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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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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农业生物种质资源挖掘与创新利用”重点

专项。根据本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2年度项目申报

指南。

本专项总体目标是：重点攻克珍稀种质资源保护、种质资源

精准鉴定和基因挖掘等关键技术，创制突破性新种质，为建设种

业强国和保障国家食物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2022 年度指南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拟启动 12 个项目方向，拟安排

国拨经费概算 2.3亿元。其中，青年科学家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

概算 1000万元，拟支持项目 5个，每个 200万元。

如无特殊说明，每个项目方向拟支持数为 1~2项，实施周期

不超过 5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

内容和考核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项目参与单位总

数不超过 10家。项目设 1名负责人，每个课题设 1名负责人。

青年科学家项目（项目名称后有标注）不再下设课题，项目

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3家。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青年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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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年龄要求，男性应为 1984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

性应为 1982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原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员年

龄要求同上。常规项目下设青年科学家课题的，青年科学家课题

负责人及参与人员年龄要求，与青年科学家项目一致。

指南中“拟支持数为 1~2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当

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情

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2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持

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1. 水稻优质高产基因资源挖掘与利用

研究内容：围绕水稻品质、产量等重要性状，挖掘控制水稻

优质（淀粉、外观和食味品质、特殊营养成分）、高产（分蘖数、

穗粒数、粒重等）等性状的关键基因或位点，研究不同等位基因

的演变以及调控产量和品质的关系；开发优质高产优异基因检测

技术，明确优异等位基因或优异单倍型的遗传效应和育种利用价

值，为优质高产种质资源鉴定和种质创新提供基因和技术支撑。

考核指标：挖掘控制水稻品质及产量等性状的关键基因或位

点 150个，确定具有育种利用价值的优质高产重大新基因 6个；

开发优异等位基因检测技术 6项；创制目标基因资源性状突出的

水稻新种质 50份、亲本材料 10份；获授权发明专利 10项。

2. 小麦节水高效高产基因资源挖掘与利用

研究内容：鉴定控制小麦节水抗旱、耐高温等抗逆性状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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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基因，明确基因功能及调控网络；鉴定控制氮、磷、钾等养分

高效利用性状的关键基因，明确基因功能及调控网络；挖掘优异

等位基因，明确优异等位基因或优异单倍型的遗传效应和利用价

值，为小麦种质资源鉴定和种质创新提供基因和技术支撑。

考核指标：挖掘小麦耐逆、养分高效利用关键基因或位点 150

个，确定具有育种价值的节水高效高产重大新基因 5个；挖掘优

异等位基因及分子标记 30个；创制目标基因资源性状突出的新

种质 50份、亲本材料 10份；获授权发明专利 10项。

3. 棉花重要性状基因资源挖掘与利用

研究内容：挖掘和鉴定棉花株型（适宜简化管理）、产量（衣

分、铃重等）、纤维品质（长度、比强度和细度等）、耐逆（耐旱、

耐盐碱等）、抗病虫（抗黄萎病、抗枯萎病、抗虫等）、养分高效

利用（氮、磷等）等重要性状关键基因或位点，开发优异等位基

因检测技术，明确优异等位基因或优异单倍型的遗传效应和利用

价值，研发不同优异等位变异的分子聚合技术和多性状同步改良

技术，为棉花重要性状相关种质资源鉴定和种质创新提供基因和

技术支撑。

考核指标：挖掘棉花株型、产量、品质、耐逆、抗病虫、养

分高效利用等重要性状的关键基因或位点 150个，确定具有育种

价值的高产、优质、多抗重大新基因 15 个；开发优异等位基因

检测技术 10项；开发多性状同步改良技术 1项；创制目标基因

资源性状突出的新种质 50份、亲本材料 10份；获授权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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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项。

4. 油料作物重要基因资源挖掘与利用

研究内容：挖掘油菜和花生等主要油料作物的株型、高光效、

粒数、粒重等产量性状，含油量、脂肪酸、特殊营养成分等品质

性状，抗菌核病、抗根肿病、抗青枯病、抗黄曲霉等抗病性状，

耐渍、耐低温、耐旱、耐低钙等耐逆性状及授粉系统、适合机械

化（抗倒、抗裂角等）等相关性状的关键基因或位点，研究等位

基因的演变及与环境的互作关系；开发优异基因检测技术，明确

优异等位基因或优异单倍型的遗传效应和利用价值，为种质资源

鉴定和种质创新提供基因和技术支撑。

考核指标：挖掘油菜和花生产量、品质、抗病、耐逆、耐低

钙、授粉系统、适合机械化等性状的关键基因或位点 150个以上，

确定具有育种利用价值的高产、优质、多抗重大新基因 15 个以

上；开发出优异等位基因检测技术 20项；创制目标基因资源性

状突出的新种质 50份、亲本材料 10份；获授权发明专利 10项。

5. 蔬菜等园艺作物基因资源挖掘与利用

研究内容：以主要蔬菜、果树、花卉、茶树等为对象，挖掘

其产品器官形成、品质、抗性、养分高效利用等性状的关键基因

或位点，明确优异等位变异或单倍型的遗传效应和育种利用价值，

为种质资源鉴定和种质创新提供基因和技术支撑。

考核指标：挖掘主要园艺作物重要性状的关键基因或位点

100个，明确具有育种利用价值的优质、高产、多抗重大新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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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开发优异等位基因检测技术 20项；创制目标基因资源性

