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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远缘杂交的世界难题攻克远缘杂交的世界难题

冰草属植物是小麦的近缘野生冰草属植物是小麦的近缘野生
种之一种之一，，生命力极其顽强生命力极其顽强，，具有优具有优
秀的抗旱秀的抗旱、、抗寒抗寒、、抗病性抗病性。。它的穗它的穗
和小麦有点像和小麦有点像，，但穗子很大但穗子很大，，具有具有
小穗数和小花数多的突出特性小穗数和小花数多的突出特性，，此此
外还具有极强的抗寒外还具有极强的抗寒、、抗旱性抗旱性，，对对
多种小麦病害表现出高度免疫性多种小麦病害表现出高度免疫性，，
被认为是小麦改良的最佳外源优异被认为是小麦改良的最佳外源优异
基因供体之一基因供体之一。。

要想让小麦和冰草实现远缘杂要想让小麦和冰草实现远缘杂
交交，，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冰草和小麦外形看上冰草和小麦外形看上
去相似去相似，，实际上亲缘关系很远实际上亲缘关系很远，，杂交杂交
起来非常困难起来非常困难。”。”李立会说李立会说。。

2020世纪世纪 3030年代开始年代开始，，一些国家一些国家
的学者希望解决这一难题的学者希望解决这一难题，，但直到但直到
2020世纪世纪8080年代都未能成功年代都未能成功。。国际小国际小
麦研究界普遍认为麦研究界普遍认为：“：“小麦与冰草属小麦与冰草属
间远缘杂交间远缘杂交””是条死胡同是条死胡同。。

19881988 年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前硕士研究生入学前，，
当李立会向自己的导师当李立会向自己的导师、、著名作物著名作物
种质资源专家董玉琛提出这一选题种质资源专家董玉琛提出这一选题
时时，，董老师好意劝他放弃董老师好意劝他放弃。“。“我想试我想试
一试一试，，做不通再换题目做不通再换题目。”。”李立会的李立会的
执着说服了老师执着说服了老师，，随后他带领两名随后他带领两名
助手在试验田开始研究助手在试验田开始研究。。

3636 年后年后，，河南新乡的试验田河南新乡的试验田
里里，，数十种小麦和冰草杂交而成的数十种小麦和冰草杂交而成的
小麦材料即将成熟小麦材料即将成熟，，用这些材料育用这些材料育
成的新品种成的新品种，，已经有已经有 1515个个，，后备新后备新
品种也有品种也有3939个个。。

““小麦—冰草小麦—冰草””远缘杂交有哪些远缘杂交有哪些
挑战挑战？？

““远缘杂交有三大障碍远缘杂交有三大障碍，，杂交不杂交不
亲和亲和、、杂种不育杂种不育、、后代后代‘‘疯狂分疯狂分
离离 ’，’， 这 几 个 难 题 一 直 都 解 决 不这 几 个 难 题 一 直 都 解 决 不
了了。”。”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张锦鹏说究员张锦鹏说，，举例来说举例来说，，小麦通小麦通
常常 55 月下旬成熟月下旬成熟，，而冰草生长在高而冰草生长在高
纬度地区纬度地区，，此时才刚开花此时才刚开花，，让两者让两者
杂交杂交，，首先要把花期调节到同一时首先要把花期调节到同一时

期期。。其次其次，，还需要解决还需要解决““小麦—冰小麦—冰
草草””授粉受精中的生殖隔离问题授粉受精中的生殖隔离问题。。
即便授粉成功即便授粉成功，，胚也不能正常发胚也不能正常发
育育，，还需要开发一套幼胚拯救技术还需要开发一套幼胚拯救技术
才能获得杂种植株才能获得杂种植株。。

常规育种技术路线走不通常规育种技术路线走不通，，就就
另辟蹊径另辟蹊径，，研究人员通过种质资源研究人员通过种质资源
创新培育创新培育，，终于突破了小麦与冰草终于突破了小麦与冰草
的的““生殖隔离生殖隔离”。”。在李立会的带领在李立会的带领
下下，，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小麦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团队通所小麦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团队通
过不懈努力过不懈努力，，创建了一套小麦远缘创建了一套小麦远缘
杂交新技术体系杂交新技术体系。。通过幼龄授粉通过幼龄授粉、、
幼胚拯救幼胚拯救、、幼穗体细胞培养幼穗体细胞培养、、高频高频
率诱导异源易位率诱导异源易位、、特异分子标记开特异分子标记开
发技术等一系列创新发技术等一系列创新，，攻克了攻克了““小小
麦—冰草麦—冰草””远缘杂交难题远缘杂交难题，，实现了实现了
小麦育种上利用冰草属外源优异基小麦育种上利用冰草属外源优异基
因从因从““00””到到““11””的重要突破的重要突破。。

