉万全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
授，也是杨凌种业创新中心小麦工
作站首席专家。

6月19日，在吉万全的办公室，
随处可见各种“麦元素”，椅子上摆
满了一捆捆麦穗，桌子上是一瓶瓶
小麦种子。谈及此次通过国审的新
品种西农161，他说：“这个品种优
质强筋，口感好，适合做面食。最近
是毕业季，我们专门把西农161等
品种磨的面粉拿出来，给学生包饺
子用。”

在今年的小麦品种审定中，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独占鳌头。这源于该
校育种人才队伍的强大。“学校有超
过70位专家从事小麦育种工作，加
上病虫害、土壤等基础领域研究人
才，育种队伍人数超过100名。”吉万
全说，小麦产量提升要靠良种良法配
套。该校农学院、资源环境学院、植
物保护学院等通力合作，在品种选

育、土壤营养研究、优良栽培模式等
领域不断创新，促进育种成果涌现。

在区校融合背景下，农业合作
平台的作用越来越关键。近年来，
杨凌种业创新中心牵头组织“小麦
新品种观摩会”，将育种专家、种粮
大户、种子企业、科研院所、各地农
业部门等聚在一起，形成多维度的
农业合作场域，促进业内交流。

“今年，我们去了安徽宿州、河
南永城、江苏徐州等地，主要是黄
淮麦区，在田间地头展示我们最新
的小麦品种，效果非常不错。”吉万
全说。

截至去年底，杨凌在黄淮麦区
已建立3个试验示范站和22个新品
种示范园，累计推广46个优质高产、
多抗、广适小麦新优品种，推广面积
超过2亿亩，粮食增产40亿公斤。

自秦创原农业板块建设启动以
来，杨凌整合农业科技创新资源要
素，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要
素向产业、企业集聚，推动涉农成果
实现“聚变”。

2022年，陕西杨凌伟隆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成为陕西首家具备国家
级“育繁推”一体化资质的种业企业。

此次小麦品种国审，杨凌伟隆
公司选育的伟隆302是陕西唯一一
个由企业培育的品种。

“伟隆302是优质强筋小麦品
种，品质特别好。我们将挖掘其在订
单农业、特种面粉制作等方面的潜
力。”杨凌伟隆公司总经理徐永林说。

“育繁推”要一体化。“在繁殖环
节，我们计划今年秋播种植10万亩
新品种小麦，分布在陕西、河南、江
苏等地，预计能收获4000万公斤到
5000万公斤种子。”徐永林说，“在
推广环节，我们于河南、安徽等地成
立了分公司、营销中心，建立起自己
的销售网络，让新培育的品种走出
陕西、走向全国。”（据《陕西日报》）

盐碱地曾经是不毛之地。如
今，这看似贫瘠的土地，竟也长出了
金灿灿的油菜并获得丰收。

这，得益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授黄镇带领的油菜种质资源创新
与遗传育种团队的努力。多年来，

他们锚定国家需求，
专心钻研，破解了盐
碱地高产油菜的关键
技术难题。

2023年秋，黄镇
团队在蒲城县的盐碱
地上建了 20亩的油
菜耐盐碱示范点，种
植了120多个杂交组
合，进行 200多份种
质资源和6个品种的
大面积示范。

6月，油菜已基本收获完毕。
“今年情况很好。我们从蒲城县荆
姚镇常家村油菜盐碱试验基地的测
试数据中发现，团队选育的‘陕油
1513’表现非常突出。在低盐浓度

条件下，‘陕油1513’亩产达250公
斤以上；在中高盐浓度下，‘陕油
1513’亩产达150公斤以上。经济
收益可达到每亩 1000 元至 1700
元。”6月11日，黄镇说。

另外，常家村的油菜盐碱试验
基地种植油菜后，土壤有机质含量
显著上升，盐浓度明显下降。这表
明，油菜在改良盐碱地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

据了解，除了在陕西省表现出
色外，在江苏盐城耐盐碱示范点，当
pH值为7.1、土壤中以氯化钠为主
的水溶性盐浓度达到5克/公斤时，

“陕油1513”的长势也明显优于一
般品种。

“2023年冬季，在新疆奇台县

盐碱地示范基地，‘陕油 1513’在
pH 值为 8.4、水溶性盐浓度为 20
克/公斤的环境下依然表现出很强
的耐盐碱性。值得一提的是，在零
下20摄氏度的严寒条件下，‘陕油
1513’也能安全越冬。这充分证明
了其强大的适应能力和抗寒性。”黄
镇说。

经过多年努力，黄镇团队获批
多个国家级项目，选育出20多个油
菜新品种。其中，强耐盐的油菜新
品种有7个，如“陕油1513”“西油7
号”“陕油55”“陕油100”等。这些
品种在我国多个生态区均具有较好
的适应性，特别是在耐盐碱性与抗
寒性方面表现突出。

（据《陕西日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盐碱地种出高产油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