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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在地球上还有多少人在忍饥挨饿，徒步
千里只为寻找食物吗？又有多少人在饥寒交迫中颓
然离世？今年9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报告
显示，2022年面临长期饥饿的全球人口约占世界总
人口的9.2%。饥饿，从来不是一个遥远的话题。

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同样面临着饥饿的困扰。
但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杂交水稻育种家共
同筑就了一座令全世界仰望的“抗击饥饿的长
城”——中国杂交稻。

1973年，在江苏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
上，袁隆平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
一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
功。杂交水稻让这种起源于中国的作物迸发出新
的生机，实现了产量的飞跃式增长，不仅造福了中
国人，还远播世界，为解决全球粮食问题给出了中
国答案。

今年是中国攻克杂交水稻难关50周年。以此为
契机，让我们重温中国杂交水稻半个世纪的禾下追
梦“稻”路。

“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
满怀初心寻稻

金秋十月，在袁隆平曾经工作过的安江农校试
验田里，连片的稻田像金黄色的毯子，沉甸甸的稻穗
随风摇曳，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开足马力快速
作业。收割后的稻谷被晾晒在袁隆平亲笔题词的

“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牌楼前，稻香弥漫。
“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是中国农业科学家的

初心和梦想。在全国性的大饥荒中，袁隆平饱尝饥
饿之苦。晚上睡觉时浑身冰凉，梦中大口吃肉，醒了
却只能啃草根树皮。身体渐渐浮肿，想看书也打不
起精神，更别提下地干活。他曾多次亲眼在路边看
到枯瘦如柴、饿死的人。

1959年，黄耀祥培育出中国第一个人工杂交选
育的矮秆水稻品种“广场矮”，实现了水稻产量的提
升。但当时的中国，饥馑的现象普遍存在，提高粮食
产量是科学家们的首要课题。切身感受饥荒的经历
让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学家们下定决心：一定要解
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1961 年 7 月，袁隆平路过稻田时，发现了一棵
“鹤立鸡群”的水稻，它的穗子很大，很整齐，籽粒很
饱满，而且有 230多粒，是普通水稻的两倍多。他突
然想到，莫非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从那时起，他
逐渐形成了一个培养水稻雄性不育系，产生杂种优
势，带来大幅度增产的构想。水稻是自花授粉、雌
雄同蕊的作物，想要培养人工杂交水稻，首先要找
到“天然雄性不育株”，然而这种稻株理论上找到的
概率是 1/5万—1/3万。

1964 年夏天，袁隆平开始了漫长的寻稻之旅。
每天中午太阳光最强的时候，袁隆平拿着 15倍放大
镜，审视着试验田中每一株水稻的每一朵花。虽然
寻稻的过程堪比“大海捞针”，但他从未放弃。历时
两年，他终于在几十万株水稻中发现了 6 株雄性不
育株。

至此，攻克杂交水稻育种难题跨出了关键的一
步。1966年 2月，袁隆平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水
稻的雄性不孕性》。在这篇论文中，袁隆平正式提出
了通过培育水稻“三系”（即不育系、保持系、恢复
系），以“三系”配套的方法来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
想与思路。这篇论文开创了国内杂交水稻研究的先
河，更开辟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创新意义的
研究领域。

1967年6月，湖南省科委将“水稻雄性不育”正式
列入省级科研项目。同时，李必湖、尹华奇两名应届
毕业生留校给袁隆平当助手，“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
组”正式成立。

以雄性不育系作为母本，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
用于生产的杂交种子，而保持系则使这种不育系能
不断繁殖，持续获得不育系的种子。为了寻找保持
系，袁隆平科研小组花费6年时间，做了3000多个杂
交组合试验，却没有得到不育株率和不育度均达到
100%的不育系。于是袁隆平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
与栽培稻杂交来培育新的不育材料的设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0年 11月，李必湖在海南
三亚南红农场附近直接发现了一株花粉败育的野
生稻。回忆起 50多年前的情景，李必湖依然记忆犹
新。他说：“在铁路涵洞下的水域附近，发现正在抽
穗扬花的野生稻，有 3个稻穗雄花颜色不同，我当时
心里太激动了，这就是雄花不育啊，我赶走水里的
水蛇和蚂蟥后，小心把它挖出来，用纱衣包好搬到
实验室。”

在北京开会的袁隆平接到消息后立即赶过去，
确认其中一株是花粉败育的野生稻，把它命名为“野
败”。李必湖解释说：“为什么叫作‘野败’呢？因为
野是代表野生稻，败是指花粉败育、不正常。因此袁
老师叫它‘野败’。”“野败”不育株的发现，成为我国
杂交水稻研究的关键突破口。

