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促进大
豆产业加快发
展，近年来，山
西持续加大大
豆良种攻关科
研力度。图为
大豆良种联合
攻关项目专家
在田间考察育
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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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
源头。端稳中国饭碗，必须做到实现种业科技自立
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种子虽小，却是具有战略意义
的“国之大者”。

2022年1月，山西省吹响全省种业振兴集结号，着
力推动了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种业创新攻关、种业基
地提升、种业企业扶优、种业市场净化“五大行动”。

山西地处黄河流域中部，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
山，南北横跨6个纬度，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
是中华农耕文明发祥地之一，是粟文化起源中心，素有

“小杂粮王国”之美誉。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悠久的
农耕历史孕育了丰富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到 2022年，山西省第三次农作物普查征集种质
资源数量补充增加 4706份，目前全省共保存农作物
种质资源7.5万余份，其中杂粮种质资源4万余份，位
列全国首位。

如何实现农业种质资源大省向特色种业强省转
变，为攥紧中国种子彰显山西担当？

2022年，山西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启动了大范
围的良种联合攻关项目，围绕玉米、小麦、大豆、谷
子、酿造高粱、马铃薯 6种农作物和牛、羊、猪等 3种
家畜，聚焦种业“卡脖子”关键技术，联合省内外具有
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科研院校、种业企业，开展了良
种联合攻关。

“目的是突破一批制约种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培
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突破性优良品种，做强一
批优势种业企业，通过这‘三个一批’来提高种业自
主可控水平，加快推进山西种业高质量发展。”山西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赵文志说。

产业出题 专家攻关
一次构建联合攻关新模式新机制的山西探索

玉米是山西省第一大粮食作物。据2020年数据
显示，山西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粮食作物的
55.7%和 68.8%，在山西粮食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

“玉米品种审定较多，更新换代较快，针对山西
生产上存在的‘卡脖子’问题，我们将攻关目标确定
为提高品种的抗旱性，提高品种的茎腐病和穗腐病
的抗性，加速高蛋白玉米的品种选育。”山西农大山
西有机旱作农业研究院副院长，玉米品种联合攻关
项目首席专家任志强说。

围绕这一目标，玉米品种联合攻关项目体系创
新了攻关机制，实现了共建共享和合作共赢。

项目开展了“1332”重点攻关，一是建全1套协同
创新、利益共享的联合攻关机制；二是优化 3个关键
育种技术创新体系，即具有山西特色的常规育种技
术体系及标准化、流程化的单倍体育种体系和高蛋
白种质创新体系，来缩短育种年限、提高育种效率；
三是构建 3个技术服务体系，即分子育种体系、抗病
鉴定体系、抗旱鉴定体系，提升育种创新能力和水
平；四是搭建 2个品种服务平台，即多生态区杂交组
合鉴定平台和品种展示转化平台，培育耐旱抗病宜
机收玉米新品种。

该项目体系要求，科研团队必须积极参与联合
育种方案的制定和执行，做到公平公正，企业每年育
种经费投入须在 50万元以上。目前形成了 19家单
位协作融合、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格局，用政府190
万元的联合攻关支持资金撬动了1000万元以上的企
业科研投入。

制定了《种质资源共享试行办法》，明确了共享
种质资源的前提必须是申请了新品种保护权，且已
组配出品种的优秀自交系；制定了谁提供的种质资
源贡献大、谁的知识产权占比大的原则；通过共享平
台选育并转化的品种，根据互惠互信的利益分配原
则，其收益按贡献大小进行合理分配。

齐心协力、融合发展的干事创业机制为玉米品
种联合攻关建立了绿色通道。玉米良种联合攻关项
目组按照《山西省良种联合攻关实施方案》要求，最
终与省内外多个科研团队和多家企业（基地）签订相
关协议，联合攻关玉米创新制种。

99月月 2929、、3030日日，，潞玉种业作为品种展示及成果转潞玉种业作为品种展示及成果转
化平台建设的负责单位化平台建设的负责单位，，组织专家和联合单位对东组织专家和联合单位对东
阳阳、、原平原平、、文水文水33个基地个基地3232个展示品种进行了田间评个展示品种进行了田间评
价和现场测产价和现场测产，，榆次超过吨粮的品种有榆次超过吨粮的品种有55个个，，原平有原平有22
个个，，综合综合 33个展示点的评价和测产结果个展示点的评价和测产结果，，专家们最终专家们最终
优选出优选出33个品种进行重点推广个品种进行重点推广。。同时同时，，展示中表现好展示中表现好
的品种的品种，，55个品种现场就促成育种单位和企业洽谈转个品种现场就促成育种单位和企业洽谈转
让协议让协议。。

