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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是 目前世界新技术革命中引人注目的技术领域之一
。

从现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

来看
,

它的实际应用 已经遍及国民经济的许多方面
。

有人预言
,

生物技术将成为未来工业结

构调整和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
。

可以预见
,

它将引起农业
、

工业和医疗卫生事业 的 重 大 变

革
,

在解决粮食
、

能源等当今世界性难题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

从目前的研究水平和应用情况来看
,

与农业关系最为密切
、

研究最多
、

应用最广的是细

胞工程技术
。

本文着重介绍细胞工程在农作物育种
、

品种改 良
、

无性快速繁殖
、

脱毒 ( 繁殖

无毒苗 ) 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情况
。

一
、

国外研究水平和发展趋势

1
。

育种方面 自从 1 96 4年世界上首次获得曼陀罗的花药单倍体植株以来
,

细胞水平上的

遗传操作在育种领域中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

目前世界上通过花药培养再生成植株的 已有水稻
、

油菜
、

麦类
、

首楷
、

果树等 70 个属的 2 06 种植物
。

印度
、

日本
、

美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及

欧洲各国高度重视这项技术的育种潜在价值
,

在美国通过花粉培养已获得了蛋白质含量 比正

常水稻高 10 %的新品系
。

一些国际机构
,

如 IR R I等也在积极应用花培技术进行品 种 改 良
,

目前已有一些作物品系如耐盐水稻
、

果树和烟草花粉植株开始应用于生产
。

应用离体培养及结合理化诱变技术可以产生大量的体细胞无性系变异
,

其变异频率高
`

稳定快
,

是品种改良的有效途径之一
。

澳大利亚知日本己先后在水稻
、

甘蔗
、

烟草
、

玉米等

作物上获得了矮秆
、

抗病
、

耐寒
、

耐盐及优质的体细胞变异体
,

并在生产上评价了其利用价

值
,

如斐济通过组织培养育成了 PI N d ar 7。一 3 1甘蔗新品种
。

上述研究已在国际上形成一 个

重要的研究分支
,

日益显著出在品种改良上的作用
。

利用幼胚培养和试管受精技术
,

是克服种间杂交不孕
、

打破生殖隔阂
、

导入外源有利基

因的新途径之一
。

目前国外已在小麦近缘属
、

棉属等作物中获得离体培养的杂种植株
。

试管

受精也已在 4。多种植物中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

此外
,

在改进培养方法
、

提高分化频率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目前国外的研究趋

势已由研究分化
、

生理
、

发育
、

形态建成逐步转向品种改良的开发应用上来
。

2
。

应用组织培养技术快速繁殖作物的优良品种方面 这是进展较快的一个领域
。

从加。

年德国科学家哈贝兰德预言
“
植物细胞具有全能性

” 至今
,

只不过几十年时间
,

世界上已经

有6 0 0多种植物通过组织培养再生成植株
,

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
,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走出 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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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

