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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农业的“芯片”。种业，国家
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

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首次提出，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

题，明确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开展种源
“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种质资
源的保护利用和种质库建设，确保种源安全。加
强农业良种技术攻关，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
应用，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龙头企业。

辽宁作为农业大省、全国粮食主产省，要端
稳饭碗，必须掌握良种培育这一基础性技术。

那么，辽宁种业发展现状如何？有多少资源，
又有多少创新和良种？

三个月来，本报记者下田间、到地头，全面了
解这一极端重要，又不为人所熟知的领域。

有人，十年磨一剑，只为将这些“不可再生资
源”收集好、保存好；有人，在微观世界中日复一
日“破译密码”，旨在找寻让人“惊艳”的基因片
段，为新良种诞生做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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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是新品种培育的源头，
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护是基础性工作，
更是利国利民利长远的公益性事业。
从事农业科研的人，对于种质资源非
常重视，保护种质资源的多样性，是所
有育种人的愿望。”辽宁省农科院院内
的种质资源库负责人吴禹表示，以省
农科院的科研人员为例，每次下乡工
作，都会留意自己所研究领域的野生
种、农家种，并凭借经验和学识，将其收
集、保存起来，以备未来育种所用。而
这，正是建设资源库的原始积累。

如今，省农科院培育出的辽春系
列小麦占辽宁省小麦种植面积的95%
以上，并在京津冀、吉林、四川等地推
广种植。吴禹曾是辽宁省小麦育种项
目主持人，在一次偶然事件中，深刻感
受到了种质资源的重要性。

“上世纪 90 年代，辽宁曾出现罕
见的干热风气象灾害，造成小麦地里
枯黄一片，减产严重。”吴禹说，这件
事情让她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提升农
作物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

她发现，在大片枯黄田地里，有
一个穗行青枝绿叶，明显具有抗干热
风能力。吴禹敏锐地认识到，其携带
抗干热风的基因。

“虽说干热风在辽宁并不常见，但

说不好啥时候会发生。未雨绸缪，收集
这些特别的资源，并应用到新品种培育，
抵御未知的气候变化，对于农业生产非
常重要。”吴禹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

重要性并不仅于此。
种质资源不仅要有，还要多，以

保证其多样性、丰富性。
辽宁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副

所长、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辽阳
综合试验站站长孙文松对此深有体

会。“以我们东北地区大量使用的道地
药材白鲜为例，过去品种较多，为山上
野生。但由于过度采收，一度成为国
家濒危品种，迫切需要人工栽培，扩大
其种植面积。目前，科研团队通过野
生资源筛选，已实现了白鲜人工种植。”

一个品种，一旦从“有”跌入“濒
危”序列，就面临消失的风险。而一
旦发生这种情况，就再也找不回来
了。这种“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品种

不仅要存续，也需要一定的体量。
采访中，多位从事与农业科研相关

的工作人员均提出这一观点：种质资
源，多多益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某
些种质在特定时间、特定作物产业发展
上具有关键作用。比如，上世纪60年代
要高产、90年代要绿色，这是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
规律。虽然眼下的育种方向是量足质
优，但未来还可能有新的追求方向。而
资源的多样性，就是最基础的工作。

同时，从资源保护的角度看，种
质资源本身没有绝对的“好”与“不
好”之分。“只要有独特之处，有好的
基因，就是好的资源，就有造就好品
种的可能。”吴禹说。

举例来讲，眼下一个特别高产的
品种，有可能对某种病害特别易感，
一场病害可能就会将这个品种彻底
打垮，这就需要用抗病资源加以改
良。所以要未雨绸缪，尽可能多收集
各种种质资源。

可能很多资源现在用不上，储存
起来沉睡百年，但不能丢。也许在未
来的某一天，育种方面有哪种新需
求，或者要对抗某一种病害，资源库
里最不起眼的一份资源，会成为扭转
乾坤的关键。

做好种质资源原始积累

宝贵的种质资源大多散落于乡野山间，急需收集入库——

与时间赛跑 抢救农业“芯片”
本报记者 李 越 文并摄

关注辽宁种质资源（上）

种质资源
又称遗传资源。种

质是指生物体亲代传递
给子代的遗传物质，它
往往存在于特定品种之
中。古老的地方品种、
新培育的推广品种、重
要的遗传材料以及野生
近缘植物等，都属于种
质资源。