玉米品种联合攻关的做法玉米品种联合攻关的做法，，只是山西省科企联只是山西省科企联
合攻关方式的一个缩影合攻关方式的一个缩影。。山西省农业农村部门在联山西省农业农村部门在联

合攻关项目之处合攻关项目之处，，就创新了攻关方式就创新了攻关方式，，确立了由确立了由““山山
西农业大学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省农科院））牵头牵头++科研院所科研院所++种业企业种业企业++
育种基地育种基地””共同实施的办法共同实施的办法，，探索了构建联合攻关的探索了构建联合攻关的
新模式和协同的新机制新模式和协同的新机制。。

办法确定，9个良种联合攻关项目由山西省农业
农村厅、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组成的工作推进
小组和项目组实行双小组领导制。推进小组主要负
责攻关期间部署协调育种联合攻关工作等事项，项
目组采取首席育种专家负责制，由相关专家和企业
负责人联合组成。

“小杂粮王国”山西，谷子位居杂粮之首，全省谷
子种植面积在300余万亩，是全国三大谷子主产省份
之一。

“我们采取谷子种业和小米加工龙头企业出题，
常规育种团队与分子育种团队协作攻关答题的模
式，联合打造了‘政产学研’谷子种业创新基地。”山
西农大谷子所所长、谷子联合攻关项目首席专家郭
二虎说。

据介绍，目前山西五大谷子龙头企业对谷子品
种的需求上，凸显在三个方面，即品种的优质、矮秆
和抗除草剂、抗病性需求，该项目体系依托山西农业
大学，联合本校谷子所、经作所、农学院、高寒所、基
因资源中心等 11 个谷子育种骨干研究团队联合攻
关，从资源研究创新、生物技术研究应用、常规品种
选育、杂种优势利用等全方位开展了联合攻关，正在
为培育谷子突破性品种，促进谷子种业和产业高质
量发展上快马加鞭。

处于农牧交错带的晋北雁门关地区肉羊产业发
展迅速，山西“北肉”平台建设以来，肉羊产业较过去
有了大大进步，但是放在全国的天平上，还是显得规
模较小，生产水平较低。

“羊产业发展的瓶颈主要是产羔率低、生长速度
慢，核心是肉羊良种供应不足，繁育体系不健全，缺
乏自主知识产权的专门化肉羊品种。”山西农大动科
学院教授、羊良种联合攻关项目首席专家刘文忠说。

引来的不一定是最好的种，也不一定适应当地
的气候条件，利用现有资源，培育适应性强、商品性
优的新品种必将成为羊产业发展的“芯片”。由此，
培育出一只适合雁门关地区的种羊，让晋北人养好
羊“发羊财”成为山西根源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根
源等养殖企业家的一个梦。

围绕这个梦，一项以湖羊为母本，杜泊羊为父
本，兼顾本地血缘，采用杂交育种结合闭锁核心群育
种的方式，培育出生长发育快、产羔多、产肉量高、肉
质品质好、适应性强的肉用绵羊新品种“雁云白羊”
的选育工作拉开帷幕。

2022年，良种联合攻关项目的启动，为“雁云白羊”
新品种培育工作迎来了新曙光，并很快踏上新征程。

目前目前，，99个良种联合攻关项目体系都根据总体目个良种联合攻关项目体系都根据总体目
标标，，在充分汇聚省内优势育种科研力量的同时在充分汇聚省内优势育种科研力量的同时，，联合联合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深圳基因组研究所等省中国农科院深圳基因组研究所等省
内外科研院所和内外科研院所和 5050家骨干种业企业家骨干种业企业，，组建产学研结组建产学研结
合的良种联合攻关团队合的良种联合攻关团队，，设计了攻关路线设计了攻关路线，，细化了研细化了研
究方案究方案，，落实了攻关任务落实了攻关任务，，撬动了撬动了24602460万元企业资金万元企业资金
投入投入，，探索了一条合作共赢探索了一条合作共赢、、可复制推广的良种联合可复制推广的良种联合
攻关新模式攻关新模式。。