团队还完成了对野生供体种冰草团队还完成了对野生供体种冰草
的基因组测序和衍生后代的重测序的基因组测序和衍生后代的重测序，，
不断推动创新种质的有效利用与新品不断推动创新种质的有效利用与新品
种选育种选育。。利用利用““小麦—冰草小麦—冰草””多粒渐渗多粒渐渗
系亲本材料系亲本材料，，选育出显著增产的普冰选育出显著增产的普冰
资资300300、、具有氮素养分高效利用的普具有氮素养分高效利用的普
冰资冰资301301、、具有多生态区稳定表现的具有多生态区稳定表现的
优质强筋新品系普冰资优质强筋新品系普冰资46964696，，这些品这些品
系正在参加国家小麦品种审定试验系正在参加国家小麦品种审定试验。。

创新种质的利用空间很大创新种质的利用空间很大

““过去过去，，改进小麦品种改进小麦品种、、提高产提高产
量主要依靠现有推广品种之间的杂量主要依靠现有推广品种之间的杂
交来实现交来实现。。然而然而，，长期品种间杂交长期品种间杂交
及对少数骨干亲本的大量应用及对少数骨干亲本的大量应用，，造造
成遗传变异范围缩小成遗传变异范围缩小，，品种抗原日品种抗原日
趋单一趋单一，，小麦育种进入瓶颈期小麦育种进入瓶颈期。”。”李李
立会说立会说，“，“因此因此，，通过远缘杂交将冰通过远缘杂交将冰
草优异基因导入小麦草优异基因导入小麦，，是一项意义是一项意义
重大的工作重大的工作。。在小麦野生近缘种在小麦野生近缘种
中中，，冰草属物种具有小麦育种的众冰草属物种具有小麦育种的众
多优异目标性状多优异目标性状，，通过远缘杂交通过远缘杂交，，
引入当前栽培小麦缺乏的关键优异引入当前栽培小麦缺乏的关键优异

基因基因，，不仅产量能提高不仅产量能提高，，抗逆抗病抗逆抗病
害能力也会增强害能力也会增强。”。”

小麦和冰草结合后小麦和冰草结合后，，最直接的最直接的
好处就是高产好处就是高产。。李立会介绍李立会介绍，，传统传统
育种中育种中，，亩穗数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穗粒数和千粒重
是影响产量的三个要素是影响产量的三个要素，，但这三者但这三者
互为负相关互为负相关，，即一个要素的提高往即一个要素的提高往
往会造成其他两个要素的下降往会造成其他两个要素的下降，，难难
以同时提高以同时提高。。而而““小麦—冰草小麦—冰草””创创
新种质解决了这个问题新种质解决了这个问题，，具有多花具有多花
多实的高产特性多实的高产特性，，比小麦主栽品种比小麦主栽品种
增产可以超过增产可以超过 1010%%，，解决了中国突解决了中国突
破性高产小麦种质匮乏问题破性高产小麦种质匮乏问题，，特别特别
是发现了是发现了““多粒—高千粒重—有效多粒—高千粒重—有效
分蘖分蘖””优异基因簇优异基因簇，，其穗粒数和千其穗粒数和千
粒重显著提高粒重显著提高。。

