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旱区作物优异种质资源创新研究
专题征文(一)

杂粮优异种质资源创新与发展

强国必先强农ꎬ农强方能国强ꎮ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

述ꎬ坚决守牢确保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贫等底线ꎬ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做好 ２０２３ 年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提出ꎬ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ꎬ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

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ꎬ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ꎬ不容有失ꎮ “意见”中
提出的首要任务是:要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ꎬ确保全国粮食产量保持在 １.３ 万亿斤

以上ꎬ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ꎬ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物质基础ꎬ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

提升行动ꎮ
种质资源是农业生产的“芯片”ꎬ粮食生产依赖于优异种质资源的挖掘、培育和推广ꎮ 我国国

土资源 ７０％左右属干旱、半干旱及半湿润易旱地区ꎬ旱区农业经过近 ４０ 年的发展ꎬ粮食生产不仅单

产翻两番ꎬ还向优质、多样化方向转变ꎬ尤其在作物遗传育种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ꎮ
杂粮类型多样ꎬ具有适播期长、抗旱耐瘠、适应性广等特点ꎬ已经成为旱作区、中西部生态严酷

地区重要的粮食和经济作物ꎬ也是盐碱地改良利用、新垦地和矿区地力修复作物ꎮ 杂粮营养丰富、
药食同源ꎬ不仅满足了人们食物多样化、多元化需求ꎬ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先锋作物ꎮ 为了满足新形

势下人民群众多样化食物消费需求ꎬ我国农业科研专家在杂粮优异种子资源的鉴定和利用、新品种选

育、优异基因挖掘与功能解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ꎬ推动了乡村特色农产品产业的发展ꎮ 因此ꎬ我刊

特向全国作物育种专家征集“旱区作物优异种质资源创新研究(一)杂粮优异种质资源创新与发展”
专题研究成果ꎬ拟对旱区杂粮品种做全面梳理和综合评价ꎬ为旱区粮食生产和我国粮食安全提供技术

支撑ꎮ 征文将以特约专题形式快速发表ꎬ以飧读者ꎮ



一、征文详情

专题内容
１.杂粮优异种质资源鉴选评价与利用

２.杂粮优异种质创新与新品种选育

３.杂粮优异基因挖掘与功能解析

４.杂粮抗旱耐逆高产机理机制研究与应用

５.杂粮抗逆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研究

征文形式
综述、研究论文、专家笔谈ꎬ等ꎮ

处理流程
征稿论文经两位同行专家审稿后在正刊刊登ꎮ 编辑部将对征稿论文开设绿色通道ꎬ优先处理ꎬ

以最快速度做网络首发和纸质版出版ꎬ优质论文稿酬优厚ꎮ

投稿方式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官网上传ꎬ在线投稿网址:ｈｔｔｐ: / / ｇｈｄｑｎｙｙｊ.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ｎꎬ请在投稿备注栏注

明“杂粮专题”或在文章标题后加上“杂粮专题”字样ꎮ

联系方式
作者可以与特约主编沟通投稿论文情况ꎬ也可以与编辑部联系ꎮ
编辑部邮箱:ｇｈｂｊｂ＠ ｎｗｓｕａｆ.ｅｄｕ.ｃｎ
电话:０２９－８７０８２１２１

截止日期
专题来稿刊发周期为 ３ 个月ꎬ«干旱地区农业研究»出刊时间为 １、３、５、７、９、１１ 月 １０ 日ꎬ所以ꎬ

专题来稿分稿日期分别为上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１２ 月 １０ 日ꎬ当年的 ２、４、６、８ 月 １０ 日ꎬ此专题持续刊载

２ 年ꎮ

二、专题特邀主编

刁现民 研究员　 　 　 　 陈　 新 研究员
杨天育 研究员　 　 　 　 邹剑秋 研究员
贾冠清 研究员　 　 　 　 原向阳 教授
周美亮 研究员　 　 　 　 吴昆仑 研究员
何玉华 研究员　 　 　 　 冯佰利 教授
高小丽 研究员



