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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西部（重庆）科学城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

突破传统育种“天花板”探寻育出品种“最优解”
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提

出，要深入推动创新发展，加快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
心；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深
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今年初，由西南大学牵头
组织建设的种质创制大科学中
心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正式
启动运行，得到教育部、科技
部、农业农村部的高度关注和
大力支持，并被纳入国家支撑
服务育种创新的 5大专业化
平台之一。

当种业和生物科技相结
合，从传统育种走向种质创
制，将会给育种工作带来什么
变化？又将如何推动种业振
兴？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进行
了调查。

【核心提示】

西部（重庆）科学城种质创制大科
学中心，市民在展厅观看展品。

西部（重庆）科学城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科研人员正在观察毛白杨的组培苗
生长情况。

西部（重庆）科学城种质创制大科
学中心，科研人员正在取青蒿的叶片。

本版图片均由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6月 1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位
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种质创制大
科学中心，实验室、办公室里，大家各
司其职，言谈间都是“那批样本怎么
样了”“那个实验做了没”，显得紧张
与忙碌。

“我们就是在‘抢’进度，科研成果
晚出一天，那就是天壤之别。”种质创
制大科学中心一位科研人员说。

在这座高效运转的种质创制“工
厂”，自年初投入运行以来，几乎每周
都有新的科研进展。种质创制到底是
什么？与传统育种有何区别？效率为
何如此之高？

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首席科学
家、西南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生
物学研究中心主任夏庆友教授介绍，
种质创制就是基因组育种，即通过对
某一物种进行基因组测序，再分析、研
究，找出跟物种各个性状相关的关键
基因，最终就能找到育出目标性状品
种的“最优解”。

传统育种是从自然界搜寻与目标
性状相符的材料进行杂交选育，但由
于遗传不稳定，有可能组合出的材料
不能达到效果。而种质创新，只要对
物种基因组研究得足够透彻，就可以
根据想要的性状，对关键基因进行改
变，不仅可以往里面添加基因，还可以
拿掉基因，可以说是突破了传统育种
的“天花板”。

目前，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依托
重庆本地资源、产业基础，以及前期研
究积累，首批进驻了家蚕、杨树、青蒿3
个物种。

吃人工饲料
家蚕吐丝多品质好

走进家蚕育种实验室，在一个个
类似自动贩卖机的柜子里，层层摆放
着数个白色的盒子。盒子里整齐地码
着黑色片状物，每一片上面都是细细
小小的蚕。

“黑色物质就是食物，是我们研发
的人工饲料，可以代替桑叶。”家蚕团
队的沈关望博士介绍。

传统养蚕局限于季节性，5月至10
月才有新鲜桑叶，家蚕养殖也就仅限
于这半年时间，加上采桑需要大量劳
动力，极大限制了蚕丝产业的发展。
而且，家蚕在养殖过程中极易生病，多
数蚕病都是“吃”进去的，而喂家蚕的
大量桑叶，无法全部消毒。除此之外，
家蚕吐丝结茧过程中，会积累和滋生
大量微生物，即使后期通过高温消毒
灭杀，也无法消除其中含有的致敏物
质。

家蚕育种，目标就是让蚕宝宝养
殖更容易、吐丝更多，且丝的品质更
好、用途更广。家蚕团队研发出的家
蚕人工饲料，不仅摆脱了家蚕对新鲜
桑叶的依赖，实现了全年养蚕，还防止
了蚕宝宝“病从口入”，使产出的蚕丝
更加洁净。

家蚕团队通过基因新技术，致力
于培育抗病强、产量高、吐丝多的新蚕
品种，可更广泛应用于医疗领域。

比如定点删除丝腺中与离子运输
相关的基因，增强丝腺里的离子浓度，
让蚕丝在缫丝过程中不容易断；把水
母身上发红色荧光蛋白的基因，整合

到蚕宝宝的身体里，使它吐出粉红色
的丝，结出粉色蚕茧。

沈关望介绍，目前团队已经获得
了能吐出具有抗肿瘤、抗氧化、抑制炎
症等功能的10余种治疗性重组蛋白蚕
丝的家蚕品种素材，并在细胞和小鼠
体内完成了功能性验证，下一步将与
医院合作推向临床。

