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掘验证了 55 个功能基因，鉴定验证

了 35 个分子标记，发表研究论文 151 篇，其

中 SCI 论文 111 篇，申请发明专利 37 项，授

权发明专利 12项……

这是国家 863 计划现代农业技术领域

之“动物分子与细胞工程育种技术”主题目

前获得的成果。该主题整合了中国农业大

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

所和种业企业，对畜禽水产等动物品种特色

性状的基因资源进行挖掘、验证，从分子、细

胞和动物个体水平进行育种技术研发和动

物种质创新。

鸭基因组图谱绘制加
快畜禽抗病育种步伐

构建了覆盖全基因组 95%以上的高质

量序列精细图谱，预测了 19144 个编码基因

和 807 个非编码基因，这是由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宁发起、负责的鸭基因组项目，为家禽，

尤其是水禽进化和功能基因组研究提供了

新的资源。

据 介 绍 ，鸭 基 因 组 所 进 行 的 禽 流 感

H5N1 病毒感染研究表明，禽流感病毒的毒

力与其对宿主免疫系统破坏的程度成正

比。研究首次发现，与鸡相比，显著增加的

β-防御素和类乳脂球蛋白基因增强了鸭

对禽流感的免疫能力。

李宁介绍，鸭基因组的解析给生物学

家提供了首个雁形目鸟类和第一个禽流

感病毒天然宿主的序列精细图谱，为家禽

抗流感和水禽适应性进化分子机理研究

翻开了新的一页；鸭高密度结构变异图谱

为家禽基因组选择育种与关联分析提供

了新资源，带动水禽功能基因组研究进入

组学时代；构建的感染禽流感 H5N1 病毒

鸭肺组织转录组图谱，及抗流感免疫相关

基因的鉴定，将加速家禽抗流感新品系培

育的步伐。

基因组图谱绘制推动
海洋贝类基因组育种发展

海洋无脊椎动物基因组测序和拼接技

术，在国际上鲜有成功案例。我国科研人员

选取近交 4 代的牡蛎个体用于测序，攻克了

基因组杂合度高、重复序列多造成的序列拼

接难题。

科研人员通过对牡蛎基因组 800 倍的

庞大数据量拼接，得到了 559 兆碱基对的牡

蛎基因组序列，共获得编码基因 28027 个，

其中 5000 多个为牡蛎所特有，有助于深入

揭示牡蛎潮间带逆境适应的分子机制。

研究还建立了海洋生物非模式生物的

高通量、低成本全基因组单核苷酸多态性分

子标记筛查和分型技术——2b-RAD，开发

了无需参照基因组的 SNP 精准分型新算

法，突破了以往模式生物大多依赖已知基因

组信息和芯片技术的瓶颈，分型准确率比国

际水平提升达 20%以上，解决了海洋生物缺

乏基因组信息无法精准分型的难题。这些

技术突破为大规模开发水生生物分子标记、

进行全基因组遗传变异与性状的关联分析、

构建高精度遗传图谱奠定了基础，使全基因

组选择育种成为可能。

全基因组选择技术研
究已应用于育种实践

基于基因组大量高密度单核苷酸多态

性标记的基因组选择，是近年来兴起的动物

育种新技术。

在奶牛育种中，核心是优秀种公牛的选

择，传统选择方法是通过公牛女儿产奶成绩

对公牛进行遗传评估即后裔测定。基因组

选择改变了这种状况，青年公牛不经后裔测

定即可得到准确的遗传评估。这使得其自

2008 年来就陆续在世界奶业发达国家得到

大规模应用。

5 年来，我国科研人员通过对基因组选

择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掌握了关键技术，发展

了育种值估计等一系列新的方法，建立了先

进的奶牛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提出了在我

国奶牛育种中应用基因组选择技术的实施方

案，并于2012年起应用于国内的奶牛育种。

基因组选择技术的应用使我国奶牛育

种技术跟上了发达国家的步伐。自 2012 年

起，利用建立的技术平台，已对全国 28 个种

公牛站的 1224 头青年公牛进行了基因组遗

传评估，选出 491 头青年公牛参与农业部奶

牛良种补贴，使优秀公牛冷冻精液可全国范

围推广使用。

同时，以广州温氏集团为主根据纯种杜

洛克猪系谱，完成了参考群体构成个体的选

择及相关性状表型数据库设计，构建了猪功

能性状 SNP 遗传效应图谱，奠定了我国猪

基因组选择的基础。

研究人员还针对水产动物扇贝，开发

了全基因组选择软件和计算个体间遗传关

系的软件，对育种值的估计精度和运算速

度优于国际同类技术，建成了国际上第一

个水生生物全基因选择育种技术平台，并

应用于扇贝品种培育；基因组选择在扇贝

“蓬莱红 II”的选育中也已进入产业中试，

我国海水养殖生物育种技术与国际育种最

新技术进展同步。

（国家863计划现代农业技术领域办提
供素材）

解读动物生命符号
——记国家 863计划之动物分子与细胞工程育种技术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电话：010-58884112