三、特邀主编简介

刁现民 研究员 特约主编

刁现民ꎬ研究员ꎬ博士生导师ꎮ 农业部小宗粮豆专家指导工作组委员、副组长ꎬ国家谷子品种鉴

定委员会主任ꎬ中国作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ꎬ中国农学会杂粮分会常务理事ꎮ 现任

农业部小宗粮豆(杂粮作物)专家指导工作组组长、中国作物学会理事、中国农学会杂粮分会副会

长、中国作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荣誉主任委员ꎮ 兼任农业农村部黄土高原作物种质资源重

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河北省杂粮作物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

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ꎮ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和«河北农业科学»副主编ꎬ«作物学报»、«中国

农业科学»、«作物杂志»、«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等期刊编委ꎮ 发表论文

１２０ 篇ꎬ其中 ＳＣＩ 论文 ６０ 篇ꎮ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２ 号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中心(北库)
Ｅ－ｍａｉｌ:ｄｉａｏｘｉａｎｍｉｎ＠ ｃａａｓ.ｃｎ

陈 新 研究员 特约主编

陈新ꎬ二级研究员ꎬ博士生导师ꎬ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ꎮ 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ꎬ国家级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ꎬ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ꎬ首批神农领军英才ꎬ江苏省 ３３３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培

养对象ꎬ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ꎮ 担任亚洲大洋洲高级育种协会第一副主席、农业农村部大

豆专家指导组成员、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作物学会食用豆专委会副会长、中
国农学会杂粮分会副主任、中国园艺学会豆类分会副会长ꎮ 主要从事大豆等豆类作物新品种选育

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ꎮ 主持完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等国家、省
部级项目多项ꎬ出版著作 ９ 部ꎮ 主持育成国审大豆品种‘苏豆 ８ 号'等特色豆类新品种近 ５０ 个ꎬ新
品种新技术在生产上推广面积超过 １０００ 万亩以上ꎻ获中华农业科技一等奖、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

奖、二等奖及三等奖等奖项近 ２０ 项ꎮ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钟灵街 ５０ 号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Ｅ－ｍａｉｌ:ｃｘ＠ ｊａａｓ.ａｃ.ｃｎ

杨天育 研究员 特约主编

杨天育ꎬ博士ꎬ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ꎬ副院长ꎮ 中国作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副会长ꎬ
中国农学会杂粮分会副会长ꎬ中国科技管理研究会理事、甘肃省作物学会理事长ꎬ甘肃省粮食作物

栽培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ꎮ 从事小杂粮作物种质资源鉴定评价、遗传改良与栽培技术研究ꎮ
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省级重大研发计划

等重点项目和课题 ２０ 余项ꎬ主持项目有:国家基金项目“基于种内和种间高密度 Ｂｉｎ ｍａｐ 图谱挖掘

谷子关键抗旱分子靶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甘肃寒旱区粮经果蔬提质增效关键技术集成与

示范”、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粳型糜子育种岗位)”ꎮ 获省部

级科技奖励 １１ 项ꎬ其中一等奖 １ 项ꎬ二等奖 ６ 项ꎻ育成杂粮作物新品种 ３４ 个ꎻ制定地方标准 １８ 项ꎻ
获国家专利 ４ 项ꎻ在«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８０ 多篇ꎻ参编出版专著 ９ 部ꎮ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农科院新村 １ 号ꎬ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Ｅ－ｍａｉｌ:１３５１９６３８１１１＠ １６３.ｃｏｍ



邹剑秋 研究员 特约主编

邹剑秋ꎬ博士ꎬ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任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高粱研究所所

长ꎮ 担任农业农村部小宗粮豆指导专家组成员、中国农学会杂粮分会副主任委员ꎬ辽宁省作物学会

副理事长ꎬ“十一五”、“十二五”国家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ꎬ现任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

系饲用高粱育种岗位科学家ꎮ 长期从事高粱遗传育种与高效栽培技术研究ꎮ 先后承担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及省部级科研课题 ３０ 余项ꎬ引进高粱资源 ６００ 余份ꎬ主持

