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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才成长故事--胡兆荣 

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月下旬的华夏平原，阳光洒向大地，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胡兆荣老

师又忙碌在往返各个试验站的路上，从飞驰的列车往外看，麦田一块连着一块，

绿油油的长势喜人。“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小麦每年 10 月播种，

次年 6 月收割，此时的冬小麦已经抽穗开始开花，是小麦需水需肥的关键时期。 

立足生产实际，立志科研攻坚 

小麦品种资源多样化，为抗旱品种改良提供了大量遗传变异，也为在育种

实践中应用提供了可能。因此, 全面系统的鉴定小麦品种抗旱相关基因，为培育

抗旱性好的新品种提供新种质、新基因及新思路，同时对探讨小麦抗旱性表现

的分子生物学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多年来，胡老师一直围绕

小麦抗旱耐盐资源的收集、评价和抗旱耐盐分子机制开展研究工作。自 2015 年

入选中国科协首批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以来，胡老师在中国科协、农科科技社团

联合体、中国作物学会以及指导老师的帮助下，逐步组建了结构合理、配合默

契的科研队伍，并于 2016 年受聘为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先后有 6 名研究

生加入胡老师的科研队伍，包括 2 名博士和 4 名硕士研究生，保证了科研的顺

利进行；在此基础上胡老师申请并获批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同时作

为二级子课题负责人参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七大农作物育种”重点专项小麦

分子设计育种课题，为后续科研工作更好的开展提供了保障。开展研究工作以

来，发表 SCI 论文 7 篇，获批专利 2 项。完成 4 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作为合

作指导老师协助完成 2 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所在团队荣获中华农业科技奖优

秀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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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藏粮于技战略，脚踏实地开展研究 

胡老师的实验室广泛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小麦材料，包括来自我国

不同地区的地方品种，不同小麦生态区的中间材料和育成品种以及来自欧洲，

中亚以及北美的多份小麦资源。在繁殖材料的基础上，对这些小麦资源进行了

多个农艺性状的考察，获得了详实的数据。同时，他们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通过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逐步总结出一套系统且简单易行的小麦抗旱性评价

方法。在此基础上，对 700 余份小麦材料进行了苗期抗旱性评价，筛选出了一

批苗期抗旱性表现突出的材料，为育种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资源，同时也为

后续深入研究抗旱性分子机制提供了良好的材料基础。 

针对当前小麦育种工作仍是以常规育种为主，生物技术新方法的利用不充

分的问题，他们充分利用最新的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新技术，围绕目标性状

优异等位基因筛选和精确定位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这些基础研究工作不仅能发

掘大量优异抗旱基因源，还能创制优异中间材料，从而加快抗旱小麦育种进程。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可同时针对全基因组范围内的遗传变异进行基因分型，

克服复杂性状的遗传异质性和表型复杂性等，他们利用最新的小麦 SNP 芯片技

术，对 700 余份小麦资源的基因型进行了全基因组水平的分析。结合苗期抗旱

表型数据，鉴定出了一批抗旱相关的基因/位点。分离鉴定出与耐旱相关的优异

等位变异既有助于深入了解小麦耐旱分子机制，还可以为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及

基因组编辑提供靶点，以实现基因功能与耐旱性的定向改良，对培育高产优质

抗旱的小麦品种具有重要意义。 

深入研究，广泛合作 

为了更好地与国内外同行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胡老师还积极组织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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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项国内外合作交流活动，包括国际植物生物学年会和国际小麦遗传学大会，

期间与多位专家研讨并提交会议摘要；2016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学

交流，并参加小麦祖先种节节麦基因组项目相关工作和会议交流；2017 年 7 月

作为会议秘书负责筹备和组织多倍体作物基因组国际研讨会；此外，作为执行

主席积极参与筹备物改良新思路青年学术论坛，结识了多位志趣相投的科研同

仁，为后续合作研究提供了契机。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小麦抗旱耐盐分子机制研究是胡老师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科研之路上探

索前行不会一帆风顺，也许崎岖不平、布满荆棘，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胡老师表示将继续秉承先辈科学家的意志，在纷繁复杂中平心静气，

不忘初心，一往无前，相信他一定会为我国小麦抗旱研究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