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 麥 性 涼 、 味
甘，具有養心神、
斂虛汗、生津止
汗、養心益腎、鎮
靜益氣、健脾厚

腸、除熱止渴的功效，可入藥，
對於體虛多汗、舌燥口乾、心煩
失眠等病症有一定輔助療效。特
別是浮小麥（小麥用水淘，不沉於水的叫「浮小麥」）的效果更好，它
可以治療腹瀉、血痢、無名毒瘡、丹毒、盜汗、多汗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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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碼促優產
西農學者破譯小麥基因組
轟動世界為完美麥穗奠基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

在小麥育種領域摸爬滾打40餘年的西農教授吉萬
全，是一位地道的關中漢子，和很多「老陝」

一樣，他一輩子「嗜麵如命」，甚至就連當初擇業也
和麵有關。「小時候麵粉稀缺，所以就老盼望着地裡
多產小麥，天天都能吃上白麵饃。」於是1979年考
上西農後，吉萬全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小麥育種。

主導黃淮麥區更新換代
自1934年建校起，西農就開始致力於小麥育種研究，
學校共育出優良小麥品種60多個，累計推廣面積18億
畝，增加產值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我
國小麥主產區黃淮麥區六次更新換代，西農主導四次。
這些新品產量高、營養高，不僅幫助大家吃飽肚子，更
是走上富裕之路。」吉萬全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在過去的兩年裡，西農在小麥遠緣雜交與染色體工
程育種、雜種小麥研究等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居於中
國以至世界領先地位。而其小麥基因組研究的不斷突
破，不僅轟動世界，更是為未來培育更完美小麥奠定
基礎。
小麥基因組堪稱植物界最複雜基因組，其體量龐
大，是人類基因組的5倍、水稻基因組的40倍。過去
很長時間裡，小麥基因組測序一直被認為是世界業界
難以逾越的「珠穆朗瑪峰」。2018年8月，西農與全
球70多個機構一起，共同完成了世界首個六倍體小
麥基因組圖譜，一舉征服「珠峰」。而在小麥基因組
成功破譯僅僅一年之後，2019年7月12日，西農發
表世界首個大規模小麥全基因組重測序研究結果。這
一成果無異於將全球小麥育種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
步，它提供了目前為止數量最多、覆蓋最全的六倍體
小麥及其野生祖先的基因組變異集合，為了解小麥起
源、進化和馴化歷史，克服小麥遺傳資源同質化、促
進小麥遺傳改良提供了重要的數據資源。
吉萬全表示，小麥全基因組重測序研究成果，將小
麥基因組的進化、序列與分子育種、遺傳育種結合變
為現實，也為培育高產、抗旱、抗鹽、抗病蟲的小麥
新品種，更好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及人口膨脹帶來的食
品短缺的挑戰，為小麥基因組改良工作奠定基礎。

彩色小麥營養高成新寵
如今除了繼續培育高產新品，西農的專家還將目光

瞄向了備受關注的彩色小麥。「現在餓肚子已經成了
歷史，所以大家都在考慮如何吃好了，彩色小麥應運
而生。」吉萬全表示，西農目前已培育出黑、紫、
紅、藍、綠、白彩色小麥。「這些麥粒不僅賞心悅
目，每種顏色還蘊涵不同的特性。比如富含鐵鋅的黑
色小麥，可預防貧血，藍色花青素高可抗衰老。」
據悉，西農目前已經推出了「秦黑」、「秦紫」、
「秦藍」和「秦白」四大系列的「高產+高營養」彩
粒小麥新優品，穩定品系52個，推廣應用13個。
「未來，這些彩色小麥將會很快進入尋常百姓家，成
為中國老百姓餐桌的新寵。」

編者按：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用世界9%的耕地，養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

這是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貢獻。根據官方發佈的數據，中國的農業科技進步貢
獻率已經達到58.3%。藏糧於技，讓中華糧倉越來越穩固，中國餐桌越來越豐富。 這其
中，農業育種是基礎性核心產業，種子是農業「芯片」和糧食安全根基。創建於1934年、
坐落於陝西咸陽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簡稱西農），是目前全國農林水學科最為齊備的高
等農業院校，在動植物育種、植物保護、農業生物技術等領域形成鮮明特色和優勢，特
別是在一代代育種專家的努力下，培育出一系列處於世界前端的小麥、蘋果、馬鈴薯、
奇異果等新品。香港文匯報從即日起推出系列報道，為讀者解密背後的育種故事。

