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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人没接触过芝麻或芝麻

油，谁都知道芝麻是重要的优质油料作物。但是，很少

有人知道，我国是世界芝麻生产与科研强国！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麻研究中心“十五”以来，

在芝麻基因组、重要性状遗传解析、优异种质创制、

分 子 标 记 辅 助 育 种 等 芝 麻 遗 传 育 种 研 究 领 域 取 得

了重大突破，创制出一批突破性优异新种质，建立

了 复 合 杂 交 与 分 子 标 记 选 择 相 结 合 的 聚 合 育 种 技

术体系，实现了多个优异基因的聚合，选育出一批

优质、高产、稳产芝麻新品种，显著提升我国芝麻品

种 的 稳 产 性 、专 用 性 和 机 械 化 适 应 程 度 ，在 新 疆

5.98 亩土地上创造出亩产 268.8 公斤的世界最高纪

录！……这些科研成果是芝麻研究中心主任、国家

芝 麻 产 业 技 术 体 系 首 席 科 学 家 张 海 洋 研 究 员 团 队

十多年来努力奋斗的结果，也是 2016 年度国家技术

发明二等奖“芝麻优异种质创制与新品种选育技术

及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海洋介绍说，近十年来芝麻研究团队刻苦攻关，

取得了一批原创性成果，在芝麻重要性状遗传解析、优

异种质创制与鉴定技术、分子育种技术等方面的突破，

为我国进一步选育优质高产高效芝麻新品种奠定了坚

实的材料和技术基础，对世界芝麻遗传育种研究也将

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芝麻产量居世界首位，
但仍有差不多一半的缺口需要进
口来满足实际需求

我国芝麻年总产量约 70 万吨，占全球的 15%，位居

世界首位；加工制品 2600 多种，远销 86 个国家，在国际

芝麻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即便如此，与我国年需求

芝麻 130万吨的实际需求量相比，还有差不多一半的庞

大原料缺口，需要进口来弥补；为保障安全供给，迫切

需要提高我国芝麻的生产能力。

然而，在过去的芝麻生产中，我国所用品种一直存

在稳产性差、专用性差、不适于机械化种植等突出问

题，严重制约着我国芝麻生产的发展。而解决上述品

种问题，又面临三方面的技术瓶颈：一是资源贫乏、缺

少优异育种材料；二是重要性性状遗传解析滞后、优异

基因聚合缺乏理论指导；三是优异种质创制与聚合育

种技术相对落后，效率低。

在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作为“国家芝麻产业技

术研发中心”和“国家油料改良中心河南芝麻分中心”的

建设依托单位，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麻研究中心面对国

家芝麻产业的发展需求与瓶颈，他们依靠自己的科研实

力勇于为国担当。在国家“973”“948”、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专项、农业行业科研专项等重点项目的资助下，张

