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场你追我赶的育种科研比赛中，

要想领先胜出，没有什么秘密武器,

唯一的办法就是竭尽全力，

尽量做更多的测交组合试验。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振中

1972年，为了将从海南带回来的 48 粒种子变温
发芽，他将种子放进自己贴身的内衣口袋里，希望能
用体温助力稻种发芽。

正是这“心窝上发芽”的 48 粒种子，让颜龙安成
为我国首批“野败”不育系育种领军人物。

20年之后，1992年7月13日上午，颜龙安在办公
室上班时病倒在木椅上。因长期在海南南繁基地育种
劳累过度患上了脑膜瘤，他被送到北京医院做手术。
手术前，颜龙安用微弱的声音向医生提出：“我请求保
护我的大脑，我才54岁，希望手术后还能搞科研。”

“水稻，就是我的孩子。因为水稻育种就是我一
生的追求。待在家里太闷了，走，我们到稻田中去，
去看看另一个新生儿。”在颜龙安位于江西南昌市的
家中，这是日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句话。

今年 9 月 18 日，86 岁的颜龙安赶到自己的家乡
萍乡市湘东区参加江西省优质稻种业大会，参会之
后又迫不及待地赶到幸福村种业品种展示基地，看
望他心心念念的“新生儿”——D1型杂交水稻。

此次展示的新野优 3 号等 4 个 D1 型杂交稻，标
志着颜龙安带领团队研发全新的三系杂交水稻类型
取得了新成果。

据介绍，D1型杂交水稻是颜龙安团队从中国普
通野生稻中鉴定出继野败、红莲之后的第三大杂交
水稻类型，突破了水稻不育系育种资源的限制，更容
易选育优异不育系，大幅度提高三系不育系育种潜
力，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老骥伏枥正当时，志在千里谋种业。颜龙安领
衔的江西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江西
省超级稻中心”），正加大力度选育和推广这一全新
类型的杂交水稻，让D1型杂交水稻成为市场上主流
杂交水稻的“新宠儿”。

最早完成杂交水稻“三系配套”

1937 年，颜龙安出生在湘赣接壤的江西萍乡市
湘东区东桥镇边山村。在颜龙安的印象当中，日常
三餐是三根红薯丝和少许米饭。而在收成不好的
年份，小龙安还随母亲外出要过饭，饿了靠啃芭蕉
根充饥。

颜龙安的童年和少年，处于一个动荡和苦难的
年代。1942年，为躲避战乱，他的父亲用箩筐担着颜
龙安兄弟俩逃难到荒地谋生。因为缺水，水稻收成
很低，不仅他全家，许多难民根本无法生活下去。

让全家人、全体中国人吃饱饭成了孩时的他最
朴素的梦想。

1962 年，从江西农学院毕业的他自愿回到萍乡
市农业局农技站工作。1971 年年初，国家科委和农
业部决定组织全国性的协作攻关，2 月中旬，颜龙安
带领小组共4人到海南学习。

三亚地处热带，是作物育种繁种的最佳之地。
然而，当地的经济落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颜龙安
他们初到三亚，人生地不熟，就自己动手砍毛竹、割
冬茅、搭草棚，睡的是稻草铺垫的地铺。吃饭问题更
是大事，或许是靠近海边的缘故，做成的米饭沙子
多，吃饭时一不小心就要硬硌牙齿。

在三亚南红农场得到珍贵的“野败”资源后，他
和助手便选取了不同品种的水稻与“野败”杂交。“我
每天要花 10 多个小时一株一株、一穗一穗地观察水
稻的生长，并记录下来。试验记录就写了 10万字。”
颜龙安说。最终，他获得了48粒宝贵的种子。

带着这 48 粒种子，颜龙安回到了江西萍乡
市。然而，阳春三月，48 粒种子下田整整一周却毫
无动静。

问题出在哪儿呢？颜龙安四处咨询，闭门思考，
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带有野生亲缘的杂交后代种
子可能休眠期较长，须进行变温处理，打破休眠期。
他尝试了各种办法可依然没有进展。“只能试试最