育成亲本系 ２０ 余个ꎬ育成各类高粱杂交种 ５２ 个ꎮ 获得省部级奖励 ５ 项ꎬ其中“高粱雄性不育系

７０５０Ａ 的创造与应用”、“生物质能源甜高粱品种选育技术创新与应用”达到国际领先水平ꎬ分别获

得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ꎮ 主持制修订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５ 项ꎮ
联系方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路 ８４ 号ꎬ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高粱研究所

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ｑｉｕｚｏｕ＠ １２６.ｃｏｍ

原向阳 教授 特约主编

原向阳ꎬ博士ꎬ山西农业大学教授ꎬ农学院院长ꎬ山西省作物化学调控工程技术中心主任ꎮ 任中

国植物保护学会第七、八届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耕作制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农学会

小杂粮分会委员、中国作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委员、“山西小米”产业联盟专家技术委员会

委员、山西省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杂粮学会会长ꎮ 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岗位

科学家、农业农村部神农青年英才、山西省谷子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谷子产业化山西省科技创

新重点人才团队、山西农科 １１０ 专家ꎮ 主要从事现代杂粮(谷子)生产、作物化学调控与化学除草、
作物安全生产理论与技术研究ꎮ 先后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 ７ 项ꎬ省部级项目 １６ 项ꎮ 近年

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２０ 多篇ꎬ出版专著 ３ 部ꎬ登记发明专利 ２０ 多项ꎬ起草行业标准和技术规程

６ 项ꎮ
联系地址: 山西省太谷县铭贤南路 １ 号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Ｅ－ｍａｉｌ:ｙｕａｎ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２００＠ １６３.ｃｏｍ

贾冠清 研究员 特约主编

贾冠清ꎬ博士ꎬ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ꎬ博士生导师ꎮ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

者ꎬ农业农村部“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ꎬ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ꎮ 担任中国农学会理事会

理事ꎬ中国作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副会长ꎮ 长期从事谷子遗传资源发掘利用研究ꎮ 主持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ꎮ 发表研究论文 ６０ 余篇ꎮ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２ 号ꎬ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ｇｕａｎｑｉｎｇ＠ ｃａａｓ.ｃｎ

周美亮 研究员 特约主编

周美亮ꎬ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ꎬ博士生导师ꎬ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青年项目

入选者ꎮ 任中国作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物学会燕麦荞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农学会杂粮分会

副主任委员ꎮ 从事荞麦属植物种质资源调查搜集、鉴定评价及新种质创制ꎬ荞麦关键农艺和品质性

状遗传机制解析与育种利用ꎻ荞麦杂种优势研究与新品种选育ꎮ 主持‘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青年科学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欧国际合作项目及自

然基金面上项目等多项国家级项目ꎬ参与欧盟地平线 ２０２０ 项目－ＥＣＯＢＲＥＥＤꎮ 近五年来以通讯作

者在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Ｇｅｎｏｍ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 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３０ 余篇ꎬ出版著作 ４ 部ꎬ选
育‘中苦 ３ 号’等荞麦新品种 ６ 个ꎬ目前担任 ＢＭＣ Ｂｉｏｌｏｇｙ、ＪＧＧ 和 ＪＩＡ 等多个 ＳＣＩ 杂志编委ꎬ以及

«作物杂志»副主编ꎮ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２ 号国家作物种质库ꎬ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

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ｕｍｅｉｌｉａｎｇ＠ ｃａａｓ.ｃｎ

吴昆仑 研究员 特约主编

吴昆仑ꎬ博士ꎬ研究员ꎮ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院长ꎬ国家麦类改良中心青海青稞分中心副主任ꎬ青
海省青稞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ꎬ青海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ꎮ 青海省“高端创新

人才千人计划”拔尖培养人才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青海省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ꎬ中
国作物学会理事ꎮ 主要从事青稞农艺性状、品质性状和抗逆性等方面的分子生物学与遗传改良研