海洋带领团队开始了优异种质创制与新品种选育技术

的研究工作。那时，他们就确定了这样的总体思路：开

展优异种质创制与鉴定技术研究，同时进行重要性状遗

传解析和分子标记开发筛选；在此基础上，搭建综合高效

育种技术平台，选育优质高产稳产新品种。

十五年协作攻关，在基础理
论和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一系列
成果

整整 15 年，张海洋团队协作攻关，在基础理论、应

用技术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相关核心技术形成四大

发明点：

他们创建了芝麻种间远缘杂交、化学诱变、农杆菌

介导遗传转化等种质创制技术体系，首次将染色体加

倍、胚培养、桥梁亲本转育技术相结合，攻克了种间远

缘杂交幼胚败育的难题，发明了远缘杂交后代分子鉴

定技术；将野生种抗病耐渍性状导入栽培种。发明了

芝麻 EMS高效诱变方法，采用种子诱变后处理技术，使

突变体成活率提高 32%，可遗传突变率高达 0.84%；发明

了芝麻愈伤组织诱导与高效植株再生技术，解决了困

扰芝麻科研人员几十年的芝麻下胚轴愈伤组织植株再

生困难的技术难题；创建了农杆菌介导遗传转化技术

体系和外源基因检测方法。创建了完善的芝麻产量、

品质、抗病、抗逆等重要性状鉴定与评价技术，显著提

升了鉴定的准确性和效率；实现了芝麻品质无损快速

检测，使芝麻含油量和蛋白含量测定时间从 3小时缩短

到 2分钟。在上述技术发明的基础上，拓展了创造变异

的途径和方法，创制出一批育种中急需的突破性优异

新种质，并应用于育种实践。其中，适于机械化种植的

4份：有限花序、短节密蒴、多花、抗裂蒴新种质；抗病耐

渍新种质 3份：高抗枯萎病和茎点枯病、强耐渍；高产优

质新种质 3 份：高油（62.7%）、高蛋白（26.75%）、高木酚

素（1.73%）；解决了选育适于机械化收获、抗病耐渍、优

质专用新品种所需资源材料匮乏的问题，为新品种选

育奠定了基础。

第二大发明点，就是首次绘制出与芝麻栽培种遗

传图谱、物理图谱以及 13 对染色体对应的基因组精细

图，发现并定位了一批与重要农艺性状显著相关的主

效 QTLs、基因位点，发掘出了相关重要基因，为优异基

因挖掘奠定了基础。基于芝麻基因组和转录组信息，

发掘出芝麻 SSR、SNP、INDEL 分子标记 3581 个，为分

子遗传图谱构建奠定了基础；构建了首张芝麻分子遗

传图谱和高密度 SNP图谱，定位与产量、品质、抗病、抗

逆等性状显著相关的主效 QTL52 个，表型解释率均

10%以上；基于芝麻核心资源重测序，发掘出与重要农

艺性状相关的基因位点 58 个，显著性＜10—8；结合图

位克隆和突变体重测序技术，发掘出花序有限等与产

量、品质、抗病相关基因 6 个，发明了关联分子标记，并

应用于选择育种，为多个优异基因聚合和分子标记选

择育种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第三大发明点是他们发现了芝麻基因组中与产

量、品质、抗病、抗逆等重要性状相关的优异基因群 13

个，发明了与之紧密连锁的分子标记 32个；首次阐明了

芝麻染色体区段连锁关系与重组热点，针对芝麻重要

产量、品质性状受多基因控制的特点，提出了以优异基

因群为育种元件开展优异基因聚合育种的观点，实现

了应用少数标记精确跟踪选择多个优异性状。创建了

芝麻复合杂交与分子标记选择相结合的高效育种技术

体系，提高了复杂性状选择的准确性和效率，实现了亲

本选配高效、目标性状鉴定高效、后代选择高效，缩短

育种周期 2—3年。

第四大发明点，他们利用创制的高效育种技术，将

多个优异基因聚合，培育出生产上急需的突破性芝麻

新品种 6 个；显著提升了我国芝麻品种的稳产性、专用

性和机械化适应程度。首次选育出花序有限新品种豫

芝 DS899，短节密蒴新品种豫芝 Dw607；这二个品种，

株型紧凑、耐密植，成熟一致，解决了芝麻机械化种植

品种问题。选育出高蛋白食用型新品种郑芝 12 号，是

目前蛋白含量最高的品种。选育出高油高产新品种郑

芝 15 号，含油量 58.66%，区试增产 14.42%，实现了高油

与高产性状的结合；选育出超高产新品种郑芝 13号，创

造出亩产 268.8 公斤的世界最高单产记录。选育出高

产稳产新品种豫芝 23号，引入了野生种抗源，实现了高

产和抗病耐渍的协同提升。

未来 5年，他们要为我国芝
麻亩产再提高10%—15%而努力

通过品种改良提高芝麻单产、降低生产成本对农

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张海洋团队 针对芝麻 遗传基

础狭窄、育种技术落后等问题，围绕芝麻育种对机械化

收获、抗病耐渍、优质专用等性状的迫切要求，在过去

的 15 年里，系统开展了芝麻新种质创制、优异基因聚

合、分子标记选择等关键技术研究。

与国内外同类技术先进性相比，在种质创制方面，

国内外未见远缘杂交、化学诱变后代应用于育种的报

道，他们选用远缘杂交与化学诱变后代已育成了新品

