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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计划”系列丛书：探寻少为人知的宝藏》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经验
和前沿性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孤峰原理”、弹塑性变形、信仰建设、“聚集和扩散”理论，采用适
当的方法如交叉研究方法、数理分析方法、先微观后宏观分析方法等，从技术和战略两个层面对中小
企业共生模式的机理与控制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企业边界弹塑性变形模型、共生
演进模型、凝聚力评价模型等，从而为企业集群的升级研究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
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小企业的聚集和扩散效应的研究，探寻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共生模式及其对区
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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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了人类开发的栽培植物之外，水稻、小麦和人豆的原始品种也得以保存下来。
这品种生长在野外，是气候地理状况、病虫害自然选择后的产物。
这些“野生”植物是从如今的农作物早期的、原始的形态自然进化成的，术语称之为“作物野生近缘
植物”。
今天人们种植的作物则是人类培育的栽培品种　　野生近缘植物有时在外观上与栽培植物存在很人差
别。
例如，野生大豆--与无需攀援其他植物的栽培品种不同一是一种攀援植物，需攀援其他植物向上生长
，获取阳光。
野生大豆的茎相对较细，而且较柔软，有利于缠绕其他植物。
野生大豆可长到7米高，比人工栽培的大豆高数倍。
不过，其花和果实比栽培品种小数倍　　经过长期精心培育，人类成功地大幅提高了大豆产量。
野生大豆遍及中国各个大豆种植区　　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差异也很大。
野牛稻的秆更长，穗的重量也更大，因而秆也更加弯曲，但产出的谷粒却很少。
如今，在野生稻的发源地一中国，野生稻的数量也越来越少。
这是因为野生稻一般仪生长在湿气很重的低洼地，例如沼泽或溪流与河流堤岸　　相反，野生小麦则
相当常见（图3-23）。
与农民种植的一年生的农作物不同，野牛小麦是多年生作物，每年会长出新秆和新穗。
野生小麦是一一种环境适应力极强的植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进化后的野生变种完全能够适应从冬季一40 C低温到夏季50 c高温的气温变化。
即使是在严重缺水的瘦：土环境中，野生小麦也能够结种和自我繁殖。
一一年生栽培小麦即使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存活卜来，其产量也微乎其微。
栽培小麦必须定期浇水，还要额外供给养分一在夏季炎热以及降水量稀少盼地区，这项工作需要付出
巨大努力。
由于具备栽培小麦所没有的能力，一些野生小麦变种拥有极高的价值　　通过进化，许多野生植物自
身形成的一些特性能确保其即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够存活。
有些可以在沙漠中生长，有些可抵抗洪水，而另一些则可以在对其他许多植物造成损害的紫外线照射
下不受任何影响。
同时，这些野生植物还形成了抗病虫害的生存机制，而现在人工栽培品种则需借助杀虫剂。
一般来说，野生植物具有很强的抗逆能力。
几十年前，科学家们就发现了野生植物自身形成的这些特性。
不过，直到最近几年，农业领域才开始重点关注野生近缘植物的特殊品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与栽培品种杂交或利用基因手段，植物遗传学家在实验室里培育或开发出许
多满足特殊需求的（高产）作物品种（图3-24）。
过去20多年里，育种人员也越来越多地投身于野生植物的研究工作。
这一切都缘于在农业领域运用野生植物的某些特殊特性的愿望一一将挑选的野生植物特性通过杂交转
入到栽培作物中。
这些在进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特性，只通过育种来实现的难度非常大　　实践反复证明杂交育种的复
杂程度低于基因改造。
例如，就水稻而言，育种人员通过杂交可在七代到八代内培育出一种稳定的品种，而运用基因工程则
需要很长时间。
作物野生近缘植物具有独特的适应策略和基因库，能够快速适应气候变迁。
育种人员和农民可从中得到启发，观察它们如何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并通过
杂交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来充分利用上述特性。
由此，科研人员和育种人员就能够复制作物野生近缘植物这些进化的生存策略。
根据预测，气候变化将导致全球变暖，这一一背景更加突显这些野生植物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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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警告说，气温每上升1 C，全球农作物产量就会减少10％。
如果能利用在高温环境中具有生存能力的作物野生近缘植物的特性，将为保障人类的粮食安全方面作
出巨大的贡献　　因此，　“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项目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支持的
“农业生物多样性项目”保持紧密合作关系，将保护三大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大豆）的野生种和
古老的地方品种并保护其自然生境设定为项目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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