今年前半年，一則「農民教授」育出陝
西最貴小麥新品的新聞，成了中國業界最
為津津樂道的話題。說起這事，新聞主角

吉萬全顯得並不太在意。「轉讓費多少都無所
謂，重要的是在學校幾代人努力的基礎上，我

國又多了一個實實在在讓農民受益的品種。」

技術高價轉讓頓成佳話
吉萬全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小麥最初

是由幾種麥草馴化而來，現在叫遠緣雜
交。通過長期的培育，將麥草抗旱、抗
病、抗寒優點全部移植到小麥上。近年
來，吉萬全率領團隊創新性地將遠緣雜交
技術與常規育種技術相結合，先後培育出
優質強筋、多抗廣適的「西農511」、「西
農 529」等三個國審新品，以及「西農
519」等四個陝西省審品種。其中「西農
511」憑借455萬元的技術轉讓費，創下西
農和陝西品種轉讓費之最。

從建校開始，一代代西農人為了國人手
中的飯碗而默默奉獻終生。「先有海歸教
授沈學年，後有功勳小麥育種專家趙洪
璋。」吉萬全表示，沈學年可說開創了西
農小麥育種事業，而趙洪璋則成為新中國
成立後首屈一指的農業「功臣」。

1959年，趙洪璋成功培育出「碧螞l號」
並種植9,000餘萬畝，創下中國一個小麥品
種年種植面積最高紀錄。1964年，趙洪璋
又選育出「豐產l、2、3號」新品種，為中
國三年自然災害後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作
出巨大貢獻。毛澤東主席曾稱讚他，一個
小麥品種挽救了大半個新中國，而老百姓
則親切地稱他「趙勞模」。

小麥是世界上約40%人口的主要食糧，
大約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左右從西亞
傳至中亞再傳入中國。如今，隨着中國「一
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西農成為沿線國家和
地區農業合作的急先鋒，優質小麥新品走出
國門，在中亞地區大面積推廣種植，不僅改
善了當地的小麥種植結構，同時大幅提升產
量，給種植戶帶來巨大的實惠。

走出中國惠「帶路」沿線國
吉萬全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中亞非常適

合種植小麥，其加工製成的麵粉口感極佳。
但是由於管理技術和品種限制，小麥畝產只
有80公斤左右。2016年以來，西農先後在中
亞地區建成四個現代農業科技示範園。僅僅3
年，小麥畝產就達到300多公斤。同時，西
農還幫助陝西糧企在哈薩克斯坦廣泛種植和
加工小麥，而中哈合作的優質麵粉，又通過
中歐班列「長安號」運回中國銷售，受到市
場歡迎。「這就是我們的小麥種子帶來的雙
贏，也是『一帶一路』合作最生動的實
踐。」

■「絲綢之路博覽會」上展示的西農小麥新
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攝

種子播中亞 豐產創紀錄

「來西農之前，你可能很難把『大學生』和『幹農活』聯繫在一
起，而來西農之後，如果你沒收過麥子，你都不好意思說是西農的
學生。」這句話不僅曾一度成為西農大一新生刷屏的流行語，同時
也成為西農最真切的寫照。

據悉，每年「三夏」之時，全校大一新生都要走進學校試驗田，
分批對小麥進行收割、脫粒，並篩選、記錄實驗材料。「這項教學
傳統已經延續了80年，是西農新生的一堂必修課。」吉萬全說，
作為農業高校學生，你只有親近土地，切身感受了勞作和豐收，你
才會知道你接下來要幹什麼。

小麥種植概況小麥種植概況
全球第二大糧食作物全球第二大糧食作物

世界上約世界上約4040%%的人口的主要食糧的人口的主要食糧

世界產量世界產量：：77..55億噸億噸 **

中國產量中國產量：：11..33億噸億噸 **（（世界第一世界第一））

** 20182018年數據年數據 數據來源數據來源：：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世界上首個六倍體小麥基因組圖譜。
香港文匯報西安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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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后稷時期，中國先民們就開始嘗試栽

培能四季飽腹的高產小麥，然而由於生產力

水平的限制，直到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小

麥畝產依然只有50斤左右。新中國成立後，

一群胸懷農業強國夢想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學者，在后稷教民稼穡之地，自青春至古稀

不斷破解小麥的「生長密碼」，先後培育出

60餘種小麥新品，扭轉了中國小麥畝產量低

的尷尬局面。如今，學者向更高目標邁進，

不久的將來，由他們主導的「完美」麥穗、

彩色小麥將會更多的出現在國人的餐桌。

西農秦紫1號彩色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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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 ▲▲吉萬全展示自主產權小吉萬全展示自主產權小
麥種子麥種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攝

解密解密中國農業芯片 三 之 一■ 農業育種專
家吉萬全展示育
成的小麥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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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收開啟大學門

■遊客在享用關中特色麵食油
潑麵。 資料圖片

浮小麥治盜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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