12

2013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四
■责 编 张玉曼 绿色家园

reen gardenG
■ 一片绿叶

今年，河北成安县以抓工业的理念抓农

业，按照“生产标准化、管理工厂化、经营公司

化、加工深层化、发展规模化”的发展模式，大

上“农”字头企业，做强农业龙头，延伸农产品

加工产业链，使农副产品就地“一产”转“二

产”，进一步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努力

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越。

打造三大园区
该县依托区位优势和资源特色，在全县

形成了西北部观光旅游农业、东部生态循环

农业、南部特色农业三个农业区。依托二祖

文化产业园、毛主席视察纪念馆等人文旅游

资源，建成了以草莓、苹果等优质果蔬为主

的观光采摘示范区。以东漳河村和沙河村

为核心，通过发展养殖、种植相结合，形成

“养—沼—种”生态循环农业区。以下河疃

村的高端食用菌种植、安重村的肉鸽养殖、

柏寺营乡的獭兔养殖为中心，形成了南部特

色农业种植区。目前，该县设施蔬菜种植面

积已达 12 万亩，绿色蔬菜种植面积达 8 万

亩，凭着优良的品质该县蔬菜远销北京、天

津、石家庄等各大城市，被国家发改委、农业

部列为“全国蔬菜产业重点县”。

壮大种养基地
该县围绕粮食、棉花、蔬菜、林果、养殖

5大种养基地，重点抓好长巷、柏寺营等 5个

万亩粮食高产示范方，确保粮食增产增收。

在棉花种植上，继续推广工厂化育苗、轻简

移栽、棉麦连作、棉菜(瓜)套种、机械化管理

等高新技术。扩大蔬菜生产基地，建设无公

害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大力发展草

莓、苹果、葡萄三个传统优势果品种植基地，

积极培育发展苗木、花卉产业，巩固奶牛、生

猪、肉鸡优势养殖基地。目前，该县规模以

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 50 余家，其

中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3 家，市级重点龙头企

业 30 家，培育年产值超亿元农业龙头企业

11 家，建成了华北地区最大的白灵菇种植

基地、河北省最大的獭兔养殖基地、肉鸽养

殖基地和绵羊养殖基地，肉鸽、肉鸡产业化

水平位居全省第一。

延伸农业链条
该县按照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提升产业

经营层次的原则，依托吴氏润康、兆辉生物、

东之星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重点抓好粮

棉、果蔬、肉类三大农产品深加工，使农副产

品就地“一产”转“二产”。该县积极改造纺

织技术，做大做强纺织产业，扩大“家纺工业

集群”，推动粮食深加工，着力开发保健饼

干、休闲食品、变性淀粉、氨基酸等高附加值

产品。做强色素产业，在继续抓好色素扩

能、技改项目的同时，推进天然色素及天然

提取物综合加工。蔬菜深加工，重点发展低

温脱水蔬菜、速冻菜、切割菜等。该县大力

发展冷鲜肉、分割肉和小包装肉、半成品肉、

冷冻肉、熟肉制品以及以肉类为原料的方便

食品、功能性食品、休闲食品和旅游食品，完

善肉类加工产业链条。

做活产品流通
该县大力发展农产品物流业，培育农村

经纪人及其组织，在农产品主产区兴建了农

产品专业交易市场。该县还开展了“农超对

接”、“农社对接”，积极引导蔬菜示范村、专

业合作社与超市、社区等开展对接、合作，减

少农产品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同时，

该县还推行农产品网络营销，建成了成安县

农业信息网、农业信息交互平台，组织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发布农产品供求信息，并

积极鼓励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创建自己

的营销网站，开展网上推介和产品招商。

成安生态循环农业快速崛起
□ 武成军

武汉湿地生态补偿每年1000万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日前，武汉市政府出台《关于印发武汉

