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种业发展

直接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和百姓的“米袋子”

“菜篮子”。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采取哪些措施打好

种业翻身仗？

3月 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部长通道”上，农业农村部部长

唐仁健表示：“我们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

制定打好种业翻身仗的行动方案。力求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种业重大突破。一是

在种质资源方面，目前畜禽种质资源库正在

立项；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已经开建；新的

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今年 9 月份就能建好，建

成后保存能力将达到 150 万份，位居世界第

一。二是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将在原

创技术、底盘技术上尽可能突破，争取把这

些技术掌握在我们手上。三是要培育一批

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

种体系。四是抓好海南南繁基地和甘肃、四

川等国家种子基地建设。五是管好种子市

场，保护好知识产权，尤其要严厉打击套牌侵

权行为。”

生物育种成推动现代
农业发展新引擎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种业市场，是种业大

国，但还不是种业强国，实现现代种业的跨越

式发展，打好种业翻身仗，关键是要大力推进

育种技术创新。”农业农村部科教司二级巡视

员张文指出。

“国际种业发展一般分为 4个阶段，即驯

化选择 1.0时代、常规育种 2.0时代、分子标记

辅助选择育种 3.0 时代和智能化育种 4.0 时

代。在一些发达国家，种业已进入‘生物技

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技术’的育种 4.0

时代。我国仍处在以杂交选育和分子技术辅

助选育为主的 2.0时代至 3.0时代之间。”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万建民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近年来，发达国家不断深化基础学科布

局，抢占未来农业产业发展制高点。在重大

基因挖掘与功能解析、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

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驱动农业

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促使基因编

辑、合成生物等技术升级换代与叠加整合，推

动精准化、智能化、工厂化种业革命。

“我国虽拥有丰富的种质资源，但是由于

长期农业基础研究薄弱，导致原创性新种质、

新材料、新技术不足，一些动植物核心种源的

知识产权受国外种业巨头把控。”中国农业大

学教授、国家农业科技战略研究院院长高旺

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

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把生物育种列为强

化国家战略力量重点发展的八大前沿领域之

一。生物育种创新与应用被摆在了更加突出

的重要位置，生物育种发展进入新阶段。

“新一轮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驱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快速变革迭代，成为

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新引擎。生物育种

已进入一个大数据、大平台、大发现的新时

代。”万建民说。

利用新技术实现种业
弯道超车

“如果说种业是农业的芯片，那么种质资

源就是芯片的芯片。没有种质资源，农业育

种创新将成为无源之水。我国拥有 52 万份

种质资源，是全球第二的种质资源大国，但经

过深度鉴定评价的种质资源不足 10%，对种

质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

距。”全国人大代表、中化集团党组副书记、总

经理杨华说，中国有着对种质资源保护不力

的深刻教训。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国，有着特

殊的大豆优异种质资源，但国外公司利用我

国的一个野生大豆材料作为亲本，申请了 64

项国际专利，导致我国育种企业用自己的大

豆植株育种也可能侵犯知识产权。对种质资

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不足，造成我国部分作

物种源“卡脖子”问题突出。

万建民透露，“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继续

推进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

行动，重点建设高通量、规模化表型及基因型

鉴定平台，发掘携带优异基因资源的种质材

料，定向改良创制高产、优质、抗逆、高效利用

养分的新种质。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看来，生物

育种技术用好了，我国就能够解决农业面临

的种业瓶颈问题。

朱健康认为，如果靠传统育种，要赶上国

外种业的技术水平需要很多年，但新的育种

技术可以让我们更快做到。“新技术完全有可

能让我们真正做到种业弯道超车，让我国的

种子更有竞争力。”他说。

“目前，世界种业正迎来以基因编辑、合

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发展为标志

的现代生物育种科技革命，需要我们抓住机

遇、加快创新，打好种业翻身仗，从而实现种

业的跨越式发展。”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

表示。

高旺盛建议，“十四五”期间，我国应组织

实施国家种业科技创新工程，加强动物干细

胞、合成生物学等基础前沿技术原创性突破，

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种质资源

和重大战略性新品种；加快生物育种产业化

应用进程；实施现代种业企业再造工程，下决

心培养造就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龙头种业

企业。

“我们要建设创新链系统布局的技术创

新中心，增建农作物基因资源等国家重点实

验室，培育上中下游一体化的创新团队，扶植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企业，把握生物种业