‘笨’的方法了。”颜龙安和助手将种子一粒粒洗干
净，用湿润的药棉裹紧，再用塑料袋包好，放进自己
贴身的内衣口袋里，希望能用体温助力稻种发芽。
枕着颜龙安的心跳声，48 粒种子似乎读懂了他们的
期盼，7天7夜之后竟然齐刷刷地探出了“小脑袋”。

“发芽了！全部发芽了！”颜龙安激动得眼泪一
下子就涌了出来。借助这些发芽的种子，1972年冬，
颜龙安带领团队终于育成了“二九矮4号A”和“珍汕
97A”，并开始向全国提供不育系种子。

在这场育种大赛中，颜龙安是成功育出不育系
的第一人，并因此被誉为“杂交水稻之母”。我国首
批野败不育细胞质的雄性不育系选育宣告成功，这
在杂交水稻育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颜龙安形象而又风趣地说：“我的‘珍汕 97A’这
个‘女儿’生了100多个后代都是‘硕士’‘博士’。”

据统计，1982年至2003年，以“珍汕97”不育系配
组的杂交稻累计推广种植 18.744 亿亩，占全国种植
杂交稻总面积的 47.59%。1980 年，杂交水稻作为我
国出口的第一项农业专利技术转让给美国，其中就
包括颜龙安用“珍汕 97A”选育的两个品种“汕优 2
号”和“汕优6号”。历经40多年的风雨考验，至今世
界上杂交水稻中还没有一个母本的贡献能与“珍汕
97A”相媲美。

“珍汕 97A”和“二九矮 4号A”的选育成功，敲开
了我国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的大门，也奠定了颜龙
安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先行者地位。

继江西之后，湖南、福建也宣告育出了不育系和
保持系。但恢复系仍然没有找到，“三系”还无法配
套。迈过这道坎，杂交水稻才算培育成功了。

不少国外的育种科学家正是倒在了这道坎上。
我国各地在测交筛选“野败”不育株保持系的同时，
就已经注意到那些对“野败”不育株的不育性具有恢
复能力的品种，并开始进行测交工作。但是全世界
有 6 万多个水稻品种，要找到“野败”不育系的恢复
系，就好比大海里捞针。

在这场你追我赶的育种科研比赛中，要想领先
胜出，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唯一的办法就是竭尽全
力，尽量做更多的测交组合试验。

为扩大测交范围和种质资源，选择最优良的杂
交后代。从1971年到1973年，颜龙安和李汝广、文友

生等人在选育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同时，兵分几路，先
后到 10几个省，广泛收集不同纬度、不同类型、不同
生态环境的水稻品种，征集材料6000多份。

他们用自己育出的“珍汕97A”和“二九矮4号A”
不育系，与从来自中外的 6000 多个品种中筛选出的
593个不同纬度、不同生态环境、不同地区、不同类型
的品种（株系）进行测交，试验的规模和繁琐复杂程
度非常大。当年全国配对建组的有上万个，而颜龙
安他们的科研小组就建了2000多个。

播种、杂交、观察记载、选种、核产，其中的艰辛
常人难以想象。从水稻抽穗阶段开始，就是配组杂
交的大忙季节，也是新一代品种的孕育期。由于遗
传学的复杂性，选配杂交组合成功的几率只有千分
之一，而且水稻的开花期不长，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
成上千个杂交配组。颜龙安就像哺育自己的孩子一
样，天天都要到田边一行行地扫视，一株株地观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正是靠这种不屈不挠、勇于
探索的精神，颜龙安团队获得巨大的成功：593 个试
验品系，有恢复能力的 106 个，恢复力强的 62 个，筛
选出“7101”“7039”“BX金”3个品系为我国第一批强
恢复系。这些有恢复力的品系分布广、类型多，有籼
稻，有野生稻，也有粳稻，为创造各种类型的“三系”
奠定了良好基础。