在自然界，所有生
物都表现自身的遗传现
象，它是生命延续和种
族繁衍的保证。

农谚说，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就是对遗传
现象生动的描述。瓜和
豆的繁衍就是由遗传物
质决定的。

普查收集到的资源，需要好好
保护起来，确保其遗传特性可以代
代相传。

这项工作，着实是个大工程。
入库取资源，测定出芽率，低于

75%的进行扩繁……位于辽宁省农
科院院内的种质资源库内，监测作
物种质资源的工作每天都在进行。

在2009年之前，我省没有自己
的作物种质资源长期保存库。因为
与从事品种生产、推广不同，种质资
源是育种工作的最前端，是纯粹为
他人作嫁衣的公益事业。更为重要
的是，这项工作无名无利，一旦半路
停下，就会前功尽弃。

2009 年，我省依托辽宁省农科
院建立了辽宁省种质资源库，为农
作物种质资源打造“诺亚方舟”。

种质库参照国家库标准来建
造，设计总库容25万份，其中，长期
库6万余份，中期库约13万份，短期
库约 6 万份。诞生伊始，即面向全
省开展玉米、水稻、高粱等作物的收
集、保存、评价等。

资源库内相对湿度小于50%，分
3个标准集中保存种质资源。短期库
温度控制在4℃，保种时间10年左右，
用于材料短期保存；中期库温度-
4℃，可保存种质20至30年，主要用于
种质资源分发利用；长期库温度控制
在-18℃，保种时间50年以上，用于资
源长期保存，长期库轻易不打开。
2011年，又构建了信息化管理系统，
至此，整个资源库实现了库房运行自
动化，库房及种质资源管理信息化。

经过十余年发展，目前，该库已
收集入库 3.1 万余份资源，涵盖 16

种作物，成为我省保存作物种质资
源种类最多、保存量最大的单位。

“每年都有新入库资源，同时我
们每年也要进行公共资源评价、繁
育、入库、共享等工作。”吴禹说。

作为省内唯一的作物种质资源
共享服务平台，资源库每年对外分
发利用种质资源近1000份次，通过
专题服务形式每年展示资源200份
至300份，为科研单位、企业和种植
大户提供交流利用平台。随着在国
内同行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这一
平台被纳入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持续为辽宁乃至全国种
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除此以外，还有活体资源库。
在位于凤城市的辽宁省蚕业科

学研究所生态柞园示范区内记者看
到，五彩斑斓的柞蚕分外吸睛。“这里
是全国最大柞蚕种质资源库，保育了
全国70%以上的柞蚕种质资源，包括
属于青黄、黄、蓝、白4个体色系统的
青黄蚕、黄蚕、蓝蚕、白蚕、红蚕及绿
蚕等多种体色的柞蚕品种。”辽宁省
蚕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张俊涛表示，彩
色柞蚕与我们常见的青绿色柞蚕一
样，都是天然野生品种，是稀缺的种
质资源，蕴含潜在的特异性基因资
源，也是柞蚕杂种优势研究不可缺少
的宝贵素材。保存柞蚕种质资源的
纯种是极其艰辛的工作，需每年两季
野外放养，细心管护，严防混杂，同
时，要严防恶劣天气及病虫害等不确
定因素带来的危害，但科研人员几十
年来仍然坚持通过放养的形式将其
保存下来，为今后的柞蚕育种及遗传
学研究保存重要的物质基础。

给种子一个“家”

种业要打翻身仗，种质资源的普
查和保护是第一仗。

毕竟，得先有了资源，才能谈到
后续的开发利用。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
范围内一共开展了三次有规模的农
业资源普查。第一次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第二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第三次于去年启动。

而作为农业大省的辽宁，育种人
自发收集和普查种质资源的脚步从
未停下。

吴禹讲述了她及其团队从 2012
年开始收集野生大豆资源的故事。

野生大豆在全国许多地区都有
种植，在东北，尤其在我省资源多，分
布广。作为我省的优势资源，野生大
豆含有丰富的优异基因，可是，环境
变化、人为破坏，尤其是放牧等因素，
对其造成了毁灭性伤害。

