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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基因序列图谱截图

我国是世界第一西瓜生产与消费大国，西

瓜对满足人民生活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与

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作用。自1994年起，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西甜

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许勇研究员带领

项目团队，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京欣西瓜”系

列品种的选育及推广工作。项目组在国际上

率先开展了第一代西瓜分子标记技术研究，首

次获得抗枯萎病分子标记和抗病毒病标记, 构

建了首张西瓜重组自交系分子遗传图谱,并应

用于抗病育种实践。首次绘制了全球第一张

西瓜全基因组序列图谱与变异图谱，在国际学

术顶级刊物《自然·遗传学》（影响因子为

35.532）上在线发表，被国内外同行公认为西瓜

基础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奠定了我国在西瓜基

因组与分子育种上的领先地位。

通过引进、扩繁与性状的系统观测及

DNA指纹测试,建立了西瓜资源性状数据库与

核酸指纹库，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三大西瓜资源

库。建立了西瓜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体系，

定向回交转育创制出一批抗病早熟优质育种

材料及骨干亲本，有效地拓展了我国西瓜育种

优异性状来源，选育出综合性状优良，优势性状

突出的“京欣”系列西瓜品种，累计推广984.72

万亩，新增效益69.4亿元，在华北、华东等保护

地西瓜主产区占有率60%以上，经济与社会效

益显著。科研成果不仅提升了我国西瓜育种

技术水平与材料创新能力，而且也支撑了我国

西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西瓜优异抗病种质创制与京欣系列新品
种选育及推广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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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欣4号群体西瓜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

所所长刘宝存研究员，带领创新团队，从新型

肥料和面源污染两方面入手，依靠科技支撑

农业生态文明建设。1997年他们组建新型肥

料研发团队，随后北京市肥料质量监督检验

站、北京市新型肥料中试基地、北京市缓控释

肥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也相继挂牌。多年

来他们连续主持国家和北京市“新型肥料研

制与产业化”“北京市新型肥料研发中心”等

重大课题，在 L、S型控释肥料的配方、工艺、连

续化生产设备、包衣材料等方面取得了重大

突破。在国内实现了五个第一：第一个研制

成功 S型包膜可控肥；第一个研制成功控释肥

连续化生产设备；第一个实现了包膜控释肥

产业化；第一个研制成功快速降解控释肥包

衣膜。在国际上，第一个将控释肥大面积应

用于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使氮肥当季利用

率提高 10—30个百分点。实现了在多种作物

上实现一次性施肥，减少化肥投入，改善农产

品品质的目标。

2000 年创建农业资源环境创新团队，在

国内同行中率先提出研究我国北方农村面源

污染，建成了农业部北京农业环境科学观测

实验站、北京市（农业环境）长期定位试验

站。2002 年主持国家环保部重大项目“我国

北 方 有 效 控 制 农 村 面 源 污 染 示 范 工 程 ”。

2007年主持国家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

划“沿湖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与综合治理

技术研究”项目，覆盖密云、官厅、三峡水库、

南四湖、太湖、滇池等 12 个湖库地区，有 11 个

省市的国家级以及地方、大学等单位的 300余

名专家参与，从“源头防控、过程阻用、末端治

理”着手，研发出有效防控农业面源污染的高

效产品与实用技术，形成了一整套针对不同

污染等级、地域特点的水土保持、修复、治理

以及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综合技术体系。今

天，他们还主持国家科技部“十二五”科技支

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等项目。

打造资源环境创新团
队支撑生态农业建设

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监测现场

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

2009 年组建，围绕农业智能装备通讯标准规

范、关键技术产品、系统集成三个环节，进行

学科交叉研究和技术创新，在农业智能装备

理论方法研究、重要产品开发和技术平台构

建上实现了重要突破，形成了农田信息采集、

农业精准监测、农业自动控制、智能农机具、

田间作业导航五大类、50 多个产品，填补了

我国在该领域的多项空白，缩短了与发达国

家的差距。

作物水肥一体化综合管理系统和智能

装备可以按照用户需求，根据土壤特性和作

物生长规律，自动配比作物生长需求的适宜

浓度营养液，并把水分和养分均匀、准确、定

时定量地供应给作物。农机监控与调度系

统由 GNSS 定位终端接入模块、位置数据写

入模块、WebGIS 网站、导航通信模块等组

成，可实现信息查询、轨迹回放、作业统计、

中心导航等功能。2015 年度推广用于深松

作业监控终端近 6000 台套，有效解决了农

机深松作业监管难题。全自动变量喷雾系

统可以根据机组行走的速度变化实时调节

系统管路的喷洒压力，从而获得一个基本一

致的单位面积施药量，达到喷洒药液均匀、

有效。无线温室娃娃能够实现塑料大棚、日

光温室、连栋温室等环境空气温湿度、露点

温度、光照强度、二氧化碳浓度、土壤温度、

土壤含水量等参数测量，既可实时显示，也

可以通过语音、无线的方式把测量值和对温

室的科学管理方法以及温室娃娃是否正常

工作的情况等传送给用户，科学指导农业生

产。SY 系列水稻育秧苗床大棚主要由大棚

骨架、多层可调节苗床、透光覆盖物、喷淋、

通风系统等组成，该装置具有结构紧凑,土

地利用率高，操作方便等特点。育秧苗床采

用旋转式工作台，可调节受光角度，充分利

用太阳光，促进幼苗的成长。

发展农业智能装备
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水肥药一体化装备

畜禽疫苗和防控研究对畜禽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副所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刘爵研

