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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芯”|
发现目前中国最南端疣粒野生稻
搜集野生稻并非简单地移植，而是要针对不同品种模拟不同的环境

强“芯”|
结合现代技术
推动育种创新
完成野生稻“画像”，育出更多
新品种

“这些野生稻‘身价’可不一般。”中
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郑
晓明介绍，野生稻是水稻遗传育种的重
要基因源，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当前栽培的水稻品种中，大部分都
有来自普通野生稻的基因。而普通野生
稻是一个学名，它是中国本土仅有的三
种野生稻之一，另外两种是药用野生稻
和疣粒野生稻。

从20世纪中叶开始，我国科学家就
有意搜寻和收集野生稻。野生稻对水稻
育种非常重要，可种质资源收集回来后，
却没有稳定的地方保存。

为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作物
种质库主任钱前提出，要在三亚建一个
最好的野生稻种质资源圃。2021年，
在农业农村部、海南省和三亚市的支持
下，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开始筹建资
源圃。

在钱前看来，将资源圃建在三亚，是
自然环境的必然。“我国还在广西、云南、
广东等地建立了国家级野生稻资源圃。
但位于三亚的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圃，
不仅是目前面积最大的，也是保存条件
最好的。”

站在田埂上远眺，稻田开阔平坦。
整个资源圃面积达170亩，其中分为不
同的功能区，包括物种展示区、鉴定评价
区、繁殖更新区、资源保存区、原生境模
拟监测区等，覆盖野生稻种质资源从收
集、保存到后期利用的全过程。

目前，资源圃保存有1.3万份野生
稻种质资源，而完全建成后可容纳4万
份野生稻种质资源，能满足今后30年野

生稻种质资源保存需求。
野生稻活体保存，是资源圃的一大

亮点。这绝不是“把水稻插在稻田里”
那么简单，为营造出原生境、让野生稻
保持原始的状态，科研人员付出了巨大
的努力。

比如，每隔一段时间，科研人员都要
给野生稻“理发”，也就是将长高的野生
稻剪短。这听起来不复杂，但其实是他
们首创的保存技术，能有效抑制野生稻
根部扩展出新植株，以及种子自然脱落
而导致的资源污染。

资源圃并不是普通的水田，而是建
成了一个个水泥池子，池中灌水，每一株
野生稻都种在盆中，再放入水里。

为何要把野生稻种在水盆里？资源
圃田间管理员解释说，这是因为野生稻
根系很发达，种在一起，时间长了，串根
会影响野生稻的纯度，如果种在水盆里，
定期换土，可保护各株野生稻的特征。

此外，科研人员还要注意防止福寿
螺的侵害。福寿螺喜欢啃食野生稻的叶
片，尤其喜欢那些刚刚萌发的嫩芽，如果
不加控制，几天就能把一株野生稻吃光，
对稻田造成毁灭性伤害。

活体保存不仅耗费巨大的人力物
力，还面临许多不可抗的未知风险。既
然困难重重，为何还要这样做？

钱前说，同成熟的种子相比，活体野
生稻的生物多样性、遗传基因丰富性等
更好。“目前，资源圃的活体保存技术在
国际上广受认可，将来有望通过技术交
流，让资源圃中保存的种质更加丰富，并
将其打造成世界野生稻的基因宝库。”

野生稻留存着水稻进化的秘密。它
们原本生存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但随着
生存环境的变化，自然界中已经越来越
难找到它们的身影。找到它们，是保存
和利用的前提。

今年1月，在三亚一片山区密林里，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的专家在资源普查中
发现了一株“身份可疑”的植物——似禾
非禾，又似草非草，颇有野生稻的样子。

为进一步确认这株植物的身份，不
久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等院所
的专家专程进山考察。俯下身子，轻捧
叶片观察，钱前喜出望外：“这是疣粒野
生稻，极为珍贵，要立即保护起来！”