进入生产领域之后
,

发展更快
,

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更加显著
。

目前在农业植物方面
,

国外通过组织培养
,

已经获得甘蔗
、

水稻
、

油菜
、

高粱
、

马铃薯
、

蕃茄等许多重要农作物的

体细胞植株
,

有些已开始应用于生产
。

西欧国家通过组织培养推广草葺品种
,

一株草葛经组

织培养一年可增殖一 百万株 , 澳大利亚利用组织培养方法
,

在试管中培养荔枝
,

犯个月后 即

可开花结果 , 美国利用组织培养方法快速繁殖石刁柏优 良植株
,

用这种优良植株进行种子生

产
,

大大提高了种子的质量
,

使石刁柏产量可增加 60 %
。

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快速繁殖大量花卉苗木
,

更是 目前世界上极为活跃的一个领域
。

近年

来出现的
“ 兰花工业

” ,

主要是利用组织培养发展起来的
,

仅美国就有 10 个以上 的 兰 花 中

心
,

年产值 5
,

00 0--L 6 ,
0 00 万美元

。

新加坡
、

泰国的
“
兰花工业

”
每年出 口额都在 5 00 万 元 以

上
。

由于组织培养快速繁殖不受环境和季节的 限制
,

适宜大规模商品生产
,

因而 为花卉商品

化生产开创了新途径
。

另外
,

许多农作物由于受到病毒病的感染
,

造成品质低劣
、

产量下降
,

有的直至造成毁

灭性的灾害
。

人们利用病毒在植物上分布不均匀的原理
,

采用茎尖培养的方 法 获 得
“
脱 毒

苗
” ,

大量繁殖这种
“
脱毒苗

”
在生产上应用

,

可以明显地提高品质
、

增加产量
。

目前国际

上已采用
“
脱毒苗

”
生产的作物有马铃薯

、

草墓
、

大蒜
、

百合
、

矮牵牛
、

兰花
、

菊花等
。

3
。

在利用原生质体培养及原生质体融合技术培育农作物的新品种方面 迄今为止
,

由原

生质体培养再生成植株的植物已达 80 种以上
,

绝大多数是双子叶植物
,

其中以茄 科 植 物 居

多
,

技术上较成熟的有烟草
、

矮牵牛等
。

单子叶植物
,

特别是禾本科植物
,

近年也取得了不

少进展
,

如珍珠谷
、

紫狼尾草
、

大黍
、

无芒雀麦等已培养成苗
。

豆科作物
,

如紫首楷
、

三叶草

等豆科牧草也已培养成株
。

随着原生质体培养技术的改进
,

由原生质体再生成植株的植物种

类不断增加
。

在应用方面
,

原生质体培养技术已显示出其潜在的实用价值
,

如美国
、

英国均

从马铃薯原生质体培养再生植株中筛选出生产习性
、

块茎色泽和产量
、

成熟期
、

光周期反应

和抗病 ( 早疫病
、

晚疫病
、

疮廊病 ) 的稳定无性系
。

C ar l s o n ( 1 973 ) 在烟草原生质体培 养

中
,

将野火病的毒素类似物加入培养基
,

筛选出抗病的再生植株
。

在原生质体融合方面
, 19 7 2年美国 C ar ls

o n
通过原生质体融合获得粉兰烟草和朗氏烟草

的第一个种间体细胞杂种
,

为体细胞杂交提供了实验证据
。

据不完全统计
,

目前通过原生质

体融合获得种间
、

属间体细胞杂种植株的组合已达 3 0种以上
。

西 德M e i c
h

e r s等 人 ( 1 9 7 9 )