调控关键基因
杨树更壮更高更美

根系发达的、抗干旱的、抗病的
……在杨树实验室，一棵棵杨树幼苗
被装在玻璃器皿内，并一一打上了标
签。

作为世界第一大速生树种，杨树
多用于木材加工，经济价值颇高，在
我国年产值达到 6000 多亿元。此
外，由于它具有较好的防风固沙效
果，全国20%左右的防护林都是栽种
的杨树。

“目前杨树育种主要是希望它长
得更高大，病害更少，抗干旱能力更
强，进一步释放它的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杨树团队负责人罗克明教授
说。

怎么让树木长得更“壮”？
罗克明介绍，不同于动物的有限

生长，树木是可以无限生长的，只因树
干顶端有可以无限分裂的干细胞，能
够促使树木不断长出新的枝条，同时
让树木更加粗壮。团队通过研究影响
该干细胞分裂活性的基因，提高分裂
活性，让杨树长得更加高大。

此外，树木在缺水环境下，自身会
有调节机制，促使根系扎得更深，水分
蒸发更少。通过研究这种生理变化，
找出并编辑参与调控这个过程的关键
基因，能让树木抗旱适应性更强。

最近三年，通过改变基因，杨树
团队已累计创制新素材 100 多个。
进驻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后不到半
年时间里，团队创制的新素材已达到
300 个。“以往我们都是单做一个基
因，一做就是四五年，现在可以几十
个基因同时做。”罗克明说，按照计
划，今年团队要做 500个新素材，明
年还要提高到 1000个，进度将成倍
增长。

更有意思的是，罗克明团队通过
调控花青素合成途径的关键基因，创
制出了能长出彩色叶片的杨树新素
材。罗克明说，花青素是一种色素，是
花朵显色的重要物质，“我们能通过调
控基因，让杨树叶片含有不同含量的
花青素，使叶片呈现出黄色、红色，提
高观赏价值。”

提高青蒿素含量
青蒿用途广收益高

从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是一种
由我国科学家首先发现并成功提取的
特效抗疟药，为世界抗击疟疾作出了
重要贡献。青蒿成为首批入驻种质创
制大科学中心的物种之一。

重庆酉阳出产的青蒿一度占全
球产量的八成，被誉为“世界青蒿之
都”。近年来青蒿素价格不高，1公
斤青蒿素仅能卖 1000余元，加上品
种老化，因此酉阳的青蒿产业一度
萎缩。张芳源介绍，团队一直致力
于提高青蒿的青蒿素含量，并于
2012 年启动了青蒿基因组测序工
作，希望在提高青蒿素含量的基础
上，通过合成生物学，进一步拓展青
蒿的用途。目前团队创制的青蒿新
素材更适应重庆干旱酷热的天气，
今年通过传统育种选出的青蒿新品
种已在酉阳推广1.5万亩，青蒿素含
量已突破千分之二十，较此前提高
了2.5倍。

在不影响青蒿素提取的前提下，
团队通过合成生物学技术，实现了在
青蒿中生物合成圆柚酮。圆柚酮本是
从柚子皮中提取的成分，是一种天然
橙味香料，在食品加工、精细化工、烟
草等行业需求巨大，1公斤圆柚酮的售
价接近2万元，效益十分可观。张芳源
说，1克青蒿叶片可以提取50微克圆
柚酮，种植户每种一亩青蒿能额外增
收千元以上。

在药性功能拓展上，团队联合上
海交通大学研究发现，青蒿素有望用
于高血压、高血脂等病症治疗。“青蒿
素若与他汀类药物联合用药，在治疗
高血脂等脂肪代谢疾病中具有显著的
增效减毒效果，有望在近期开发出降
脂新药。”张芳源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