“野败”分享到全国各地
开启大协作育种

“野败”就像一把钥匙，为杂交水稻的研究打开
了希望之门。但袁隆平并未将“野败”据为己有，而
是将它分享给全国各地的科技工作者。目前国内外
种植的杂交稻，83%以上都是“野败”的后代。

1971年，先后有来自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湖
北、福建、新疆等 13个省、市、自治区的 18家科研单
位的 50多人跟随袁隆平学习。袁隆平将珍贵的“野
败”材料分发给各有关单位，广泛发动科研力量，以
期更早实现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为了同一个梦
想，各路研究杂交水稻的“英才”们齐聚海南南红农
场。此后，杂交水稻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全国
杂交水稻大协作正式启动。

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省农科院研究员谢华安
说，袁隆平的基础研究成果与无私分享的育种材料，
为全国各地水稻育种事业提供了源头活水，创造了
科学研究历史上的协作典范。正是在大协作中，谢
华安团队选育出具有优良抗稻瘟病基因型且丰产广
适的杂交稻新品种——“汕优 63”。“汕优 63”曾连续
16年保持全国杂交稻种植面积之最，累计推广近 10
亿亩，其中1991年就推广近亿亩，在世界稻作史上实
属罕见。

在广泛协作的基础上，袁隆平团队育成雄性不
育系“二九南 1号A”及其相应的保持系“二九南 1号
B”，并育成我国第一个具有较强优势的杂交稻组合

“南优2号”。
袁隆平撒出的“种子”也大有收获，在“野败”材

料的基础上，团队成员周坤炉育出“威 20”不育系和
保持系；江西的颜龙安团队育成“二九矮 4 号 A”和

“珍汕97A”籼型水稻不育系及同型保持系；福建的杨
聚宝团队育出“威 41”不育系和保持系；广西的李丁
民团队也利用“野败”材料获得稳定的“野败”不育
系。至此，我国第一批“野败”不育系和保持系宣告
育成。

除“野败”不育系外，湖北的朱英国团队育成红
莲不育系，四川的周开达团队育成冈型不育系。

在育成不育系和保持系后，距离攻克“三系法”
难关只差最后一步——找到恢复系。恢复系可使不
育系育性得到恢复，杂交产生杂种优势，获得用于生
产的杂交种子。

1972年冬天，“三系法”选育的重点转向了恢复
系。全国各地的科技工作者将“野败”材料同非洲、
欧洲、美洲的一千多种水稻进行杂交。最终张先
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强
恢复系。

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与协作攻关，1973年在苏
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袁隆平发表了《利用

“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一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
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是科学家们逐梦路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1976年1月，全国首届杂交水稻
生产会议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会议商定和落实了
全国大推广第一年繁殖、制种、示范栽培的生产计
划。杂交水稻以世界良种推广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
态势在中国大地上迅速铺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
个成功进行水稻杂种优势产业化利用的国家。

1975年中国南方省（区）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只
有 5550多亩，1976年全国籼型杂交稻种植面积超过
200万亩，普遍增产两三成，1977年迅猛扩大至 3150
万亩。1976年至1988年的10多年中，全国杂交水稻
累计种植面积为 12.56亿亩，平均每亩增收稻谷 20%
以上，累计增产稻谷 1000 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
200多亿元。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国
科技工作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让杂交水稻增产

的梦想拥有了更广阔的成长沃土。杂交稻育种取
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大面积推广的杂交稻品种，
如“汕优 63”“威优 64”“冈优 22”等，都是在此时期
培育成功的。

1981年 6月 6日，国家科委、农委在北京联合召
开授奖大会，授予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
隆平等人特等发明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颁
发的第一个特等发明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为
袁隆平颁奖，他称赞道，美国、日本、印度、意大利、苏
联等十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开展杂交水稻的研究已
有十几年的历史，但都还处在试验阶段，而我们是走
在前面了。籼型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为中国争得
了荣誉。

“高产更高产是永恒的追求”
杂交稻育种不断突破

“高产更高产是永恒的追求。”这句话，袁隆平说
了几十年，一遍又一遍。

在开创“三系法”杂交水稻先河之后，科学家们
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们深知，这只是梦想道路上的起
步，中国的杂交水稻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寻觅更
简便、更高效的杂交水稻技术路径，成为了他们的新
目标。

1986年，袁隆平发表了又一篇著名的论文《杂交
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他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
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3个发展
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俞加高效的方向
发展，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