发展主动权。”万建民说。

加强原始创新促进
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如何加强种业科技原始创新，实现种

业科技的自立自强？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对打好种业

翻身仗做了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涉及到种

质资源保护、育种科研攻关、种业市场管理等

整个种业全链条的各个环节。总的来讲，必

须要坚持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围绕国家粮

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保数量、保多样、保质

量的‘三保’要求，遵循种业创新发展规律，破

卡点、补短板、强优势。概括起来，就是要加

快构建种业创新体系，包括种质资源保护利

用体系、产业体系和治理体系，全面提升自主

创新、企业竞争、供种保障和依法治理 4种能

力。”张桃林说。

“未来，要加快建成现代化、自动化、智能

化的国家新作物种质库，重点培育优质绿色

超级稻、优质功能水稻、优质节水小麦、抗赤

霉病小麦、耐旱宜机收玉米、抗虫耐除草剂玉

米、优质蛋白玉米、高产高蛋白大豆、耐除草

剂大豆等重大新品种。”万建民表示，要持续

推进良种联合攻关和遗传改良计划，挖掘真

正有用的基因，创制有突破性的种质，实现我

国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如水稻、小麦，要加快

优质专用品种选育，保持竞争力，大豆要加快

高产高油高蛋白品种选育。

“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是：高产稳产、

优质营养、高效安全、农业工业化。”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

与发育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洋表示，我国农

业现代化建设到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新

阶段，必须更加依靠科技实现创新驱动，源

源不断地为农业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提供强大动力。

李家洋说，以水稻为例，未来还将进行

3 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加强新品种培育。我国幅员

辽阔，水稻种植区非常多，主栽品种也非常

多，很多地区的品种仍然没有完成升级换

代，需要继续创制更多适应不同生态区的

水稻新品种。

第二，要加强新品种的推广力度，让更

多农民种上新品种并由此受益，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

第三，要继续加强水稻功能基因研究，

特别是在还没有找到关键基因的重要农艺

性状领域（抗高低温、抗虫、抗稻曲病等），

更需要加大研究。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生 物 技 术 研 究 所 所

长、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

新海以玉米为例指出，玉米是中国第一大

作物，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饲料和工业原

料，是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的

重要基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玉米的消

耗量逐年提升。‘十四五’期间玉米要突破

种质瓶颈，要向优质化、绿色化、机械化等

方向发展，应重点关注热带种质，通过技术

融合驱动我国生物育种原创核心科研实力

的快速提升，掌握玉米种业的话语权，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李新海说。

杂种优势利用是今后大幅度提高小麦

生产水平的重要途径，亦是世界百年科学难

题，在 2016 年第七届世界作物科学大会上

被国际同行称为作物科学领域的“最后的前

沿”。

过去 5年，中国科学家不断攻克杂交小

麦的技术壁垒，比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

小麦研发团队就率先打通以原创二系法为

核心的杂交小麦全产业链，加速推进杂交小

麦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了世界杂交小麦研

究与应用的发展方向。

“经过几十年自主创新和不懈拼搏，中

国科学家已经占据了全球小麦杂种优势研

发高地，牢牢把住了中国小麦高端种业主动

权。中国杂交小麦成为了中国现代农业技

术走出去的靓丽名片。”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研究员，北京杂交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首席专家赵昌平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小麦雄性不育突变体筛选始于几十年

