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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保障粮
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种业发展工作，先后
出台了省种业振兴实施方案和现代种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有力推动了种业科技和
品种创新，促进了种业企业健康发展。

育种创新基础良好，品种选育步伐加快。浙江
省农业种质资源丰富，拥有一批古老、珍稀的种质
资源，如江山仙霞稻、龙游高脚油菜、乌皮青仁大
豆、金华猪、湖羊、岱衢族大黄鱼等。通过农业种质

资源普查收集，全省保存农作物、畜禽和水产种质
资源分别达 14 余万份、103 个和 146 种，为新品种选
育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设立农业新品种选育重
大科技专项，建立健全联合育种攻关机制，种业科
技创新取得较大进展。“十三五”期间，育成新品种
388 个，比“十二五”增加 45%。目前，主要农作物、
特色畜禽和水产育种水平总体处于全国前列，常规
早籼稻、籼粳杂交稻、长毛兔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
先水平，油菜、鲜食大豆、西蓝花、中药材、食用菌、
蛋鸭、蜜蜂、罗氏沼虾、滩涂贝类和中华鳖等育种处

于国内先进水平。
示范推广体系健全，良种应用普及率高。建立

省市县三级新品种展示示范体系，推广部门、科研院
校和种业企业共同参与，形成以嵊州水稻、萧山瓜
菜、东阳玉米等省级核心展示区为主、100 余个区域
特色品种展示基地为辅的展示示范网络，全省主要
农作物和重要畜禽良种覆盖率达96%，水产优质种苗
覆盖率达 85%。目前，水稻、油菜、大豆、茶树、中药
材、水禽、蜜蜂、长毛兔、淡水鱼、罗氏沼虾等产业，基
本以省内自主选育的品种为主。

种业企业发展壮大，供种保障充分有力。现有
种业企业1180家，其中农作物105家、畜禽173家、水
产 902 家，企业销售达 50 亿元。宁波种业有限公司
和宁波微萌种业有限公司分别居全国杂交水稻第 7
位和瓜菜第4位，2022年勿忘农种业和宁波薇萌种业
入选国家农作物种业阵型企业，一些虾和鳖类苗种
企业在全国名列前茅，浙江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等以畜禽种业为基础
的企业列入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政策支撑体系健全，种业发展环境良好。先后

制订出台《浙江省实施<种子法>办法》以及《浙江
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开放共享办法》《浙江省水稻玉
米品种审定标准》等配套管理办法。组织开展种业
知识产权专项检查行动，强化种子市场日常监管、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种子质量监督抽检，形成规范
有序、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大力实施现代种业提
升工程，加大种业投入力度，加强种质资源保护、良
种选育推广、南繁科研育种等环节支持，率先开展
订单良种奖励和杂交水稻制种保险，为种业发展创
造了良好的环境。

阔步前行的浙江种业

由来与选育

立足我国种业发展势态，甬优系列杂交
水稻育种创新团队从水稻性状及育种方法
研究入手，建立了水稻有利性状的检测与集
聚技术体系，致力于强优杂交稻组合的选
育，并将育种方向定位在三系法杂交粳稻、
杂交糯稻、籼粳杂交水稻三大系列上。2005
年，率先破解了水稻籼粳远缘杂交这一世界
性难题,育成了我国第一个籼粳杂交超级稻
甬优6号，并于2010年获得了浙江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目前，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粳
型水稻不育系 32 个，有 88 个杂交水稻新组
合（其中杂交糯稻 2 个，杂交粳稻 9 个，籼粳

