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6日，宣城市广德市四合乡太平村，该村村民刘发红正在油菜花旁放蜂采蜜。

近年来，宣城市广德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不断推进国土绿化，全

市森林覆盖率近60%，优良的生态环境吸引众村民发展养蜂产业，“甜蜜经济”促农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 王玉实 摄

放蜂采蜜生活甜

科学种养14 2024年4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黄佳玮 美编：小薇

【科研在线】

种业是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的根基和保障。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

核心在品种，关键在技术。在猪、鸡等主要畜

禽品种中，育种的价值实现在于终端杂交商

品群的性能和生产效率。而以该需求为目

标，需要整合杂种信息直接对杂交商品群进

行选择，因此开发整合杂种信息的精准遗传

评估模型一直是畜禽全产业链育种亟待解决

的理论和技术问题。

近日，一项先进科研成果创新了我国畜

禽遗传评估理论及技术算法，让畜禽全产业

链联合育种成为可能。

今年1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

学院刘剑锋团队在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

领域权威期刊《生物信息学》发表研究论文

《MAGE：基于元建立者构建育繁推一体化

育种体系基因组选择一步法加-显新模

型》。该研究提出，基于不同亲本群体及其杂

交后代群体信息育繁推一体化育种模式下优

化遗传评估模型和计算技术，可同时实现纯

种、杂种的育种值评估和杂种优势预测。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

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

项目资助。其研究成果不仅在遗传评估理论

上具有显著创新，核心算法和软件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对实现《国家生猪遗传改良计

划（2021-2035）》所提出的构建我国生猪育

繁推一体化育种体系的目标任务提供了解决

方案，有力支撑我国畜禽全产业链联合育种

方案的顺利实施。

“这项研究成果是国际上早已应用的理

念和方法，但在我国一直还没有实现。”论文

通讯作者、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教授、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刘剑锋表示，

该项成果的应用将显著缩短育种周期，让育

种工作更高效、更准确。在种业振兴行动全

面推进的大背景下，这将对我国畜禽种业高

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刘剑锋介绍，虽然在遗传评估中整合纯

种、杂种信息，可同时提高纯种遗传评估和杂

种优势预测的准确性，并且基于杂种信息，可

对纯种群体难以测定性状，如母畜使用年限、

肉质、终身繁殖力等进行遗传评估，但由于

杂交导致的遗传基础差异，目前常规选育的

理论和方法大多仅针对纯种核心群性能选

育。针对这一问题，该研究提出了一种全新

的 基 因 组 选 择 一 步 法 加 - 显 算 法

（MAGE）。MAGE算法利用偏亲缘相关矩

阵进行纯种群体和杂种群体的混合亲缘关

系构建，利用元建立者进行不同纯种群体之

间的跨品种背景亲缘关系评估。同时，

MAGE算法首次提出杂种群体的显性亲缘

关系矩阵构建方法，实现了对纯、杂混合群

体显性效应的精准估计。

研究团队编写了相应评估软件，可以高

效利用繁育体系的大规模杂种群体信息，从

而对终端商品代目标性状直接进行选择，精

准评估育繁推产业链中遗传进展的传递过

程。在此基础上，与团队前期开发的 PI-

BLUP大型育种软件进行模块整合，同时实

现硬件和软件计算平台国产化计算，有力支

撑国家猪遗传评估中心的高效运行。

“这项成果对畜禽育种工作具有里程碑

意义。”国家畜禽育种联合攻关专家指导委员

会委员、地方猪种种质自主创新联合攻关首

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教授潘玉春表示，该研究

创新发展了畜禽遗传评估理论，将纯种评估

选留扩展到纯种及杂种遗传评估。其构建的

遗传评估模型既可适用于常规育种，也可以

应用于以基因组选择技术为主体的分子育

种。“在育种工作中，我们经常提到大数据育

种，而最重要的育种大数据在于表型组信息

挖掘和分析，在于是否能有效、高效、科学使

用不同来源表型信息。该研究成果使得育种

上的全产业链联合育种成为可能，使得数量

庞大的杂种个体可以参与到纯种种猪的遗传

改良过程中。”