前，目前已经筛选到至少 5个核基因编码的

雄性不育突变体，被命名为 Ms1—Ms5。其

中 Ms1 和 Ms5 是隐性突变体，Ms2、Ms3 和

Ms4 是显性突变体。克隆控制小麦雄性不

育基因是利用雄性不育系规模化制备杂交

小麦种子的关键。由于 Ms2 突变体的显性

属性决定了它可以用于小麦育种并成为一

个重要育种工具，但它很难用于规模化小麦

杂交制种。为此，小麦隐性雄性不育突变体

基因的克隆对创制规模化小麦杂交制种体

系极为关键。

“十三五”期间，我国小麦科学家在国际

上首次克隆小麦雄性不育基因 Ms1。他们

首先根据小麦基因组巨大和复杂的特点建

立了一种结合基因组学分析的 MutMap 和

传统图位克隆的新方法，并利用该方法成功

克隆了 Ms1基因。

“小麦雄性不育基因的克隆为构建稳

定、高效、规模化的杂交小麦制种技术奠定

了基础，为我国杂交小麦体系构建和成功利

用不育系实现小麦杂种优势大面积应用提

供了支撑，对于抢占杂交小麦国际种业制高

点具有产业价值。”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

小麦中心副研究员张胜全说。

经过 20 余年不懈攻关，我国实现了小

麦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由“跟跑者”向“引领

者”的全面跃升。

“在主要粮食的杂交作物中，只有杂交

小麦至今尚未实现产业化开发，产业潜力

巨大，预计每年可创造市场价值 300 亿—

500 亿元，国内市场约 50 亿元/年，同时，杂

交小麦的广泛应用还可大幅度减少农业用

水和化肥投入。”赵昌平表示，目前我国杂

交小麦的应用现状相当于杂交水稻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状况，未来 10 年将是我国杂

交小麦产业推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

机遇期。

雄性不育基因克隆：

解决杂交小麦规模制种难题

“加快种业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是

农业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必须高度重视。”全

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玉米是 C4作物，光合

作用效率高，但在杂交技术被广泛应用之

前，亩产很低。后来随着杂交种的普及，玉

米单产水平才得以持续提高，呈现出了稳定

向上的增长曲线。如今，全球每年的玉米种

植面积超过了 30亿亩。

“我国虽是农业大国，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资源禀赋相对较弱，更应着力加强种业

科技的原始创新，实现种业科技的自立自

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李成贵说。

他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种业科技

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

明确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对农作物种业

而言，主要目标任务是要进一步做大做强，

提高创新效率和产业化水平。”

为此他建议，一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推

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

二要切实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并以

此为抓手促进种业企业提高质量。目前，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农作物

DNA 指纹库，利用指纹库可以有效防范企

业侵权行为，加大种业知识产权的保护。

三要进一步推进科企合作。目前农作

物育种科研人才基本集中分布在农业科研

单位和高校，因此实现商业化育种最现实有

效的方法是加强科企合作，科学家创造价

值，企业家放大价值。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培育的玉米品种“京

科 968”就是一个很好的科企合作的成果。

该品种的培育采用的就是 1+7 的科企合作

方式，即该院玉米研究中心与 7家大型种业

企业合作，共同享有该成果。实践证明这种

方式卓有成效，“京科 968”每年推广面积在

3000万亩左右。

“对于畜牧业育种创新而言，主要目标

任务是尽快扭转落后局面，解决种源‘卡脖

子’问题，要打一个翻身仗，实现自立自强。”

李成贵建议，要认清解决种源问题的路径，

畜牧育种必须走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之

路。由于畜牧育种需要大种群的数量遗传

学实验，因而大型企业更有优势。峪口禽业

利用国外资源成功培育出京粉、京红系列蛋

鸡，就是成功的案列；温氏集团在猪新品种

培育中的创新突破，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李

成贵表示，畜牧育种需要政府加大对大型畜

牧企业的育种创新支持。

“此外，要强化对畜牧育种家的激励。

畜牧业由于育种周期长，预期收益存在不确

定性，科研人员从事动物育种的普遍没有从

事作物育种的积极性高。针对这一现象，需

要完善相关政策，强化畜牧育种家的预期收

益。”李成贵说。

李成贵委员：

种业要提高创新效率和产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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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代表委员划重点
◎本报记者 马爱平

育种：
实现跨越发展，打好种业翻身仗

黑科技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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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深度融合，驱动现代

生物育种技术快速变革迭代，成为推动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的新引擎。生物育种已进入一个大数据、大平台、

大发现的新时代。

万建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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