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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标准育种创新实验室
及实践基地

为适应现代高效农业及高质量种业的发
展，产出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学校聚集各方
力量，专门为“梦的种子”团队创建了育种创
新实验室，配置了从事蔬菜种质创新、分子检
测、基因编辑、品质分析等高水平基础研究的
仪器设备。

学校建设了占地112亩的潍坊科技学院古
城蔬菜花卉新品种繁育基地、16亩洛城蔬菜育
种中心、34亩高标准品牌蔬菜种植基地等5处
校外基地，为设施蔬菜新品种选育、设施土壤
改良与修复、设施蔬菜高效栽培、蔬菜病虫害
绿色防控等相关科学研究与标准化技术集成提
供了高标准研发试验平台。

搭建种质资源信息数据库
及资源共享平台

积极开展种质资源收集、发掘、整理、鉴
定评价与创新等工作，建立种质资源信息数据
库及资源共享平台，有效推进种质资源信息公
开，实现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加快种业创新
速度。

建立高效分子育种技术
服务平台

立足高产、优质、抗逆等多性状定向聚合
改良理论与实践创新，突出优良性状的分子标
记挖掘与利用，提高育种效率；加速蔬菜生物
育种产业前沿引领技术和关键技术创新，开发
现代化育种技术，创新育种方法；开发重要农
艺性状基因的实用性分子标记，改良分子标记
检测技术，提高生物育种规模化应用水平，提

升学校社会服务能力。

突破性蔬菜新品种选育

以常规育种技术为基础，结合分子手段、
功能基因组学研究，通过新技术、新方法，培
育符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在品质、产量和抗
性等方面有重大突破的新品种，并进一步扩大
种子培育和繁育技术的推广范围。

良种良法配套技术研究
与标准化集成

开展品种、栽培措施、环境条件等因素对
产量、品质及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影响机制的
研究，探索蔬菜作物高产和优质形成的生理生态
机制及分子机理，构建区域特色鲜明的蔬菜作物
优质高效栽培技术，加快科研成果转化速度。

搭建师生科研交流互动平台

鼓励科研反哺教学，积极吸收和引导学生
进入科研训练计划及创新创业项目，充分发挥
大学的科研育人作用。
教师将科研成果以适当
形式渗透到教学实践
中，以不同的形式分享
给学生，促进学生科研
意识的培养。尽可能让
学生进实验室、进课
题、进团队，参与教师
科研课题，培养学生科
研思维与创新能力。教
师在引导学生开展科学
研究的过程中，设计研
讨课、课程论文、简单

的实验设计等，再逐步结合社会问题引导学生
提出研究性项目，让其自主研究，提升学生科
研素养。为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储备高
质量应用型人才。

在团队成员共同努力下，先后收集、分离
纯化番茄、丝瓜、苦瓜等园艺蔬菜作物种质资
源上万余份；配制杂交组合5000余个；基于品
种特性及设施环境，制定新品种良种良法配套
栽培技术15项。学校建立了多抗病基因聚合育
种技术支撑体系，有效应用于育种中，在农业
农村部登记蔬菜品种 29 个，申请品种权 22
个；构建新育成品种SSR分子指纹图谱，建立
配套的SSR分子标记纯度快速鉴定技术，为种
子纯度鉴定提供了技术支撑，选育出的蔬菜瓜
果品种已在山东省多家种子公司进行了推广种
植，累计推广 86000 多亩，新增效益 1.7 亿
元，得到了广大基层种子推销人员及菜农认可
与赞同，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共同制定农业
行业标准3项，山东省农业地方标准8项、潍
坊市团体标准4项，授权发明专利9项，发表
论文36篇，良种良法配套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为绿色、高效栽培提供技术支持，取得了明显
的生态效益、经济和社会效益。

“梦的种子”团队
入选“2022山东乡村振兴典型案例”

1月3日，由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山东省乡村振兴局与大众报业集团共同发起的“2022山东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推选活动暨乡村振兴短视频大
赛”名单公示。经评审委员会最终评议，共有83个案例入围“2022山东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名单。潍坊科技学院推荐提报的典型案例《“梦的种
子”团队 让蔬菜产业装上更多“中国芯”》上榜。

“农为国本，种铸基石。”近年来，潍坊科技学院“梦的种子”科研创新团队，充分利用学校科技人才优势，有效搭建研发平台，组建科技攻关
联合体，推进校、科、企合作，推动要素聚合、技术集成、机制创新，促进种质资源、数据信息、人才、技术交流共享，打造现代化的蔬菜作物生
物育种体系，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开展核心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培育了一批有重大推广价值的新优特品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现代
化、种业高质量及区域经济发展贡献“潍科”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