资源“活”化 品种“芯”化
一幅新时代新征程种业赶考的山西新画卷

猪粮安天下，生猪产业既关系国计民生，又是保
障食品安全的基础性产业。目前我国的种猪国产化
水平较低，支撑产业发展的核心种质长期依赖进口，
以至于形成目前“引种-退化-再引种”的产业困局。
由于种猪遗传改良滞后，种质缺乏有效提升，国内母
猪平均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只有 16头，远低于国外
发达国家的 25头，商品猪的肥育性能也明显低于国
外先进水平，生猪产业显得力不从“芯”。

经过 20年的不懈努力，山西省科研工作者创新
华系猪育种模式，提出以地方品种基因改造国外品
种的育种新思路，采用双轨式、两步法育种策略将长
白、大白这两个主导性外国猪种的优良基因与我国
马身猪、梅山猪的优特基因集于一身，自主培育出了
晋汾白猪这一国家级新品种。

育种团队在选育品种时，筛选出了调控肌肉发
育与脂肪代谢的关键基因，使得该品种既保留了生
长快、瘦肉多的外种猪特征，又兼容了产仔多、抗病
强、肉质好、易饲养的华系猪特点，较好地解决了垄
断中国市场的欧美猪种存在的“肉质差、抗病弱、养
殖条件高”等问题。2014年，晋汾白猪通过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2015、2016年两度入选国家主
导品种，是山西省唯一通过国审的猪新品种，也是目
前我国代表性的“华系”猪种之一。

其中马身猪，是山西省唯一的地方良种猪资源，
是山西省一直列入保种的遗传基因财富，它具有产
仔多,护仔性强，在高寒低营养水平下仍能维持正常
繁殖。

“在多年的推广应用中，晋汾白猪多系祖建系所
具有的丰富遗传变异得到充分释放，表现出巨大的
选择潜力和种质提升预期，也预示着通过品系选育
和合理配套，是进一步提高晋汾白猪种质利用率的
重要途径。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展汾白猪本品种
选育和优质风味系、高效快长系的选育，开展杂交配
套研究，筛选出杂种优势强的杂交组合2个。”山西农
业大学副校长、猪品种联合攻关项目首席专家李步
高教授说。

“太行云牛”的培育历史可追溯到 20世纪 70年
代初，从 1973年引进西门塔尔牛改良山西和顺本地
黄牛开始，到 90年代末已有改良牛 15万头，占当时
全省改良牛总数的51%，并逐渐形成了适应太行山区
气候的中国西门塔尔牛太行类群，当时的改良重点
是以乳肉兼用为目标，并且从 1987年开始引进红色
荷斯坦公牛提高杂交后代的产奶量。

以原山西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养牛组为代以原山西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养牛组为代
表的科技人员从黄牛改良开始表的科技人员从黄牛改良开始，，到西门塔尔牛太行到西门塔尔牛太行
类群形成类群形成，，再到再到““太行云牛太行云牛””品种的培育过程品种的培育过程，，4040 年年
来来，，围绕杂交育种围绕杂交育种、、品种改良品种改良、、性能测定性能测定、、先进繁育技先进繁育技
术研发应用术研发应用、、营养调控及配套技术开发等进行了大营养调控及配套技术开发等进行了大
量科研工作量科研工作，，攻克多个技术难点攻克多个技术难点，，取得多项省部级奖取得多项省部级奖
励和科研成果励和科研成果。。

目前目前，，在中国西门塔尔牛太行类群形成的基础上在中国西门塔尔牛太行类群形成的基础上，，

““太行云牛太行云牛””已完成了四个世代的继代繁育和选择已完成了四个世代的继代繁育和选择，，形形
成了血统清晰成了血统清晰、、生产性能优良生产性能优良、、体型外貌遗传稳定的肉体型外貌遗传稳定的肉
牛新品种雏形牛新品种雏形，，具有抗病力强具有抗病力强、、耐严寒耐严寒、、饲料转化率高饲料转化率高、、
屠宰率高屠宰率高、、肉质细嫩鲜美等特点肉质细嫩鲜美等特点，，不仅是生产中高端牛不仅是生产中高端牛
肉的理想品种肉的理想品种，，也成为山西省发展现代畜牧业也成为山西省发展现代畜牧业，，实现规实现规
模化生产最具优势和竞争力的品种模化生产最具优势和竞争力的品种。。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及时启动联合攻关项目，为
‘太行云牛’新品种审定和规范化、产业化发展铺平
道路。项目组将进一步结合传统育种方法与现代分
子育种技术，采用商业化芯片对‘太行云牛’全基因
组的标记进行检测和筛选。”牛良种联合攻关项目首
席专家张元庆说。

