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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物种质资源挖掘与创新利用”重点专项

2023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1. 园艺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

研究内容：针对辣椒、甘蓝、白菜、黄瓜、苹果、柑橘、

牡丹、月季、百合等园艺作物，围绕品质、产量、抗病性、

抗逆性等重要性状开展表型精准鉴定；通过基因组测序、泛

基因组测序及重测序等方法，开展全基因组的基因型精准鉴

定，并进行关联分析，筛选出符合未来育种目标、专项性状

突出、遗传背景清楚的优异种质资源；构建整合种质资源表

型和基因型等信息的数据库。

考核指标：从辣椒、甘蓝、白菜、黄瓜、苹果、柑橘、

牡丹、月季、百合等园艺作物中优选 5000 份种质资源，完

成重要表型性状和基因型的精准鉴定；挖掘目标性状突出、

遗传信息明确的优异种质共 170份；构建种质资源基因型与

表型整合数据库 2个；获得资源基因型和表型精准鉴定相关

技术标准或规范 2项。

2. 特色经济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

研究内容：针对油菜、花生、苜蓿、木薯、橡胶、罗汉

果等特色经济作物，围绕品质、产量、抗病性、抗逆性等性

状开展多年多点的表型鉴定和综合评价，筛选符合未来育种

目标的、遗传背景清楚的优异种质资源；开展基因型高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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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利用重测序、简化基因组测序等高新技术进行全基因

组水平基因型鉴定；建立标准化的鉴定技术体系，构建包含

种质资源表型、基因型、分子标记等信息的数据库。

考核指标：完成 5000 份特色经济作物的种质资源重要

性状和基因型的精准鉴定，挖掘出品质、产量、抗病性或抗

逆性性状突出、遗传信息明确的优异种质 170份；新种质的

品质达到优质标准、抗病性和抗逆性达到抗级以上、且产量

提升 10%；构建种质资源基因型与表型整合数据库 3个；获

得相关技术标准或规范 3项。

3. 草种基因资源挖掘与种质创新利用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草种业发展中高产优质多抗种质资

源缺乏、遗传多样性严重不足、创新利用水平低等瓶颈问题，

重点开展野豌豆、老芒麦、中华羊茅、野大麦、假俭草等乡

土草种，及披碱草、结缕草、野牛草、冰草、早熟禾、红豆

草、新麦草等重要草种质资源的收集引进和保护保存研究，

完善收集保存技术体系；开展产量、品质、抗逆等重要目标

性状的种质资源表型精准鉴定，筛选具有育种潜力的优异种

质资源；开展重要性状基因型精准鉴定，发掘目标性状优异

基因或分子标记，明确优异基因或优异单倍型的遗传效应和

利用价值；创制目标性状突出的草新种质；构建涵盖重要草

种表型和基因型信息的数据库。

考核指标：收集保存重要草种质资源 2000 份，研发草

种质资源收集和保护技术 5 项以上；完成 2000 份草种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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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重要性状和基因型精准鉴定，获得遗传信息明确、目标

性状突出的优异种质 120份；筛选草重要性状的关键基因或

分子标记 80个；发掘草优异单倍型 10个，创制目标性状突

出的草种新种质 100份以上，其中重大新种质 5份，用于 20

个以上新品种培育；获授权发明专利 10 项；构建草种质资

源表型与基因型整合数据库 1个。

4. 杂粮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与创新利用

研究内容：以谷子、高粱、食用豆、荞麦、燕麦、糜子

等旱地主栽杂粮作物为对象，开展品质、产量、轻简栽培、

抗病性、抗逆性等重要性状的多年多点鉴定和综合评价，筛

选符合未来育种目标的、遗传背景清楚的优异种质资源；利

用高通量重测序等技术进行全基因组水平基因型鉴定；建立

资源表型精准鉴定的技术规范和基因型鉴定的技术体系，构

建包含种质资源表型、基因型、分子指纹等信息的数据库；

利用发掘出的优异资源开展材料创新，解决育种缺乏可利用

亲本问题，提升杂粮作物育种水平。

考核指标：完成 1500 份杂粮作物种质资源重要性状和

基因型的精准鉴定，挖掘出品质、产量、轻简栽培、抗病性

或抗逆性性状突出、遗传信息明确的优异种质 50 份；创制

优质高产抗病抗逆杂粮新种质 150份以上，其中重大新种质

5份。新种质的品质达到优质标准、抗病性和抗逆性达到抗

级以上，用于 20 个以上新品种培育；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

权 3项以上；构建杂粮种质资源基因型与表型整合数据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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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获得相关技术标准或规范 5项。

