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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承 

担 

单 

位 

概 

况 

单位名称 *****（错误示例：与单位公章不一致） 

通讯地址 ***** 邮编 ****** 

组织机构代码(或工商注册号) 
与系统注册代码

一致 
法人代表 *** 

项目负责人 ***（申报单位在职人员） 手机 ********* 

办公电话 0315-****** E-mail ****** 

开户名称 
******（一般与单位公章一致，不

能填错） 
银行帐号 ******（不能填错） 

开户银行 ******（写全称） 银行行号 ******（咨询银行） 

职工总数 ** 
技术人

员数 
** 

中高级技术

人员数 
** 

性质 规模 其它特征 

** ** ** 

项 

 

目 

 

内 

 

容 

 

摘 

 

要 

  (简要概述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准备采取的技术路线，预期的技术、经济、社会效益

等) 

京东地区是我国主要的黄瓜、甜瓜、西瓜、越瓜等瓜类产区或起源地，经长期的人工

栽培和自然选择形成了一批全国知名地方性优质特色瓜果品种和资源。许多品种是我

国著名的优质农产品，在国内甚至国际市场上有很高的影响力。但一些品种已经频临

绝迹，迫切需要抢救这些资源，一些优势产品因品种抗逆能力差，生育期长等性状不

适合当前的栽培条件或种植形式种植面积下降。本项研究在广泛挖掘搜集京东瓜类资

源的基础上，利用cDNA-AFLP技术挖掘京东瓜果特异种质的优良基因，运用RAPD、SNP

分子标记技术进行基因组DNA的遗传多态性研究，并利用质子束等技术进行资源创新及

培育品种，研究产业配套管理技术，并依靠企业或农业专业合作社进行产业开发，推

动本区特色优质瓜果的产业化发展。 

关

键

词 

  特色,瓜类,资源,创新,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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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 
蔬菜种植技术(根据项目主要

研究内容选择或填写) 
科技活动类型 应用研究 

应用行业 蔬菜、园艺作物的种植(根据项目主要研究内容选择或填写) 

所属学科 1 蔬菜学(根据项目主要研究内容选择或填写) 

所属学科 2 分子放射生物学(根据项目主要研究内容选择或填写) 

  一、 

项 

目 

的 

立 

项 

背 

景 

和 

意 

义 

（立项背景主要阐述课题的研究目的、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分析；意义说

明对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京东地区是我国主要的黄瓜、甜瓜、西瓜、越瓜等瓜类产区或许多优质瓜

果的起源地。经长期的人工栽培和自然选择，形成了一批全国知名或地方性优

质特色瓜果品种，许多品种具有产业化开发前景，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

中一些品种仍在生产上应用并成为传统的名贵品种，有些品种仅在农民小菜园

中可见，有些品种已经绝迹。如唐山秋瓜成为我国黄瓜家族的优质品种的一个

重要类型，东部沙区薄皮甜瓜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薄皮甜瓜设施栽培集中产

区，在1月份到4月份的薄皮甜瓜市场上全国占有率在70%以上。但有些极品品

种已经濒临绝种，如原产于大庄坨一带的黑刺酥脆秋瓜以入口即化的酥脆特

征，曾是有名的种植品种，现已绝种，原产于昌黎、乐亭一带的脆肉大果甜瓜

也已绝种。由于一些优质特色瓜品种，在产量和抗病性等方面存在缺点，在常

规生产经营上种植成本高，收益较低，一些品种仍会逐渐在生产上消失。即使

生产上应用的秋瓜等特色品种，也存在品种单一，产量、耐寒性差等问题，影

响其生产成本和市场开拓。 

    本项目目的通过瓜类资源挖掘和收集，把频临绝迹的瓜果特色优质种质资

源进行收集，采用分子标记RAPD、cDNA-AFLP等现代生物技术对其进行遗传研 

究和优质基因挖掘并在保留原风味的基础上并利用质子束育种技术进行资源

创新，促使其进行产业化开发。推动我市特色优质瓜果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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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内外现状及发展趋势（国内外科技创新发展概况和最新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蔬菜供需关系的解决，蔬菜产业向买方市场过渡，以及大批中高档消费群

体的形成，全国各地掀起特色农产品开发热潮。许多名贵的特色蔬菜进行了地理标志注册

和品牌经营。国内一些省份，如山东、山西、贵州、甘肃等均有省级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