市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暂行办法的通知》，从 2014年 1月 1日

起，武汉市市、区两级财政每年出资 1000 万元，用于对全市 5 个湿

地自然保护区的 28223公顷湿地进行生态补偿。

该办法为国内首创，明确了具体补偿对象：因湿地保护需要，

实行生态和清洁生产，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限制的权益人，或在从事

种植业、养殖业过程中，水域、滩涂、农田、林地等因遭受鸟类等野

生动物取食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其权益人或经营者都将得到补偿。

根据该办法，市级生态补偿标准是省级及以上保护区的核心

区每年每亩 25 元，缓冲区 15 元，实验区 10 元；市级保护区的核心

区 20 元，缓冲区 10 元，实验区 5 元。区政府对核心区的补偿标准

每亩不低于 15 元，缓冲区不低于 10 元，实验区不低于 5 元。核心

区内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因湿地保护限制其生产经营活动而导

致人员工资难以保障的，实行差额补贴。市、区政府生态补偿专项

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作为“百湖之市”的武汉，湿地资源丰富，天然湿地占全市国土

总面积的 18%，人工湿地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21.15%。

竹产业链项目助灾区2.3万农户受益
科技日报讯 （金薇 胡利娟）为响应汶川“5.12”地震灾后重

建，国际竹藤组织于 2009年启动的“四川灾后生计恢复项目：促进

环保型竹产业链建设项目”，实施 4 年来，有 8 个受灾县市、超过

23000 家农户直接通过项目建立的竹子生产合作社受益。这是近

日从国际竹藤组织获悉的。

“项目支持我们建立专业合作社的同时，还请专家指导竹林培

育和竹子加工技艺，并帮着找到产品销路。”四川省都江堰市向峨

乡笋用竹专业合作社副社长于磊介绍说，竹子已成为我们新的收

入来源，尤其是对那些留守老人和妇女，现在不出家门就可以挣

钱，解决了家庭和生活不能兼顾的难题。

据了解，项目执行期间各试点县平均竹产业产值增长翻了

五番，就业比例平均增长 4 倍，从业人员收入平均增长 35%左

右。同时，参与项目的 200 多家中小型竹子企业生产环保达标率

达到了 90%，原料综合利用率从 75%提高到 95%，市场销量增长

10%以上。此外，超过 50 万名普通消费者提高了对低碳环保竹

产品的认知。

“竹子是稳定投资的农产品，通过建立可持续、环保型竹子建

材产业链，以加大对当地竹资源的有效利用，为受灾地区提供就业

和收入，并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国际竹藤组织环境可持续项目主

任楼一平博士表示，希望能够在全球推广此竹产业链模式，使中国

和世界其他竹产区的贫困社区受益。

四川省林业厅长尧斯丹称，与其他许许多多的四川地震灾区

援建项目不同的是，该项目更关注灾区生计恢复，把着力点放在了

产业能力提升上，这不仅是给灾区输血，而是设法引导、恢复与增

强灾区的造血机能，这一理念，使我们能够更加注重生态修复与产

业发展、能力提升有机地结合。

据悉，国际竹藤组织是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独立的非营利

性政府间国际组织，致力于提高竹藤在全球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

和环境效益，已与 50多个国家开展合作，帮助当地政府部门、企业

和社区对竹藤资源加以创新利用。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第十三届中国青年科技

奖日前揭晓，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

授张德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彭万喜，以及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闫俊华三人入选。

张德强是我国林木遗传育种领域知名专家，在

林木分子育种与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中取得了多

项成果，选育了速生优质生物质能源与纸浆材新品

种。彭万喜长期致力于木材科学与技术的教学、科

研与技术开发，在木材改性、木材抽提物资源化利

用等领域取得了重要创新性成果。闫俊华主要研

究方向为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服务功能，在我国热

带亚热带区域生物与非生物固碳的地上与地下分

配格局、季节和年际动态规律，及其对环境因子变

化的响应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

据了解，中国青年科技奖评选是由中央组织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组织实施的，旨在表彰奖励在国家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和科技创新中作出突出成就的青年科技

人才。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获奖人数不超过

100 名。

三位涉林学者获中国青年科技奖

王庄村世世代代，先是烧柴，后是烧煤。可到

了 2013 年，就再也不烧煤了。有老乡风趣地说，咱

现在是曲周县第一个“告别煤炭的村庄”了。

要说这烧煤，烟熏火燎，空气污染。雾蒙蒙的

远天雾霾，与用煤量增加有关。上个季度，空气质

量在全国被曝光的十个城市，河北省就占了七个。

于是，河北上下以至全国也都想着治理的对策。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石元春院士是生物质能的领

