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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盛/文 曹立栋/摄

培育蔬菜新品种，
丰富百姓“菜篮子”
“我从小就和农业打交道， 当时只是希

望能够减少务农时间， 还想增加农业收入，
后来上大学就想如何提高务农效率， 现在更
多的时候在想每一个具体的场景下如何提升
农业效益， 既为农民增收致富服务， 又为满
足14亿人口健康膳食服务。” 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蔬菜研究所党总支书记、 所长温常龙作为
新时代的蔬菜科技工作者， 如何保障14亿人
的“吃菜自由”， 而且吃得健康、 吃得营养、
吃得幸福， 如何保障2亿菜农持续增收致富，
始终是他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种业是农业的“芯片”，那么，种质
资源就是芯片的“芯片”， 不解决种质资源的

“卡脖子”问题，我们的“菜篮子”“粮袋子”将受
制于人。“高通量分子育种是现代商业育种的
核心技术， 曾是制约我国蔬菜种质创新的短
板。 ”温常龙介绍说。 针对这一短板，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引进高通量分子育种设备，经过不断

试错、改进，温常龙及其团队自主研发了多项
高效实用的高通量分子育种技术体系，建成我
国首个蔬菜高通量分子育种平台。

几年间， 温常龙及其团队充分利用我国
蔬菜基因组研究优势， 融合自主研发的高通
量分子育种技术体系， 高效建立绿色优质蔬
菜全基因组高通量前景选择育种技术超过200
个、 背景选择技术体系16个， 弥补我国蔬菜
高通量分子育种技术体系空白， 彻底改变了
我国蔬菜分子育种技术落后的局面； 合作研
发了国际首张黄瓜高通量液相芯片技术， 经
中国农学会组织院士专家鉴定， 已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随后研发的西瓜、 甜瓜、 番茄高
通量液相芯片在北京种业大会蔬菜论坛进行
了发布； 育成优质瓜类蔬菜新品种21个， 辅
助育成各类蔬菜新品种100多个， 成果转化超
过3000万元， 助力农民增收超10亿元， 获得
省部级科技奖励5项。

温常龙检查组织培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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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常龙指导团队成员掌握高通量分子育种检测结果 温常龙讲解全基因组高通量分子育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