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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生物资源研究与利用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

为南川木波罗“解危”让金佛山方竹“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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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名片

特色生物资源研究与利用川渝

共建重点实验室是2012年8月由重

庆市科委（现重庆市科技局）和四川

省科技厅联合批准，由四川大学、重

庆金佛山高等研究院以及重庆市药

物种植研究所共同组建的全国首个

省际共建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为

特色生物资源与生态、特色生物资

源与大健康、特色生物资源可持续

利用。

实验室成立以来，围绕金佛山

特色生物资源（主要包括金佛山杜

鹃、金佛山方竹、南川木波罗、山桐

子、南川玄参、农业微生态等）以及

人类遗传性疾病（主要包括 HPV、

男性不孕不育等）和干细胞开展了

系列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促

进了基础学科与应用基础学科间交

叉融合。

□本报记者 张亦筑 云钰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漫步在重庆南川
区合溪镇、南平镇的街头巷尾，一种随处
可见、名叫“南川木波罗”的树木很有特
色。据了解，2018年，它被正式确定为南
川的区树。

南川木波罗曾是“极危”树种，差一点
就绝迹了。经过科学家10余年的不懈努
力，南川木波罗最终得救，有了如今欣欣
向荣的景象。

特色生物资源研究与利用川渝共建
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特色生物资源重
点实验室”）团队，就是南川木波罗的“救
命恩人”。

2012年，由四川大学、重庆金佛山高
等研究院以及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共
同组建的特色生物资源重点实验室正式
成立。这是国内首个省际共建重点实验
室，由知名生命科学家、四川大学教授丁
显平担任实验室主任。

“成立实验室的目的，就是想把川渝
两地的科研力量整合起来，推动特色生物
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把‘绿水
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近日，在丁显平
的带领下，重庆日报记者探访了特色生物
资源重点实验室。

物种保护
化解“传宗接代”危机，让

南川木波罗“起死回生”

“金佛山是一个了不起的‘生物基因
库’，拥有8000多种生物资源，其中6000
多种植物、4000多种中药材、40多种道地
药材，甚至有的名贵药材只有金佛山才拥
有。”丁显平是南川人，对金佛山蕴藏的生
物资源如数家珍。他说，尽管如此，如果
人们没有去认识它、研究它、开发它，就不
能充分发挥它的巨大价值。

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南川被
确定为全国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过去以

煤炭开采为主的发展之路已然行不通。”丁
显平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川渝两地共建实验
室的建议，并以引领川渝两地的“地下资
源”向“地上资源”转移为发展定位。

2012年，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由重
庆市科委（现重庆市科技局）和四川省科
技厅联合批准成立。

南川木波罗正是实验室最早研究的
对象之一。

“南川木波罗是中国特有珍稀植物之
一，最早发现是在上世纪60年代，零星分
布在南川及周边地区。当时没人认真去
数，可能只有几百株。”在位于南川工业园
区的实验室大楼，丁显平讲述了他们与南
川木波罗的故事。

他回忆，过去，人们对它知之甚少，也
不知道如何利用，“当时连林业部门的人
都说，这个树没办法，不好繁殖，基本上栽
不活，不晓得啷个办。”

2004年，南川木波罗被《中国物种红
色名录》定为“极危”树种。

可是，丁显平不甘心。实验室一成立，
他就把南川木波罗繁育问题作为优先研究
课题。

通过基因分析，破解“遗传密码”，仅5
年的时间，他们就化解了南川木波罗“传
宗接代”的危机，成功繁育出数万株，让这
一“极危”的树种“起死回生”。

“不论是组培，还是嫁接，我们都成功
了，让南川木波罗被保护下来。如今，在
南川，已经有几十万株。”丁显平说，由于
南川木波罗高大挺拔、四季常绿，且极具
地方特色，逐渐成为优质的城市行道绿化
树种。

不仅如此。实验室团队还完成了南
川木波罗的全基因组测序，2022年研究
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Giga
Science》上。

“目前我们仍然在做南川木波罗的功
能基因，发现它具有降血压、降血糖、抗
菌、抗炎、抗过敏、调节胃肠道等功能，具
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正在进行深入研究。”
丁显平介绍。

良种选育
金佛山方竹低海拔驯化后，

竹笋亩产提高10倍

从南川工业园区驱车出发，半个多小
时后，记者跟随丁显平来到海拔900多米
的南城街道官地村。这里是占地100多
亩的特色生物资源重点实验室野外种植
基地。

眼前的一大片金佛山方竹，郁郁葱
葱。“看，这是我们培育的金佛山方竹1
号，还有2号、3号。”丁显平用手指向一片
片竹林向记者介绍说，这3个新品种都可
以达到3年成林，方竹种苗卖10块钱一根
被抢着要。