抗逆抗病害能力也大大增强抗逆抗病害能力也大大增强。。
研究发现研究发现，“，“小麦—冰草小麦—冰草””创新种质创新种质
对白粉对白粉、、条锈条锈、、叶锈菌等病害具有广叶锈菌等病害具有广
谱抗性谱抗性，，为培育持久抗性且兼具多种为培育持久抗性且兼具多种
病害抗性新品种提供了强力支撑病害抗性新品种提供了强力支撑。。截截
至目前至目前，“，“小麦—冰草小麦—冰草””衍生系发放衍生系发放
全国育种单位全国育种单位，，培育出携带冰草外源培育出携带冰草外源
目标基因新品种目标基因新品种 2121个个、、参加国家和参加国家和
省级区试新品系省级区试新品系 3939个个，，覆盖全国小覆盖全国小
麦主产区麦主产区。。其中其中，，甘肃甘肃、、陕西两省审陕西两省审
定的小麦新品种普冰定的小麦新品种普冰151151，，已成为当已成为当
地条锈病等病害流行和旱地麦区的主地条锈病等病害流行和旱地麦区的主
栽品种栽品种，，实现了多抗育种新突破实现了多抗育种新突破。。

““未来将建立未来将建立‘‘小麦—冰草小麦—冰草’’创创
新种质利用联合体新种质利用联合体，，大力提升利用大力提升利用
效率效率，，并加强创新种质中来自冰草并加强创新种质中来自冰草
PP 基因组高产基因组高产、、优质优质、、多抗等重要多抗等重要
基因的功能解析基因的功能解析。”。”李立会说李立会说。。

今年展示的今年展示的““小麦—冰草小麦—冰草””远缘远缘
杂交系列种质材料还具有优质强筋杂交系列种质材料还具有优质强筋
的特点的特点。。

面条是否筋道面条是否筋道，，和小麦品质有和小麦品质有
关关。。中筋小麦主要用于面条中筋小麦主要用于面条、、馒头等馒头等
传统面食的制作传统面食的制作，，而弱筋小麦多用于而弱筋小麦多用于
酿酒等工业生产酿酒等工业生产，，强筋小麦则多用于强筋小麦则多用于
制作面包制作面包、、水饺水饺、、拉面等食品拉面等食品。。过过
去去，，中国弱筋中国弱筋、、强筋小麦生产不足强筋小麦生产不足，，
品种不佳品种不佳。。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如如
今今，，中国自己的弱筋中国自己的弱筋、、强筋品种强筋品种，，已已

经普遍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经普遍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从种质创新到有效利用从种质创新到有效利用，，虽然虽然

时间通常比较长时间通常比较长，，但影响深远但影响深远。。我们我们
期待期待‘‘小麦—冰草小麦—冰草’’远缘杂交研究将远缘杂交研究将
推动小麦育种取得新突破推动小麦育种取得新突破。”。”李立会李立会
说说，“‘，“‘小麦—冰草小麦—冰草’’创新种质的利创新种质的利
用空间很大用空间很大，，一些潜力有待深入挖一些潜力有待深入挖
掘掘。。团队从新乡基地收获材料中团队从新乡基地收获材料中，，筛筛
选出强筋类型普冰新种质选出强筋类型普冰新种质1212个个，，这些这些
新品系的蛋白质含量高新品系的蛋白质含量高，，适合制作高适合制作高
档面包档面包，，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

““这表明这表明‘‘小麦—冰草小麦—冰草’’的利用的利用
上了一个新台阶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工程院院中国工程院院
士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说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说，，
从种质材料到新品种从种质材料到新品种，，从多花多实从多花多实
到多抗到多抗，，这些品系这些品系 （（种种）） 的潜力还的潜力还
是蛮大的是蛮大的，，应该把这个优势转化为应该把这个优势转化为
生产的优势生产的优势，，造福小麦育种造福小麦育种。。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林科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教授康振生最近一直在关注技大学教授康振生最近一直在关注
如何提高小麦品种的综合抗病能如何提高小麦品种的综合抗病能
力力 ，“，“ 普 冰 的 抗 病 性 就 是 综 合 性普 冰 的 抗 病 性 就 是 综 合 性
的的。”。”康振生说康振生说，，希望未来对普冰的希望未来对普冰的
品种利用上品种利用上，，通过挖掘不同的抗性通过挖掘不同的抗性
资源资源，，合理布局合理布局，，形成生物屏障形成生物屏障，，
对多种小麦病害产生持续的控制力对多种小麦病害产生持续的控制力。。

此此次研讨会上次研讨会上，，展示的展示的““小麦—冰小麦—冰
草草””远缘杂交新品系和新品种远缘杂交新品系和新品种，，大家大家
称之为称之为““普冰普冰”，”，它们与现在生产上它们与现在生产上
推广种植的小麦品种间遗传差异大推广种植的小麦品种间遗传差异大
于于 6060%%。。这些品系这些品系 （（种种）） 有有 2020——4040
个姊妹系个姊妹系，，将尽可能满足推广区域将尽可能满足推广区域
的不同要求的不同要求。。来自企业的代表对来自企业的代表对