种。在重要性状遗传解析方面，他们的研究率先开发

了芝麻分子标记、构建第一张芝麻分子遗传图谱、QTL

定位起步最早，数量最多；首次发现了芝麻优异基因

群。在育种技术方面，他们首次创建了复合杂交与分

子标记选择相结合的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在育成品种

方面，首次选育出有限花序、短节密蒴芝麻新品种；引

入野生种抗源，显著提高了品种的抗病耐渍性；创造出

世界最高单产纪录。

在 2011—2015 年，这些新品种累计推广应用 1257

万亩，占全国芝麻面积的 30%以上；近三年累计应用

850.0万亩，新增产值 13.3亿元；创制出的 DS899等一批

优异种质提供给 16 家单位利用。目前，获国家授权发

明专利 11项，审（鉴）定新品种 6个，申报新品种权 3项；

发表相关论文 52 篇。解决了芝麻优异种质匮乏、育种

技术落后的问题，培育出生产上急需的新品种，显著提

升了种质创制与育种技术水平，为芝麻学科和产业发

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海洋表示，“十三五”期间，他们将进一步加强科

研和团队建设力度，打造国际一流芝麻科研团队。重

点开展芝麻基因组与功能基因组学、重要性状遗传解

析与关键基因克隆、优异种质创制、优异基因及基因群

聚技术等研究，为进一步开展优质、高产、稳产、高效芝

麻新品种选育提供理论、技术及材料支撑。未来 5 年，

通过技术创新、新品种选育及应用使我国芝麻亩产再

提高 10%—15%，推动芝麻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实现农

民增收、企业增效。

小 小 芝 麻 大 大 成 果
——河南省芝麻研究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 本报记者 乔 地

从无技术、无人才、无产品起步，在 10 年里顶住压

力投入 10个亿，几次起落之后，刘祥伍和盛瑞传动终于

到了收获的时刻：

在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盛瑞传

动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 8AT 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成为建国以来中国汽车行业零部件唯一获批

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前置前驱 8挡自动变速器，简称 8AT，因为挡位多，

所以提速快而且省油。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曾评

价：变速器技术是汽车核心技术之一，盛瑞的 8AT 在这

方面缩短了中国和世界 40年的差距。而对盛瑞传动董

事长刘祥伍来说，8AT 带给他的骄傲，不仅是国家大

奖，“当时我们搞这个自动变速器的时候，中国就从来

没有 AT 的供应商，我们给中国汽车产业打造了一个自

动变速器的产业链。”

“十年磨砺，剑指苍穹”，没有人比刘祥伍更能掂量

出这个国家科技最高大奖的分量。要知道，十四年前，

刚刚从国企改制的盛瑞是企业中的“小不点”，身份转

换之初一度不知往哪里走……

从迷茫的“小不点”到拿下世界首款成为“行业大

咖”，盛瑞经历了什么？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又是如

何拿下的？

99%的失败率，投资数亿元，
谁敢干？

“一切源于十年前那一晚的果决。”说起 8AT，盛瑞

自动变速器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书翰像是在讲一个传奇。

2006 年 4 月，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教授谭伯格，已经

是第五次来中国讲解他的 8AT 概念和理论。业内人士

都明白，当时虽然处于 4AT、5AT 时代，但 8AT 是未来

发展方向，将具有良好市场前景。

几个大企业一如既往犹豫不决：“得研究一下”“等

上级批复”。此前四次来中国，谭伯格得到的都是这样的

回答。然而几个月甚至一两年过去，“研究”仍没下文。

此时的盛瑞，经过“三无”徬徨后，正生产柴油机配

件，并考虑“多条腿走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徐向阳以科学专业的眼

光，敏锐地捕捉到谭氏方案是一个绝佳的方案。闻听

谭伯格这次来中国，刘祥伍和徐向阳立即约见。

2006 年 4 月的一天晚上，在徐向阳教授办公室，徐

教授做翻译，谭伯格做介绍，刘祥伍与山东省中小企业

办王成主任做听众；四个小时的话题只有一个，8AT。

“实际上我对这个东西根本听不懂，但是我从谭伯

格在讲这件事情的激情，这种表情，声情并茂的这种感

染力，像是在描述一个珍宝一样。”

