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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未来气候变化的野生林木种质资源挖掘与利用 

王婧 

四川大学 

摘要：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和日益严峻的气候条件，气候变化已对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

造成严重威胁。森林作为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承载着如水土涵养、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维持等诸多

生态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中也提出“森林和草原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战

略性作用，林草兴则生态兴”。 此外，如何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助力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如何确定不同地区适应未来气候变化且适宜种植的林木树种或生态型？；又如何达到“宜林则林、适地适

树、最优管理”的森林碳汇最优化目的？为了回答和解决以上关键科学问题，系统挖掘和利用适应不同气

候条件的野生林木种质资源是实现从源头上保障我国林木种业发展和生态安全的根本途径。野生林木遗传

和种质资源不仅是现代林业种业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对未来创制和选育适应不

同气候条件的林木新种质提供重要支撑。杨树是全世界人工栽培面积最广、木材产量最多的树种之一。同

时由于其基因组小、分布广、适应性强等特点，杨属植物是研究林木环境适应性和解析关键性状分子调控

机制的模式系统。然而，由于杨属不同物种间自然杂交发生频繁，从而增加了杨属系统分类的难度，同时

也阻碍了杨树种质资源评价和良种选育进程。通过系统的野外调查、种质资源收集，并结合生态学、群体

遗传学、比较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研究手段，阐明了杨属白杨组不同物种亲缘关系，物种起源和进化

历史；解析了不同纬度杨树休眠芽季节性变化及环境适应性的遗传基础和分子调控机制；揭示和预测了未

来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杨树不同种群的基因组脆弱性。为深入理解林木群体遗传多样性、重要性状形成及

环境适应性基础等方向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拓宽优良种质资源和突破性新品种培育提供了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