5. 水稻抗病虫高产基因资源挖掘与利用

研究内容：针对水稻重要病害稻瘟病、矮缩病、稻曲病、

纹枯病、白叶枯病等和主要虫害稻飞虱、螟虫等，挖掘水稻

控制抗病和抗虫关键基因或位点，研究不同抗性等位基因的

演变与病原菌及害虫变异的互作关系；开发优异抗性基因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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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水稻抗病虫等性状的关键基因或位点

100个，确定具有育种利用价值的重大新基因 7 个；开发优

异等位基因检测技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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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优质高产抗病基因资源挖掘与利用

研究内容：挖掘控制蛋白、淀粉及特殊功能营养成分等

品质性状的关键基因或染色体区段；挖掘控制小麦理想株

型、穗粒数、粒重等产量性状的关键基因或染色体区段；挖

掘控制抗赤霉病、茎基腐病、条锈病、叶锈病等抗病关键基

因或染色体区段，明确基因功能及作用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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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实用分子标记，为优质高产抗病小麦种质资源

鉴定和种质创新提供基因和技术支撑。

考核指标：挖掘控制小麦产量、品质、抗病性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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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或染色体区段 100个，确定具有育种价值的重大新基因

7个；开发优异等位基因检测技术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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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玉米宜机收抗逆高产基因资源挖掘与利用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玉米生产上面临的宜机收、逆境抗

性关键限制因素以及产量、品质与养分高效性状协同改良的

瓶颈问题，挖掘适宜机械化（脱水速率、抗倒伏等）、抗逆

（耐旱、耐高温、耐盐碱等）、产量性状（株型、粒重、穗

行数等）、品质性状（蛋白、淀粉、脂肪及特殊功能营养成

分等）和养分高效（氮、磷、钾等）的关键基因或位点，研

究不同等位基因的演变关系及与环境变化的互作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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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效应和育种利用价值，为宜机收抗逆高产种质资源鉴定

和创新提供基因和技术支撑。

考核指标：挖掘玉米适宜机械化、抗逆、产量、优质和

养分高效等性状的关键基因或位点 100个，确定具有育种利

用价值的重大新基因 7 个；开发优异等位基因检测技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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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大豆重要性状基因资源挖掘与利用

研究内容：挖掘大豆株型、单株荚数、百粒重等产量性

状，蛋白质、脂肪含量与组份等品质性状，抗灰斑病、抗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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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等抗病虫性状，耐高温、耐盐碱等耐逆性状，高光效、高

固氮等资源高效利用性状的关键基因或染色体区段，研究等

位基因的演变以及产量和品质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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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大豆产量、品质、抗病、耐逆、养分高

效利用性状的关键基因或染色体区段 100个，确定具有育种

价值的重大新基因 7个；开发优异等位基因检测技术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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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特色经济作物重要性状基因资源挖掘与利用

研究内容：挖掘主要杂粮、食用豆、甘蔗等特色经济作

物品质性状（特殊功能成分、营养品质、食味品质等）、抗

逆（旱、盐碱、高低温、低氮低磷等）、抗主要病虫害、产

量等相关性状的关键基因或遗传位点；阐明优异等位基因或

单倍型的遗传效应和育种利用价值，并开发高效检测技术，

为新种质创制提供基因资源和技术支撑。

考核指标：挖掘特色经济作物品质、抗逆、抗病虫、产

量等性状的关键基因或位点 100个，其中具有育种利用价值

的重大新基因 7 个；开发优异等位基因检测技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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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主要农作物基因编辑种质精准创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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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研发主要农作物基因精准编辑新方法与新技

