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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动态·

“中国粮食与食物安全研究中心”在我校成立

2004 年 7 月 18 日 ,“中国粮食与食物安全研究中心”在我校成立。该中心聘任国家科技部中国生物技

术发展中心王宏广教授为主任、我校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李召虎教授和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罗云波教

授为副主任 ,聘任国际著名农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劳格博士及何康、陈锡文、袁隆平等 22 位著名科学家

和有关领导为顾问 ,聘任全国 27 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 51 位专家教授作为首批研究员。

该中心将以保障我国粮食与食物安全为最终目标 ,联合国内外粮食、食物安全领域专家 ,组建研究队伍

和协作网络进行研究 ,为政府提供决策建议、为粮食生产提供关键技术、为消费者提供科学服务。该中心的

成立 ,将有利于进一步凝聚国内外优势科研力量 ,加快粮食与食物安全的科技创新步伐 ,为我国未来粮食与

食物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粮食主产区保护性耕作制与关键技术研究”课题 2004 年 8 月在我校启动

该课题属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的第 14 课题 ,由我校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高旺盛教

授主持。课题将按照“农艺技术为主 ,农机农艺配套 ;高产粮田为主 ,突出节本增效 ;技术集成为主 ,研究示范

结合”的总体思路 ,在 2004 —2006 年间 ,集中全国优势力量 ,重点突破不同农耕类型区周年保护性土壤耕作

关键技术、覆盖作物与保护性种植方式、保护性耕作农田高产栽培及水肥高效利用等共性关键技术。该课题

立足东北、华北及长江中下游三大平原 ,主攻水稻、玉米、小麦三大作物 ,以粮食产量占全国 95 %以上的 11

省市为依托 ,实现粮食高产、节本增效、资源环境保护三者同步发展的最终目标。

将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 ,成立“全国保护性耕作制度研究协作网”(CCFSR) ,挂靠在中国农学会耕作制

度分会 ,编辑出版《保护性耕作研究动态》,推动我国保护性耕作技术研究和学术交流。

(科学技术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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