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专注一只蚕

代方银（中）在蚕桑基地调研

——记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代方银

深夜，在西南大学科技楼，常有一盏灯亮到最后。

那盏灯，是代方银的。

代方银，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西南大学蚕桑纺织与生物

质科学学院院长。

1993年，代方银从西南农业大学（已与西南师范大学合并为西南大学）毕

业后留校，从此在国际著名蚕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和鲁成教授

的培养下，开启了研究家蚕基因的一生。

代方银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863”课题，获得国家蚕桑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等多项殊荣。



科学探索艰苦而无止境。为了蚕学未来发展，为了坚守中国在世界蚕桑产业

和科学技术中心的地位，代方银追逐时间、执灯前行。

跳出“农门”再入农学

代方银仿佛永远也不会疲惫。

许多学生会在深夜收到代方银批改的论文，第二天上午又会看到代方银出现

在课堂、会场、实验室……

年轻的学生们有点不理解：已经站在蚕学顶尖的老师，为什么还那么拼？

可对代方银来说，忙碌不过是圆梦路上的风景，“身处其中，我获得的更多

是未知，累只是别人的看法”。

20世纪 60年代末，代方银出生在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每

到暑假，代方银便跟随长辈进山砍柴、上坡打草、栽秧割谷、担肥淋菜……手掌、

脚底，磨出了厚厚的茧疤。

然而，贫穷依旧如绵绵不绝的梯田与大山，没有尽头。当农民就一定这么没

有奔头？冥冥之中，代方银觉得还会有其他答案。

临近高考时，代方银的一篇作文《在我追求的旗帜上》，被语文老师列为范

文在全班同学面前诵读：“当山风掠过山冈，我心中的那面旗帜便高高飘扬，我

用钢印在旗面上烙下：到农业第一线去！”

听到这里，全班一片哗然：“这是谁呀，竟然还想当农民。”

但当老师说出作者是代方银后，无人再笑。因为这位来自深山农家、身材瘦

小的男孩，是老师同学口中的“作文冠军”“物理之星”“生物迷”“小哲人”……

他的选择不会是一时的冲动。



“农，乃国之本、民之本。我出生于农家，了解农村，懂得农民的苦乐与期

盼，我要把‘农’的价值挖掘出来。”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代方银决然地选择了

西南农业大学。

33年前的秋天，代方银背着母亲为自己新做的棉被，独自登上夜行的火车，

期盼着未知的一切。下车时，一轮红日自地平线喷薄而出，“欢迎西南农业大学

89级新生”的横幅在茫茫人海中格外醒目。

构建世界最大“蚕宫殿”

代方银从西南农业大学本科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从事家蚕种质资源保护和研

究，常年待在西南农业大学家蚕基因资源库。

保护家蚕品种资源，是所有家蚕研究的基础。但是，喂养家蚕、收集整理家

蚕种质资源，并不是一个轻松活。

蚕卵存活时间有限，每年要繁殖一次甚至多次。其间，管理人员早上 6点就

要开始为蚕宝宝的一日三餐忙碌，直到深夜才能休息。许多珍稀型蚕娇弱，照料

方式要随品系、生长阶段等改变，必须日日巡查，不可中断。

于是，代方银将床搬到了蚕房旁，在“春蚕食叶响回廊”中探寻未知。

除了保存蚕品种，代方银还要收集、鉴定、诱变以及定向改造家蚕。

“任何一个过去未曾记录的性状，都可能影响深远，而要通过传统育种方法

获得能稳定遗传、表现优良性状的蚕品种，可能要经过数年甚至近十年的持续筛

选。”代方银说。

2000年春，作为中日合作项目骨干成员之一，代方银受邀前往日本九州大

学家蚕基因资源研究中心，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彼时，西南农业大学家蚕基因资源库中保存的蚕品系数已从之前的 300多种

