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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现代种业》（微信号：xdzyzk2014），第一时

间获取种业新闻、权威分析、深度解读。

陕西推动
航天育种花椒产业化

近日，记者从西安航天基地的航天育种
科技产业示范园了解到，陕西省拟在澄城县
建设花椒产业示范园，将去年跟随我国首颗
微重力科学试验卫星“实践十号”在遨游太空
12 天后返回地球的澄城县水莲古村史家河山
寨的花椒种子，经过无刺、矮化和密植，将会
实现花椒机械化采摘，实现航天育种花椒的
产业化。

据航天育种专家郭锐教授介绍，经过航天
选育的花椒种子要最大限度的寻求母体，也就
是它的来源地，有它生长的土壤气候、土壤条
件，所以此次预期是将花椒产业园建在澄城
县。据了解，后期经过实地考察、走访，将最终
确定产业园的地址。

据介绍，陕西是我国主要的花椒产区之一，
全国五分之四的花椒都产自陕西。2015年该省
花椒种植面积达到了209.7万亩、产量6.1万吨，
是渭北旱塬地区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但是，
就整个花椒产业来看，目前从育种到种植、采
摘、加工，基本都还停留在原始的粗放生产阶
段，不仅品种老化，而且没有形成产业规模，产
品深加工几乎是零。“花椒浑身是宝，除了果实
可以作为调味品，花椒叶是很好的茶，而具有高
营养价值和深加工潜力的花椒核，大多都被椒
农丢弃了。同时花椒不仅产量小，因为多刺、高
枝全靠人工采摘，难以实现产业化。经过航天
育种的花椒，可以进行无刺、矮化和密植，为花
椒的产业化提供了条件。通过花椒产业园的建
立，随后还要进一步拉伸产业链，实现花椒的深
加工。”郭锐介绍说。

本报记者 肖力伟 胡明宝

广昌县航天育种
引领白莲产业升级

近年来，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为提升白莲
生产效益，不断进行白莲品种改良和选优，截至
目前已开展了五次航天育种试验，已成功培育
出“太空莲”系列新品种。其中“太空莲”36号品
种结实率高、颗粒大、产量高、品质好，亩产量达
100公斤左右，比常规品种增产2～3倍。目前，
全县年种白莲面积达10万余亩，已累计在全国
推广面积达上千万亩。 曾恒贵 周文平

兵团八师一四三团
4.4万亩制种玉米长势喜人

6月20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四三
团农业技术人员正在南五宫一连查看制种玉米
生长情况。该团今年种植的4.4万亩制种玉米，
由于采用了地膜覆盖、精量播种、膜下节水滴灌
等先进技术，目前长势喜人，一片丰收景象。

王仁斯 摄

开原市鲜食大豆种子
销量占全国90%

“去年我的制种大豆种植面积是8000亩，今
年受农业供给侧改革、土地流转补贴和大豆种植
补贴等一些政策的影响，今年扩大到了 1.1 万
亩。这些豆种基本上都是销往河南以南，而且大
部分是多年来稳定客户提前签订的订单。”辽宁
省开原市大豆种植大户王福权对笔者说。

开原市是全国鲜食大豆种子的主要产区，
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今年，开原
市调减玉米种植面积10万亩，其中的5万亩用
来种植特色优势产业鲜食大豆种子，促进了产
业规范化、规模化经营。

开原市大豆种植有着悠久历史，曾先后选
育出10余个高产优质大豆新品种。为把优势
特色产业做强做大，开原市成立了辽宁博农豆
类种植专业合作社，由专家提供技术指导，推广
高产栽培模式，选用高产、高效品种，全程机械
化播种。“我们统一种植、统一销售，大豆质量有
了保证，农民收益也增加了。”辽宁博农豆类种
植专业合作社秘书长刘志强说。

据了解，开原市鲜食大豆种子销售地区涵
盖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江西、广东、云南、河
北等省市，已成为全国生产、销售鲜食大豆种子
集散地，鲜食大豆种子销量占到了全国用种量
的90%。 郭威 郑志娟