“这种形似杂草的疣粒野生稻，正是
栽培型水稻的近缘‘祖先’。”三亚市农业
农村局局长柯用春说，这是目前发现的
我国最南端的疣粒野生稻。

这一株来自山区的疣粒野生稻，很
快被科研人员转移到了“新家”——资源
圃。在资源圃一隅，有一处人工营造的
山坡林地，工人们用土堆出了一座缓坡，

种上了黄槿、龙血树等。
“这是我们专门为疣粒野生稻准备的

家园。”郑晓明说，疣粒野生稻是旱生野生
稻，它是个“又菜又爱玩”的家伙，喜光又
怕晒，喜温又怕热，喜湿又怕水，一般长在
树林底下。而黄槿是典型的海岛树，喜湿
亲水，树冠高大，遮阴效果强。为此，他们
在资源圃中模拟了树林的条件。

不止这株疣粒野生稻受到优待，和
它一样，资源圃里的其他野生稻，都是科
研人员历尽辛苦搜集而来的。它们来自
不同的地方，曾默默在池塘边、沼泽中和
山坡上生长。如今，它们得以在适宜的
环境中繁衍生息。

“收集野生稻，并不只是简单地把野
外的植株或种子带回来，还要考察它的
生存环境，附近的土壤、植物、地形等，都
得一一记录在案，以便更详细地了解它
的前世今生。”郑晓明说。

目前资源圃里的许多材料，都是郑
晓明搜集来的。她说：“未来资源圃将实
现全程智能化保存、管理、鉴定等，真正
成为精准育种的平台。”

护“芯”|
1.3万份野生稻种质资源落户海南
活体保存是资源圃一大亮点，将打造世界野生稻基因宝库

■ 梁君穷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粮食
安全，是为“国之大者”。一株野
生稻与“国之大者”有何联系？
建立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圃的
过程，可见海南怎样的担当？

一株野生稻，如果普通人
在野外遇到，大概率不会多看
它一眼。但它却又如此珍贵
——1970 年的一个冬日，听闻
助手发现了天然雄性不育野生
稻，袁隆平欣喜若狂，立即从北
京赶回三亚。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
这株野生稻被命名为“野败”，开
启了袁隆平优选强优势杂交水
稻种子之路，也开启了中国杂交
水稻事业新篇章。

类似的故事还有许多。野
生稻为何有这么大的魅力？

往大了说，一株野生稻就是
一座天然基因库，每一个基因都
潜藏着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保住
一个基因，就是留住一种未来的
可能。

具体来看，野生稻身上蕴藏
着大量的优质基因，有的能助力
高产，有的能耐寒抗旱，有的能
抗病虫，有的甚至和“抗性淀粉”
有关，能助力减肥。将这些基因
应用于育种，能够直接改变我们
餐桌上的米饭。

野生稻如此重要，对野生稻
种质资源的抢救性保护则显得
尤为关键。于是国家野生稻种
质资源圃应运而生。在种质资
源圃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海南
发挥了哪些作用？

首先，海南的“发光发热”很重
要，这并非戏言，海南低纬度的热
带岛屿环境，有着丰富的光热资
源，为野生稻的生长繁殖提供了理
想的条件，这为建立种质资源圃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人的作用更关键。一代又
一代的科研工作者，深入山区、
田野，搜集保护野生稻种质资
源。他们还在海南建立了完善

的种质资源保存体系，采用科学的保存技
术和方法，确保种质资源的长期保存和有
效利用。

此外，从政策和平台的角度来说，为了
支撑种质资源圃的建设和运营，海南打造了
一批种业科研平台、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种业
发展政策，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先进的
实验设施和农业田间工程，为种质资源的鉴
定评价、研究利用提供了有力支撑。

建立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圃、维护粮
食安全，绝非一人一地之责。海南在这一
过程中持之以恒的努力，正是以尺寸之功
积千秋之利，以实际行动筑牢粮食安全屏
障，是胸怀“国之大者”的担当体现。