““小麦—冰草小麦—冰草””新品系的高产潜力新品系的高产潜力、、
抗病性抗病性、、抗倒伏抗倒伏、、抗穗发芽逆境能抗穗发芽逆境能
力和强筋品质特性给予了高度评力和强筋品质特性给予了高度评
价价，，对下一步的合作开发和推广表对下一步的合作开发和推广表
达强烈意愿达强烈意愿。。

““普冰系列我跟了普冰系列我跟了 33年年，，试种了试种了
两年两年，，特别是去年出现特别是去年出现‘‘烂场雨烂场雨’’
的情况下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普冰我们看到了普冰 300300 品品
种是非常耐穗发芽的种是非常耐穗发芽的，，千粒重能达千粒重能达
到到 4242 至至 4343 克克。”。”河南科林种业有限河南科林种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松科说公司董事长李松科说，“，“我注意到我注意到，，
普冰系列小麦的穗层比较厚普冰系列小麦的穗层比较厚，，有三有三

层穗层穗，，特别是最下面的小穗特别是最下面的小穗，，我数我数
了数都在了数都在 1515粒左右粒左右，，而且它的成熟而且它的成熟
期跟上面大穗的成熟期很接近期跟上面大穗的成熟期很接近，，这这
也就是说小穗也能产粮也就是说小穗也能产粮，，由此可以由此可以
提高产量提高产量，，生产潜力很大生产潜力很大。。我们在我们在
基地今年种的是第二年基地今年种的是第二年，，每年试种每年试种
了一亩地了一亩地，，穗粒数还是很高的穗粒数还是很高的。。所所
以从市场的角度看以从市场的角度看，，我们觉得这个我们觉得这个
品种值得拓展品种值得拓展。”。”

发挥育种国家队牵头作用发挥育种国家队牵头作用

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种子是基础。。今今
年是种业振兴行动由年是种业振兴行动由““三年打基三年打基
础础””转向转向““五年见成效五年见成效””的关键一的关键一
年年。。黄淮麦区小麦生产功能区黄淮麦区小麦生产功能区，，是是
全国粮食生产的核心区全国粮食生产的核心区。。种业振兴种业振兴
行动以来行动以来，，加快培育具有原始创新加快培育具有原始创新
性的突破性新种源性的突破性新种源，，成为种业科技成为种业科技
创新的重中之重创新的重中之重。。

中国的小麦育种中国的小麦育种，，早在早在 2020世纪世纪
上半叶就已经开始上半叶就已经开始，，得益于一代又一得益于一代又一
代育种家们的不懈探索代育种家们的不懈探索，，逐步走到了逐步走到了
世界前列世界前列。。种子是农业的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芯片”，”，
种业技术的进步种业技术的进步，，是农业发展的基是农业发展的基
础础，，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前提。。

““目前中国小麦单产水平位居世目前中国小麦单产水平位居世
界前列界前列，，在自主品种种源自给方面在自主品种种源自给方面
优势明显优势明显，，但也面临着产量提升进但也面临着产量提升进
入瓶颈期入瓶颈期、、绿色多抗优质品种供给绿色多抗优质品种供给
不足等问题不足等问题。。回顾种业科技创新发回顾种业科技创新发
展历程展历程，，每一次产量品质的大面积每一次产量品质的大面积
提升提升，，都是得益于突破性新种质的都是得益于突破性新种质的
产生产生，，及其衍生出一大批突破性的及其衍生出一大批突破性的
重大新品种重大新品种。”。”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
长叶玉江说长叶玉江说，，比如李立会研究员带比如李立会研究员带
领团队领团队，，通过通过 3030 多年的艰苦努力多年的艰苦努力，，
在破解了小麦与冰草属间远缘杂交在破解了小麦与冰草属间远缘杂交
难题基础上难题基础上，，围绕突破性重大新品围绕突破性重大新品
种培育需要种培育需要，，创制出一批育种家能创制出一批育种家能
用用、、好用好用、、想用的多穗粒数想用的多穗粒数、、绿色绿色
抗病抗病、、优质强筋小麦新种质优质强筋小麦新种质，，进一进一
步拓宽小麦育种的新基因源步拓宽小麦育种的新基因源，，增强增强

