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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杨凌示范区工委主管主办

博 览科技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我国的水稻经过育种技术

创新，正在迈入智能育种的4.0

阶段。4.0阶段是利用生物技术

和数字技术进行基因编辑的智

能育种阶段，将大幅度提升种质

资源的利用率，从而释放资源价

值，助力打好种业翻身仗。”7月

5日，在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

经济赋能种业振兴专题论坛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如是说。

种业科技创新是种业发展

的关键，而数字化是种业科技创

新的趋势。

“我国的水稻经过以袁隆

平、谢华安为代表的中国育种家

们的努力，已‘聚优去劣’，目前的

关键是要充分利用数字化能力，

将我国的种质资源优势进一步转

化为育种创新优势。”钱前说。

“过去的育种家们是‘看见

什么就选择什么’，现在可以通

过数字技术来进行选择——‘先

预测再验证’，这大大扩大了育

种规模，加快了育种进程。”中国

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遗

传育种中心副主任黎亮认为。

在种业这一传统产业中，数

字经济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

全球首张水稻全基因组育

种芯片、世界首张西瓜全基因组

序列图谱、全球数量最大的玉米

品种标准DNA指纹库……一系

列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夯实了北

京“种业之都”的科技基础。

全国十粒种，一粒自北京。

“北京市将农业科技创新纳入北

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范畴，

全力打造‘种业之都’，正逐步推

进种业数字化，建立‘表型+基因

型’智能育种技术，加快精准育

种步伐，逐步实现定制设计育

种。”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

局长朱西安说。

面向未来，作为种质资源大

国，我国如何将其转化成基因资

源？“这需要数字化技术帮助我们

从随机选择到精准选择，选出好

的品种。通过精准分子设计与全

基因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可以

聚合具有理想株型、高产、优质、

耐逆等特点的作物。”钱前说。

今年2月，国家作物种质库

联合腾讯公司，共同发起了“国

家作物种质库2.0项目”，开展种

质数字化存储、计算等方面的工

作，希冀为全国育种机构和科研

人员提供数字化支持。

数字、AI（人工智能）技术能

够如何帮助育种家？“关键是搭

建桥梁。”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

事业部数据中心负责人张骁说，

目前科技企业和农业育种领域

特别需要架一座桥梁，连接双

方，进一步加深互相了解。比

如，人工智能ChatGPT虽然是

大语言模型，但其在育种领域会

是个特别好的科研助手——它

能在统计学和数学等领域的工

作中，有效地减少育种家的工作

量，提炼出更科学的育种规律。

（据《科技日报》）

春种一方藕，夏收万元田。眼下随着气温

逐渐上升，广西柳州市柳江区近4万亩莲藕进

入到最佳的夏收季，当地藕农正抢抓当前晴好

天气，采收新鲜莲藕，供应全国多地市场。近

年来，柳江区依托水资源丰富的地理优势，大

力发展莲藕等水生作物，以百朋镇为主产区种

植的“柳江莲藕”被列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柳

江区也是全国最大的双季藕种植基地。每年

荷花绽放的季节，还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

赏，不仅有效带动了乡村产业兴旺，也让乡村

生态环境越来越美。

张芳 黎海燕 兰德波 摄

农业“芯片”插上数字化翅膀

我国水稻智能育种迈入4.0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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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

全力打好“虫口夺粮”攻坚战
努力赢取中晚稻丰收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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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种玉米管护忙
稳产丰收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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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闷棚流程
提升闷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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