目前，海南正立足“三度一色”特色优
势，努力实现“五个图强”，打造新质生产力
的重要实践地。其中，“向种图强”的探索正
在南繁不断上新。海南已集聚2800多家种
业创新企业，南繁种业的产值突破120亿元，
作为重要的新质生产力，海南种业的发展大
有可为、大有可期，而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
圃无疑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深读 评谈

实探位于海南三亚的全球最大野生稻种质资源圃——

野生稻的
“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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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走进位于三亚市崖州区
南滨居白超队的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圃。放眼望去，目

之所及皆是野生稻，它们生长各异，有的匍匐在水面上，有的在水中
矗立；有的高大，有的矮小……若不是有人介绍，很难将眼前“平平无奇”的野

生稻与植物界的“大熊猫”划等号。
种质资源是农业的“芯片”，而野生稻，是当前广泛种植的栽培稻“祖先”，蕴含着丰富

的遗传基因。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牵头建设的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圃（以下简称资源圃）里，保存
了22种野生稻、1.3万份野生稻种质资源，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野生稻种质资源圃。

在海南建设资源圃有何考量？“全球最大”背后的“含金量”几何？资源圃里的野生稻，将为育种创
新提供哪些支撑？带着问题，海南日报记者进行了探访。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虽然名为“野生”，但实际上，野
生稻从未远离人类。

作为我国第一大口粮作物、世
界上重要的粮食作物，从个人吃饱
吃好，到国家粮食安全，稻谷已然和
人类命运共舞。我国水稻育种中利
用最多的“普通野生稻”，在海南就
多有发现——

“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利用
海南野生稻与亚洲栽培稻杂交，成
功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含有普通野
生稻血缘的栽培稻“中山一号”，在
育种与生产上利用了长达半个多世
纪，为粮食增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0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和团队在三亚南红农场，发现了一
株“野败”野生稻，打开了杂交水稻的
大门。1973年，我国实现了三系配
套并成功培育杂交水稻；

在陵水，有一种名为“红芒”的
野生稻资源。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
国以此为母本，育成红莲型杂交稻，
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重大贡献……

当下，水稻作为食用人数最多
的粮食之一，与人类的粮食安全
息息相关。海南对于“端牢中国饭
碗”的贡献巨大，新时代下，野生稻
如何再立“新功”？

“杂交水稻是大国基石，是重器
中的重器！”在钱前看来，科研人员
把野生稻搜集起来，目的不仅在于
保存，更在于从中挖掘独特的基因。

比如资源圃里“最矮”的成员
——“小薇”。这是钱前团队历经10
余年，充分挖掘种质资源、利用现代
生物育种技术选育出的品种。两次
从文昌搭火箭到太空育种的经历，
让“小薇”声名大噪，被称为“植物宇
航员”。

“小薇”个子小、籽不小，具有株
型和生物量小、空间利用率高、谷草
比高、无惧恶劣气候等优势，为未来
都市农业、植物工厂、太空育种提供
了重要种质资源。

钱前认为，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
力的核心。“南繁是我国农业科研不可
替代的战略资源。打造‘南繁硅谷’首
先要做强育种基础，尤其是在智慧育
种方面，传统技术如何结合现代技术，
这是接下来要重点发力的地方。”

钱前团队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
资源圃里所有野生稻的基因鉴定，给
它们“做体检”“画画像”，将种质资源
的全貌展示给育种专家，最终育出突
破性、颠覆性新品种，为中国育种创
新提供支撑，筑牢粮食安全的底座。

袁隆平先生曾有“禾下乘凉
梦”。而在资源圃里，就有一种叫作
药用野生稻的稻种，它的株高一般
在2米到3米，甚至可以达到5米。
如果能运用现代生物技术，挖掘出
控制药用野生稻株高的基因，和现
有高产优质品种的基因结合起来，
那离实现“禾下乘凉梦”，还会远吗？

（本报三亚4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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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稻为何被称为

植物界的“大熊猫”

扫一扫看视频

位于三亚的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圃。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科研人员查看野生稻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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