军人物，具有战略前瞻性，十多年前，他就敏锐地意识

到，生物质能对生态建设有好处，那时，他著的《决战

生物质》对全国各地的生态建设都有启发性作用。尽

管年过八旬，他仍为生物质能运筹帷幄，亲历亲为。

11 月 23 日，中国农业大学石元春院士和一行

专家来到曲周，要看看他们在这里精心率先试点的

生物质燃料秸秆块的推广情况。

走进王庄村，只见一个五百平方米大小的厂房

里，机器轰鸣。这一边传送带上有序地走着秸秆，

另一边的口上，就吐出一块块像煤球大小的小方

块。石院士指着那些燃料块说，“它的热量不亚于

煤呢。这些小麦、玉米、棉花等秸秆加工成的块，就

能替代燃煤。也解决了让人头疼的焚烧秸秆和烧

煤两大空气污染源。”

老李头是负责这个项目的，是在石院士力荐下

才搞的这个项目，老李头一见石院士来了，像是见

到了恩人。为了项目早日上马，石先生帮着出主

意、想办法，还派研究生来指导。项目钱不够，石院

士毫不犹豫拿出自己的 20 万积蓄给加工厂。这

事，石院士一直不让说。还是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

员无意中说走了嘴。一些人知道后，都很感动。

老李头一直跟着八十多岁的石院士，可石院士

说，“你别跟着我呵，你赶快招呼别人哪。”

这才听到老李头在众人里的声音：“咱秸秆不

是到处能收，也不用运输，就地消化，能降低运输成

本。压成块，成本低。秸秆能分季收储，农闲生产，

成本通常也就是四五百块，比起万吨级大型生物质

成型燃料厂每吨要八百块便宜多哩。”

现在，王庄村 119 户农户家家用上了生物质燃

料炉具，都烧生物燃料块。接着，大家走进了一户

人家。“烧得挺热乎的”，中国农大党委书记姜沛民

摸摸暖气片手就被弹了回来。房间的温度超过 20

摄氏度。他又揭开炉子，火旺得直冒蓝光。姜书记

说，“把秸秆压成块，既废物利用，又环保，比烧煤便

宜。”这家主人算了算账，冬天每户每天烧 20 公斤

块，一年用 4 吨就够，加上卖秸秆的六百多元，每年

可节省 2000元以上。

“棉花、玉米、小麦等秸秆在内的多种废弃物都

可就地在村内生产为压缩型生物质燃料。”石院士

也给大家作着科普：“使用生物质燃料可比烧煤年

户节约 1600 元以上。生物质燃料气体排放中每立

方米烟尘量为 46 毫克，而煤炭为 510 毫克，减排近

91%；生物质燃料气体排放中每立方米二氧化硫量

为 33.6毫克，煤炭为 1280毫克，减排超过 97%，这是

多么高的经济和环保效益啊。”经石院士一说，人们

都觉得令人讨嫌的秸秆，成了无所不在的富矿了。

王庄的秸秆一年可生产 1500吨生物质燃料，除

了自需，还能剩 1000 吨能对外卖，就又多了一份收

入。石院士告诉大家，“目前长春等地生物质燃料供

热面积已超过百万平方米。需求量大的很，不愁卖不

出。现在，曲周正在推进用秸秆替代60%或更高比例

燃煤，有望在几年内成为国内首个‘告别煤炭’的县。”

根据河北省年秸秆总量为 4881 万吨左右，石

院士又算了一笔账，用 45%的秸秆作燃料，全省每

年就能有 2000 万吨以上的生物质燃料。按获得的

热量算，可以替代 1400 万吨标准煤。到那时，河北

省的天会蓝，空气会更好。

河北省科技厅一位负责人说，“告别煤炭的村

庄”将会在定州、辛集等各区市县建示范点推广生

物质燃料技术，为河北省空气污染治理及燃煤减量

作贡献。大家越听越兴奋。这时，白副县长告诉大

家，明天上午，省科技厅在这里召开现场会，组织各

地科技部门负责人观摩这种“无煤燃炉”。看来，这

村庄里的‘小工厂’最终也能成为新能源大产业。

咱是曲周第一个告别煤炭的村庄
□ 本报记者 范 建

12月14日至16日，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中部
及北部地区出现降雪天气，位于大理古城北郊的崇
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出现罕见的“三塔映雪”美景，
大理古城也出现罕见雪景。