种业信息

□□ 本报记者 于洪光 文/图

6 月 18 日，山东省平度市农业局邀
请农业专家组成小麦测产验收组，对该
市蓼兰镇小綦家村在“普通地块、普通水
肥、普通管理”情况下种植的小麦新品系

“烟农1212”进行了田间实收测产。验收
组在听取平度市农业局引进、试验和示
范“烟农1212”汇报的基础上，按照山东
省粮油高产创建小麦测产验收办法进行
测产。经测产，该田块“烟农1212”亩产
达到752.4公斤。

“烟农1212”的测产报告显示，该实收
测产田块系小麦良种繁育田，曾于5月20
日进行去杂，6月12日经田间初测，平均亩
穗数为47.1万穗，穗粒数为45.1粒，预计千

粒重为43克，理论亩均达778.0公斤/亩。
据了解，此次田间实收测产田块长

193.3 米，宽 17.3 米，折合面积为 5.016
亩。实收籽粒鲜重为 3765.0 公斤，折合
每亩为750.6公斤。经用谷物水分测定
仪 10 次重复测定，小麦籽粒含水率为
12.8%。最终经折合计算，实收产量为每
亩籽粒鲜重752.4公斤。

青岛市种子站长、推广研究员、验收
组组长王军强表示，小綦家村种植小麦
新品系“烟农1212”的地块，是普通的农
民责任田，地力条件和田间管理与周围
的麦田没有本质差别，在灌溉施肥方式
上采用了滴灌水肥一体化模式。在今年
遭遇干旱和干热风不利影响条件下，“烟
农1212”的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产量

三因素”表现协调合理，亩产达到 752.4
公斤的超高产水平，实属难得可贵，显示
出高产、优质、耐旱、抗倒、抗寒、抗病等
品种优势。专家组认为，下一步，要在搞
好试验示范基础上，摸清该品系对不同
类型地块的适应性和丰产性，加大示范
推广力度。

在验收现场，莱州金海种业公司董事
长邓秀峰介绍，小綦家村是金海种业的

“烟农1212”种子繁育基地，每年都会承担
金海种业的制种任务。“烟农1212”是山东
生产试验品种，2015年由山东省农业厅
组织实打验收，“烟农1212”亩产达809.13
公斤，创全省小麦亩产最高记录；2016年
由农业部组织实打验收，亩产达828.5公
斤，打破全国冬小麦高产纪录。

普通方法也能种好“破纪录”小麦

山东平度“烟农1212”亩产达752.4公斤

图为测产验收组专家在测量田块面积图为测产验收组专家在测量田块面积

稻种好不好 市场来检验

□□ 本报记者 王澎

2016年，长江中下游爆发洪水，随
后持续高温，稻瘟病严重，进而导致水
稻结实率低。

2016年9月出现持续的降温，低于
籼稻 23℃的正常抽穗温度，长江中下
游流域中稻出现普遍性的高空壳率。

近几年，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
导致极端天气频发，水稻主产区气温
偏高且多雨水，种植环境极不稳定，病
虫灾害肆虐，稻瘟病尤为严重。

“抗逆性一直是水稻界关注的话
题，特别是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要
想追求优质高产，就必须过抗逆性这
一关。”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廖翠猛向记者表示。

提高抗逆性意味着企业在育种方
向上要有针对性，隆平高科的做法是
让市场需求说了算。据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湖南隆平
高科种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杨远柱介
绍，从2007年开始，隆平高科的育种方
向就从“单一高产”转向“安全优质高
效”。“品种选育要综合生产特点、经济

性状和消费者需求等系统指标，比如
市场上需要高抗、优质、广适的品种，
公司的育种创新方向就必须做到兼
顾。”杨远柱表示。

“好种子就是好收成，风调雨顺的
时候，优秀的水稻品种往往还难以脱
颖而出，而一旦遇到恶劣情况，种子质
量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面对频发的
极端天气，湖南省浏阳市种植大户杨
忠武不禁感慨。极端天气并未让杨忠
武减少种植面积，相反，他的水稻制种
面积从2009年的50亩增加到了如今的
1800 亩。种植水稻这么多年，让杨忠
武印象最深的就是隆平高科“隆两优”
和“晶两优”系列种子。