1973年 10 月上旬，颜龙安代表江西省参加了在
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生产现场经验交流会，并
提交了《利用“野败”选育水稻“三系”的进展情况汇
报》的论文。他向大会报告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在袁隆平等发现“野败”不育株后，萍乡市农科所最
早育成了两个稳定的不育系，在我国首次实现实践
当中的“三系”基本配套。

科研人员需要“三个脑袋”

“虽然我曾患脑膜瘤开了刀，但我一生在大事上
从不含糊，因为我有三个脑袋。”颜龙安对记者幽默
地说。

“三个脑袋”是颜龙安用的频率最高的词之一。

颜龙安解释，具备“三个脑袋”意识，这是科研人员应
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一是“政治脑袋”，政治上、思想
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经济脑
袋”，科研选题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相一致，促进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三是“科学脑袋”，学好基础知
识，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团结协作、不畏艰辛、敢于
创新。

“特别是每当进行科研攻关时，遭遇工作重大
难关时，他向团队和我们学生必提‘三个脑袋’意
识。”他的学生，江西超级稻中心蔡耀辉研究员说。
在颜龙安的言传身教下，以如今 60 岁的蔡耀辉、42
岁的谢红卫为代表的中青年一代代接捧传承“三个
脑袋”意识。

“新时代已经给中国农业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使
命要求：中国饭碗不仅要装满中国粮，而且要装好优
质中国粮。”颜龙安说，作为一名有着61年工龄、52年
党龄的育种科研工作者，必须心中有党，根系三农，
担当起“中国饭碗装好中国优质粮”的重任，在高产
的基础上把优质作为主攻方向。

知行合一，方能致远。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
前夕，在颜龙安的建议下，江西省超级稻中心应运而
生。由颜龙安领衔的江西省超级稻中心，把选育高
产优质的良种作为主要目标。

“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百姓家。”颜龙安
说，他提倡的“经济脑袋”意识不是空对空，而是育良
种、产好粮，促进农业增产、企业增效、农民增收。

为了促使“三增”，颜龙安带着弟子蔡耀辉等坚
定走产学研合作之路。在颜龙安的牵头下，组建科
技特派团、院士工作站与江西天道粮安种业有限公
司深度合作，根据市场对稻米的需求，专注优质水稻
选育，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如培育出的“野香优航
1573”不仅产量高，在 2019 年通过审定后，近年来推
广面积在 150万亩以上，亩产最高达到 1300斤，而且
米质好。“野香优航 1573”稻米成为市场上特优品种
的标杆，获第一届江西省优质稻食味品质鉴评金奖、
黑龙江国际大米节银奖和十大好吃米饭。

一辈子扎根育种事业，颜龙安深感最有力的武

器还是用好“科学脑袋”，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带领
团队敢于创新、善于攻关。

21 世纪初，我国长江中下游大面积推广的晚稻
主栽品种普遍表现株高偏高、分蘖较弱、着粒密度偏
稀、抗病性较差，这在中低产田多的长江中下游双季
稻区，往往表现出穗少穗小、易倒伏、产量不高不稳
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颜龙安带领团队经过反复讨论，
创新性提出了以“矮秆密穗”为核心的育种新思路。
新思路以“矮秆、密穗大穗、优质多抗和分蘖力强”的
恢复系创制为基础，实现“矮秆密穗、扩大库容、性状
互补、综合改良”的杂交稻品种选育目标。

近年来，蔡耀辉带领年轻骨干谢红卫、李永辉等
利用R225通过稻瘟病抗性多点加压筛选，结合空间
诱变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技术，进一步增强其稻
瘟病抗性、配合力和品质，创制出“跃恢航 1573”等 6
个各具特色的矮秆密穗优质衍生恢复系。