增至 700多种，代方银功不可没。

了解到代方银已经发现大量的家蚕新类型后，日本家蚕资源研究中心决定率

先邀请他参加日本国家基础科研项目，核心内容就是中日家蚕保存系统的比较研

究。

代方银惊喜地发现，“我们自己的家蚕基因库资源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于

是，在世纪之交，西南农业大学正式宣布建成了世界最大家蚕基因资源库。

如今，西南大学家蚕基因资源库已占据“世界第一库”地位 20多年，活体

保存着 1000余种家蚕品系，是全球最全的家蚕基因库，被誉为“蚕宫殿”。

“泛基因组”开启未来之门

20世纪 90年代，家蚕育种走到了瓶颈。此后 30年，家蚕品种产量性状无

明显改善。

究其原因，与传统育种方法的局限有直接关系。传统育种依靠亲本间杂交来

实现基因重组而选优，只能在生物个体水平进行，不可能准确对某个基因进行操

作。这样的方法在家蚕上经过一个世纪的运用，已几乎发挥到了极限。

于是，人们将希望放在了现代分子育种上，在基因层面对家蚕进行改造，但

前提就是要摸清影响家蚕性状的基因状况。

2018年，接任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一职后，代方银提出

了为“蚕宫殿”中所有品系绘制基因组图谱的想法。

可想法提出后，质疑声不断：“家蚕种质资源基因组测序是一项基础研究，

成本太高，见效太慢。”但代方银依然选择带队前行。



2019年，“千蚕基因组”计划正式开启，代方银与团队成员童晓玲、韩民

锦、陆昆鹏等十余人一起，要将“蚕宫殿”中 1000余种蚕的基因组进行测序，

构建家蚕超级“泛基因组”，绘制“数字家蚕”。

这是一场对资源、技术、知识、毅力的考验。一只蚕的基因组约有 4.5亿个

碱基对，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测序技术，平均一次也只能测大约 2万个碱基。

测序结束后，还要完成基因组的拼装和变异检测……

这一仗，日夜兼程，持续了整整两年。过程的艰辛代方银不愿细说，但提到

结果，他难掩喜悦：“我们实现了大规模家蚕种质资源基因组数字化，找到了控

制蚕丝产量、品质、抗病、生长等特性的基因组变异和关键基因，而且通过研究

已经能够将蚕丝产量提高约 20%。”

“泛基因组”为家蚕育种的新跨越带来了希望。此外，他们还在家蚕基因中

发现了与癌症、苯丙酮尿症等严重疾病相关的基因，也找到了调节寿命的新靶标，

将为人类寻找对应疾病治疗方案及延寿措施提供重要参考。

“我们在长期遗传资源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家蚕超级‘泛基因组’，实现了家

蚕深厚的经典遗传基础与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贯通融合，从而真正开启了通向家蚕

设计育种和多元利用之门。”代方银眼中满是期盼。

带领团队筑梦“世界领先”

毕业于德国哥廷根大学生物系的胡永刚，回国之前已在世界顶级学术杂志

《科学》发表封面论文，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海外）资助。

无数单位、企业向他抛去了橄榄枝，但胡永刚最终选择成为代方银团队的一

员。“因为我们有着对科研事业共同的追求。”胡永刚坦言。

胡永刚至今记得代方银与他交流中脱口而出的一席话：科研的本质就是有需



求导向和时代特征的创新，而创新就是发现未发现、揭示未揭示、创造未创造；

国家资助的所有科研，都要以推动国家发展、造福人民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

代方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带领团队突破国际家蚕广食性种质技术

封锁，成功筛选和创制出一批“广食性”优势种质，为家蚕规模化、工厂化低成

本饲养发展铺路；支持青年教师蓝广芊博士研发出可用于体内或深度创口、能自

行降解的系列高效止血材料，为应急救援、血栓治疗等带来变革；指引专攻蚕丝

蛋白精准医用材料研发的实验室成员肖波教授，因在纳米药物靶向递送治疗结肠

炎等领域取得多项突破而上榜 2021年“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榜单”（药学领域）

和国家青年拔尖人才名单……

代方银始终紧盯“世界领先”带队做科研，一次次改变着家蚕研究的前沿格

局。但与这些成就相比，更让团队成员难忘的，是他严谨的治学作风。

“每次点开代老师批示的论文修改意见，我都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每

一句话都可能有修改痕迹。”从本科到博士后都师从代方银的陆昆鹏，至今保存

着多年前代方银为他修改的论文。

“一堂课、一篇论文、一次会议甚至一个提问，都是与蚕学青年人交流的机

会。”通过这些机会，代方银用自己 30余年的积淀，灌溉着蚕学的未来。在担

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 4年里，代方银已牵头为实验室引培 5名国家级中青年

人才、一个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同时，借助新的用人机制，集聚国家级人

才 10名，柔性引进欧洲科学院院士 1名，大大增强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创新引

领能力。



“养蚕制丝，是我们祖先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代方银说，“作为当代

蚕学人，只有不遗余力地延展现代蚕学和蚕业之路，才能不负国家，不负时代，

不负未来。”

在 6月 24日召开的中国蚕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代方银当选

为中国蚕学会理事长。这天夜里，他办公室的灯依然亮到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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