杂交稻 77 个）。通过 201 项次审定和备案，
其中国审品种 16 个；有 18 个品种（亲本）获
植物新品种权证书；甬优6号、甬优12、甬优
15、甬 优 538、甬 优 2640、甬 优 1540、甬 优
7850 等 7 个组合先后被农村部认定为籼粳
杂交超级稻品种；甬优 6 号、甬优 8 号、优 9
号、甬优12、甬优15、甬优17、甬优538、甬优
1540、甬优7850先后多年被列入浙江省水稻
主推品种。育成的甬优系列籼粳杂交水稻
综合经济性状水平显著优于其他类型水稻
品种。育成的籼粳杂交系列化组合，破解了
水稻籼粳亚种间杂种优势直接有效利用的
世界性难道，在我国率先将水稻籼粳亚种间
杂种优势直接利用从设想转变为现实；率先
将水稻籼粳亚种间杂种优势直接利用从偶
然现象转变为必然现象；率先多年在大面积
生产应用中验证了水稻籼粳亚种间杂种优
势直接利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推广与应用

在拥有完整的育种科研体系和完备的
生产体系、经营推广和技术服务体系的基础
上，甬优系列杂交水稻经营范围涵盖浙、沪、
苏、鄂、皖、赣、闽、湘、桂、粤、鲁、豫、川、贵、

渝、滇、陕等十七个长江中下游、长江上游和
华南地区主要水稻种植省市。2000年以来，
累计推广面积 6000 余万亩，增产稻谷 45 亿
公斤以上，增社会经济效益 130亿余元。“十
三五”期间，全国年推广面积由 2016 年的
460.2万亩增加到 2021年的 609万亩，其中，
浙江省年推广面积稳定在 300万亩以上，占
浙江省杂交水稻的 60%左右。目前，甬优系
列杂交水稻已被广大目标市场种业同行熟
知，已被广大的农技推广者、经营者和种子
消费者认识认同，公司的服务能力和诚信度
已被市场各方认可。

辐射与高产

随着配套栽培技术的不断完善，甬优系
列杂交水稻在多省创造了单季、连晚、早晚
两季和再生稻等多种形式的高产纪录。先
后创造了浙江、安徽、江苏、湖南单季稻高产
纪录，亩产均突破 1000 公斤，最高亩产超
1100 公斤。2021 年，甬优 1540 在黔西南以
1123.87 公斤创贵州水稻高产纪录，在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以619.2公斤创造机收再生稻
再生季全国纪录，在常山以 525.0 公斤创浙
江省再生稻再生季高产纪录；甬优 1538 在

东乡以 899.82 公斤创江西省连作晚稻高产
纪录；早熟中稻甬优 4949 在泸州以 442.9 公
斤和1103.6公斤创四川省再生季和“中稻加
再生稻”高产纪录，在汩罗以 1229.6 公斤创
造湖南省再生稻周年高产纪录，在孝南以
595.75公斤和 1345.75公斤创湖北省再生稻
再生季和周年高产纪录。

优选与优质

为满足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需求，不断加
大高产优质水稻品种的选育。目前已育成
米质达到国标二级和部颁二等米以上标准
品种 38 个，其中甬优 9 号、甬优 7753、甬优
4919、甬优 1202、甬优 55、甬优 79 达到一等
标准。籼粳杂交水稻优质品种集聚了籼米
的清香蓬松和粳米的柔韧甘滑，具有广泛的
适口性，深受籼米区和粳米区不同消费人群
的喜爱和欢迎。自 2016年浙江省农博会开
展浙江“好稻米”评比活动以来，以甬优品种
为原粮的品牌大米共获金奖产品 16 个。
2020 年，甬优 538、甬优 7850 被评为全国十
大优质粳型超级稻品种。2021年，甬优7860
不仅创造了浙江省单季晚稻最高亩产，同时
被评为浙江“好稻米”十大金奖第一名。

甬优系列杂交稻：让浙江“好稻米”香飘全国

青 花 菜（Brassica oleracea L.var.italica
Planch），原产于地中海沿岸，是十字花科芸
薹属甘蓝种的一个变种，俗称西蓝花。其食
用部分是带有花蕾群的肥嫩花茎，营养丰