从“三系法”到“两系法”，仅一字之别，却是杂交
水稻技术的一次飞跃。“三系法”是杂交水稻最初培
育成功时采用的方法，也是最经典的方法。但是，

“三系法”是一个复杂的方法，很难兼具高产与优质、
早熟与高产等，杂种优势利用长期徘徊不前，走到了
瓶颈之地。

一个叫“光敏不育系”材料的发现，让“两系法”
杂交水稻育种“柳暗花明又一村”。它像两栖动物一
样功能强大，可以根据日照条件来决定当下到底表
现不育还是可育。而且，理论上现有水稻品种中95%
都可以转育成不育系或用作恢复系，选到优良组合
的几率大大提高，开启了“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
究的新方向。1987年，“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被列
为国家“863 计划”第一个专题中的第一个课题
863-101-01。

早期“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片面强调光周期对
光敏核不育水稻育性转换的调节作用，对光、温条件
导致育性转换的规律认识不全面，致使选育的光敏
核不育水稻实用性较差，加之天气的影响，连续几年
大面积减产，“两系法”的研究一度陷入困境。

袁隆平顶住高压，带领团队对湖南、广西等多省

区历年的天气进行分析研究，于1992年发表了《选育
水稻光、温敏核不育系的技术策略》一文，提出水稻
光、温敏核不育系水稻的育性转换模式，并提炼出实
用光温敏不育系的具体指标。最终，经过不懈努力，
育成了以“培矮64S”为代表的新一代两用核不育系。

1995 年，袁隆平在湖南怀化会议上宣布“两系
法”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平均产量比“三系法”增长了
5%至 10%，为我国农业大幅度增产开辟了新途径。
1996年，“两系法”杂交水稻被写进国务院工作报告，
并开始大面积推广，到2012年底，累计种植0.33亿公
顷，增产稻谷100多亿公斤。

2014年，北京人民大会堂，杂交水稻研究又登上
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最高奖的领奖台。由袁隆
平院士领衔攻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与应
用”项目，获得了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背后，是全
国10多家科研单位、几十位科研人员历经20余年不
懈探索的汗水和心血。

在中国独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取得成功的第
二年，我国启动了“超级杂交水稻育种研究计划”，袁
隆平主持培育计划，提出以“形态改良与杂种优势利
用相结合”的水稻超高产育种理论和技术路线。
2000年，袁隆平带领科研团队，成功使超级杂交水稻
品种达到了第一阶段单次水稻产量标准，亩产700公
斤。在 2004年、2012年和 2014年，他们又先后实现
了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单产
的育种目标。

从突破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
到 2023 年 10 月的 1251.5 公斤，在各地的示范田里，
杂交水稻大面积亩产的世界纪录不断刷新。“两系
法”杂交水稻在理论和应用中的突破，使我国杂交水
稻技术世界领先。

进入21世纪后，基因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让“一
系法”杂交水稻育种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一系
法”是指培育性状不分离的第一代杂种，将杂种优势
固定下来，免除年年制种的流程。受限于当时的技
术水平，“一系法”始终未能实现。2018年，中国水稻
研究所“80后”科学家王克剑带领团队利用基因编辑
技术，成功获得了杂交水稻克隆种子，实现了杂交水
稻“一系法”的关键突破。袁隆平高度评价了王克剑
团队的工作：“这个工作证明了杂交稻进行无融合生
殖的可行性，是无融合生殖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具
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希望再接再厉，早日将该成果应
用到生产中。”

中国科学家接连实现了从“三系法”到“两系
法”、从常规杂交稻到超级杂交稻的突破，并继续奋
战在不断提高产量、缩短育种周期的追梦路上。

在我国，一个庞大的致力于杂交水稻事业发展
的“科研天团”已经形成，这里人才济济、成果累累。
袁隆平曾经说过：“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是在党和
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通过我国广大农业科
技人员努力协作攻关取得的，我只是在这方面起了
部分带头作用而已。党和国家已经给了我很多荣

誉，我也荣幸地获得国际上的一些奖项，但我觉得光
荣应该属于国家，属于从事杂交水稻工作的广大科
技工作者。”

中国的杂交水稻育种研究与推广，是一个浩大
的系统工程。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已形成一支庞大
的杂交水稻科研、推广、管理大军。中国有全世界
最庞大的水稻科研群体，研究水稻的两院院士在农
业科研领域中人数最多。在我国水稻主产区的各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农
业技术部门，都有一大批从事杂交水稻的科研工作
者、育种专家和管理、推广骨干，他们是我国大面积
推广杂交水稻的中坚力量。专家队伍中群星灿烂，
鼎力支持杂交水稻研究，协作不遗余力，推广竭忠
尽智，使杂交水稻事业从一棵破土的幼苗长成了参
天大树。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中国贡献

