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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目金黄香万里 科技创新油菜兴
专访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副院长卢坤

本报记者 刘代荣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100

卢坤，中共党员，教授、博导，现任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副院
长、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南方山地农业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全球
油菜创新理事会（GCIRC）理事，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巴渝
学者”特聘教授，多家国内外学术期刊编委。长期从事油菜基因组和重要性
状形成机理研究，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省
部级项目10余项，在Nature Communications等期刊发表论文110
篇，获发明专利授权10项，主研油菜新品种7个。先后荣获中国农学会青
年科技奖、重庆市十佳科技青年奖、中国作物学会油料专委会“青年创新
奖”、首届川渝科学技术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重庆市科协自然科学优秀学
术论文奖，所在团队获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等。

“满目金黄香百里，一方春色醉
千山。”

在百花盛开的阳春三月，记者来到
重庆市油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碚研
究基地，错落有致的油菜花把整个基地
装点得一片金黄，十分吸引眼球。

在北碚研究基地，卢坤带着科研团
队正在观察油菜新品种的长势情况。
卢坤科研团队成员们穿着白色工作服，
在满目金灿灿的油菜花丛中更是惹人
注目。

卢坤告诉记者，重庆市油菜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依托西南大学，是2004年
重庆市批准成立的首批10个工程中心
之一，也是第一个农业领域的工程中
心。“我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3个基
地，北碚基地主要用于科研，另外的垫
江制种基地和渝北加工基地，拥有现代
种子加工设备和进口大型适温冷榨设
备，重点面向市场。”卢坤说。

在北碚研究基地，卢坤带领科研团
队通过辛勤工作和创新研究，先后主研
培育渝黄4号、渝油48和渝油50等8
个国家油菜登记和鉴定新品种，推广种
植面积达100万亩以上。

在这片金黄的油菜科研基地上，卢
坤用求实、严谨、刻苦的工作作风，实现
了多年为之奋斗的油菜遗传育种金色
梦想，成就了一名青年科技领军人才的
事业，为培育中国自己的优质、高产油
菜品种做出了突出贡献。

揭示油菜起源和演化历史

地球上任何物种，都有其起源和演
化、进化过程，就像人类一样。

卢坤就是一名研究油菜起源和演
化历史的科技工作者，他专注油菜研究
近20年。

“油菜是我国重要的油料农作物，研
究油菜的起源、演化、进化过程，对培育
优质高产的新品种意义重大。”卢坤说。

油菜是一个统称，农艺学上将种子
中含油的多个物种统称为油菜。目前，
油菜主要栽培类型为：白菜型油菜、芥
菜型油菜、甘蓝型油菜。几千年来，我
国广泛种植白菜型和芥菜型油菜，但产
量低、抗性差，因此20世纪50年代从
国外引进的甘蓝型油菜，迅速成为我国
的主导油菜类型，占我国油菜总种植面
积的90%以上。

甘蓝型油菜是一个非常“年轻”的
异源四倍体，是约 12500年到 6800年
前，由二倍体祖先白菜和甘蓝天然杂
交、自然加倍而形成的。由于自然界无
野生资源，白菜和甘蓝又存在多种类
型，其起源和进化研究一直是学界一大
难题。

而甘蓝型油菜起源于何时？“父母”
（亲本材料）是谁？此前全球都没有答案。

从2004年起，卢坤团队就开始研
究甘蓝型油菜的起源和演化。他收集
了全世界代表性油菜材料上千份，通过
大量的基因组学研究，明确了甘蓝型油
菜由地中海地区白菜亚种里的欧洲芜
菁和甘蓝变种里的苤蓝、花菜、西兰花、
中国芥蓝等4种甘蓝的共同“祖先”（已

消失）杂交合成。
经过艰辛的工作和大量分析，卢坤

团队得出了甘蓝型油菜的演化历史，冬
油菜形成于约7200年前，约416年前形
成春性油菜，约60年前传入中国，改良
后成为我国特色的半冬性油菜；同时也
从基因组水平揭示了人类的品种选育
对油菜产量、品质和抗性等重要性状的
影响及演化规律。

解密油菜优质高产的遗传基因

基因的本质是具有遗传效应。19
世纪60年代，遗传学家孟德尔就提出了
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控制的观点。

“基因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能
忠实地复制自己，以此来保持生物的基
本特征。二是能够发生突变，绝大多数
会导致疾病，少部分是非致病突变。我
们研究油菜的遗传基因，就是要从大量
的基因中找到优质的那部分，从而实现
油菜增产。”卢坤说。