2016年，“隆两优华占”和“晶两优
华占”销量双双突破300万公斤。在种
业“倒春寒”环境下，依托这两个优质系
列品种，隆平高科去年的水稻种子业务
实现收入13.72亿元，同比增长25.96%。

2016 年，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三
兴镇的种田大户汤锡勇种植了 200 亩

“隆两优华占”，在经历了连续高温天
气和台风的洗礼后，仍然取得了亩产
干谷 775 公斤的成绩。汤锡勇高兴地

说：“去年种‘隆两优华占’赚到钱了，
不错！”据统计，去年在相同气候条件
下，隆平高科大部分的水稻实际干谷
产量都在 700 公斤/亩以上，相对其他
品种亩增产50-100公斤。

良好的抗逆性能也确保了“隆两
优”和“晶两优”的优质高产。“‘晶两
优’系列品种综合抗性好、有效穗多、
抗稻瘟病能力强、抗倒伏能力强，特别
适合我这样的大户种植。”杨忠武说。
最让杨忠武心动的是它的优质米质，

“去年收割的600亩‘晶两优’稻米，就
是因为其米质优、口感好，不到两个月
就被本地企业和商户抢购一空了。今
年，水稻还没种植，就已经有很多企业
提前向我预定了‘晶两优’稻米。”杨忠
武打算在去年种植600亩“晶两优”的
基础上再多种300亩。

国家水稻数据中心的数据显示，
2016年我国国审的优质杂交水稻品种
数量大幅上升，而隆平高科的表现尤
为突出，全年以“隆两优”、“晶两优”两
大系列为代表的共计18个杂交水稻新
品种通过国家审定，占当期通过国家
审定杂交水稻新品种总数的1/3。

隆平高科——

高抗逆性确保水稻优质高产

□□ 新华社记者 赵叶苹

近日，由海南省耐盐作物生物技
术重点实验室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子课题“耐盐南方籼稻新品种选育
与示范”项目第二年大田试验取得可

喜进展，几个耐盐水稻新品种在含盐
量 0.6%的海水倒灌农田中增产明显，
最高亩产可达400公斤以上。

据海南省耐盐作物生物技术重点
实验室育种专家罗越华教授介绍，实
验室自1999年建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耐

盐作物遗传育种研究，其研究成果为
我国海水和盐土农业发展打下了较好
的基础。2015年底，实验室启动“耐盐
南方籼稻新品种选育与示范”，科研团
队在此前获得的常规耐盐水稻成果的
基础上又取得三方面突破：耐盐性由
0.3%提高到0.6%；发现杂交稻更耐盐；
发展了简单实用的实验室筛选方法。

记者日前在位于海南省文昌市
铺前镇的试验大田里看到，5 个耐盐
籼型杂交稻和 4 个常规耐盐水稻在
含盐量 0.6%的海水倒灌农田增产显
著，9 个品种先后成熟，最高亩产可达
400 公斤以上。相比之下，对照组的
常规非耐盐水稻品种遭盐渍减产严
重。其中，实验室重点选育的耐盐籼
型杂交稻“海盐 1 号”耐盐性最强。
罗越华表示，在水量不足、含盐量
0.6%的情况下，其他品种表现出叶片
发黄、叶尖枯萎的盐害性状，但海盐 1
号能正常生长。

此外，实验室专家团队还从 400
多个南方籼稻品种中筛选出来了“D
奇宝优 1688”杂交稻品种，也在文昌
市铺前镇 1000 亩海水倒灌水田里喜
获丰收，亩产可达 500 公斤。铺前镇
农民刘衍旺说：“这是铺前水稻收获最
好的一年。”

海南耐盐水稻试验获丰收
最高亩产超400公斤

66月月1212日日，，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铺龙村村民刘衍旺展示丰收的耐盐水稻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铺龙村村民刘衍旺展示丰收的耐盐水稻。。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郭程郭程 摄摄