2022 年 11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杂交水稻援
外与世界粮食安全”国际论坛发表书面致辞时指
出，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半个
世纪前，杂交水稻在中国率先成功研发并大面积推
广，助力中国用不足全球 9%的耕地，解决世界近五
分之一人口吃饭问题，成为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
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自 1979年起，杂交水稻远播
五大洲近 70国，为各国粮食增产和农业发展作出突
出贡献，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提供了中
国方案。

保障粮食安全，是中国人民的梦想。作为农业
大国和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问题向来受到世界的
关注，也承受了来自国际社会的疑虑。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曾向全世
界提问：“谁来养活中国。”1996年，袁隆平在《从育种
角度展望我国水稻的增产潜力》一文中指出，布朗的
论证虽然有一定依据，但在某些地方存在片面性，最
主要的是低估或忽视了科技进步对提高生产力的巨
大作用。

历史的发展也验证了袁隆平的论述。2006年 1
月1日，联合国停止了对华粮食援助，同年，中国成为
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仅次于美国和欧盟。我国
以占世界 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
五分之一的人口，从当年 4亿人吃不饱到今天 14亿
多人吃得好，有力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

保障粮食安全，也是世界人民的梦想。据联合
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22全球粮食危机报告》，2021
年有53个国家或地区约1.93亿人经历了粮食危机或
粮食不安全。正如袁隆平所说，“一粒粮食能够救一
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

在让中国人民吃饱饭之余，中国科学家群体也
奔赴在保障世界粮食安全、消除世界贫困的梦想之
路上。他们将杂交水稻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让更
多的国家实现粮食增产，让更多的人吃饱饭。

1979 年，杂交水稻作为我国出口的第一项农
业科研成果转让给美国，拉开了杂交水稻国际化
的序幕。

2017年8月，马达加斯加农牧渔业部官员来到位
于湖南长沙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带
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张印有杂交水稻标识的
面值2万阿里的马达加斯加币。2017年一次水灾后，
该国很多地方种植的水稻都倒伏了，只有中国的杂
交水稻傲然挺立。当年，马达加斯加总统在一场杂
交水稻现场示范会上表示，中国杂交水稻不但能让
马达加斯加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今后还能让该国成
为“非洲粮仓”。

如今，非洲有16个国家种上了中国的杂交水稻，
结出了金黄的稻穗。杂交水稻合作已成为中非合作
的一张“闪亮名片”。

菲律宾西岭热带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坐落在马
尼拉以南的内湖省。上世纪 90年代末，中国杂交水
稻专家就与该研究中心合作开展实验研究。1999
年，当地一些“胆大”的村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种植
了杂交水稻，每公顷稻谷产量从以前8吨一下子增加
到了11吨。目前，菲律宾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超过100
万公顷，占该国水稻种植面积近四分之一，每公顷最
高产量 15吨，是当地传统水稻品种的 3倍。菲律宾
的农贸市场和大型超市都能买到中国杂交水稻产出
的大米。

为了推广杂交水稻技术，中国派出大量农业
技术专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1 年底，仅在中
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就已向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近 1100 名农业专家和技
术员，占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框架下派出专家
总数的 60%。

目前，杂交水稻已在全球 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
功试验示范，在亚洲、美洲、非洲的 10多个国家实现
了商业化生产应用，全球年种植杂交水稻总面积达
到了2000多万公顷。

从亚洲到美洲，再到非洲、欧洲，中国杂交水稻
增产优势明显，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对
世界减少饥饿作出了卓越贡献，被冠以“东方魔稻”

“巨人稻”“瀑布稻”等美称，甚至将之与中国古代四
大发明相媲美。

原美国农业部部长助理、农业经济学家帕尔伯
格在其著作《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中写道：“袁隆平
为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随着农业科学的发
展，饥饿的威胁在退却。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
养充足的世界，还给为数极少的一些人上了难能可
贵的一课——东方农业科学的成就已经超越其发源
地西方各国。”

袁隆平曾说自己有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
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如今，这两个
梦想正在一代代科学家的手中接续实现着，中国
人不仅端稳中国饭碗，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更
胸怀世界，用中国的农业技术解决世界人民的吃
饭问题。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群体，从
未停止探索的脚步，书写中国杂交稻半个世纪的
辉煌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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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杂交稻在菲律宾大面积种植，图为菲律宾农民正在收割成熟的杂交水稻。 资料图

袁隆平（左二）在安江农校研究杂交水稻。 资料图

看振兴·禾下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