卢坤介绍，以油菜为代表的十字花
科植物含有植物中特有的硫苷成分，如
具有抗癌保健作用的萝卜硫苷。因此，
揭示硫苷代谢途径对提高油菜品质至
关重要。

经过长期的研究，卢坤团队系统鉴定
了硫苷代谢途径基因，提出具有科学价值
的理论观点，论文发表在Nature Com-
munications等杂志，被Nature Genet-
ics和Nature Plants等权威杂志引用。

“研究油菜遗传基因，价值在于为
油菜高产提供理论支撑。”卢坤说。如
果油菜的收获指数（HI）低，就会严重影
响油菜高产。在育种上，首先要选择收
获指数高的。

卢坤带领团队，先后在重庆、云南
等地进行对比性试验，通过对主产区的
重庆和超高产区的云南两地300余份
自然群体材料的多年比较发现，油菜角
果光合作用对产量贡献率为 60%—
70%，角果光合受阻会抑制光合产物向
油脂转化，从而降低油菜的品质。团队
发现的高产区云南和重庆环境的高HI
理想株型，为不同产区高HI新品种培
育提供了参考。

在长期的科研中，卢坤团队鉴定了
500 多万 SNP 位点，开发了油菜 50K
SNP液相DNA芯片，鉴定出84个与HI紧
密连锁的SNP位点和33个候选基因；鉴
定出产量紧密连锁新位点93个，单标记
表型贡献达12.99%，筛选到14个产量形
成相关基因；鉴定出16个结角性状显著
关联的SNP和控制角果数的候选基因。

“掌握了油菜高产遗传基因数据，
重要的是如何将大量数据从实验室运

用到农业生产上。”卢坤说。MAPK1能
调节植物内源激素，促进细胞分化，以
加快油菜植株的发育进程，从而提高产
量的分子机制。他们在研究中发现，
DAD1能够在叶绿体中通过另一种植物
激素茉莉酸信号影响生长素信号，抑制
ARF18基因，使得油菜角果变长，籽粒
变大，最终提高产量。

近年来，卢坤团队收获很多，2017
年获“与甘蓝型油菜种皮色泽紧密连锁
的分子标记及应用制造技术”专利，
2018年，获“甘蓝型油菜SKIP基因家族
及其重组载体和应用”专利。2019年
获“基于BnaCnng52950D基因的启动
子序列、重组载体及应用”和“甘蓝型油
菜 Bna.A05DAD1 基因的应用及方法”
专利，先后培育出“康油2号”“渝油48”
等多个优质高产油菜新品种。

立德树人育一代爱国新人

卢坤不仅是一名科技工作者，也是
一名有20年党龄的优秀教师，是“全国
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西南大学
油菜教师团队骨干成员。

在教学中，卢坤将立德树人融入思
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
教育等各个环节，并在课程体系、教学
体系、教材体系、实践育人体系建设中
以创新举措受到学生广泛欢迎。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必须有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
对学生成长成才高度负责。既要传授
新的知识，更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卢坤说。在教学
实践中，他自觉以“四有”好老师为标
准，关心爱护学生，坚持以学生为本，将
立德树人思想贯穿于育人全过程。

卢坤担任西南大学拔尖创新型农业
人才培养计划试点班——西南大学“神农
班”2014级班主任期间，把“爱农业、强基
础、勤实践、勇创新、国际化”作为育人理
念，实施精英化、个性化、国际化培养模
式，为培养“心在最高处，根在最深处”的
高层次农业拔尖创新人才做出了努力。

在红岩革命纪念馆、重庆歌乐山烈
士陵园等红色资源教育基地，有卢坤带
领学生在这里开展党团主题活动，传承
红色基因，点燃爱国热情；在现代农业
园、区县偏远农村等地，有卢坤带领学
生在这里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了解“三
农”问题，培养“心系三农，顶天立地”的
精神；在学院教学基地、实验室，有卢坤
带领学生夜以继日做实验、分析数据、
讨论科研问题，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勇
于钻研、永攀高峰的科学家精神。

有努力就有收获，有献身就有回
报。近年来，卢坤先后荣获西南大学优
秀班主任、优秀教师等称号，指导学生多
人多次在全国和重庆市获得科研创新和
各类比赛一、二、三等奖等，卢坤带领的

“神农班”获得重庆市“先进班集体”、校级
“五四红旗团支部”和两次“先进班集体”
荣誉称号，指导13位同学先后在国内外知
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4篇。毕业后，6位
同学赴海外名校深造，半数以上学生在国
内高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采访结束时，卢坤表示，下一步将
一如既往把培养创新科技人才作为历
史使命，带领科研团队建立油菜基因组
数据和基于人工智能的全基因组精准
育种平台，利用油菜液相SNP芯片，为
育种家提供目标性状导向的亲本及杂
交育种方案，助力精准育种，培育高产
新品种，为解决国家种业方面的“卡脖
子”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

卢坤（左）教授与法国科学院院士William Lucas教授（中）在田间调查油菜生
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