在不懈的科技攻关下，颜龙安团队选育出“丰、
抗、优、稳”性状协调的杂交稻品种17个，并通过国家
级（省级）审定。

“为了育好优质种、产好优质稻，我们团队把育
好优质稻种刻在脑海里。”颜龙安说。

正因此，团队研发培育的系列优质稻等 12 个品
种达国优 3 级以上，12 个品种的增产率在 3%以上。

“荣优 225”等 4个品种被认定为农业农村部超级稻，
同时“吉优 225”被认定为全国首批绿色超级稻，“徽
两优航 1573”被评为全国优良品种，“泰优航 1573”

“安优 520”列入江西省推广优质稻品种，“野香优航
1573”“五优航1573”等被列为江西省主导品种……

截至 2023年，系列品种在江西、湖南等 8省累计
推广 4503万亩，产粮 2341万吨，为“中国碗装好优质
中国粮”作出了贡献。

以育种带动发展的三个村庄

育种的力量是什么？在颜龙安的育种实践
中，一粒种可以形成一条链，继而带动一个村的发

展。无论是在种业梦开始的地方——海南省三亚
南繁基地崖州区保平村，还是江西最大的制种基
地之一——湘东区边山村，抑或是宜春大米优质
原粮基地国桥村……一粒种、一株苗，都能够奏响
乡村振兴的“科创和弦”。

南繁离不开海南老百姓的支持，三亚市保港公
社保平大队（如今崖州区保平村）对颜龙安来说，是
真正种业梦开始的地方。“我在保平大队沙埋三队南
繁、代育种十多年，和当地的黎族群众有着兄弟般的
感情。”颜龙安至今回忆起来都虽苦犹甜。

1975 年，萍乡市成立了杂交水稻示范推广办公
室，组建了一支 100 多人的杂交水稻南繁制种队，作
为副总指挥的颜龙安负责制种技术指导。

“床上没被子，床下没鞋子，床头没箱子。”当地
流传的顺口溜足以说明当时生活的艰苦。没办法，
颜龙安把当时的生活称做“三子”：吃的是豆子饭、走
的是沙子路、睡的是棍子床。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颜龙安带领团队做
出了非凡的业绩。通过不断的总结和探索，到 1983
年，萍乡市南繁制种亩产已突破 150 公斤，并逐步上
升到超过 200 公斤，连创全国南繁育种新高。到 20
世纪90年代，萍乡籍的南繁人数增至5000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候我们还小，许多萍
乡专家带领江西老表到我们这里租地制种。他们种
的稻米煮起来很香，闻到饭香，我们总是凑到萍乡老
表家里去吃饭。”保平村村支书周建芳笑着对记者
说，这是地道的南繁种、江西味。

如今的保平村，已经成为三亚市崖州区全国南
繁硅谷的重要区域。每年 10 月份，从全国各地特别
是江西萍乡市过来的专家、粮农就像候鸟一般飞到
了村里，每年租地四五百亩进行制种。这些“候鸟”
不仅给村民带来了租地、务工、农机服务等收入，更
带动全村培育了 30 多户种植专业大户，每年都有大
批优良种子远销全国各地。

保平村，这个古代中国最南端的千年古村，如今
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文化兴盛，成为远近闻名的农
业强村和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没有萍乡等全国各地
的‘候鸟’，就没有保平村乡村振兴的今天。”保平村
种植大户何世维感慨地说。

与保平村相隔3000里之外的边山村是颜龙安的
家乡。颜龙安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怀有极其深
厚的感情，从这里走出去的颜龙安功成名就之后又
回到村里，一心想着回报家乡、发展家乡。

“他上大学没有饭吃，是一个老表用斗车将大米
推到学校里。”边山村村民邓建国说。为了回报家
乡，颜龙安最初动员边山村民去海南南繁基地学习
制种，年收入也有近 10 万元；最近 5 年，借着国家大
力发展种业的东风，颜龙安又全力支持家乡发展制
种产业。

要有良种必先有良田。到 2020 年，边山村有
1000 亩农田完成了高标准改造。如今，边山村全村
1400亩耕地，有800亩用来发展制种。边山村农村集
体经济合作社流转土地用于杂交水稻制种，2022 年
已经为村集体经济创收 20 余万元。今年“五一”假
期，正值浸种催芽的关键时期，放心不下的颜龙安还
专门回到村里进行技术指导。