克服了有性杂交不亲和性的障碍
,

使蕃茄和马铃薯体细胞杂交成功
。

创造出自然界原来没有

的新物种
“
蕃茄薯

” 和 “
薯蕃茄

” 。

S b h
e
和 R o bb le e n ( 19 82 ) 通过甘蓝和 白菜融合获 得 人

工合成种甘蓝型欧洲油菜
。

G leb a等人 ( 19 7 8 ) 通过融合转移细胞质雄性不育
,

在烟草 种 间

体胞细杂种上获得细胞杂种
。

目前各国科学家正在力图扩大原生质体培养的植物种类
,

特别

是有经济价值的禾谷类作物
、

蔬菜
、

桌树
、

花卉等园艺作物及经济作物
,

以便进行重要作物

的品种改良
。

在体细胞杂交方面
,

研究的重点则放在转移少数外源基因上
,

以克服远缘物种

融合中染色体丢失
,

杂交细胞不易分化成株或不能结实
,

以及导入不 良基因等弊病
。

二
、

国内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

我国生物工程研究起步较晚
,

从总的方面看
,

与世界上一些生物技术先进的国家相比
,



通I
J a .月用刀习月,1侣JJJ
月,J,,,Jll泪

18 广 西 科 学 院 学 报 1 9 8 6年增刊

还有相当的差距
,

无论是技术力量或是研究水平都赶不上生物技术先进的国家
,

但是也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
,

特别是在植物组织培养方面进展较快
,

其中
,

花药培养技术在育种上的应用

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

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下列儿个方面
。

1
。

在花药培养育种及体细胞无性系变异筛选方面 我国通过花药培养成功的植物已有 2 0

多种
,

其中小麦
、

小黑麦
、

玉米
、

橡胶
、

甘蔗
、

甜菜
、

柑桔等 19 种花粉植株是我国首先培养

成功的
。

在禾谷类作物花培育种方面
,

我国在方法上有所创新
,

采用了多交材料打破性状连

锁
、

花培聚合育种
、

多次杂交花培等
,

已育成小麦 “ 京花一号
”
等 6个品种

,

推广面积达 3 00

多万亩
,

水稻
“
花寒早

” 、 “
中花 8号

、
9号” 等 15 个品种

,

推广面积 700 万亩
,

取得了 明 显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在花药培养力 的 提 高方 面
,

粳 稻 已 由巧年 前 的 1~ 2 %提 高 到

5~ 石%
,

小麦提高到 2
。

5~ 6
。

2%
。

玉米花培已获得 10 0多个花培纯系
,

其中8个已用于组合配制 , 利用甘蔗花药培养
,

已选

出含糖量高的个体
,

其垂度达 2谨~ 25 %
。

我国研究成适用于禾谷类作物的 N 6培养基及 适 合

花培的马铃薯培养基
,

已为国内外广泛采用
。

在体细胞无性系变异筛选方面
,

我国通过水稻的幼穗培养已获得晚粳品系 T 一 42
,

1 9 8 4

年试种 1 5 0仓亩
。

利用稻瘟病粗毒素作为培养基添加物
,

已筛选到抗稻瘟病 E :
和 F

:
生理小种的

花粉植株
,

还筛选出水稻抗白叶枯病
、

抗稻瘟病的株系
。

另外
,

利用幼胚培养技术
、

试管受精技术
,

国内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

如通过幼胚培

养获得了大麦与小麦
、

大麦与提莫菲维小麦
、

栽培棉与野生棉等杂种
,

还获得了萝 卜与大白

菜的属间杂种
。

我国已获得稻属近缘种 7个野生稻的体细胞再生植株
。

由于我国细胞工程的应用研究与育种实践密切结合
,

使得这项技术在世界各国处于领先

的地位
。

尽管如此
,

从总体来说还存在下列一些间题急待解决
: ①花培育种技术尚未全面普

及到主要农作物 ( 稻
、

麦
、

玉米
、

大豆
、

果树
、

蔬菜 ) 中去
,

有待打开局面
。

②体细胞无性

系变异
、

组织培养结合理化诱变等育种技术尚未配套
,

应该加强研究
,

及早应用于生产
。

③细

胞工程育种的一些重大技术间题
,

如提高绿苗率
、

分化机理
、

变异机理
、

遗传多样性及稳定

性等尚未解决
,

今后应加强研究
。

2
。

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方面 1 9 8。年以来
,

科技工作者发表有关植物快速繁殖和器官分化

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已有30 伪多篇
。

在生产
:

上应用的
,

包括 大 田 作 物
、

花 卉
、

果 树
、

林

木
、

药用植物等
,

有 l o b多种植物
,

目前正在研究逐步把实验室的研究成果 转 向工 业 化 生

产
。

如
:
郑州果树所的称猴桃

、

中国农科院特产所的山葡萄等快繁技术已经用于生产 , 福建

省的批把以优 良单株为外植体已繁殖了 2 0 0多株
,

在田间生长健壮
,

已临近开花年 龄
,

准 备

投入组培工厂化育苗
,

扩大苗木供应 , 北京市农科院应用无性快速繁殖技术繁殖无籽西瓜
,

已经在京郊地区推广几百亩
,

收到了良好的效益
,

不仅抗病性强
,

而且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据报导最近广东省新会县建成了一座年产3 00 万苗的芭蕉试管苗工 厂
,

下 半 年 开 始 投产
,

计划引进泰国
、

澳大利亚等国的优良芭蕉品种进行繁殖
,

提高芭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竟争

能力
。

另外
,

我国通过茎尖培养
,

一

还获得了大量的无病毒马铃薯植株
,

并解决了无病毒种薯的

一系列技术环节
,

为长时间保持种性
,

实现稳产高产提供了条件
。

应用组织培养技术繁殖柑

桔
、

芭蕉等果树的无病毒苗木研究也取得了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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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在植物原生质体培养和细胞融合研究方面 7 。年代以来
,