大豆新品种的选育是山西省科研工作者活化本
地种质资源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2022年，大豆良种联合攻关体系征集了黄淮海地
区大豆新品系154份材料进行抗大豆花叶病毒病田间
鉴定，利用大豆田间自然发病，在3个不同时期，依据
大豆品种对大豆花叶病毒病发病症状，进行了田间调
查和鉴定。同时，征集了黄淮海地区大豆新品系163
份材料，利用集水槽法进行大豆新品系抗旱性鉴定。

在此基础上，7个育种单位在试验田设立抗逆、
早熟、中晚熟、牧草绿肥、转基因、有色大豆、鲜食大
豆新品种选育等 7个育种方向，共种植 240余亩。常
规育种配制杂交组合663个，牧草绿肥育种配制杂交
组合9个，转基因育种配制杂交组合38个。

特别是在牧草绿肥大豆，既有固氮节约肥料的
优点，又有生长旺盛、鲜草产量高、营养成分尤其是
蛋白含量与苜蓿相当的特点。由于其是半野生型大
豆，人工杂交成功率较低，较栽培大豆来说，牧草品
种选育困难更大。

但是该体系勇于担当，陆续征集野生大豆资源
280 余份，经田间鉴定，评价出高生物产量资源 138
份，高度缠绕型资源 74份，3级以上抗旱资源 39份，
短生育期资源44份。

经过多年选育，形成了 12个牧草绿肥品系，2个
通过山西省审定品种，2份正在参与山西省牧草绿肥
大豆区域试验，1份正参与山西省牧草绿肥专用大豆
多点试验，这些牧草绿肥大豆新品种都取材于山西
本地的大豆野生资源，该品系的选育成功，有效打破
了我国北方牧草生产压力、提高土壤质量、饲料粮挤
占口粮的瓶颈。

良种加良法 专家种庄稼
一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上的山西新作为

高粱是我国传统酿造业的主要原料，山西省是
酿造高粱的主要产区和重要育种研究中心。

山西农大高粱研究所在太行和吕梁两个片区山西农大高粱研究所在太行和吕梁两个片区，，
充分发挥联合攻关的产学研合作的优势充分发挥联合攻关的产学研合作的优势，，联合神农联合神农
原粮科技原粮科技（（山西山西））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沁县晋汾高粱开发有限沁县晋汾高粱开发有限
公司等单位公司等单位，，以长治市沁县为中心以长治市沁县为中心，，向武乡向武乡、、榆社榆社、、左左
权权、、和顺推广汾酒高粱种植和顺推广汾酒高粱种植，，初步形成了太行山汾酒初步形成了太行山汾酒
高粱产业带高粱产业带，，发展高粱种植面积超过发展高粱种植面积超过1010万亩万亩，，农民种农民种
植高粱比传统种植玉米每亩增收超过了植高粱比传统种植玉米每亩增收超过了200200元元；；以临以临
汾市永和县为核心汾市永和县为核心，，推广种植酱香型推广种植酱香型、、浓香型名酒专浓香型名酒专

用高粱品种用高粱品种““晋糯晋糯33号号””及其配套栽培技术及其配套栽培技术，，得到永和得到永和
县农民的欢迎和政府的肯定县农民的欢迎和政府的肯定，，20222022年种植面积达到年种植面积达到
1212万亩万亩。。据临汾市农业农村局的调研结果据临汾市农业农村局的调研结果，，农民种农民种
植高粱比种植玉米每亩比较效益高植高粱比种植玉米每亩比较效益高500500元元。。

“联合攻关以来，我们从数百种的高粱种质资源
里筛选出耐盐、抗旱、叶片上冲的优异种质，创新高
粱杂种优势利用途径，围绕高产、优质、抗病虫、抗
逆、适宜机械化生产的酿造高粱新品种目标，进行了
选育攻关。同时根据高粱主产区不同的生态条件和
立地条件，研究组装高粱全程机械化栽培、抗逆栽
培、水肥高效利用、病虫草害绿色防控等技术，实现
高粱良种良法配套，以产业带建设为攻关论文，构建
了我省不同生态区高粱高产、高效、优质栽培技术体
系，将产业落实在了太行吕梁的大地上。”山西省杂
粮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
体系岗位专家、酿造高粱良种联合攻关项目首席专
家柳青山研究员说。