产业发展起来了，前来旅游的人也多了起来。
颜龙安又建议当地政府打造“翡翠谷”，将当地的田
园风光与独特瀑布资源整合起来，发展乡村旅游。

村里环境美了，游客多了，村民素质高了，钱包
鼓了，一幅青山绿水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边山村徐
徐展开。

江西宜春市国桥村对颜龙安来说，不是家乡胜
似家乡。一村乡亲们享受着一个院士带来的水稻
红利。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地之一，宜春被誉为“赣中粮
仓”。该市袁州区西村镇国桥村是当地产粮大村，国桥
村如何为产粮多做贡献？村支书刘海平一直在思考。

“种粮要高产高效，要从品种和技术入手，提高
种田的科技含量，这必须找到能够连接全村水稻产
业绿色种植、高效发展的桥梁。”刘海平说。

谁愿意甘为桥梁？颜龙安来了！2014 年春，颜
龙安第一次来到国桥村，就将团队刚研发培育的“安
优航 1573”放在村里示范展示。在颜龙安团队的精
心指导下，“安优航1573”表现非常好。“不仅产量高，
亩产达到 673 公斤；而且米质好，达到国标 2 级品
质。”刘海平说，这给以前一种就亏、常年抛荒的粮农
传递了信心，发展优质稻、生产优质米。

2015 年，78 岁的颜龙安院士老骥伏枥、壮心不
已，在国桥村建立水稻院士工作站。

电脑里、实验室种不出优质稻。从 2015 年以后
的 8年时间，颜龙安不顾年迈体弱，每年都要到国桥
村去指导几次。每去一次，都会结交一批种粮的农
民兄弟。“今年还来过两次呢，最近一次是今年7月初
到我们村里，既是冲着基地培育的各个优质稻新品
种来的，更是冲着为我们农民兄弟增收来的。”国桥
村种粮大户陈连圣说。

当时，正值“萍两优航1573”抽穗时节，牵挂于心
的颜龙安到田边仔细察看了抽穗的情况。“今年抽穗
整齐，穗大粒多，丰收在望。”颜龙安高兴地说。一个
多月之后，陈连圣向颜龙安报喜：

“‘萍两优航 1573’亩产达到了 750 公斤！颜院
士，您是我们走上致富大道的引路人。”

陈连圣的点赞并不是虚夸，一个院士的“驻站”
带动了一群农民的脱贫致富、一个乡村的绿色发展。

作为曾经的贫困户，陈连圣种植的优质稻，每百
斤多卖 30 元钱，于 2017 年提前脱贫；现在他种植了
260多亩优质稻，一年纯收入就有15万元。

眼看着陈连圣这个昔日的贫困户种田都赚钱
了，村里十多个青壮年纷纷返乡种粮。“以前抛荒都
有近千亩，现在连旱地都种上了，经过旱改水，农民
都抢着种植水稻。”刘海平欣喜地说，“现在全村5000
多亩水田，8 成都种了优质稻，我们村成为宜春大米
名副其实的优质原粮基地。”

从国桥村，粮农看到了一个产粮村的致富“稻”
路；从颜龙安身上，我们更看到了一个育种科学家

“粮安天下”的赤子匠心。

（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王小斌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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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颜龙安（右二）与课题组成员在田间观察稻穗。

本版图片由江西省农科院提供

颜龙安，1937年出生，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籼型杂交水
稻的开拓者和主要发明者，有

“杂交水稻之母”之誉。曾任江
西省农科院院长，获国家特等
发明奖、全国科学大会奖、首届
中国作物学会科学技术成就
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等。

颜
龙
安
：
﹃
水
稻
就
是
我
的
孩
子
﹄

看振兴·禾下追梦

2023年9月18日，颜龙安（右一）与团队成员到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幸福村察看D1型杂交水稻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