术，编辑影响重要农艺性状的目标基因；创新主要农作物关

键目标基因人工进化新型种质精准创制技术；实现主要农作

物株型、产量、抗病、品质、耐逆优异性状快速精准遗传改

良，高效创制目标性状优异育种新材料。

考核指标：研发主要农作物基因精准编辑与定向创制技

术 6-8项；编辑主要农作物株型、产量、抗病、品质、耐逆

等重要性状基因 8-10 个；创制目标性状突出的优良新种质

50-60份；获授权发明专利 10项，农作物精准创制技术就绪

度由 6级达到 8级。

11. 农作物倍性与染色体工程技术

研究内容：创新主要农作物单倍体诱导及加倍、多倍体、

远缘杂交、分子鉴定的染色体工程和细胞工程等新技术；实

现野生近缘种和优良地方品种与骨干材料、品种间的染色体

转移、置换以及优异单倍型基因组区段转移，高效创制目标

性状突出的优良育种新材料；牵头开展农作物倍性与染色体

工程技术国际合作交流。

考核指标：开发主要农作物倍性与染色体工程和细胞工

程育种新技术 6-8项；构建野生近缘种、优良品种和骨干材

料间的全染色体置换系统 8-10套，创制目标性状突出的优良

新种质 50-60份；获授权发明专利 10项，农作物倍性与染色

体工程技术就绪度由 7级达到 9级。

12. 华南优质高产高效籼稻新种质创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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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围绕适宜华南稻区的突破性籼稻种质创新，

创制外观、食味等品质性状显著改良的新种质；创制适应性

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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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籼稻种质创制和鉴定新技术 3-4项；创

制适宜华南稻区的优异籼稻新种质 150个，其中重大新种质

5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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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20 个

以上新品种培育；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3项以上。

13. 长江中下游优质高产高效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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粳稻种质

创新，创制外观、食味和功能性等品质性状得到显著改良的

优质新种质；创制高抗条纹叶枯病、稻瘟病、黑条矮缩病、

稻飞虱等主要病虫害新种质；创制耐盐碱、耐穗发芽、耐除

草剂、养分高效等新种质；聚合品质、耐逆、产量、养分高

效利用等性状关键基因，创制综合性状优异的粳稻新材料。

考核指标：研发粳稻种质创制和鉴定新技术 3-4项；创

制适宜长江中下游稻区的优异粳稻新种质 150个，其中重大

新种质 5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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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20个以上新品种培育；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3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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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黄淮冬麦区高产耐逆抗病新种质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黄淮冬麦区小麦生态区特点及制约小麦

生产的瓶颈问题，重点突破小麦抗旱节水、抗寒、耐高温、

耐盐碱等耐逆性状，营养高效，抗锈病、白粉病、赤霉病、

茎基腐病等抗病性状改良关键技术，创制耐逆、抗病、高产、

高效突破性小麦新种质，为培育重大小麦新品种提供材料支

撑。

考核指标：研发小麦种质创制和鉴定新技术 3-4项；创

制适宜黄淮麦区北片小麦生态区的小麦新种质 150个，其中

突破性新种质 5个，新种质在产量、抗病性、水分利用效率、

耐盐碱、氮磷营养高效利用等目标性状具有突出表现；品质

达到国家优质麦标准；用于 20 个以上新品种培育；获得植

物新品种保护权 3项以上。

15. 西南及南方高产抗逆耐瘠薄宜机收玉米新种质创制

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西南及南方玉米区生态区域特点和

玉米产业发展需求，创制籽粒容重高，抗穗腐病、茎腐病、

小斑病、锈病和叶斑病、抗地下害虫，抗旱耐涝，耐瘠薄、

宜机收玉米新种质；创制耐瘠薄、采收期长、品质优良的鲜

食玉米，生物产量高、适宜机收的青贮玉米，以及优质高蛋

白等专用新种质；明确杂种优势群及利用途径；研制高配合

力自交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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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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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抗逆耐热、耐瘠薄、优质高蛋白、易机收等玉米新种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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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

植物新品种权 3项以上。

16. 黄淮夏大豆优质高产耐密新种质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黄淮海夏大豆区育种需求，优化提

升规模化网络化测试体系，创制目标性状突出和综合性状优

良的高产、优质、抗病虫（花叶病毒病、根腐病、胞囊线虫

等）、耐密、耐逆（盐碱、旱涝等）、适于机械化栽培的大豆

新种质；通过多点测试，选择优异大豆新种质，为大豆新品

种选育与产业化应用提供优良亲本。

考核指标：研发大豆种质创制和鉴定新技术 3-4项；创

制大豆新种质 150个，其中突破性新种质 5个；高产耐密新

种质产量达到 400公斤/亩以上，抗病耐逆新种质对主要病害

或逆境的抗性达到抗级，优质新种质的品质达到国家优质标

准；用于 20 个以上新品种培育；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3

项以上。

17. 长江中上游油菜优质高产耐密宜机收新种质创制与

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长江中上游油菜品种株型不合理导致单

产瓶颈、低温寡照与高产油矛盾、机收损失偏大，以及稻油

轮作茬口矛盾对耐迟播、耐渍、早熟特性需求等问题，创制

耐密植、资源高效利用、耐渍早熟、寡照高油，且聚合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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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抗、适合机械化等优异性状的油菜新种质，并用于培育具