新华社发（王军摄）

十大河流水生生物名片网络征集评选启动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日前，由环境保

护部联合农业部、水利部发起，中华环保联

合会负责具体实施的十大河流水生生物名

片征集活动网络评选启动。

据了解，征集活动以“关爱水生生物，

建设美丽中国”为口号，通过专家初评并结

合我国重点流域的综合评估规划，选定了

长江、黄河、珠江、黑龙江、淮河、辽河、雅鲁

藏布江、澜沧江、怒江、额尔齐斯河作为此

次活动的十大河流。同时，还确定了包括

江豚在内的 37种参选水生生物。

本次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不仅

可以从生物多样性的视角展现十大河流的

形象，同时，还能极大地调动公众关注我国

水生生物多样性的兴趣和热情，提高水生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众参与。希望各界人

士积极参与，选出你心目中十大河流水生

生物名片。

2013年三农创业致富榜样揭晓
科技日报讯 （记者范建）2013 年度是

谁登上了中国百姓创业英雄榜？他们身后

有着怎样传奇的创业故事？其创业经历能

够给普通创业者带来什么启示？“农信银”

杯 2013CCTV 三农创业致富榜样颁奖盛

典揭示了这一答案。

12 月 9 日晚，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

演播大厅被创业者的激情点燃，2013 年度

获得十大三农创业致富榜样称号的，有坚

持西北民间特色，用一道莜面闯天下，获

得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赞的贾国龙；为

儿子淡出商圈，五年后强势回归，玩混搭

销售，创新求变，从无名小卒到国内箱包

行业领跑者的邵宝玲；不负乡情，一夜之

间倾家荡产，卷土重来之后的玫瑰大王施

昊；坚守高品质底线，不惜壮士断腕，专注

小山楂里的大事业，带动千万果农的李志

民；组建海南第一家农村资金互助社，心

系果农，用自身优势带动更多果农走向富

裕,党的十八大代表刘庆鸯；掀起速冻肉

丸产业革新风暴，用小小肉丸做大国味道

的惠增玉；朱文，身残志坚，追求研发与创

新，一年时间走完同行十年才能走完的

路；老当益壮，50 岁开始创业，打造特色

餐饮，热心公益的叶瑞慈；用 7 年时间把

一个垃圾袋小作坊变成国内同行中对日

本出口最大企业的文起东；在 53 平方公

里的沙漠中凭空打造出一座可容纳 12 万

农民创业的城，用善良和智慧为贫穷地区

人民寻找致富出路的赵永亮。

安阳殷都推进党员致富带富工程
科技日报讯 （吴镭 记者马爱平）目

前，河南安阳市殷都区已向农村种养殖业

投放贴息贷款 120万元，资金覆盖惠及 330

余户，争取河南省、安阳市项目资金 200余

万元，资金覆盖 1200余户。

近年来，殷都区以增强农村党员致富

带富本领为突破口，采取政策扶持、教育

引导、党员互助等措施推进农村党员致富

工程。据了解，该区通过政策扶持，依托

政府贴息贷款、对口帮扶、新农村建设等

优惠政策和措施，促进党在农村的各项事

业又好又快发展；采用教育引导，按照“实

用、实际、实效”原则，创新培训载体，增强

培训效果，目前，该区共建成党员干部远

程教育站点 108 个，乡土人才技术培训点

5 个，农村党员远程教育培训基地 3 个，已

举 办 各 类 培 训 班 24 期 ，培 训 党 员 群 众

2800 余人次；通过党员互助，建立党员结

对帮扶制度，让先富起来的、有帮带能力

的党员与困难党员群众结成帮扶对子，从

资金、信息、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带动困

难党员、群众共同致富，目前，该区已结成

帮扶对子 100 余对。

农田丰产永久性排水沟技术成果在京汇报
科技日报讯（宗文）近日，由中国技术

市场协会、中国社会科学报主办，北京恒冠

国际科技服务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农田丰

产永久性排水沟技术成果汇报研讨会”在

京召开。

农田丰产永久性排水沟技术是由浙江

省绍兴县灵鹫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

的。据公司总经理韩秋华介绍，农田丰产

永久性排水沟是一种永久性地下潜层排水

沟，通过挖取地下沟渠、铺设不同规格的石

子等稳定排水系统，实现耕作层下层潜层

排水，避免人们在种植水稻等农作物期间

反复挖沟，能够有效调节农田表层及潜层

土壤水位、增强地下空气流通、促进农作物

根系向土壤深处扎根。在环保方面，它能

够有效遏制农田耕作层、表层污染水源直

排到河流中，净化水质。

据了解，绍兴县灵鹫科技是一家立足

现代农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以“打造绿色生

态，提高生命质量”为发展宗旨。目前经营

涉及基地农业、环境保护、生物技术及种子

进出口等多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