□□ 李欢 本报记者 莫志超

熟悉丰乐的消费者都知道有个水稻品种叫“丰两
优香一号”，米质可媲美泰国香米。如今，农业生产已
经从追求产量向追求效益转变，育种也从追求“单一高
产”向“优质、高产、多抗、广适”全方位发展。“对企业来
说，提高竞争力的核心途径是创新，调整研发方向，加
大研发投入，确保新品种‘开发一代、储备一代’。”丰乐
种业董事长杨林表示。以“丰两优香一号”为代表的一
大批优质水稻品种，正是丰乐种业在转变育种方向、提
高科研竞争力发展思路下的产物。

据了解，丰乐种业在全国建立了 7 个试验站和
200 多个测试点，每年研发投入占到销售收入的
3%-5%，仅 2016 年就有 15 个品种通过国家、省级审
定，2017年有近200个新品种参加各级试验。在育种
平台的搭建上，丰乐种业还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推动
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先后与中国水稻所、中国农业大
学、北京农林科学院等建立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一
年就启动二十多个项目，引进新品种十余个，大大加
快了成果转化的速度。

今年3月份，投资1.26亿元的丰乐种业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项目正式开工。该技术中心将新建成种质资
源创新、分子标记育种等生物技术研究功能实验室。

“在生物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丰乐种业也在寻求突
破，率先在业内开展规模化分子标记育种，目前已经在
稻瘟病抗性等研究上取得明显进展。”丰乐种业总农艺
师王浩波介绍。技术中心的建设，将进一步促进传统
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育种技术的创新与融合融，为不
断的技术创新提供支撑。

得益于科研带来的成效，丰乐的种子也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丰乐种
业的水稻品种米质优，抗病性好，产量高，深受东南亚农民喜爱，市场覆盖巴基
斯坦、孟加拉、越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丰乐国际贸易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两
年，丰乐种业充分发挥科研、生产、销售间的联动作用，通过在当地看展试验示
范、新品种推广等多种方式，促进海外业务的发展。

据了解，丰乐西甜瓜种子、蔬菜种子和绿肥种子已经在亚洲市场具有一定
的竞争力，并且还拓展到非洲、美洲等地。而丰乐农化、丰乐香料还与国际著
名跨国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据统计，2016年，丰乐种业先后向“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出口各类良种、农化、农副产品三千多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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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少虎

供给侧改革归根结底就是要解
决市场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种
子企业应当在育种导向上做出改
变。过去，种子科研往往是为了科研
而科研，科研立项的目标过于指标
化，新品种虽然数据上很漂亮，但不
一定能得到市场的认可，最后只能

“深居闺房”。
要想做到以市场为导向，首先就

是要摸清市场需求。以水稻为例，不
同地区的需求是不同的，比如湖南和
江西一带需要早熟的早晚稻，同时抗
性要好，适宜机械化，而江苏等地对
于熟期和产量的要求就不是那么苛
刻，但是在米质上一定要优。摸清市
场需求，一方面是要看农民想种什
么，另一方面更要关注企业愿意收什
么样的米。近几年，天涯种业除了与
种植大户开展合作，也与很多粮商和
米厂保持着密切联系，确保及时掌握

市场信息。
育种能否最终符合市场需要，最

关键的还是要看企业的科研实力。
科研实力的提升需要靠育种材料的
聚集和科研人才的培养来实现。过
去，很多企业靠单品打天下，前期虽
然能获得一定效益，一旦出现市场波
动或者灾害性天气，往往会一落千
丈。面对“种业寒冬”，如果企业的科
研实力不够强，那势必会走下坡路。
种企想要在市场立于常青地位，就必
须不断根据市场选育培育适销对路
的新产品。

目前，天涯种业在江西拥有400
亩的实验基地，在南繁的基地规模也
稳定在300亩。近几年，通过育种材
料的聚集和改造升级，一批苗头性品
种进入到了国家和省级的区域试验
当中。今年，天涯种业生产的水稻种
子在 800 万公斤左右，预计到 2018
年，公司的水稻种子销售量将突破
1000万公斤。

天涯种业——

稻种销量力争破千万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