潘玉春测算，在生猪育种中，该方法的应

用将使纯种种猪遗传评估准确性提高5%，在

大规模的杂种种猪的数据得到有效利用的情

况下，预期整体的遗传改良速度可以提高

10%-20%以上。“这项研究成果的最大价值

在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产业链育种大数据

的整合，使得育种兼顾育种群、扩繁群、商品

群的遗传组成和环境差异，体现纯种选育是

起点但杂种利用是目标的育种本义，从而更

好地推进全产业链育种模式的快速实施。”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祖祎祎）

我国自主研发遗传评估育种新技术
其应用有助于实现全产业链育种体系构建与实施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陈炜伟 李昌瑞）记者8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务院近日印发《新

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2024—2030

年）》，全面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实现新增粮食产能

千亿斤以上，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

强。行动方案明确了“巩固提升口粮、主攻玉米大

豆、兼顾薯类杂粮”的分品种增产思路，提出巩固

提升优势产区，挖掘其他地区潜力，调整优化粮食

生产格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国家发

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将聚焦720个粮食产

能提升重点县，指导地方加快实施农业节水供水、

高标准农田建设、种业振兴、粮食单产提升、农业机

械化提升、农业防灾减灾等支撑性重大工程。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
提升行动全面实施

【种养问答】

答：西葫芦白粉病是一种真菌性
病害，可选的药剂很多，但不能单一使
用一种药剂，否则会产生抗药性，增加
防治难度。建议交替用药，可选用苯
醚甲环唑、嘧菌酯、戊唑醇、喹啉铜、多

抗霉素等，任选一种喷雾，5-7 天一
次，连用3次。白粉病在干湿交替的
环境中利于发病，因此，除了及时用
药，平时还应注意调控好棚室温湿度，
避免温湿度起伏过大。

河南省郑州市读者祁玉洁问：

答：鹅孵化期大约为30天。1-8
天为37.9℃；9-18天为37.8℃；19天
为 37.8℃；20-30 天为 37.0-37.3℃。
孵化初期要求相对湿度保持在60%-
70％；中后期要求相对湿度保持在
50%-55％；出壳期要求相对湿度保持

在 65%-70％。孵化前25天，每天凉
蛋1次，25天后每天凉蛋3-4次，但温
度不能低于 35℃。种蛋保存温度
12℃-15℃，湿度 70%-80%。最好在
保存一周内孵化。

(栏目内容仅供参考)

鹅种蛋怎样孵化储存

陕西省富平县读者李威问：

巩固提升优势产区，挖掘其他地区潜力，调整优化粮食生产格局

怎样防治西葫芦白粉病

播种时间 花生种子发芽最适宜的

温度为25℃-35℃，高于41℃时发芽率

下降，当温度低于10℃高于46℃时不

能发芽，发芽最低温度为12℃-15℃。

幼苗生长最适宜温度为20℃-27℃，平

均气温超过25℃，可使苗期缩短，茎枝

徒长，节位拉长，不利于蹲苗。因此，花

生春季露地种植要求5厘米地温在12

度以上。

选择优良品种 在种植前要认真选

择适宜当地种植的品种。目前在中原

地区春花生主要栽种品种有豫花9719、

9326、37号，鲁花9号、14号及花育33

和远杂9102等。

疏松培肥土壤 要对花生种植地块

进行施有机肥后再进行深耕，在疏松土

壤的同时还可以消灭残存的病虫害。

深耕一般30厘米左右，土质深厚的土

壤可深达40厘米。

田间管理 查苗补缺。在花生基本

齐苗后，应进行全面查苗，催芽补种。

最好的办法是，为了查苗补缺，在花生

播种时利用工具多播一些苗，以备缺苗

时移栽补缺。

清棵蹲苗。清棵蹲苗是花生田

管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它是根据花

生子叶不易出土和半出土的特性，

在基本齐苗时，用小锄把花生幼芽

基部周围的土挖开，形成一个“小

窝”，使两片子叶和胚芽露出土外，

很快接受阳光，促进幼苗生长健壮

而获取增产。

看苗追肥。花生追肥是基肥不足

的补充措施，应根据地力、基肥用量和

花生生长状况而定。

中耕培土。花生中耕培土的次数

主要根据花生的生育阶段。一般晚熟

大花生可中耕3次，中耕要求“头遍深、

二遍浅、三遍细”。

（据《农业科技报》）

春花生种植时间及技术措施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