规划及发展战略。许多特色农产品，也是当地的优质农产品，在当地形成了强势产业和强

势龙头企业，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之一。在一些优势蔬菜产品中为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

通过生物技术进行基因挖掘，进而培育出新的特色品种，成为一些发达国家蔬菜经营公司

市场制胜的战略选择。我国目前在蔬菜研究领域，由于技术力量和所处位置等原因，特色

农产品开发以驯化引进为主，国家级的研究单位主要研究方向在于利用特色农产品的优

质、风味等良性基因对优势作物进行改造。传统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化开发多在提高经营能

力方面。利用现代技术对特色蔬菜进行研究、改良、改造等的报道或研究论文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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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主要实施内容、技术路线、技术关键及创新点 

  （具体研究开发内容和要重点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项目的特色和创新之处；要达到的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社会、经济效益。） 

一、主要研究内容 

(一)资源收集创新与利用 

1、唐山秋瓜系列化品种、越瓜、薄皮甜瓜、西瓜种质资源的挖掘收集。对其植株 

性状、生物学性状进行系统观察，建立资源档案。 

2、利用RAPD、SNP分子标记技术进行基因组DNA遗传多态性研究，构建供试材料 

的亲缘关系，树状图，为唐山秋瓜系列化品种、越瓜、薄皮甜瓜、西瓜种植资源鉴 

定提供可靠的分子水平上的依据。 

3、利用cDNA-AFLP技术挖掘京东瓜果特异种质的优良基因。 

唐山秋瓜优质抗黑星病基因的挖掘、优质风味甜瓜基因的挖掘、甜瓜清香基因的 

挖掘利用。 

4、特色优质品种的改良与改造 

唐山秋瓜强雌基因的转育与利用，耐低温秋瓜自交系的选育研究；早熟优质风味 

甜瓜品种的选育；功能性越瓜品种的选育；抗病毒西瓜品种的选育；利用质子束育 

种技术进行有利突变选择。 

（二）配套栽培技术研究 

1、设施秋黄瓜种子繁育技术研究 

（1） 播种期与黄瓜制种产量的影响 

（2） 密度与黄瓜制种产量的影响 

（3）不同授粉时间对黄瓜种子产量的影响 

（4） 栽培密度与种子产量的影响 

（5） 成熟时间与种子产量的影响   

2、设施秋黄瓜工厂化育苗技术的研究 

（1）不同基质对幼苗生长的影响 

（2）嫁接栽培技术的研究 

（3）苗期病虫害防治技术的研究 

（4）集成配套的种苗繁育技术 

3、西瓜产业经营技术研究 

（1） 研究提高果实风味及口感品质的肥料、栽培管理方式及水分管理技术 

（2）唐山三号新品种规模化种植简约低成本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 

4、唐山秋瓜、薄皮甜瓜新品种产业配套栽培技术的研究 

（1） 主要研究提高果实风味及口感品质的肥料及水分管理技术体系 

（2） 果实采后运输过程中品质保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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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主要实施内容、技术路线、技术关键及创新点 

  二、工艺技术路线 

以特色优质瓜果产业化开发为目的，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核物理技术与传统育种 

方法相结合，进行优良基因的挖掘与利用，培育特征显明的传统风味优质瓜果品种 

，以及新的风味品种。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结合不同种植区域的不同 

设施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宜的新品种布局，结合专家培训、免费提供示范用种及技 

术资料等措施建立新品种优质标准化示范展示核心示范区，带动周边的种植大户引 

进新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将新品种示范与特色瓜类新品种的产业开发同步进行。 

三、创新点 

1、培育耐寒强雌秋瓜新材料。 

2、早熟优质甜瓜材料创新。 

3、西瓜抗病毒病材料创新。 

4 、质子束育种技术创新瓜类早熟资源。 

四、关键技术 

利用cDNA-AFLP技术挖掘京东瓜果特异种质的优良基因，利用APD.SNP分子标记 

技术进行基因组DNA的遗传多态性研究，构建供试材料的亲缘关系树状图，对关键 

材料进行耐低温和抗病基因的转育，质子束诱变效应途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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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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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期目标（技术指标、经济指标、技术创新能力及社会效益） 

预期目标指项目完成后预期达到的产出或成果以及经济效益（项目预计实现的新增产值、

净利润额、缴纳税金、出口创汇等）；社会效益（项目实施对社会带动和促进作用阐述，

如培养和引进人才情况、对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促进就业、带动农民增收、节能减排等）