谭伯格揣着的这个“珍宝”让刘祥伍动心不已。当

时的盛瑞，主要为国内最大的柴油发动机制造商供应

配件，效益可观，但是这种富足安稳的小日子，刘祥伍

并不满意。

作为一个企业家来看，他看的不是当前的利润，

“我们更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企业如何打造一个百年企

业，如何去创造一个自己的产品，这一直是我的梦想。”

刘祥伍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外国人说，中国

人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就来做，给中国开了

个先河。”

2006 年 7 月 31 日，青岛，盛瑞与北航、谭伯格正式

启动 8AT 项目。启动仪式上，杯光斛影，刘祥伍举着香

槟酒，对徐向阳说了句令对方终生难忘的话：“我的办

公室在 17 层，8AT 如果失败了，我从 17 楼跳下去！”徐

向阳毫不犹豫，语出铿锵：“到时我们陪你跳下去！”

十个亿投资中，有几个亿是
花在了人才培养上

国内没有自动变速器的成功技术，盛瑞走出一条

特别的创新路子。

2008年，盛瑞的研发团队在德国建立研究机构；同

年与英国里卡多公司合作开发 8AT 样品；同时派人赴

德、英学习。赴英人员在领取生活费的同时，每人每月

还另领 500 英镑的“咖啡费”，用途是与对方交朋友、多

学点技术。

青岛八大关，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是著名风景

区。盛瑞在此租下一栋楼，将 8AT 的核心部门软件开

发中心设在这里。中心主任工程师需在青岛买房子，

刘祥伍把女儿在青岛的房子卖给他。还有几位科研人

员凑不够买房首付，刘祥伍借给他……在盛瑞的用人

文化中，这被称为“以情留人”。

从 2006 年到 2016 年，十年时间，盛瑞为 8AT 投资

了 10 亿元。其中前八年，属于砸钱都听不见响儿的时

期。大笔的钱花出去，见不到一点效益。2008 年企业

经营困难，刘祥伍动员管理层自降工资，他自己只拿

800元的生活费。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8AT 研发

人员的收入却不降反升。

王书翰说：“盛瑞给我们科研人员设立考核特区，

考核不看利润，只看项目进度，每年只要完成研发进

度，年薪和奖金一分都不少。”