状突出的新种质 50份、亲本材料 10份；获授权发明专利 10项。

6. 适宜工厂化的农业微生物（食用菌）种质资源精准鉴定与

创新利用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主要食用菌适宜工厂化栽培种质资源缺

乏等问题，开展品质、产量、抗性等重要性状的种质资源表型和

基因型精准鉴定评价，筛选目标性状突出、遗传背景清楚的优异

食用菌种质资源，挖掘目标性状优异等位基因，创制优质、高产、

稳定、高效的适宜工厂化栽培的食用菌新种质，构建食用菌种质

资源数据库。

考核指标：完成 1000 份食用菌种质资源重要性状精准鉴定

评价，筛选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优异种质资源 200份以上；发掘

目标性状优异等位基因 10个；创制适宜工厂化栽培的优质、高

产、稳定、高效的新型食用菌优异种质 100 份，其中 20 份以上

得到工厂化应用；建立我国主要食用菌种质资源涵盖表型和基因

型信息的整合数据库 1个；获得相关技术标准或规范 2项。

7. 主要农作物种质定向诱变技术

研究内容：创新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高能

重离子、宇宙粒子诱变新途径、新方法和新技术；开发主要农作

物不同外植体高效诱变与发掘技术体系，建立单细胞定向诱变和

等位变异高通量鉴定筛选系统；构建主要农作物饱和基因组突变

体库；高效创制主要农作物品质、产量、抗病虫、抗逆等重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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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目标性状优异的新种质；牵头开展新型诱变技术国际合作交流。

考核指标：建立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新型、

高效的高能重离子等诱变育种新技术 5~6项；建立主要农作物饱和

基因组突变体库 3~5个；研制主要农作物单细胞定向诱变与等位变

异高通量筛选系统 3~5套；创制高产、优质、抗病、抗逆等目标性

状突出的优良新种质 50份、亲本材料 10份；获授权发明专利 10

项。主要农作物种质定向诱变技术就绪度由 7级达到 9级。

8. 农作物强优势新种质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研究籼粳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的模式与新技术；

研究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油菜、棉花、蔬菜、大

豆等主要经济作物强优势预测与杂交组配模式；创制水稻、小麦、

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新型雄性不育系及恢复系、自交系；研制油

菜、棉花、蔬菜、大豆等经济作物新型雄性不育系及恢复系、自

交亲和保持系、雌性系；创制优质、抗病虫、养分高效利用、耐

逆、高异交习性、适于机械化制种等性状突破性新材料，并实现

育种利用。

考核指标：创建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种质的杂

种优势类群 8~10个，提出杂种优势利用新模式；创制突破性优

良亲本新材料 50 份、新型不育系 10份和恢复系 15 份，并应用

于 30个以上强优势组合选育；创建包含野生及远缘背景的油菜、

棉花、蔬菜、大豆等经济作物杂种优势类群 8~10个，提出远缘

优势的利用模式；创制突破性优良亲本新材料 40份，新型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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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恢复系、自交亲和保持系、雌性系 30份，并应用于 20个以

上杂交组合或品种选育；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10项。

9. 长江中下游优质高产高效籼稻新种质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围绕适宜长江中下游稻区的突破性籼稻种质创

新，创制新型香味、优质食味等新种质；创制异交结实率高、柱

头外露率高和配合力高等异交习性优的新种质；创制抗褐飞虱、

白背飞虱、白叶枯、稻瘟病等主要病虫害新种质；创制耐旱、耐

高（低）温、养分高效和低重金属积累等新种质；聚合品质、抗

病虫、耐逆、养分高效等优异性状，创制综合性状优异的籼稻新

材料。

考核指标：创制适宜长江中下游稻区的优质高产高效籼稻新

种质 100份以上，其中重大新种质 5份。优质新种质达国家优质

二级米标准以上；抗病虫新种质，抗性级别达 3级以上；抗 2种

以上病虫害新种质 20份以上；用于 20个以上新品种培育；获得

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2项。

10. 北部冬春麦区优质节水抗病高产小麦新种质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北部冬麦区及春麦区生态特点及制约小麦生

产的瓶颈问题，重点突破小麦条锈病、赤霉病、纹枯病等抗病性

状，抗旱节水、抗极端温度等耐逆性状改良关键技术，创制抗病、

抗逆（抗旱节水、抗寒、耐高温）、优质及水肥高效利用等冬小麦

优异新种质，优质强筋、抗病、耐旱、抗寒春小麦优异新种质，

为培育突破性小麦新品种提供材料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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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创制小麦新种质 120个，其中突破性新种质 5个，

新种质在产量、品质、抗病性、养分及水分利用效率等目标性状

具有突出表现，用于 20个以上冬小麦和 10个以上春小麦新品种

培育；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3项以上。

11. 黄淮海夏玉米区高产抗逆适宜机械化新种质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创制熟期适宜、耐密抗倒，耐高温和寡照多雨，

抗茎腐病、穗腐病、粗缩病、锈病等主要病害，籽粒脱水快，品

质优良，适于机种机收的玉米新种质；创制优质青贮、优质高蛋

白等专用玉米新种质和高配合力自交系，明确杂种优势群及利用

途径；实现新种质的创新利用。

考核指标：研发玉米种质创制和鉴定新技术 3~4项；创制高

产抗逆宜机收玉米新种质 100个和高配合力新自交系 50个以上，

其中突破性优异新种质 5个；新种质和新自交系用于选育 50 个

以上的新品种；申请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50项以上。

12. 主要粮食作物新种质设计技术与方法（青年科学家项目）

研究内容：主要粮食作物种质资源高效挖掘和创新利用的新

工具、新方法、新技术；设计育种的新技术、新方法。

考核指标：选取并聚焦研究内容中的任一方向，支持青年科

学家进行探索性研究，取得原创性研究成果。

拟支持项目数：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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