指标。 

一、技术指标 

1、收集新材料50份，建立包含200多份京东特色瓜类材料的资源库。创新强雌耐低 

温秋瓜材料10份；风味独特、口感优良薄皮甜瓜材料10份；纯化越瓜资源（开平酥 

和白稍瓜）2-3份；创新抗病毒西瓜材料3-5份。 

2、培育强雌耐低温秋瓜杂交组合1-3个，其主要性状：生长势强、果实嫩绿色、清 

香、主蔓结果为主； 

培育风味独特品质优良薄皮甜瓜杂交组合1-3个，其主要性状：果肉有风味、酥脆 

、口感良好 ； 

培育西瓜杂交组合1-2个，其主要性状：高抗病毒病、果肉含糖量11.5%以上、品质 

优良，适于中早熟栽培。 

3、提出1-3套优势特色品种的配套管理技术，在核心期刊发表1-3篇论文。 

二、经济效益 

培育形成以新品种及配套管理技术为基础的3万亩以上的产业经营种植基地，新增 

社会产值1.5亿元、新增纯收入1亿元以上。 

三、社会效益 

提出传统名贵农产品品种提高与改良的技术途径，培训农民技术骨干500人次。带 

动我市特色瓜果产业的发展，为增加农民的收入提供新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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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 

  （任务分工指项目承担单位与合作单位的职责、任务分工、资金分配情况或子课题之间

的任务分工、资金分配情况。） 

2014年 收集特色种质资源，并利用RAPD、SNP分子标记技术进行基因组DNA的遗 

传多态性研究，构建供试材料的亲缘关系树状图，为唐山秋瓜系列化品种、越瓜、 

薄皮甜瓜、西瓜种质品种鉴定提供可靠的分子水平上的依据。利用cDNA-AFLP技术 

挖掘京东瓜果特异种质的优良基因。唐山秋瓜优质抗黑星病基因的挖掘、优质风味 

甜瓜基因的挖掘、甜瓜清香基因的挖掘利用。特色优质品种的改良与改造。唐山秋 

瓜强雌基因的转育与利用，耐低温秋瓜设施栽培自交系的选育研究；早熟优质风味 

甜瓜品种的选育；功能性越瓜品种的选育；抗病毒西瓜品种的选育。唐山秋瓜、薄 

皮甜瓜新品种产业配套栽培技术的研究：主要研究提高果实风味及口感品质的肥料 

及水分管理技术体系。果实采后运输过程中品质保鲜技术。 

2015年 早熟优质风味甜瓜品种的选育；功能性越瓜品种的选育；抗病毒西瓜品种 

的选育。强雌耐低温唐山秋瓜系列品种的培育。建立唐山三号优质生产及产业化经 

营种植基地1000亩。 

2016年 新组合测配。新品种示范推广，新品种及配套技术产业开发基地的建立 

，项目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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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现有工作基础、特色和优势 

  (国内外现有技术、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现状及预期分析；课题申请单位及合作单位研

究基础） 

现有研究人员11名，长期从事蔬菜瓜果种质资源、育种、栽培、分子育种、质子束 

技术、蔬菜推广等多学科研究。研究员3名，副研究员6名，目前已经收集相关品种 

资源260份，培育秋瓜品种2个，甜瓜品种10个，西瓜品种3个，发表学术论文30篇。 

先后主持承担国家、省、市科研课题20余项，已获得多项奖励。 

课题组长简介 1983年毕业于河北农大唐山分校，2003-2006年参加在职研究生学习 

，从事农业科研与教学30年。先后主持国家、省、市课题10项，获得省部级奖4项 

，市级科技进步奖8项。近5年来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第一完成人）、唐 

山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第一完成人）、河北省山区创业奖三等奖二项（第二 

完成人）。主持选育的唐甜2号甜瓜品种已通过国家（审）鉴定。在国际国家级期刊 

和大学学报发表论文10篇，国家级会议论文15篇，论著4部。是国家甜瓜种质资源描 

述标准审稿人，连续2届获得全国西甜瓜先进个人。2011到2013年先后被评为唐山市 

人民政府“十大科技创新拨尖人材”和“十大妇女科技标兵”。 

一、主持的科研项目： 

1.2006-2008主持农业部蔬菜遗传生理实验室重点项目：黄瓜抗真菌病害相关基因转 

录分离与表达 

2.主持国家西甜瓜现代产业体系冀东片区试验站任务 

3.2010主持河北省科技支撑项目西瓜品种选育 

4.2011-2012年主持河北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西甜瓜优质风味关键技术研究 

