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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生良种推广的关键因素
八 花生良种推广中的问题和对策
第二十章 展望
一、进一步深化花生种质资源研究
二、加强花生育种新技术新方法及有关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三、加强花生蛋白质的选育与利用研究
四 建立新的育种体系 提高花生育种活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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