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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智能时代竹子遗传育种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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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竹类植物是一种重要的可再生生物质资源，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实

现“双碳”目标的有力抓手，竹资源开发利用已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 2022 年中国政府同国际竹

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之后，代塑专用竹子品种的培育已成为其工业化利用的关键，因此竹类植

物的遗传育种已成为竹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竹类植物营养生长期长，花期不确定的特性，阻碍了传统育种

技术的应用。随着大数据智能时代的到来，竹类植物也获得了大量的组学（基因组、转录组、降解组、蛋

白组和代谢组等）数据，结合长期积累的表型数据为加速育种进程带来了良好的机遇。本研究对竹类植物

遗传育种现状进行了系统总结，尤其是对选择育种、杂交育种、分子育种、智能化育种和新品种审定进行

重点概述，将竹子育种进程分为 1.0（选择育种）、2.0（杂交育种）、3.0（分子育种）和 4.0（智能育种）四

个阶段。针对竹类植物遗传学理论基础薄弱、内在固有遗传障碍和育种技术瓶颈问题，提出了构建遗传学

理论、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评价和突破育种技术瓶颈的应对策略，组学技术的应用、人工智能和新育种方

法的研发将是未来竹类植物育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培育代塑专用品种为目标，开展基因编辑、合成生

物学、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决策等融合发展的智能化育种实践，重点改良竹类植物的竹材质量、产量和对不

同环境条件的适应性，特别是优先考虑改善节间长度和竹壁厚度、纤维长度、纤维长径比以及木质素和纤

维素的含量和组织比量，以期为替代塑料产品的生产提供良种，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和“以竹代塑”倡议落

实，推动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