究ꎬ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青稞高产优质新品种选育与轻简化抗逆丰产技术研发及集成示

范”和青海省重大科技专项“青稞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ꎮ 获得青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
项、三等奖 １ 项ꎬ主持或作为主要贡献者完成“昆仑”号 ６ 个系列品种的选育和示范推广ꎮ

联系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宁大路 ２５１ 号ꎬ青海大学农牧学院

Ｅ－ｍａｉｌ:ｗｋｌｑａａｆ＠ １６３.ｃｏｍ

何玉华 研究员 特约主编

何玉华ꎬ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ꎮ 担任农业农村部杂粮专家指导组委员、中
国农学会杂粮分会副秘书长、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建设项目岗位科学家、中国作物学会食用豆

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ꎮ 从事以蚕豆、豌豆为主的食用豆作物遗传育

种及集成技术研究与应用ꎮ 近 ５ 年来主持科研项目 ２２ 项ꎬ包括农业农村部部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

体系建设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９４８ 子项目、国家外国专家局引智项目、云南省科技厅重大专

项、云南省外国专家局引智项目等ꎻ以主要执行人参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项目、“十
一五”云南省社会发展科技计划、“十二五”云南省重点新品种开发计划、云南省外国专家局系列引

智项目等ꎻ获得与蚕豆、豌豆作物紧密相关的省科技进步奖 ６ 项ꎬ其中一等奖 １ 项ꎬ二等奖 １ 项ꎬ三
等奖 ４ 项ꎻ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农业农村部丰收奖二等奖 １ 项ꎮ 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 １３ 个、国家

登记新品种 ３１ 个、国家鉴定新品种 ２ 个、省级审定新品种 ４ 个、省级登记新品种 ８ 个、省级鉴定新

品种 ４ 个ꎻ颁布地方标准 ２ 项ꎻ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１６ 篇(ＳＣＩ 收录 ６ 篇)ꎬ主编 /参编专著

共 １９ 部ꎮ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 ２２３８ 号ꎬ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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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佰利 教授 特约主编

冯佰利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农业农村部杂粮专家指导组副组长ꎬ中国农学

会杂粮分会副主任兼秘书长ꎬ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ꎬ农业农村部科创中国杂粮产

业科技服务团团长ꎬ陕西省小杂粮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ꎬ陕西省小杂粮科技特派团团长ꎬ中国作

物学会粟类专业委员会、栽培专业委员会副主任ꎬ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杂粮分会副会长ꎮ 长期从事

“糜子、荞麦、食用豆等”栽培、育种、品种资源以及作物优质高产生态生理技术、作物品质生理以及

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ꎮ 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及省部级科研课题 ３０ 余项ꎬ选育小杂粮品种 ３０ 余个ꎻ研制小杂粮地方标准 ６０ 余项ꎬ主编、
参编«中国黄米食品»、«中国小杂粮»等专著ꎬ发表科研论文 ２００ 余篇ꎮ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

奖 １０ 项ꎮ
联系地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邰城路 ３ 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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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丽 研究员 特约主编

高小丽ꎬ博士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研究员ꎻ中国农学会杂粮分会委员ꎬ陕西省豆类产业技

术体系岗位专家ꎮ 长期从事小杂粮优质品种选育及抗逆高效栽培生理与技术研究ꎮ 先后主持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及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陕西省技术创新引导专项、榆林市科技计划、杨凌示范

区农业科技示范推广能力提升等项目课题 ３０ 余项ꎻ主持和参与选育小杂粮品种 ３０ 余个ꎬ参与制定

小杂粮地方标准 ６０ 余项ꎻ主编和副主编出版著作 １０ 余部ꎻ发表研究论文 １００ 余篇ꎮ 研究集成的技

术成果获得科技奖励 １０ 余项ꎬ其中主持完成的“糜子优质抗逆增效关键技术研究集成与示范”项
目获得陕西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陕西省高校科学技术成果奖一等奖ꎻ作为主要参加人获得农业

部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 ２ 项ꎮ
联系地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邰城路 ３ 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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