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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培育拥有抗逆属性的种
子，就得先找到抗逆基因。

走进人工气候室，温度、湿度和
光照皆可控制，几万株大豆苗正在
严密监测下生长。别以为看着和普
通种植没差别，土壤里可大有文章，
研究人员将盐分注入土壤便可模拟
盐碱地，将PEG注入土壤便可模拟
干旱，在同样的光照、湿度和温度
下，观察不同苗株的响应情况。

在作物逆境适应与改良国家重
点实验室里，这样的实验对于每一
个研究人员来说，就是家常便饭，没

有成千上万次的实验，怎能换来有
价值的数据。不过，这些观察还只
是“外形”阶段，想要知道植物“内
芯”的变化，就需要精密的仪器与科
研人员来“打配合”。

为此，实验室依据研究方向和
科研需求组建了4大类平台：基础
支撑平台、表型分析平台、遗传改良
平台和种质孵化平台。

在种质孵化平台，记者见到了
快速加代平台。众所周知，培育新
品种的过程十分繁杂，需要用一个
个完整的生长周期来观察、验证，如

何能加快进程？依靠加代平台就能
实现。通过玻璃温室、人工气候室、
步入式培养箱等设备，原本一年成
熟一次的小麦可以成熟四次，大大
缩短了研究过程，为科研节省了宝
贵的时间。

培育出的种质材料不能只生存
在温室里，得让他们在真实的环境
中生长，才能获得更加可靠的数
据。为此，实验室在开封市郊、郑州
新校区和海南三亚分别新增了750
亩的作物抗逆改良实验基地。

面对干旱、高温、低温、风沙等逆境，动物可以逃走、迁徙，但植物只能待在原地，种植农作物更是如此。
如何帮助农作物“强身健体”，拥有“抗逆超能力”？位于河南大学的作物逆境适应与改良国家实验室里，关于“逆境生存法则”
的探索从未止步，他们希望，未来的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作物都拥有“抗逆基因”，既不惧高温干旱，也不惧盐碱洪涝，成长
为能抗逆、产量高、质量好的“智慧作物”。

河南大学植物逆境生物学的
研究工作，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
初。实验室从探索学科交叉入
手，开展植物抗逆生物学研究工
作，从“一个课题，两位老师，三间
房子”开始，建起了植物生理生化
实验室，并依托先进的学术思想
和独特的实验技术体系，到2005
年已成长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但此时，河南众多高校中仍
没有一个“国字号”实验室。为
此，河南大学植物逆境生物学重
点实验室、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
研究所（安阳）强强联合，2011
年，棉花生物学国家实验室经科
技部批准建设，2019年11月，作
物逆境适应与改良国家重点实验
室通过科技部批准建设。一个学
科，同时拥有两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放眼全国高校并不多见。

逆境生物学是植物生物学和
作物生物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
一，作为河南“国字号”作物逆境
生物学创新平台，实验室未来该
走向哪里？

“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始终聚
焦河南省及黄淮海地区的区域特
色和作物逆境适应领域的重大科
学问题。”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安国
勇教授说，实验室将充分发掘作
物逆境适应的潜能，提高作物水
肥利用效率和对病虫害抗性，促
进作物抗逆种质资源创新和新品
种选育，大幅度提高中低产田的
产量，为国家粮食战略工程——
河南粮食核心区建设和区域发展
提供科技支撑。

追踪前沿，锻造“特色技术”，
聚焦“国家需求”，作物逆境适应
与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在通过
技术优势克服资金和设备劣势，
实现实验室建设的换道领跑。

来到河南大学金明校区，一栋
现代化气息浓厚的实验室大楼掩映
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初识作物逆
境适应与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必
须得从植物逆境说起。

什么是植物逆境？简单来说，
就是植物生长在不良的外界环境条
件下，包含干旱、低温、高温、盐碱、
风沙等非生物胁迫和病虫害等生物
胁迫。而逆境胁迫正是导致我国粮
食减产和品质下降的主要原因，严
重制约我省乃至全国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

春种一粒粟，当然期待秋收万
颗子。可如果遭遇逆境，只能减产
或绝收？现在的认知里，抗逆性和
高产量往往不可兼得。而实验室研

究者们努力的目标却是“兼得”——
结合现实和需求，发掘作物抗逆基
因资源，培育出抗逆和高产优质的
新品种。

在实验室里，记者了解到，即便
在正常年份，我国大概有3亿多亩的
土地可能受到干旱或半干旱的影
响；雨少的年份，大概会有7亿多亩
受影响，研究者们就是要找到那些
抵抗干旱的植物调控分子，再应用
到作物中，使它能够在不良环境中
生长得更好；再比如，找到抗盐植物
的抗盐基因，弄清楚其抗盐机理，再
将这些机制转入其他植物，那么盐
碱地就有机会成为耕地。

如何找到这样的种子？实验室
开启了四个方向的研究，作物逆境

应答与信号转导、作物生长发育与
逆境适应、作物生物因子互作与生
态调控、作物抗逆基因资源发掘与
种质创新。

“挖掘作物本身的生产潜能及
抗逆性能，利用分子设计定向培育
新种质，对于从本质上解决制约作
物产量和抗逆性同步提高的‘瓶颈’
至关重要。”河南大学校长、实验室
主任宋纯鹏教授激励团队时曾说
过，“智慧作物”现在可能还是概念，
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未来的某一
天“智慧作物”将从实验室走向不同
生长环境、不同土质、不同需求的土
地上，开花结果，智慧地应对各种逆
境胁迫。

探索 他们在实验中寻找植物抗逆基因

希望 他们探索培育“智慧作物”

前行 技术优势实现换道领跑

省部共建作物逆境适应与改良
国家重点实验室面向国家现代农业
发展战略需求和植物科学发展国际
前沿，聚焦生物与农业重大科学问
题，以提高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作物
抗逆性、产量和品质为目标，形成了

“逆境生物学与可持续农业”这一研
究领域，为国家和区域粮食安全、生
态安全和水土资源有效利用提供了
科技支撑。

延伸阅读

河南大学作物逆境适应与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探秘——

他们，想为作物赋予“抗逆超能力”

挑选大豆
根系中的根瘤

观察豆苗生长情况 往托盘中注水，以便培养皿中蛭石吸收水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