5.2004-2006年主持唐山市科技项目早春冷凉地区无子西瓜新品种选育 

6.2003-2006年主持早春冷凉地区无子西瓜新品种的选育与应用 

二、学术建树 

主持创立西甜瓜研究专业：在上世纪90年代初根据种植业发展调整动向，在单位无 

资源可借鉴、无经费支持、无场地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勇于创新主持创立了唐山 

市农研所的西甜瓜研究专业，并通过十几年的不懈追求与探索使唐山农科院的西甜 

瓜研究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得到行业专家的认可与支持，2009年在全国第12届西甜 

瓜科研与生产会议上在200余个单位中脱颖而出唐山市农科院西甜瓜研究组被评为先 

进集体，2010年在国家西甜瓜现代产业体系试验站的遴选过程中在竞争激烈的情况 

下被列为唯一新增站。2、学术建树：努力克服地区所的学术氛围不浓科研条件差等 

不利因素，在国内外率先创立质子束育种新技术，并成功应用于瓜类育种实践，利 

用此技术已成功选育出唐甜系列甜瓜、唐山系列西瓜应用农业生产。并在国际园艺 

学报等有影响的期刊中发表多篇论文。 

为了提高研究水平，积极开拓国际合作研究，已与美国农业部蔬菜试验站、北卡罗 

纳州立大学建立了实质性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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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经费概算                              单位：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序号 预算科目名称 合计 专项经费 自筹经费 

1 一、经费支出 20 

0 

0 

0 

20 

4 

3.5 

0 0 

20 20 

2  （一）直接费用 20 20 0 

3 1．设备费  0 0 

4 （1）购置设备费  0 0 

5 （2）试制设备费  0 0 

6 （3）设备改造与租赁费  0 0 

7 2．材料费  7 10 

8 3．测试化验加工费  3.5 0 

9 4．燃料动力费  0 0 

10 5．差旅费  4 2 

11 6．会议费  1 2 

12 7．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0 0 

13 
8．出版/文献/信息传播/

知识产权事务费 
 1.5 

0 

14 9．劳务费  3 5 

15 10．专家咨询费  0 1 

16 11．其他支出  0 0 

17  （二）间接费用  0 0 

18  其中：绩效支出  0 0 

19 二、经费来源  0 0 

20 
 （一）申请从专项经费获得

的资助 
20 20 / 

21  （二）自筹经费来源  /  

22 1．其他财政拨款  /  

23 2．单位自有货币资金  /  

24 3．其他资金  /  

专项经费 

拨付进度申请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金额 20   

比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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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具体说明： 

  项目三年预计共投入40万元。具体投资估算情况如下： 

1、土地租用费、浇地费，购买肥料、农药等预计共投入17.0万元。 

2、参加省、市联合测试玉米品种的抗病性、转基因检测、品质鉴定等预计投入3.5万元。 

3、去海南岛南繁加代的差旅住宿会议费等预计投入9.0万元。 

4、发表论文的版面费、信息传播和知识产权费等预计投入1.5万元。 

5、种地雇工、田间管理等劳务用工预计投入 8万元。 

6、专家咨询费 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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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可根据内容自行调整 

 

承担单位、合作单位经费预算明细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任务分工 研究任务负责人 合计 
专项经费 

自筹经费 

小计 其中：间接费用 

 
唐山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 
承担单位 

负责项目总

体设计 
 40  20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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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参加人员及分工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证件号码 职称 

学

历 

学

位 
现从事专业 单位名称 分工 

    身份证号 研究员 

研

究

生 

博

士 
蔬菜学  项目负责人 

           

           

注：可根据内容自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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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唐山市科技计划项目绩效评价表 

序号 
绩效

目标 

绩效

指标 

指标

描述 

绩效标准 

优 良 中 差 
1 选 育 农

业 新 品
种 

选 育 瓜
类 新 品
种 1-2个 

通 过 杂
交 等 育
种技术，
选 育 出
适 合 我
市 的 瓜
类 新 品
种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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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申请单位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十一、合作单位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十二、归口管理部门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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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目录： 

序号 附件名称 附件说明 

   

   

注：可根据内容自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