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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纵论植物抗旱节水与精准灌溉农业的发展前景 

  7月22至25日，由中国植物生理学会主办、新疆大学承办的“2006年中国植物逆境生理生态与分子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在新疆召开。中国工程院山仑院士和尹伟伦院士分别在研讨会上做了精彩报告。 
  山仑院士的报告题目是“植物抗旱节水生理研究与发展半旱地农业”，山院士指出，植物的抗旱性研究应该反映植物
在多吸水、少失水及耐脱水等多方面的综合整体思路，干旱区农业要充分发挥植物的水分利用效率（WUE），将生物节水原
理与信息技术和节水工程技术三者有机结合就构成了精量控制灌溉的现代农业节水体系，这一体系的实施将从根本上推动
干旱区高效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尹伟伦院士的报告题目是“植物耐旱能力的定量评价与精准节水灌溉”，尹院士研究小
组以林木为主，自行研制了一种植物活力测定仪，根据植物的生理代谢活性指标来定量地检测植物的需水状况，从而达到
根据植物实际需水情况进行精准节水灌溉的目的，最大限度提高干旱区水分的利用效率。 
  在两位院士的报告中，分别从农业和林业的不同角度阐述了一个共同理念，在目前全球面临着水资源匮乏的严峻形势
下，建立干旱区精准灌溉的农业和林业体系，这对于水资源的节约和水分的有效利用具有广阔的前景。新疆干旱区面积
大，在这样一个有灌溉才有农业的生产条件下，精准节水灌溉更有着重要应用价值。山仑院士和尹伟伦院士的报告为新疆
干旱区节水农业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概念和思路，对指导新疆农业和林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研讨会上有35位专家做了大会报告。其中，中国农业大学武维华教授在报告中重点介绍了他发表在国际著名刊物
《Cell》上的最新研究成果，植物根细胞钾离子通道AKT1是植物细胞自土壤溶液中吸收钾的主要执行者，AKT1活性的增强
能显著提高植株对低钾胁迫的耐受性。这项研究结果在认知植物钾吸收利用的分子调控机理方面有着重要的科学理论意
义。中国科技大学向成斌教授介绍了最新研究动态，在拟南芥中发现一个重要的介导抗旱的转录因子AtHD-START，基因功
能重演试验进一步证实这一发现。该基因介导的抗旱等性状同样可以在单子叶（水稻、高羊茅）和双子叶（烟草）植物上
重现，显示其潜在的应用前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陈受宜和谢旗研究员，对植物响应高盐、低温胁迫的
基因转录调控，以及植物胁迫信号传导的分子机制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介绍。本次会议筹办方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
基地新疆生物资源基因工程实验室所做的“新疆盐生植物NHX基因功能的研究”报告，吸引了专家对新疆逆境独特植物资源
的高度关注。 
  本次学术研讨会共收录了145篇论文摘要，内容囊括了耐旱、耐盐、耐高低温、耐热、抗病、逆境光合生理、抗衰老、
抗辐射、抗涝、重金属离子胁迫生理和分子生物学等多方面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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