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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作物精准育种基础研究卓越中心成立

3 月 23 日，华南农业大学牵
头建设的广东省高等学校未来
作物精准育种基础研究卓越中
心（以下简称“中心”）在华农红
满堂举行揭牌仪式，并召开第一
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该
中心于 2024 年 10 月获批立项，
将聚焦未来作物精准设计基础
理论深化、精准育种技术的创新
突破以及未来作物品种的分子
设计等领域，从源头上推动农业
科技进步，实现专业人才培养与
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为农业强
国建设和广东“百千万工程”建
设提供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持。

中心主任由华南农业大学
校长薛红卫担任，中心首席科学
家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
大学农学院研究员刘耀光担任，
包括万建民、钱前、刘耀光、林鸿
宣、种康、何祖华、邓兴旺、朱健
康等 8 位院士在内的 16 位专家
担任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心的获批既是对既有成
果的肯定，也将为提升学校自主
创新能力和培养基础学科拔尖
人才提供重要支撑。”薛红卫表
示，近年来，华南农业大学锚定
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求，以

“跨出农兴农”的理念，推动学科
交叉融合，推动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化发展，集中优势发展农业
新质生产力，尤其在作物基因组
学、分子育种等方面取得了重要
进展。中心将认真听取专家意
见，聚焦重点问题，整合优质资
源，凸显优势特色。通过加强有
组织科研，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深耕作物精准育种基础研究，系
统推进作物育种技术创新与突
破，实现全链条产业化发展，切
实担负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使命与责任。

省教育厅科研处负责人介
绍，2022 年，省教育厅启动实施
了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卓越中心

建设，重点布局建设 10 个左右
能汇聚大团队、承接大任务、产
出大成果的基础研究卓越中心，
未来作物精准育种基础研究卓
越中心的立项建设，将有力推动
我省作物育种领域的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促进跨学科、
跨领域的交叉融合，取得一系列
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为我省农
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做出积极贡献。希望中心能
在支撑一流学科建设、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中心副主任、华南农业大学
农学院院长储成才教授汇报了
中心建设运行方案、研究目标任
务、自设课题设置等情况。据介
绍，中心前期已初步形成需求导
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的项目支
持模式，并通过定向委托、培育
重点、竞争择优等方式，遴选出

首批 19 个项目。未来，中心计
划通过 5—10 年时间，建成为农
业科技基础理论突破、核心技术
创新、顶尖人才汇聚的世界一流
科研平台，力争在种业创新领域
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与会专家
对建设方案提出了论证意见和
建议。

会后，邓兴旺、何祖华、朱健
康三位院士分别以《全面开展作
物精准设计育种》《作物广谱抗
病育种的遗传基础和分子设计》

《作物精准育种助力健康饮食》
为题进行学术分享交流。

本报记者 刘肖勇
通讯员 曾子焉

推动我省作物育种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近日，由广东省地质调查研
究院牵头，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
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
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中
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
心参与起草编制的《东莞市土壤
环境背景值》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实施。

基于东莞市多要素城市地
质调查研究成果，广东省地质调
查研究院分析统计近 33 万个高
精度地球化学数据，在充分分析
东莞地区土壤环境受高强度经
济社会活动影响前提下，对东莞
市土壤环境背景值的术语及定
义、指标要求、使用方法及监测

要求等进行了详细规定。经过
多轮征求意见、专家评审、公示
等一系列程序，团体标准正式发
布，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据悉，面对高度城镇化下的
土壤保护挑战，东莞市作为我国
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城镇化进
程飞速。在城市建设和工业发
展的双重推动下，土地利用方式
发生了巨大变化。建设用地的
扩张、工业活动的频繁，使得土
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土壤
生态系统的平衡受到威胁。在
这样的背景下，准确掌握土壤环
境背景值，对于科学评估土壤质
量、制定有效的土 壤保护和修复

策略至关重要。
资料显示，《东莞市土壤环

境背景值》团体标准的一大亮
点，是确定以成土母质（岩）作为
土壤环境背景值的统计单元。
通过对东莞市不同元素土壤环
境背景含量空间分布特征的深
入研究，成土母质（岩）对土壤环
境背景值的影响最为关键。基
于地质建造将东莞市成土母质
（岩）细致划分为 12 种类型。这
种分类方式充分考虑了土壤形
成的地质基础，能够更准确地反
映不同区域土壤的自然本底特
征。为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提供
更稳定、可靠的参照基准，大大

提高了土壤环境背景值统计的
科学性和准确性。

该团标的完成与发布意义
重大。一是首次提出土壤有益
指标环境背景值。该标准在内
容上的另一重大突破，是在省内
首次提出了土壤有益指标环境
背景值，涵盖钾、硒、锗、钼等多
种元素。传统的土壤环境研究
往往过度关注重金属等可能对
环境造成危害的指标，而此次对
有益指标的纳入，无疑是对土壤
生态系统全面认识的重要进
步。通过对这些有益指标环境
背景值的研究，实现了从单纯的
环境防控向生态功能维护和提
升的转变，为土壤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是填补了东莞市土壤环
境背景值标准空白。在当前国
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高度
重视土壤环境保护的背景下，各

地对于土壤环境标准的需求极
为迫切。然而，不同地区的土壤
环境背景存在显著差异，现有的
国家或省级土壤环境标准难以
完全满足地方的实际需求。此
次发布的团体标准，针对东莞市
独特的高度城镇化背景以及地
质条件和土壤环境特点，制定了
详细且实用的土壤环境背景值
标准，为广东高度城镇化丘陵地
区在制定类似标准时提供了宝
贵的参考范例。该标准在制定
过程中，经过了国内多位地质
学、地球化学、环境科学等领域
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严格审定。
专家们对标准的科学性、实用
性、创新性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
入的评估，其发布实施将有力推
动东莞地方土壤环境标准体系
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本报记者 刘肖勇
通讯员 刘如春贾宁

东莞发布土壤环境背景值团体标准
为土壤环境质量管理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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