中国科学院 植 物所
、

遗 传

所
、

植生所从烟草
、

胡萝 卜
、

矮牵牛
、

棒头草等原生质体培养出再生植株
,

并得到了粉兰烟

草与矮牵牛
、

普通烟草与黄花烟草等种间与属间杂种
。

我国农业科研单位则着重从农作物
、

果树
、

蔬菜等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植物去进行研究和突破
,

中国农科院蔬菜所从黄瓜
、

甘蓝原

生质体培养得到再生植株
, 辽宁农科院从蕃茄原生质体培养得到再生植株 ; 中国农科院烟草

所从烟草原生质体融合得到普通烟草与黄花烟草
、

普通烟草与粉兰烟草等种间杂 种 再 生 植

株
。

另外
,

中国水稻所在水稻
、

甘蔗上
,

吉林农科院在大豆
、

玉米上
,

江苏农科 院 在 棉 花

上
,

中国农科院柑桔所在柑桔上
,

郑州果树所在中华称猴桃上
,

都开展了原生质 体 培 养研

究
,

并取得了进展
。

到目前为止
,

我国学者已从园艺
、

药用
、

经济作物以及禾本科
、

豆科植

物等 10 个科
、

20 多个种的原生质体培养再生植株
。

应当指出
,

从农业生产应用角度看
,

主要农作物
,

特别是禾谷类及豆科作物的原生质体

培养技术尚未取得突破 , 现已成株的作物中
,

许多作物的原生质体培养技术在重复性上和再

生效率上也未达到应用水平 , 远缘原生质体融合和外源遗传物质的导入仅处于实验阶段
,

距

离生产上应用尚远
。

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

必须予以加强
。

三
、

我区的现状及今后的设想

( 一 ) 历史与现状

我 区的植物细胞工程研究开始于七十年代初期
,

研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 ①花药培养及

单倍体育种 , ②无性快速繁殖 , ③植物原生质体培养研究 ; ④细胞诱变及突变体筛选育种
。

研究的作物对象有水稻
、

玉米
、

甘蔗
、

花生
、

竺麻等主要农作物及菠萝
、

龙眼
、

荔枝
、

称猴

桃
、

柑桔
、

罗汉果
、

油茶
、

按树等果树和林木
,

以及多种花卉植物
、

药用植物等
。

参加研究

的单位主要是自治区一级的专业研究机构及高等农
、

林
、

师范院校
,

部份中等专业学校和一

些地
、

县的农
、

林科学研究所
。

研究人员 目前大约有 3。~ 4 0人
。

十多年来
,

研究所取得的成

绩和进展
,

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方面
:

.1 应用组织培养技术
,

快速繁殖农作物
、

果树林木
、

花卉等
,

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

已

经通过阶段性成果鉴定的有
:
甘蔗

、

竺麻
、

菠萝
、

罗汉果
、

油茶
、

按树等几种植物的组培快

速繁殖技术
。

其中有的 已经进入中试
,

有的开始试种示范
,

有的己经应用于生产
。

甘蔗组培

育苗技术已经投入工厂化生产
,

并在我国建立了第一个组培育苗工厂
,

其规模达年 产3 00 万

苗
,

为加速繁殖和推广我区甘蔗良种
“
桂糖 n 号

”
作出了贡献

,

而且解决了许多地区秋植蔗

种苗不足问题
。

芝麻组织培养进入中间试验阶段
,

19 8 6年还用实验室方法为贵县
、

合浦等地

生产了 8~ 10 万组培苗
,

解决他们建立基地的需要
。

通过组织培养快速繁殖多种花卉植 物 和

药用植物也取得了进展
,

广西农学院
、

广西林科所
、

桂林花木公司等单位
,

利用组培技术繁

殖的花卉已经开始投放市场
,

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

广西农科院用组培方法繁殖的琳猴桃

试管苗也开始小批量供应生产单位
。

2
。

花药培养育种方面我 区开始于 19 7 3年
,

7 0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组成了
“
广西花培育种协

作组
” ,

对水稻
、

玉米
、

花生等作物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育种材料
、

组合
、

品系和品种
。

①水稻方面
,

先后育成了珍南 ( 珍珠矮 x 南特占 )
、

早单一号
、

晚单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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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

以及杂交水稻花培后代珍汕 97 A x 科印糯
、

春红 A x 泰引等品系
,

产量都稍优于当 家品

种
,

在生产上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

广西农学院组培室应用花培技术
,

结合常规育种方法育成

的
“
朝花矮 1 8 8 ”