“以前有句广告词，‘世界一绝，中国
独有，金佛山方竹笋’，意思就是金佛山方
竹笋的品质非常好。”他告诉记者。

不过，把金佛山方竹种在海拔1400
米以下的地区，以前想都不敢想——

长期以来，金佛山方竹因其生长海拔
高，竹笋存在产量低、采摘难、运输难、加工
难等问题，不宜规模化种植，更无法量产。

当地百姓一直希望能将金佛山方竹
移下山，但一种植在低海拔地区，它就会
出现变异、枯死等情况。

为了更好地实现金佛山方竹的规模
化种植，扩大经济效益，从2014年开始，
实验室团队就在重庆市科技局的专项支
持下，利用川渝两地的科研资源，采用分
子遗传育种等现代生物技术对金佛山方
竹进行低海拔驯化。

这并非易事。丁显平带领团队走访
全国各地，收集到23个方竹品种或种样
本，并对每个样本进行分子检测和亲缘关
系分析，把这些方竹当中与金佛山方竹品
质相当，但产量高、可低海拔种植的方竹
品种或种找出来。再通过分子遗传育种
技术，最终成功选育出上述3个金佛山方
竹品种，让金佛山方竹在海拔1400米以
下地区扎下了根。

如今，在南川海拔900—1000米的大
有镇、800—900米的南城街道官地村和
500—600米的神童镇，都有金佛山方竹
的种植基地。

“原来金佛山方竹笋的亩产只有两
三百斤，现在可以达到两三千斤，足足是
原来的10倍！”丁显平说，如今，为了保护
好方竹种质资源，实验室还建立起中国
方竹种质资源库，并在600—1200米海
拔范围内继续进行优良品种选育应用。

变废为宝
烂果“变身”有机肥，让耙耙柑

产量品质双提高

在特色生物资源重点实验室里，记者

还看到了一个“发酵仓库”，里面有6个大
型发酵罐正在“工作”，周围的地上还摆满
了100多个塑料桶，里面装有3种不同颜
色的液体。

“发酵罐里装的其实是不同类型的
细菌群。”丁显平介绍，微生物也是实验
室的研究对象之一。这些含有不同细菌
群的液体，经后期加工，可以制成高端有
机肥，或者用来净化水质治理鱼塘、河道
等。成都蒲江的耙耙柑就是一个典型的
案例。

成都蒲江是耙耙柑的重要产区，目
前，种植面积约18万亩，年产40万吨左
右。

每年12月底至次年3月，是蒲江耙耙
柑的成熟季。耙耙柑销路好，为当地带来
增收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烦恼。

“当地的耙耙柑种植基地，每年烂果
率在20%—25%。如果采用传统的深埋
处理方式，每年要投入几千万元，而且还
会对环境造成影响。”丁显平说。

为此，实验室团队利用烂果、落果或
者次果，加入细菌群等，装入密封的容器
中发酵，产生出像“橙汁”一样的液体，变
废为宝开发出一款高端液态有机肥。

烂果“变身”有机肥，不仅节约了深埋
处理的“巨资”，解决了当地的烂果烦恼，
他们还发现，这款有机肥再用来给耙耙柑
树施肥，可以让耙耙柑的产量提高10%，

果子的甜度提高5%，口感更好、品质更
高，经济效益也会更好。

丁显平介绍，目前，当地已经在修建
有机肥厂，不久之后将投产。相关技术成
果还将在四川葡萄种植基地、新疆棉花种
植基地等推广应用。

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实验室规模也不
断壮大。

“最开始我们只有几个人，什么都要
自己干。”丁显平称，实验室建设之初，丁
显平每个星期都要在成渝两地来回跑两
三趟。在四川大学上完课后，就赶紧开车
奔向南川，处理完实验室的事情后，又匆
匆忙忙往回赶。头两年下来，他的车开了
近30万公里。

“如今不一样了，我们逐渐聚集了专
兼职人才40多人，包括院士、国家级高层
次人才、市级优秀人才等，我们还培养了
南川首个博士后。”丁显平表示，各类科学
家和优秀人才的聚集，将为川渝两地特色
生物资源研究与开发利用提供源源不断
的智力支撑。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只有和
生产相结合，才能实现其生产力的价
值。”丁显平说，这是实验室的发展理念，
也是建设实验室的意义，只要依靠科技，
推动特色生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可持
续利用，就能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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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川木波罗 ◆
2004年，南川木波罗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定为“极危”树种。特色生

物资源研究与利用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通过破解“遗传密码”，化解了南川

木波罗“传宗接代”的危机，让这一“极危”树种“起死回生”。

位于南川区南城
街道官地村的特色生
物资源研究与利用川
渝共建重点实验室野
外种植基地，丁显平
（左）与同事走在方竹
林小道上（摄于 2023
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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