有生态适应性的高产油宜机收油菜品种。

考核指标：研发油菜种质创制和鉴定新技术 3-4项；创

制耐密、高产、高含油量、适合机械化的油菜新种质 50个，

创制高产、广适、多抗、宜机收的油菜新种质 50 个，其中

突破性新种质 5个；新种质用于 20个以上油菜新品种培育；

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3项以上。

18. 花生抗病优质高产宜机收新种质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花生白绢病、果腐病、青枯等土传病害

及黄曲霉污染日趋严重，花生含油量、蛋白质含量、蔗糖含

量偏低，饱和脂肪酸偏高，花生品种机械脱壳和机械收获损

伤严重等问题，创制抗花生土传病害、抗黄曲霉侵染与产毒、

高油、高油酸、高蛋白、高糖、低饱和脂肪酸、适宜机械化

生产的优异花生种质，并应用于新品种培育。

考核指标：研发花生种质创制和鉴定新技术 3-4项；创

制抗花生白绢病、果腐病、青枯病、抗黄曲霉侵染或产毒、

优质（高油、高油酸、高蛋白、高糖、低饱和脂肪酸）、宜

机收的花生新种质 150个，其中突破性新种质 5个；新种质

用于 20 个以上新品种培育；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3 项以

上。

19. 蔬菜作物优质多抗新种质创制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甘蓝、大白菜、马铃薯、辣椒、番茄、

黄瓜等大宗蔬菜，集成组学技术体系，对标育种和生产中存



浙
江

大
学

 kjcg
x

12

在的重大问题，创制风味、营养、商品品质优良，抗多种重

大或新型流行病害，具有良好的耐高温、耐低温、耐弱光等

抗逆特性，适合轻简化或机械化栽培的优异新种质，并用于

新品种培育。

考核指标：研发蔬菜种质创制和鉴定新技术 3-4项；创

制优质多抗优异新种质 100个，其中目标性状突出的重大新

种质 10 个，新种质的品质达到优质标准，抗病性和抗逆性

达到抗级以上；新种质用于 30 个以上新品种选育；获得植

物新品种保护权 5项以上。

20. 农业微生物新种质创制与利用

研究内容：开展我国主要食药用菌（香菇、木耳、灵芝

等）种质资源表型和基因型精准鉴定及评价，挖掘种质资源

中生物转化率高、环境适应性强、栽培稳定性好的优异等位

基因，创制高效高值利用农林废弃物的超级食药用菌新种

质；开展蛋白质合成微生物细胞工厂选育、设计、定制等研

究，挖掘、筛选微生物蛋白新型种质资源，解析微生物碳氮

源高效利用与蛋白质定向合成的基本规律及其调控机制，开

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菌种定向选育技术，构建高适配

性、通用性的特色底盘细胞，选育构建高生长速率、高蛋白

含量及高转化率的优质微生物菌种。

考核指标：完成 100份种质资源重要性状精准鉴定评价，

挖掘优异等位基因 10 个；创制高产、稳定、绿色的环境友

好型食药用菌新种质 20 个，创制优质、新颖的消费友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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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种质 20个，创制高值健康友好型新种质 20个，创制超级

新种质 10 个，市场应用率达到 20％以上；完成 100个以上

关键蛋白合成功能元件的鉴定评价，创制出自主知识产权酵

母菌、丝状真菌等高效合成蛋白微生物种质 20个以上。

21. 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和品质性状基因资源挖掘技术与

方法

研究内容：主要粮食作物产量与品质性状基因资源高效

挖掘新方法、新技术；挖掘控制产量与品质性状关键基因或

位点，明确优异等位基因遗传效应和育种利用价值

考核指标：选取并聚焦研究内容中的任一方向进行探索

性研究，取得原创性研究成果。

22. 主要农业生物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创新与应用

研究内容：开发基因型和表型高通量低成本鉴定新技

术、新方法；开发新的统计模型或算法，实现特定基因型在

特定环境下的表型精准预测。

考核指标：选取并聚焦研究内容中的任一方向进行探索

性研究，取得原创性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