水稻品种
,

具有早熟
、

高产
、

耐痔
、

抗白 叶 枯 病等优点
,

在进行品 比 及

多点试种中表现很好
,

其早熟性
、

丰产性
、

抗病性都优于 目前的当家品种
。

1 9 8 5年全区种植

面积已达 i
。

5万多亩
, 1 9 8 6年

,

仅南宁地 区就计划种植 50 万亩
。

其他一些研究单位也获 得 了

一批有价值的材料
,

有的正在试种
,

可望在 2~ 3年内拿出一批花培新品种或品系 应 用干 生

产
。

②玉米方面
,

广西农学院培育的玉米
“
群花

” 纯系已经通过技术鉴定
,

开始应用于育种

和生产 , 区玉米研究所几年来又先后育成了一批玉米花培优 良新组合
,

其中有些比当家品种

增产 10 % 以上
,

目前正在扩大试种示范
,

争取尽快应用于生产
。

3
。

在植物原生质体培养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

如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用甘蔗和竺

麻为材料分离和培养原生质体
,

获得了愈伤组织和细胞分裂
,

为我区今后开展植物原生质体

培养研究奠定了基础
。

( 二 ) 今后发展的设想和建议

综上所述
,

我区细胞工程研究
,

虽然起步较晚
、

基础较差
,

但是由于我们根据 自己的特

点
,

利用广西丰富的作物资源和亚热带气候条件
,

立足本 区
,

因陋就简地积极开展工作
,

因

而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

有些项目还是国内首创或是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

通过实践
,

培养了

一支基本的技术队伍
,

创造了一些实验条件
,

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研究打下基础
。

当前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
:
技术力量薄弱

,

研究人员不足
,

水平较低
,

技术不配套
,

研究与开发脱节
,

科

研成果很难转化为生产力 , 研究经费不足 , 总体规划不够等
。

为了把我区生物技术研究搞上

去
,

跟上国内外研究水平
,

对今后的工作
,

提出如下设想和建议
。

i
。 “ 七五”

期间 ( 1 9 8 6~ 妇 9 0 )
,

我区植物细胞工程研究应以开发研究和应 用 研 究 为

主
,

对近年来我区组织培养研究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

抓紧技术配套
,

尽快应用于生产
。

从农

业作物方面来说
,

重点应开发水稻
、

玉米
、

甘蔗
、

竺麻
、

菠萝等技术比较成熟
,

生产上又急

需发展的作物
。

其中水稻和玉米主要是新育成品种或组合的开发
,

要抓紧试验
、

示范和推广
,

`

尽快在生产上产生效益
。

甘蔗
、

竺麻
、

菠萝侧是要进一步完善繁殖 技术和技术配套问题
,

以

期能在短期内为生产提供大量的优 良种苗
,

要特别注意利用组培技术繁殖特优的 品种 和 株

系
,

逐年改变品种的组成结构
,

提高产品质量
,

以便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

与

此同时
,

抓紧亚热带水果龙眼
、

芒果
、

沙田抽
、

香蕉组织蛇养的技术研究
,

争取在
“ 七五 ”

期间达到技术配套水平
,

形成一 定的生产能力
。

通过体细胞诱变筛选突变体是洲条育种的新途径
,

近年来国内外应用相当普遍
。

我区甘

蔗研究所利用这一方法筛选出了一些含糖量高的甘蔗新品系
,

正在生产上推广试种
。

其他作

物的体细胞筛选亦应抓紧研究
。 ’

2
。

1 9 9 1~ 2 0,0 。年
,

随着国内外生物技术研究的进展
,

除继续开展应用研究
,

加强和进一

步完善组培
、

花培的技术配套体系之外
,

应逐步开展主要农作物水稻
、

玉米
、

甘蔗及亚热带

果树的原生质体培养和细胞融合研究
,

开展 细胞核和其他细胞器的移植
,

以期获得具有突破

性的优 良新品种
。

.