了中国小麦种业的竞争力了中国小麦种业的竞争力。。
种子是农业的根本种子是农业的根本，，种质资源种质资源

则是种业的基石则是种业的基石。。位于北京的国家位于北京的国家
作物种质库中作物种质库中，，零下零下 1818摄氏度的低摄氏度的低
温中温中，，保存着保存着 55 万多份小麦种质资万多份小麦种质资
源源。“。“这些被妥善保存的丰富基因这些被妥善保存的丰富基因，，
是中国作物育种和种业振兴的希是中国作物育种和种业振兴的希
望望。。作物种质资源作物种质资源，，在遗传育种中在遗传育种中
起到很大的作用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的农业科学中国的农业科学
家家，，培育了许许多多新品种培育了许许多多新品种，，都是都是
利用作物种质资源来培育的利用作物种质资源来培育的。。这些这些
新品种培育以后新品种培育以后，，农民种植了新品农民种植了新品
种种，，使原有的单产提高了使原有的单产提高了 44 到到 55 倍倍，，
甚至甚至88到到99倍倍。”。”刘旭说刘旭说。。

在河南新乡的中国农科院作物在河南新乡的中国农科院作物
所的基地中所的基地中，，2020 多个研究组每年在多个研究组每年在
这里进行着这里进行着 6060多项科研任务多项科研任务，，面向面向
黄淮海及周边地区黄淮海及周边地区，，培育一个个新培育一个个新
的品种的品种，，同时也为众多科研单位提同时也为众多科研单位提
供育种的材料供育种的材料。。

““这片这片11001100亩左右的新乡基地亩左右的新乡基地，，自自
19931993年开始建设年开始建设，，20032003年正式入驻年正式入驻，，
是黄淮海小麦主产区唯一的综合性实验是黄淮海小麦主产区唯一的综合性实验
基地基地，，在支撑研究所科技创新和推动成在支撑研究所科技创新和推动成
果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果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基地育成了多基地育成了多
个系列的粮食作物新品种个系列的粮食作物新品种。”。”张锦鹏介张锦鹏介
绍绍，，其中其中，“，“矮败小麦及其高效育种方矮败小麦及其高效育种方
法的创建与应用法的创建与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奖，“，“小麦与冰草属间远缘杂交技术及小麦与冰草属间远缘杂交技术及
其新种质创制其新种质创制””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奖。。中麦中麦、、航麦航麦、、轮选轮选、、普冰系列小普冰系列小
麦麦，，中单中单、、中玉系列玉米中玉系列玉米，，中黄系列大中黄系列大
豆等豆等386386个品种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个品种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
累计推广面积累计推广面积44亿余亩亿余亩。。

““作科所发挥了育种国家队的牵作科所发挥了育种国家队的牵
头作用头作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所长周文彬说研究所所长周文彬说，，作科所以小作科所以小
麦麦、、玉米玉米、、大豆大豆、、水稻和杂粮等作水稻和杂粮等作
物为重点物为重点，，瞄准世界作物科技前瞄准世界作物科技前
沿沿，，面向国家现代农业发展需求面向国家现代农业发展需求，，
以资源研究为基础以资源研究为基础，，基因挖掘为核基因挖掘为核
心心，，品种培育为目标品种培育为目标，，耕作栽培为耕作栽培为
保障保障，，开展作物科学基础与应用研开展作物科学基础与应用研
究究，，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在种质资源鉴定和推进转化应在种质资源鉴定和推进转化应
用方面仍需持续发力用方面仍需持续发力，，要加强科企要加强科企
合作合作，，解决新种质到新品种解决新种质到新品种‘‘最后最后
一公里一公里’’问题问题，，持续加快创新种质持续加快创新种质
的释放利用和成果转化的释放利用和成果转化，，为小麦稳为小麦稳
产保供做贡献产保供做贡献。”。”周文彬说周文彬说。。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司长刘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司长刘
莉华认为莉华认为，，在如期完成了第三次全国在如期完成了第三次全国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基础上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基础上，，种质资种质资
源保护利用要通过在资源精准鉴定上源保护利用要通过在资源精准鉴定上
加力加速加力加速、、在资源挖掘创制上改良突在资源挖掘创制上改良突
破破、、在资源共享利用上创新机制在资源共享利用上创新机制，，把把
资源优势转变为创新优势资源优势转变为创新优势、、产业优产业优
势势，，让资源用得上让资源用得上、、用得好用得好，，真正发真正发
挥作用挥作用。。

