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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找到治愈小麦“癌症”良方
■ 闻 风

近日，国际顶尖学术杂志《科学》在线发表了山东
农业大学农学院孔令让教授团队重要学术突破。他
们在全球首次从小麦近缘植物长穗偃麦草中克隆出
抗赤霉病关键基因Fhb7，成功将其转移至小麦品种
中，并揭示了其抗病分子机制。这是我国小麦研究领
域首篇《科学》文章，也是我国小麦重要功能基因研究
领域首篇CNS（《细胞》《自然》《科学》）三大主刊文章。

“金钥匙”解决世界难题

小麦赤霉病是威胁世界粮食生产和食品安全的
重大难题，不但减产毁质，其产生的呕吐毒素严重污
染食品和饲料，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三级致癌物，可
引起人畜中毒。呕吐毒素的逐渐积累，会破坏和影响
人和动物的免疫功能。

长期的生产实践证明，小麦赤霉病基本不可治，预
防难度也非常大，因此被称为小麦“癌症”。根除小麦赤
霉病，培育与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并环保的选
择。但人们至今未发现赤霉病免疫的小麦种质资源。

小麦近缘植物长穗偃麦草携带抗病、抗逆等许多
优异基因，利用远缘杂交技术，可以将这些优良的外
源基因转移到小麦上。孔令让团队获得的抗赤霉病
基因Fhb7就来源于长穗偃麦草，随后他们通过群体
遗传分析表明，该基因使得赤霉病病情指数降低超过
30％，是高效抗性基因，明确了其在小麦抗病育种中
的稳定抗性和应用价值。

他们将携带该基因的小麦种质材料分发到30多
家育种单位，用于小麦赤霉病抗性的遗传改良，并在山
东、河南、江苏、安徽等小麦主产区进行了广泛试验。
数据表明，Fhb7基因具有广谱抗性，携带该基因的植
株在抗小麦赤霉病的同时，对小麦另一大病害茎基腐

病也表现出了明显抗性，同时对产量无负面影响。
目前，携带Fhb7基因的多个小麦新品系已经进入

安徽省、山东省预备试验和区域试验，并被纳入我国小
麦良种联合攻关计划，为从源头上解决小麦赤霉病问
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更加可喜的是，他们发现Fhb7基
因可以有效分解呕吐毒素，产生解毒效应，这一特性有
望在粮食深加工和饲料工业中得到广泛应用，有效解
决我国存储粮积累造成的呕吐毒素污染问题。

这一发现为解决小麦赤霉病这一世界性难题找
到了“金钥匙”，“更让我们把小麦抗赤霉病种质资源
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孔令让难掩激动之情。

二十年磨一剑找到关键基因

从1985年开始，孔令让就从事长穗偃麦草、八倍
体小偃麦与小麦的远缘杂交研究，2000年左右，他在
长穗偃麦草中发现了抗赤霉病基因，并在2015年命名
为Fhb7。接着，他带领团队经过初定位和精细定位，
证明Fhb7单基因具有较高的赤霉病抗性，随后，对复
杂的长穗偃麦草基因组进行了高质量的组装和注释，
完成了对该基因的精细定位。

团队采用传统图位克隆技术，并结合细胞遗传
学、突变基因组学、病毒诱导的基因沉默和转基因技
术，对来自长穗偃麦草基因组的抗赤霉病基因Fhb7
进行了充分的功能性验证。

孔令让教授团队长期从事小麦抗赤霉病遗传及
品种改良研究工作，经过20余年的不懈攻坚，终于找
到了解决赤霉病世界性难题的“金钥匙”。在研究成
果中共有五个发现：克隆了Fhb7抗赤霉病基因，发现
Fhb7基因编码的酶对呕吐毒素具有解毒功能，提供
了真核生物间核基因组DNA水平转移的功能性证

据，组装了长穗偃麦草基因组，发现Fhb7基因对整个
镰刀菌属病原菌具有广谱抗性。

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了一个令人惊
奇的科学现象——整个植物界没有发现Fhb7的同源
基因，而在香柱内生真菌中发现了高度同源基因。论
文第一作者孙思龙副教授分析，该基因很可能是通过
基因水平转移，从香柱内生真菌整合进了长穗偃麦草
基因组，从而进化出抗镰刀菌属病原菌侵染的功能。
研究团队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生物基因跨界转
移现象，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探讨植物抗病基因
和基因组进化新机制。

和衷共济勇闯科技难关

孔令让谈到团队成员的付出时，眼眶不禁湿润
了。他说，赤霉病的研究他做了20年，学生换了一茬
又一茬，几位年轻的同事更是克服多种困难，一刻不
敢停歇，就是想快速取得关键性突破。

做小麦杂交，尤其是远缘杂交研究，非常细致繁
重，因为结种很难，小麦杂交授粉工作量很大，有时结
种之后还要进行幼胚培养才能成苗。每年春季在大
田，研究生都要做几千个杂交穗子，一个穗子上36个
小花，算下来就是十几万枚小花，这里面能得到一两
千个幼胚，然后再培养成苗。