马铃薯在山西的栽培历史已有400多年，是山西
重要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也是我国北方马铃薯的主
要产区和优质种薯基地之一，生产的马铃薯在国内
享有盛誉。2000 年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一度达到
482万亩，近年来，年播种面积稳定在 250万亩左右，
年产鲜薯 280万吨左右。平均单产水平由“十一五”
末的 415.8kg/667㎡提高到 2020年的 1115kg/667㎡，
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提到“晋薯 16号”，山西种植马铃薯的人都不陌
生，对它的优点可以说如数家珍。走在晋北、晋西北的
土地上，进入眼帘的马铃薯地块种植的大多数是“晋薯
16号”，在旱坡地，“晋薯16号”更是有一统天下之势。
每年春天，在其他脱毒原原种、原种积压滞销时，“晋薯
16号”却往往脱销。提到为什么喜欢这个品种，农民
会说“产量高啊”“抗旱啊”“抗病啊”“好吃啊”，当然它
还有别的优点，比如个头大、淀粉含量高、商品率高等。

到 2021年，“晋薯 16号”播种面积达到 160万亩
以上，占到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的 60%以上，成为山
西省马铃薯种植区当之无愧的第一大主栽品种。近
年来“晋薯 16号”还推广到内蒙古、甘肃、陕西北部、
河北及东北等一季作区种植，在内蒙古等地，还成为
淀粉加工厂的原料推荐品种。

“晋薯16号”还有B面，芽眼深、薯型差及商品性
差制约了其在国内市场的销售，至今只适宜在山西
大面积种植，难以走向国内市场。同时山西省所育
品种加工比例低，产品种类少，影响了该省马铃薯的
消费空间，也造成马铃薯加工业发展相对滞后、新产
品研发少和加工增值能力弱，最终限制了山西省马
铃薯产业水平的提升。

基于此，马铃薯良种联合攻关项目体系以“晋薯
16号”性状改良等为主要内容，构建了山西马铃薯种
业育种攻关联合体，来提高山西马铃薯种业发展的
产业化水平，进一步增强山西马铃薯自主创新能力
和综合竞争力，打造山西种业品牌。

“比如，将‘晋薯 16号’实现芽眼浅、薯型好的品
种，再比如利用‘晋薯16号’的高产、稳产、抗旱、耐瘠
薄、抗晚疫病、品质好等优良性状，作为优良的亲本
材料，采用常规育种、轮回选择等技术手段，通过抗
逆、高产等优异性状的聚合，培育优质专用型马铃薯
新品种等。”山西省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马铃薯良种联合攻关项目首席专家白小东说。

小麦是山西省第二大粮食作物，其总产和消费
量皆居粮食作物之首，年总产量25亿公斤左右，人均
约 83公斤，是人均年需要粮食 400公斤的重要组成
部分。

小麦良种联合攻关项目体系以主产区小麦种业
龙头企业山西新翔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山西瑞恒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鑫丰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为依托，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在翼城县
南唐乡西下坪村、南丁村建立“品育 8012”高产示范
基地800亩，良种繁育基地5000亩；在新绛县三泉镇、
泽掌镇等乡镇建立“尧麦30”高产示范基地100亩，标
准化种子繁育基地2000亩；在山西中部祁县、定襄建
立“晋太1508”高产示范基地200亩，标准化种子繁育
基地1200亩。

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和高产、优质示范基地的做
法，大大提高了小麦良种覆盖率及优质品种专用
率。选育的新品种、集成的新技术在山西省小麦主
产区得到了大面积示范推广，育成品种累计推广面
积达到50万亩。

“2022年项目组审定小麦品种12个，其中通过国
家审定 1个，通过山西省审定 11个。”山西农大小麦
所所长、小麦良种联合攻关项目首席专家姬虎太说。

““稳优势提地位稳优势提地位，，无论是正在打造的无论是正在打造的5050万头晋汾万头晋汾
白猪全产业链白猪全产业链、、还是初具规模的太行吕梁高粱产业还是初具规模的太行吕梁高粱产业
带等带等，，山西种业一直在探索以良种联合攻关为依托山西种业一直在探索以良种联合攻关为依托
的的‘‘种业支撑产业种业支撑产业’’的发展模式的发展模式。”。”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山西省农业农村厅
种业处处长阴埝埝说种业处处长阴埝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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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开展良种联合攻关纪实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供图山西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