图①图①：：近日近日，，在在中国农业科学中国农业科学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河南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河南新乡新乡试验试验
基地里基地里，，小麦即将成熟小麦即将成熟，，落黄漂落黄漂
亮亮，，一派丰收景象一派丰收景象。。

图②图②：：普冰资普冰资300300田间长势良好田间长势良好。。
图③图③：：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李立会研究员究所李立会研究员 （（右四右四）） 和团队和团队
成员察看田间材料表现成员察看田间材料表现。。

图④图④：：55月月2424日日，，在在中国农业科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物科学研究所的河南新乡的河南新乡试验试验
基地基地，，科研院校科研院校、、种业企业等育种单位种业企业等育种单位
代表现场观摩代表现场观摩““小麦—冰草小麦—冰草””远缘杂交远缘杂交
高产高产、、稳产稳产、、强筋新品系强筋新品系（（种种）。）。

以上图片均由以上图片均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科学研究所作物科学研究所提供提供

图⑤图⑤：：河南省西平县老王坡万亩河南省西平县老王坡万亩
高标准良田麦收现场高标准良田麦收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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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冰草”开辟小麦高产育种新途径

种源创新“藏粮于技”
本报记者 叶晓楠

““小麦—冰草小麦—冰草””开辟小麦高产育种新途径开辟小麦高产育种新途径

种源创新种源创新““藏粮于技藏粮于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叶晓楠叶晓楠

55月底月底，，河南新乡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河南新乡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试验基地里学研究所试验基地里，，小麦即将成熟小麦即将成熟，，麦浪翻麦浪翻
滚滚，，一片金黄一片金黄，，这片地里种植的小麦品种中这片地里种植的小麦品种中，，中中
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立会团队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立会团队
创制的创制的9090个个““小麦—冰草小麦—冰草””远缘杂交创新种质远缘杂交创新种质，，
以每个种类以每个种类00..55亩集中种植亩集中种植，，场景蔚为壮观场景蔚为壮观。。该该
种质被认为是开辟中国小麦高产育种途径的重要种质被认为是开辟中国小麦高产育种途径的重要
基因资源基因资源，，为小麦育种创新提供了优异种质资为小麦育种创新提供了优异种质资
源源，，为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为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注种源自主可控注
入了创新力量入了创新力量。。

55月月2424日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原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原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

““小麦—冰草小麦—冰草””远缘杂交新品系远缘杂交新品系 （（种种）） 田间展示田间展示

暨有效利用研讨会在新乡召开暨有效利用研讨会在新乡召开，，4040余家科研院余家科研院
校校、、种业企业等育种单位代表现场观摩了种业企业等育种单位代表现场观摩了““小麦—小麦—
冰草冰草””远缘杂交高产远缘杂交高产、、稳产稳产、、强筋新品系强筋新品系（（种种））9090个个，，
其中包括其中包括20232023年国审小麦新品种年国审小麦新品种““普冰普冰0303””和和99个个
正在参加国家区域试验的新品系正在参加国家区域试验的新品系。。

小麦—冰草小麦—冰草““联姻联姻””为何如此受业界关注为何如此受业界关注？？
““今年展示的今年展示的‘‘小麦—冰草小麦—冰草’’远缘杂交系列种质远缘杂交系列种质
经升级换代表现出显著的多样性经升级换代表现出显著的多样性。。这些新材料不这些新材料不
仅保持了多花多实的特性仅保持了多花多实的特性，，还拥有紧凑的株型和还拥有紧凑的株型和
直立的叶片直立的叶片。。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它们对当前的主要它们对当前的主要
病害如茎基腐病和赤霉病表现出了卓越的抗病病害如茎基腐病和赤霉病表现出了卓越的抗病
性性，，并且还兼具优质强筋的特点并且还兼具优质强筋的特点。”。”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院
院士院士、、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刘旭评价说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刘旭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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