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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棉所41”是中国基因科技育种
技术下的高新技术产物。是中棉所利用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构建的抗虫
基因，通过花粉管通道法导入中棉所23
中，经过多年选育而成。这使得我国成
为继美国之后，能够合成Bt杀虫蛋白基
因、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第二个国家，
标志着中国棉花种业科研水平位于国际
前列。

邓小平高度关心中国农业的发展。
1988 年 9 月，他指出：“将来农业问题
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
靠尖端技术。”

对于中国目前育种技术发展水平的
展望，李付广表示，从科研角度来讲，

我国作物整体育种技术处于世界先进行
列，但不同作物育种水平发展并不平衡

“基因育种技术是一种随着现代科
技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技术，使人类可
以在分子水平选育优良的品种性状，造
福全人类。”李付广认为，棉花产业未
来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李付广解释说：“相对于传统育
种，现代基因技术育种是一种更精确更
高效并且不断发展的技术，例如近年来
发展起来的基因编辑技术，可以获得目
标性状更稳定的产品，这些新技术具有
传统育种所不具备的优势，必将在解决
棉花品质、产量和抗逆性等问题中继续
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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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在月球背
面，嫦娥四号搭载的棉花
种子发芽的消息迅速传遍
全球。这是人类首次在月
面的生物生长培育试验成
功。而这一片震惊世界的
嫩叶背后的棉花种子，蕴
含着中国众多农业科研人
员近十年的心血，代表着
中国棉花育种水平提升到
新的高度。

在月背发芽的棉花种子是来自河
南安阳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培育的“中棉所 41”。这颗“中棉所
41”种子来历可不简单，它是中国利

用现代基因技术育种实现重大突破的
“结晶”。“中棉所 41”等抗虫棉品种
的成功培育让国产棉花种业上演精彩
大逆袭，市场占有率从 1999 年的 5%
跃升至现在的 95%以上。相关技术喜
获200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棉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需
求物资之一，因此棉花种子得以入
选。在经过多重棉花品种筛选后，“中

棉所 41”幸运地成为搭载的实验种
子。嫦娥四号生物科普实验总设计师
谢更新表示，课题组前期选取了很多
棉花品种，包括河南、湖南和重庆等
多个省份的棉花品种。在进行多轮的
种子筛选后，最终选中了由中国农业
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送来的棉花品种

“中棉所41”。
嫦娥四号对生物物种筛选非常严

苛，必须适应月球表面低重力、强辐
射、高温差等严峻环境条件考验。而
棉花面对各种恶劣环境，显现出了强
大的生命力。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
究所所长李付广解释说，选择棉花种
子，除了因为棉花是主要的农作物之
一外，它还有很好的适应性，生命力
强大，具有良好的抗逆境能力，一直
以来都是盐碱旱地的“先锋作物”，对
人类探索生命如何在地外星球生存具
有重大意义。而“中棉所 41”抗逆特
征突出，还是中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基因技术培育的抗虫棉品
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作为第一个在月球发芽的植物，
李付广认为“中棉所 41”符合生长的
预期。他表示，在月球发芽的“中棉
所 41”与陆地上的基本无差别，说明
棉花种子在非常态逆境条件下仍能正
常进行基因表达，完成了本次科普试
验使命，为以后人类进入月球生存提
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数据。“中棉所
41”在月面发芽，表明了棉花具有更
广谱的抗逆性，有望在未来太空生物
学的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棉花种业面对棉
铃虫灾害和国外转基因抗虫棉市场占领的双
重夹击。1992年，国内棉铃虫灾害大面积爆
发。持续时间之长、殃及范围之大，前所未
有。棉花大省河北 130斤的皮棉亩产量，当

年仅剩下个零头。严重的虫害也使得国外转
基因抗虫棉借机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国外
一家种业公司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一
方面让中方出巨资购买其转基因抗虫棉品种
使用权；另一方面，加紧布局，在棉花主产
省份成立棉花种子公司，进而垄断性销售其
拥有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种子。到1999
年，国外转基因抗虫棉品种已经占据了我国