2007年盛瑞正式启动8AT后，盛瑞和北航分别派出

研究人员，联合德国谭博格教授，共同从事概念设计。

盛瑞在与里英国里卡多签约时，本寄希望于英国

人能够在硬件、软件方面提供帮助，而实际情况是，里

卡多对 8AT 软件开发也是头一次。最终，软件开发和

仿真模拟工作主要由盛瑞和北航承担，借此锻炼机会，

盛瑞中国团队的软件开发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刘祥

伍说，在对 8AT 十个亿的投资中，有几个亿是花在了人

才的培养上。

王书翰曾经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得博士

学位，2007 年，还在读博士的他，开始参与盛瑞传动

8AT 项目，2009 年博士毕业后，他正式加入盛瑞传动。

研发 8AT 的第一批团队成员，基本都是像王书翰这样

的年轻人。为了让这些核心人才留下来，刘祥伍把公

司的部分股份拿出来稀释给他们。

企业最长久的留人方法，是将个人和企业“捆”在

一起。去年，盛瑞实施技术骨干持股计划，第一批 50名

技术人才拿到公司原始股，其中 2/3 是 8AT 研发人员。

在盛瑞的“十三五”规划中，到 2020年，占员工 20%的技

术骨干将全部持股。

人才培养的回报是丰厚的。2010 年，8AT 的第一

代样机在里卡多设计完成，半年后，第二代样机以盛瑞

为主成功研制，第三代样机则完全由盛瑞研制。2015

年，在国外同行只做到 9AT 的情况下，盛瑞在 8AT 的基

础上成功研制 13AT，遥遥领先于国内外同行。刘祥伍

自豪的说，盛瑞不仅打造了一个产品，更主要的是打造

了一支优秀的团队。

从样品到产品并非一步之遥

从样品到产品，刘祥伍有几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

到，是“如何迅速占领市场，赢得客户的信赖，这对我们

说比开发 8AT 还要难”；第二个没想到，是从产品到产

业更是步履维艰，“我们也是从零开始做的，一点一滴

培育了我们自己的产业链”；第三个没想到，企业转型

升级，要战略更要胆略，“企业家要是没有这种胆略，企

业转型是很难坚持到底的。”

2010年，盛瑞生产出第一代样机，但是业界对它能

否量产仍然持怀疑态度，刘祥伍带着人南下北上，光是

寻找愿意合作的整车厂家就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

“很多汽车厂，是对你担心，对你不信任，现在企业

都要生存啊，一旦选了你这个变速箱，要出了问题的

话，一个车型要好几个亿，这个可以理解，但是确确实

实也有一些汽车厂，他瞧不起你，他不配合。”

最终，江铃控股有限公司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厂家。

而至于江铃为什么会选择一家在8AT配套方面没有成功

经历而且属民营的中国零部件供应商？前总裁卢水芳表

示，当时企业想借助8AT突破发展遇到的瓶颈，而国内这

边，盛瑞三年投入3.5亿元搞研发的魄力，让他信服。

2011年年底，世界首款前置前驱 8AT 在盛瑞下线，

2014 年 9 月，装配盛瑞 8AT 的陆风 X5 正式上市销售，

在把 8AT 从实验室推向市场的三年时间里，盛瑞总共

解决了匹配过程中 2800 多项问题。刘祥伍感叹说，量

产 8AT的过程简直比研发 8AT更艰难。

有了技术，有了图纸，但是只能从国外买零件。当

时国内在自动变速器这个产业链是空白的，盛瑞也是

从零开始做，一点一滴培育自己的产业链。

8AT 的第一代样机，400 多个零部件几乎全部都是

国外或合资企业采购，到了第三代样机，已经有 40%的

零部件来自国内。几年来，依托 8AT，盛瑞传动打造了

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变速器产业供应链。

当然，盛瑞自主产品开发和市场化应用背后，它的

“娘家人”更功不可没。不仅在研发阶段尽全力支持，

还在产业化阶段，潍坊高新区就建设了自动变速器配

套产业园，已有 5 家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签约入园，解决

8AT 批量投产后零部件供应存在的“远、散、乱”的问

题，将形成理念先进、标准统一、资源共享，服务盛瑞、

辐射全省乃至全国的自动变速器产业集群。潍坊市

委、市政府几年来一直把 8AT 项目列入扶持政策中，在

8AT 二期建设中又专门制定了组合政策文件。国家相

关部委、山东省在政策上也给予了鼎力支持和扶持。

如今，盛瑞与陆风已经成为中国汽车行业本土选

手强强联合的典型案例，现在 2017年，已经有多家国内

自主品牌的汽车厂家主动找上门来，8AT 的订单超过

了 10 万台。8AT 的量产成就了盛瑞，也培养了产业链

下游一批零部件供应商。

2015 年，盛瑞的销售收入中，老产品占了三分之

二，8AT 占了三分之一，到了 2016 年，8AT 的比例提高

到过半。刘祥伍说，盛瑞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先行者，

也是受益者。但是，改革转型之路的艰难曲折，让已经

年过六旬的刘祥伍感慨万分。

“改革，转型，创新，确确实实，它不仅需要钱，也不仅

需要你的战略，更需要一种胆略，企业家要是没有这种胆

略，企业转型是很难坚持到底的，为什么很多企业转型到

一半就失败了，最关键的时候往往放弃了退却了。”

“三无”企业拿下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有什么秘

密？这些都是答案。

中国骄傲！“世界首款”是如何炼成的？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盛瑞传动”创新启示录

□ 本报记者 魏 东 通讯员 禚召江 陈金玲 马文哲

8AT装配工厂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