富，色香味俱佳，且富还含抗癌效果最好的
植物活性物质硫苷Glucoraphanin（4-甲基亚
磺酰丁基硫苷），因此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
爱。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青花菜在我国
沿海地区及大城市开始较大规模的引种试
种，至上世纪 90 年代末已发展成为我国一
种新兴的优质特色创汇蔬菜，年种植面积达
到 130万亩，其中浙江省常年种植面积约 20
万亩。

长期以来，我国的青花菜生产用种绝大
多数依赖于日本、荷兰等国进口，国外公司
垄断种子供给，操纵种子价格，极不利于我
国青花菜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解决
我国青花菜种子短缺且严重依赖进口的局

面，以花球商品性佳、高产、株形直立或半直
立、抗病性强及适应性广为育种目标，通过
育种方法和技术的集成创新，台州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和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选育出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适合国内主产区种植的台绿系列青花
菜新品种，解决青花菜种子生产中的“卡脖
子”瓶颈问题，降低和稳定青花菜种子价格，
提高了种植户的经济效益。

选育出的台绿 1 号、台绿 2 号、台绿 3
号、台绿 5 号、台绿 6 号和台绿 328 等 6 个青
花菜新品种，新品种花球商品性好、产量高，
可替代进口品种。研究提出的控制植株长
势、授粉的花枝数、病虫害和补充微量元素

的“青花菜三控一补高产制种技术”，显著提
高了青花菜种子产量。

台绿系列青花菜新品种是目前国内自
主选育的推广面积最大的青花菜新品种。
在浙江、河北、云南、江苏、湖北等青花菜主
产区累计推广57.2万亩（其中浙江省推广了
31.3 万亩），新增经济效益 31811.5 万元，总
经济效益 133327.4 万元。获得授权发明专
利 3 项，5 个品种通过审定或认定，1 个品种
获得植物新品种权。台绿系列青花菜新品
种的选育和推广应用促进了青花菜品种的
国产化率从 5%提升到 20%。在品种国产化
提升的 15%比例当中，台绿系列的贡献率达
50%以上。

台绿系列西蓝花：自主选育促进推广应用国产化

浙江嘉兴市农科院现有水稻育种研发人
员17人，建有嘉兴市农作物育种重点实验室、
浙江省水稻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部嘉
兴水稻综合试验站、国家农作物品种区域试
验站、国家水稻原良种繁育基地等育种平台。

标志性成果

育成了以秀水系列为代表的水稻新

品种 65 个，其中国家审定 20 个。具有代
表性的品种如嘉优中科 1 号、嘉 67、秀水
14、秀水 121、嘉丰优 2 号、嘉禾香 1 号、浙
禾香 2 号等。育成的水稻品种前后十多个
被列入国家、浙江省和周边省市主导品
种，并辐射到长江中游稻区、黄淮稻区。
育成品种年推广面积 900-1000 万亩左右，
在全省常规晚粳稻播种面积中选育品种
占了全省面积的 50%-60%，占全市面积
90%左右。

2016 年，以第一完成人领衔完成的“晚
粳稻核心种质测 21的创制与新品种定向培
育应用”获 201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嘉兴市在农业与生物
技术领域所获得的科技进步最高奖。

2021 年，以第二完成单位，与中国水稻
研究所合作完成的成果“超高产专用早籼稻
品种中嘉早17等的选育与应用”，获2020年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而“嘉优中科 6号”和“中禾优 1号”2个

品种是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与嘉兴市农科院
合作近十年育成的新品种。

新品种选育

在高产育种方面。嘉优中科 1 号在江
苏 省 沭 阳 县 创 造 了 百 亩 方 平 均 亩 产 达
1089.7 公斤的新纪录；嘉丰优 2 号在江西
省共青城市创造了千亩示范片平均亩产
达 1022.2 公斤新纪录；“嘉 67”在海宁海昌
街 道 双 喜 村 嘉 67 百 亩 方 平 均 亩 产
827.1kg，最高田亩产 871.5kg，均打破了全
省 750kg 和 780kg 的原纪录，创造了省常规
晚粳稻单产新纪录。早稻新品种“嘉早丰
18”在江西省南昌市示范方平均亩产达
664.57 公斤，创江西省 13 年来早稻单产新
纪录。