市场95%以上的份额。
棉花是一项战略物资，对国家来说实在

太重要了。当年中国外汇收入的 1/4来自以
棉花为原料的纺织品及其相关产业，全国有
近3亿农民以种植棉花为重要收入来源。鉴
于此，在当时农业主管部门支持下，中棉所
开始攻关用现代基因育种技术开发中国自主
知识产权的棉花新品种。

“中棉所 41”是我国技术团队多方协作
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郭
三堆研究员负责研发抗虫基因。1988年，在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从事Bt蛋白基因结构与功
能研究的郭三堆学成回国，很快被任命为该
课题主持人，交给他的科研任务是，用生物
技术为棉花育种克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
型抗虫基因。而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李付广研究员团队负责将抗虫基因导入棉
花，培育出抗虫棉种新品系。最后，中棉所
郭香墨团队负责品种培育，选育出兼具抗虫
作用和生产价值的棉花新品种。最终，中国
第一批运用现代基因技术研发的抗虫棉品种
问世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中棉所41”。

“中棉所 41”等国产棉花品种的诞生，拯
救了中国棉花种业。中国目前种植的棉花，
大部分都是使用国产棉花种子。李付广谈及
目前我国基因技术育种的现状时说，在“中棉
所 41”于 2002 年通过国家审定后，2009 年获
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中棉所41”
的抗虫和高产等特性，被全国20多家单位选
作育种亲本，相继衍生出新品种100多个，例
如中棉所63、豫杂35、银棉2号等一系列适应
不同棉区的品种。这使得中国自主基因技术
选育的抗虫棉品种竞争大大增强，稳稳占据
了抗虫棉国内市场的绝对优势。

新华社银川电 （记者张亮、杨稳
玺） 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获悉，宁夏各级检察院 70.4%的院领导
已在学校兼任“法治副校长”，校园法治
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据介绍，2018年宁夏检察机关领导
干部兼任学校“法治副校长”工作全面
开启，要求各级检察院领导、各业务部
门主要负责人在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
院或其他专门学校等学校担任“法治副
校长”，任期 5 年可连任。“法治副校
长”职责包括每学期了解一次学校的法
治教育情况；每学期为学校师生上一次
法治教育辅导课；每学期参加一次学校
例会，研究法治教育、特殊群体学生转
化、安全文明校园建设、校园及周边治
安综合治理等方面的工作。

据了解，除检察机关领导干部兼任学
校“法治副校长”之外，宁夏还自2017年2
月开启了为期三年的“法治进校园”全区
巡讲活动，巡讲范围已覆盖全区 1813 所
中小学，学校覆盖率达到87.8%。

新华社杭州电 （记者顾小立、俞菀） 2019
年浙江“三位一体”和高职提前招生近日启
动。在今年的考生报名中，浙江统一取消中学
校长推荐，严把资格审核关，对照章程公布的
报考条件逐项审核报考资格，不符合报考条件
者一律不得进入综合素质测评环节。

浙江省教育部门要求，招生高校要根据学
科特色科学确定招生专业，合理设置入围比
例，严格组织综合测评，确保各环节试题试卷
绝对安全。严禁高校将有关工作简单下放至院
系、部等部门独立负责，严禁委托个人或校外
组织开展有关工作，严禁试点高校 （学院、
系、部） 及教职工组织或参与考前辅导、应试
培训，严禁参加由中介机构组织的咨询活动。

“三位一体”招生模式在浙江已实施多年，
是高校依据考生统一高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
成绩和高中学业考试成绩按比例合成综合成
绩，择优录取考生的招生方式。报名参加“三
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的考生在中学阶段完成
学业水平测试之后，还需参加试点高校的综合
素质测试以及在6月份举办的全国高考。高考成
绩比例一般不低于综合成绩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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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世界知名的棉花产区，中国自主培育的棉花品种在这里得到广泛种植。图为新疆棉花采摘季节景象。 （图行天下网）

2009年9月，关于棉花新品种“中棉
所 63”的现场会在湖北荆州举行。图为
种棉能手、棉花经销商等在田间参观。

（中棉所官网）

模特展示中国基因技术培育的棉花。
（百度）

中
国
基
因
技
术
培
育
的
棉
花
植
株
苗
。

（
中
棉
所
供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