同时要有计划
、

有步骤地开展农作物基因工程研究
,

努力赶上国内外的研

究进展
,

使我区生物技术研究达到国内外中等水平
。

为了实现上述设想意见
,

必须采取如下一些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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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加强人才培训
,

扩大技术队伍
,

提高研究水平
。

人才是生物技术发展的先决条件
,

如

上所述
,

我区 目前生物技术人才的状况是
:
数量不足

、

水平不高
、

层次结构不合理
,

这在农

口方面表现更为突出
。

据粗略的统计
,

目前我区专职从事植物细胞研究的不足 40 人
,

其中高

级人员只有两人
,

新生力量也很少
,

既缺少学科带头人
,

又缺乏后继接班人
,

加上近年来队

伍不稳定
,

一些技术骨干先后调离我区
,

这种状况如不改变
,

很不利于今后研究工 作 的 开

展
,

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补充和提高
。

首先要巩固现有的技术队伍
,

充分发挥现有技术力

量的作用
,

给他们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支持他们的工作
,

同时要给予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

更

新知识
,

提高研究水平
。

办法是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

一方面可以聘请和吸收一些国外

科学家来广西讲学或指导工作
,

另一方面还应该有计划地派一些人出国考察
、

学习
、

疏通渠

道
,

与国外一些单位挂钩
,

进行合作研究或引进生物技术
。

其次
,

要设法补充新生力量
,

广

西的高等院校中目前还没有开设专门的生物技术专业
,

近年来区外分配来的又很少
,

解决这

个问题的方法只能依靠自己培养
。

建议从广西高等院校 中选择一些优秀毕业生
,

送到国内一

些重点高等院校去定向学习生物技术专业
,

还应该选择其中一些更为优秀的人才
,

到国外攻

读和深造
,

以培养更高一级的人才
。

为了培养广西 自己的生物技术人才
,

从长远考虑
,

建议

在广西农学院或师范大学等条件较好的院校开设生物技术专业
,

培养热心少数民族地区工作

的生物技术人才
。

这是关系到我区生物技术研究是否后继有人
,

能否在若千年内赶上国内先

进水平的间题
。

②抓紧技术配套
,

密切研究与开发之间的联系
,

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

概括来

说
,

我区细胞工程研究的过程是前期声势大
,

中期进展快
,

目前基本处于停顿水平
。

具体地

说
,

从 80 年代初期取得一批阶段性研究成果后
,

这两年来基本上停留在实验室水平上
,

许多

成果
,

生产上急需开发
,

但又还不能应用于生产
,

不能为生产提供大量的优良种苗
。

这里面

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

一是技术本身只有实验室研究的水平
,

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生产的考验
,

二是不具备大批量生产的条件
。

前者只要稍加研究即可解决
,

后者则是条件和布局问题
。

因

此建议
“ 七五

”
期间在南宁和钦州增设两个组培苗生产基地

,

主要繁殖亚热带果 树 优 良种

苗
,

包括引进国外优良材料
。

更新我区品种
。

另外
,

在研究与开发之间还应该有一个适当的

机构来进行调节
。

·

可否在适当的时候
,

成立一个
“
生物技术开发公司

” 之类的机构来协调和

统筹这方面的工作
。

③适当增加研究经费
,

解决当务之急
。

目前我区生物技术研究经费奇缺
,

影响了研究工

作的开展
,

有些项目甚至趋于停顿
,

无法继续下去
。

如此下去
,

势必造成我区生物技术研究

的
“
马鞍形

”
发展

。

这里可能有个认识间题
,

与我区近年来细胞工程研究的初步成果不能及

时应用于生产有关
,

正因为这样
,

就更应该适当的增加一些经费
,

使一些原来研究 已有初步

成效的项目尽快完善和配套
,

投入开发利用
。

另一方面要有计划地开展一些新的研究项目
,

这不仅有利于研究工作的连续性
,

也有利于稳定我区的生物技术队伍
。

关于经费回收间题
,

应该区别对待
,

不要
“ 一刀切

” 。

科学研究是一项探索未知的工作
,

其本身包含有成功与失

败的因素
,

一项研究成果的获得往往经过多次失败后才取得成功
。

生物技术研究是一门新兴

的学科
,

其探索性比其他农业研究更强
,

因此生物技术研究的初试阶段
,

经费不应回收
,

可

以以合同的方式
,

根据合同来检查工作
,

经费包千使用
。

中试阶段可以适当回收一些
,

但回

收率也不应超过30 %
,

开发阶段再适当多回收一些
。

这样才有利于生物技术研究的开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