在优质选育方面，2018年嘉兴市农科院
选育的嘉丰优 2 号荣获首届全国优质稻品
种食味品质鉴评（籼稻）金奖，2020年嘉禾香
1号荣获第三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
评（粳稻）金奖，都是全省获全国籼稻金奖品
种和粳稻金奖的第一个品种。

绿色超级稻

与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合作选育
的秀优 5013、秀优 7113、秀优 4913 三个组
被国家 863 计划“绿色超级稻新品种选育”
重大项目组认定为绿色超级稻品种，在认
定的 50 个品种（组合）中名列 1、3、4 位。
通过结合氮高效基因在氮肥减施 30%（及
以上）条件下仍可取得高产，实现水稻生
产高效优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目标，
对推动我国绿色品种体系建设发挥了重
要作用。

嘉兴市农科院：不遗余力培育水稻新品种

浙江省淡水水产所遵循“坚持发展高效
生态农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研成
果转化，为广大水产养殖户提供全套技术服
务”，围绕“出成果、送技术、富百姓”，坚持科
技引领、问题导向、创新驱动，打造罗氏沼
虾、红螯螯虾等拳头产品，探索浙江“共同富

渔”之路。
培育国家水产新品种 2 个。全面完成

浙江省罗氏沼虾等 5 个主导养殖品种种质
资源普查，厘清全省种质资源 240 份；收集
保存种质资源 20 份，构建活体种质库 1 个。
构建罗氏沼虾家系 203 个、红螯螯虾家系
112个，创新开展虾类全基因组测序、分子设
计育种和单性育种，育成国内仅有的 2个罗
氏沼虾水产新品种——南太湖 2 号和南太
湖 3 号，打破泰国正大、以色列帝朗等集团
公司技术垄断，且种虾销售价格不足国外种
虾价格的 10%。其中，罗氏沼虾南太湖 2 号
的生长速度和养殖产量显著高于国外引进
种，而罗氏沼虾南太湖3号较南太湖2号，生
长速度又提高了 21.16%，饲料系数减小
9.64%，成活率提高 5.14%，现已开始对外供

种。良种虾苗生长快、规格大、上市早，养殖
亩效益可达 1 万元以上，广受养殖户的青
睐，存在“一苗难求”的窘境。

推进育繁推一体化建设。富民强基作
为全国水产种业矩阵技术支撑专业化平台
单位，我所按照“育成一个品种、打造一个
品牌、培植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百姓”的思
路，加大罗氏沼虾良种扩繁生产及配套技
术推广，今年共生产种虾 45000 斤、种苗
1000 万尾，已向全国 21 个省份提供苗种和
技术，良种覆盖率由 50%提高至 60%，推动
形成年产值超 60 亿元的罗氏沼虾良种产
业。聚焦罗氏沼虾种、产、加等全产业链需
求，开发“共富班车”驾驶舱，构建罗氏沼虾
知识图谱和生长模型，实现在线自主学习
和自主研判是否患有“铁虾综合症”，全力

助推虾农增收致富。
应用推广良法良机。在“非粮化”整治

的背景下，示范推广稻虾综合种养、种草养
虾、虾蟹混养等高效生态养殖模式，实现亩
产水稻 1000 斤以上、水产品 200 斤以上，较
单种水稻亩均增收 2000 元以上，为保护农
民种粮积极性提供新路径。应用智能虾料
投饵机、无人机高光谱水质检测系统、苗种
自动计数系统等助推机械赋能，降低养殖人
力成本 50%以上，提高综合种养效益 15%以
上，提高单位水体养殖产量至 40公斤左右，
亩均效益增加 1500 元以上，辐射带动渔民
增收1000万元以上。

培育罗氏沼虾、红螯螯虾，探索浙江“共同富渔”之路

甬优系列杂交水稻。

台绿系列西蓝花。

秀水系列水稻 134。

红螯螯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