究员带领团队在畜禽病毒分子致病机理及免

疫机制基础理论、新型畜禽基因工程疫苗以

及新发畜禽传染病防控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

多项原创性研究成果。

他们首先发现宿主蛋白酶体抑制物阻断鸡

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IBDV）感染细胞活化的细

胞内泛素/蛋白酶体途径，揭示宿主细胞泛素化

参与IBDV致病过程，发现IBDV感染激活宿主

细胞的重要存活机制 AKT 信号通路，探明了

VP5蛋白阻断细胞凋亡的作用机理等，这些原创

性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病毒学刊物《Virology》

等上发表，为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有效防治提供了

新概念。主持研制成功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型“鸡传染性法氏囊BJV株活疫苗”，对

IBDV超强毒株和变异株等感染具有良好的免

疫防治效果，研制出我国第一个鸡传染性法氏囊

病二价活疫苗及三价灭活疫苗。

该团队首先从宿主细胞角度研究猪 2型

圆环病毒（PCV2）感染的作用机制，研究成果

在国际权威病毒学刊物《Journal of Virolo-

gy》《Virology》上发表。首先开展 PCV2 病毒

蛋白与鞭毛蛋白融合表达的新型基因工程疫

苗，获得了具有良好免疫效力，特别是能介导

细胞免疫应答能力的新型疫苗，目前正在进

行该重组疫苗的产业化开发。在家禽新发传

染病——禽偏肺病毒感染方面，在世界上首

次从患有严重呼吸道症状的我国地方品种肉

鸡中分离到了 C 型禽偏肺病毒，研究成果在

国际权威刊物《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和《PLoS One》上发表。

畜禽疫苗和防控研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畜禽疫苗和防控研究成果

小麦杂种优势利用是世界性难题，也是大幅度提高小麦综合生

产能力的首选途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的科研人员连续 20 年攻关，通过小麦光温敏不育的资源发现、遗传机

制和异交生物学等领域的理论创新及光温敏不育系和恢复系创制、

规模化高效制种、强优势杂交种创制等技术突破，创建了中国二系杂

交小麦技术体系，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和利用了一批 BS 系列光温敏型

小麦不育种质。

盐碱地是我国土地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北方占有很大比

重。在国家、北京市支持下，杂交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取得了

连续突破，选育出一批丰产稳产性好，综合抗逆性强的杂交小麦品种，

并且探索形成了杂交小麦盐碱地抗逆丰产栽培技术。2014年以来，在

天津、沧州、东营、滨州等环渤海滨海盐碱地进行了连续两年的测试示

范，面向种植大户、合作社开展了一系列产业开发活动，已经初步具备

了走向津冀滨海盐碱地的技术储备和市场开发能力。2014年、2015年

连续两年测试，“京麦”系列二系杂交小麦与常规小麦相比，增产 15%以

上，节水 50%以上，在含盐量 3‰以上盐碱地能够正常生长，尤其适合沧

州海兴、沧县等滨海盐碱地推广种植。基于“京麦”系列小麦在耐盐碱、

节水抗旱等方面的优势，杂交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中种杂交小

麦种业（北京）有限公司，打造了河北沧州海兴高湾镇后垡庄、山东滨城

区秦皇台乡牛王村、山东东营河口区六合镇小夹河村等多个杂交小麦

“明星”示范区，得到种子管理部门、种业企业和种植户的高度认可。目

前，杂交小麦正在京津冀鲁地区滨海盐碱地进行大面积展示示范和快

速产业开发。

北京二系杂交小麦在盐碱地推广种植取得连续突破

良种对玉米单产的贡献率约占 40%，在

现 代 农 业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引 领 与 基 础 作

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

赵久然研究员及其团队历时 10 年，在测配

的上万个组合中严挑细选，培育了高产、优

质、多抗、广适、易制种的玉米新品种京科

968。京科 968 比对照的主导品种增产 10%

以上，并且还具有抗虫病，耐干旱，高淀粉，

蛋白质含量达到国标一级，以及容量等多项

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家相关标准等优点。

2012 至 2015 年，京科 968 连续四年被农业部

推荐为玉米主导品种，是继郑单 958、先玉

335 之后又一个具有突破性和重大推广价

值的新品种之一。

京科 968从 2011年获得国家审定开始推

广，2014 年全国种植面积便突破 1000万亩，

2015年这个数字达到1600多万亩。在通辽这

个农业大市，这个变化更加显著；2014 年，种

植面积 400 多万亩；2015 年，翻一番达到 900

多万亩。京科 968 系列品种为什么这么火

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品种好，京科

968 除高产稳产、品质优良等优势外，它还具

有抗病虫、耐干旱、耐盐碱、耐瘠薄等优点。

2014 年内蒙古通辽雨水偏少，一位农民拿出

30亩土地试种京科968，获得了每亩2050斤的

产量，而在以前，最多在一亩地里收获过 1700

斤玉米。二是成立“1+5”玉米新品种联合

体，玉米研究中心牵头提供技术，5 家企业

“借船出海”，推广京科 968系列品种。
京科 968玉米系列品种实现跨越式发展

京科968系列玉米观摩现场

盐碱地上常规小麦与二系杂交小麦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