“选材料感觉就像是在淘宝，选到一份好材料还
想看下一个，觉得后面还有更好的，总要选出最好
的。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充满了挑战和乐趣。我们
克隆并运用抗赤霉病基因Fhb7的科研探索，得到国
际同行科学家和顶尖学术杂志的认可，得到多家小麦
育种单位的青睐，对年轻的科研人员是很大的激励。”
孔令让说。

芳菲五月，山花烂漫，石堰镇干坝村山头成片的
丹参、赤芍、百子等几种药材长势喜人，铺满整座山
坡，在阳光下露出灿烂的笑容。

此时，在重庆市长寿区石堰镇干坝村耕硕中药
材专业合作社扶贫车间（以下简称耕硕中药材专业
合作社扶贫车间）的药材地里，十多位贫困户正忙着
整地、除草，现场一片繁忙。50岁的贫困户杨淑德
正蹲在地上专心除草，她是该村建档立卡户，说起村
里的扶贫车间，她掩饰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她丈
夫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沉重的家
庭负担压得杨淑德喘不过气来，就在她一筹莫展的
时候，耕硕中药材专业合作社扶贫车间进了村，给这
个家庭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让她重新燃起了生
活的信心。而在这个村里，像杨淑德一样通过到扶
贫车间就业增收的贫困户还有几十人，他们一月下
来能挣2000元左右，大家觉得日子有了奔头。

这是建立在贫困户家门口的就业扶贫车间，带
领贫困户就业增收的人叫熊锋。他是石堰镇本地
人，早些年一直在外地打拼，并累积了一定的资金。
2018年有一次回长寿探亲，偶遇在重庆中药研究院
上班的朋友，听到他谈起中药材的市场价值，作为商
人的他敏锐地嗅出了商机。他邀请专家对石堰镇干
坝村的气候和土质等进行了监测和取样，欣喜的是
当地正好适合种植中药材。

在石堰镇政府和干坝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熊锋
于2019年在干坝村承包了300多亩土地，雇佣当地贫
困户和农村闲置劳动力栽植100多亩的丹参、赤芍、百
子等几种药材。在长寿区人力社保局和扶贫办的指导
和政策支持下，于2019年6月创建了耕硕中药材专业
合作社扶贫车间，建立起了规范的中药材种植基地。
目前已经吸纳31名贫困劳动力就业，走出了一条农民
增收、产业发展、企业壮大、多方共赢的扶贫新路子。

初夏时节，位于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隘口镇新院
村的茶叶基地迎来夏
茶采摘期。自 2018
年以来，新院村通过

“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建设模式，
发展起 1600 余亩的
茶叶种植规模，并对
茶园管理及茶叶收
购、加工、销售等进行
统一管理，帮助当地
百姓通过获取土地租
金、务工工资、产业分
红等方式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长寿区：
扶贫小车间 助力脱贫路

本报记者 何军林 通讯员 徐菁旑

本报讯（记者 何军林 通讯员 郑光慧 慈辉
辉）针对农村基层科技力量不足这一突出问题，荣昌
区今年初将科技人才下派到农业生产一线，深入田
间地头为各农业产业化基地、优势特色产业种植养
殖大户等提供最急需的科技服务。

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兴农”，科技特派员如何
在其中发挥作用？目前取得怎样的成效？记者就此
进行了采访。

去年10月，看好鱼菜共生的发展模式，广顺街
道高瓷村4社村民周道林在家门口做了小规模试
点。最近，周道林遇到了麻烦：蔬菜和鱼都存活了，
可就是蔬菜品质还达不到上市要求。5月11日，作
为荣昌区科技特派员的西南大学教授陈鹏飞，来到
周道林家，现场“把脉问诊”，帮助他“对症开方”。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这行技术含量太高，要不
是有科技特派员，根本不敢放开手脚。”周道林告诉记
者。目前，周道林成立了一家农业公司，在村里流转了
100亩土地，今年准备扩大规模发展这种新模式。

不久前，天常村的花椒基地里的花椒得了枯梢
病，用了好多药都没治好。眼看着400多株花椒相
继染病枯死，荣昌区荣富花椒股份合作社理事长游
小军一筹莫展。作为科技特派员，荣昌区林业局林
技站站长吕玉奎得知情况后，赶紧为游小军支了招。

今年以来，荣昌区科技局围绕地方特色产业发
展，选派51名科技特派员，通过现场服务、电话咨
询、网络服务等服务方式，开展科技服务。截至目
前，全区科技特派员已利用网络平台发送科普信息
等30余条，利用电话、短信、视频、现场指导培训等
方式提供指导180余次，帮农户解决技术问题50余
个，为农业生产安全保驾护航。

“作为先进农业技术的代言人，在生产实践中，
科技特派员把实验室搬到了田间地头，发挥技术和
资源优势，将大量先进技术运用到生产一线，为当地
农户和农业企业带去了实惠，为科技助力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荣昌区科技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荣昌：科技特派员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