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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简讯

我校研制出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麦化学杂交剂

我校应用化学研究所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进行化学杂交剂的合成、筛选及应用技术研究。先后

对合成的 7 个系列百余个新化合物进行筛选 ,在 1994 年发现具有优良去雄活性的 BAU29403 化学杂交剂。

其后对 BAU29403 的化学及合成工艺、毒理学、分析方法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并在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

苏和陕西等地不同生态条件及不同小麦基因型上就药剂的使用时期、使用剂量等应用技术进行了多年的系

统研究 ,取得多项成果 ,并获得了一批性状表现较好的杂交种和优势组合。毒理学研究表明 ,BAU29403 原药

为低毒化合物 ,在植物中无残留。用化学杂交剂育种具有育种程序简单、周期短、亲本选配自由等特点。

BAU29403 已申报中国发明专利并获授权。BAU29403 原药及制剂均经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审查批准 ,获得

临时登记。

BAU29403 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麦化学杂交剂 ,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具有化学结构相对

简单、生产成本较低和单位面积用药量较低、使用成本较低的优势。

一项“安全高效植物生长调节剂”科研成果通过鉴定

2003 年 3 月我校作物化学控制研究中心何钟佩教授主持完成的“安全高效植物生长调节剂 DTA26 的应

用开发及机理研究”通过了农业部鉴定。该项目开发了无公害的、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DTA26 (己酸二

乙氨基乙醇酯)新剂型及其复配剂 ,其技术指标符合国家和行业要求 ,具备了产业化条件 ,为大田作物优质、

高产、高效、无公害生产提供了一种新资源。

(科技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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