“我们在辽宁省全境进行拉网式
抢救性收集，走遍了 14 个地级市的

884 个乡镇（街道）。”吴禹说，虽然多
个居群的原生境后续遭到严重破坏，
部分稀有类型在自然环境中彻底消
失，但资源库中保存了样品。

这次收集夯实了“家底儿”，从
2012 年到 2018 年，他们共采集野生
大豆资源5656个居群。目前，我省野
生大豆资源保种量居全国首位。

与此同时，诸多农业领域的科研
人员都在与时间赛跑，进行资源收集
入库工作。

省农科院果树科学研究所的李杏
团队，两代人接力奔跑了半个世纪，考
察、收集、保存了一大批珍稀、濒危、特
异李杏种质资源。“现已建成了世界上
最大的李、杏田间基因库——国家果
树种质熊岳李杏圃。”省农科院果树
所所长刘威生表示。

“要先广泛撒网，全面了解各地
地理、环境等自然信息，进而收集各
种资源。”刘威生说，这种说起来容易
的工作，做起来却很难。农业有严格

的生产周期，收集工作就是与时间赛
跑，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天不亮出发，

“伸手不见五指”收工是常态。同时，
稀有的基因资源往往分布于边远、落
后地区，这些地方交通不便，在人迹
罕至、开发程度低、经济欠发达地方，
特异的地方品种、野生资源、近缘种
类才有可能保存下来，走“最远的
路”，是收集资源的必修课。

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副所长屈连
伟，就是走“最远的路”的代表之一。
从2000年开始，他多次到新疆收集野
生郁金香资源，天山、戈壁滩、草原，到
处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带几个大饼子
上山，一天工作 16个小时，用脚丈量
每一寸可能存在资源的区域，这是野
外收集资源的常态。2016年，他在大
雪中发现了一株花朵硕大、比一般野
生种高两三倍的郁金香，这一资源在
中国植物志中没有记载，极有可能是
我国发现的又一个郁金香新种。

眼下，又是种质资源普查的黄金

期。3月下旬，农业农村部公布《关于开
展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的通知》及全
国 农 业 种 质 资 源 普 查 总 体 方 案

（2021—2023年），决定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农作物、畜禽、水产种质资源普查。

这次普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
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技术要求最
高、参与人员最多的一次普查。

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处长
侯艳华表示，我省于日前印发了《农
业种质资源普查总体方案（2021—
2023 年）》，明确要利用 3 年时间，
摸清我省农作物、畜禽和水产养殖
种质资源种类、数量、分布、主要性
状等家底，明晰演
变趋势，完成种质
资源普查报告、发
展 状 况 报 告 ，珍
贵、稀有、濒危、特
有 资 源 得 到 有 效
收集和保护，实现
应收尽收。

抢救性收集珍稀资源

词条

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副所长孙文松（右一）和同事一起查看白鲜长势。

省蚕业科学研究所生态柞园示范区内，科研人员查看柞蚕长势。

省种质资源库内收集了3万余份资源。

建“诺亚方舟”备不时之需

走“最远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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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辽宁忠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城赫远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彰武县万都养殖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辽宁忠大铝业有限公司、辽阳兴家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刘艳辉

海城赫远建设机械有限公司、辽宁海诺置业有限公司、辽宁海诺建
设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齐兴武、徐崇

辽宁谦泰滑石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39,994,444.72

64,000,000.00

4,200,000.00

利 息

27,910,683.43

18,076,675.74

7,350,164.91

垫付费用

405,463.00

51,800.00

基准日

2021年7月20日

2021年7月20日

2021年7月2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1年8月11日

封路通告
因京沈线（G101）阜新境内铁匠炉沟至王府段毛德桥和毛德西桥

拆除重建工程施工需要，拟对京沈线K598+500至K598+700及K599+
400 至 K599+650 路段实施全幅封闭，封闭日期：2021 年 8 月 9 日至
2021年10月31日。桥梁封闭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在桥下便道减速安
全通行。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阜新荣达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8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