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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吉燕 唐艳丽

通讯员 杨远远）7月14日，国际顶级期刊

Cell（《细胞》）在线刊发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植物免疫团队历经18年的研究成果：

发现了小麦中协助条锈菌感染的“真
凶”——感病基因，并通过“剪除”小麦中
的“叛徒”，使得小麦不易遭受条锈菌的侵
染，从而开辟了小麦抗病育种培育的新思
路和新途径。

小麦条锈病是小麦头号重大生物

灾害，在全世界小麦种植区均有发生，

我国一直是发病最重的区域，一般年份

会导致 10%～30%产量的损失，严重时

甚至绝产，所以条锈病被农业农村部列

为一类农作物病害。

小麦条锈病因条锈菌而发病传播，

条锈菌作为活体营养寄生的真菌必须

依赖活体小麦才能生存。一直以来，应

用抗病品种是防控条锈病最为安全经

济有效的措施。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我国小麦主栽品种主要利用Yr1、Yr9、

Yr26 等抗病基因，打败了一轮又一轮

的病菌围攻，为保障我国小麦安全生产

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免疫团队
聚焦小麦条锈菌活体营养寄生特性，
挖掘出全世界首个被病菌毒性蛋白利
用的小麦感病基因，揭示条锈菌操纵
小麦感病基因帮助病菌侵染致病的分
子机制，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精准敲
除感病基因，破坏毒性蛋白和感病基
因的识别和互作，实现小麦对条锈病
的广谱抗性。在大田试验中，小麦编

辑品系在保持作物主要性状品质的前

提下，展现出高抗条锈病的特点，具有

很好的应用潜力。

小麦感病基因的发现及机理研究

兼具理论性突破和生产应用价值，是

实现种源自主可控，提升种业原始自

主创新能力的跨越性突破。其重大意
义在于一是在植物与病原菌互作领域
实现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
迈出了一大步，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二是打破目前小麦主要利用抗病基因
育种的传统思路，丰富抗病育种可利
用的基因类型，开辟小麦生物育种新
途径，为我国现代生物育种和病害绿
色防控提供科技支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后王宁、副

研究员汤春蕾和博士生樊昕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王晓杰教授、

康振生院士为通讯作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周俭民研究员参与研究工

作。该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家外专局 111项目、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和陕西省科技创新

团队等项目支持。

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免疫团队成员王晓杰教授介绍，

《细胞》杂志的审稿人在看到终稿时，评价道：“文章在一稿的基

础上，历经近两年的修改，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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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7月14日发

布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夏

粮总产量14739万吨（2948亿

斤），比上年增加 143.4 万吨

（28.7 亿斤），增长 1.0%。其

中 ，小 麦 产 量 13576 万 吨

（2715亿斤），增长1.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

各部门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严格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持续加

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克服

冬小麦晚播、农资价格上涨和国

内疫情多点散发等不利因素影

响，夏粮实现增产丰收。

“2022 年我国夏粮生产

喜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

产奠定了良好基础，为稳物价

保民生、稳定经济大盘、应对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提供了

坚实支撑。”国家统计局农村

司司长王贵荣说。

“今年夏粮小麦增产丰收

实属不易，是在遭遇罕见秋汛

后的抗灾中夺丰收，是在历史

高点上的高位再增产，令人振

奋、令人鼓舞。”农业农村部种

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说。

夏粮单产稳步提高，这是

夏粮增产的关键。今年气象

条件总体有利，多项措施精准

发力。各地提高整地质量、增

加播种量、增施底肥，减轻晚

播影响。“科技壮苗”促转化，

防病治虫效果好，生产条件持

续改善。今年全国夏粮亩产

达370.4公斤，比上年增加2.3

公斤。

“这是在夏粮单产连续3

年提高的基础上，又创的新

高。”潘文博表示，单产提高对

夏粮增产的贡献达64%，“今

年夏粮单产提高，既有天帮忙

的因素，更有人努力的结果。”

夏粮不仅增产，而且小麦

质量明显好于上年。据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监测，主产区

二等以上小麦占比超过90%。

农情调度也显示，全国优质专

用小麦比例达到38.5%，比上

年提高1.2个百分点。

“总体看，当前我国粮食

安全形势较好，有能力、有底

气、有条件应对外部冲击，端

稳端牢‘中国饭碗’。”国家发

展改革委经贸司副司长张国

华表示，2021年我国粮食产

量达到6.8亿吨，比10年前增

加了近1亿吨，连续7年保持

在6.5亿吨以上，人均粮食占

有量达到 483 公斤的高位。

国内粮食市场总体平稳，价格

波动的幅度远远低于国际市

场。我国粮食物流和应急保

障能力显著提升。“下一步，国

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

门统筹加强粮食安全保障，确

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

全，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

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据《人民日报》）

总产量2948亿斤，再创新高

夏粮生产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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