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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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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笔记

■广 告

有这样一个人，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粒

生生不息的“种子”。尽管他已经离开我们多

年，但他留给大地的种子长成了良田；撒在人心

的种子“枝繁叶茂”。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细胞遗传与作物育种学家戴松恩。

翻开他写于 1978 年、名为“建议农林部迅

速制定种子法”的手稿，我们似乎又能看到许多

年前，他为中国的种子事业殚精竭虑、奔走疾呼

的身影。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种子工作。新中国

成立之初，国家就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地方

品种征集，收集到 43 种大田作物的近 20 万份

（含重复）种子材料。20 世纪 60 年代，以发布

《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为契机，我国种子

管理工作逐步走向规范，解决了当时种子的混

杂退化、带病、带虫和品种单一等问题。

1956 年 5 月 26 日，戴松恩受邀参加了时任

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十二年科技

发展远景规划招待酒会。总理嘱咐他：“希望你

用科学技术增多小麦，让人人都能吃上白面。”

如何才能不负总理的嘱托？作为和种子打

了半辈子交道的科学家，戴松恩结合多年一线

教学科研经验，以及早年留学期间的见闻积累，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 1978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学术讨论

会暨中国农学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戴松

恩首次公开建议对我国种子工作进行规范化管

理，希望相关部门迅速制定种子法，引起了与会

人员的广泛关注。这是他首次公开倡议制定种

子法。

1978 年 8 月，国务院批准农业部成立中国

种子公司，我国种子管理的制度体系开始逐渐

成型，但是当时依然没有提出设立专门的种子

管理法规。戴松恩敏锐地感觉到亟须对我国种

子工作进行规范化的管理，第一次正式提交了

开篇提到的制定种子法的建议。在这篇建议

中，戴松恩结合美国、墨西哥在良种选育、鉴定、

繁殖、推广、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农

业种质资源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迅速制定适

合我国情况的种子法；恢复和健全良种审定、繁

育、推广等管理制度；重点建立一些良种仓库和

良种轧花厂。

1978年 9月，戴松恩又撰写了“关于迅速制

定种子法的建议”，通过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

建议》报送中央领导审阅。同年 11 月，为尽快

推动种子法的制定，改善当时我国种子管理情

况，戴松恩修订了“关于迅速制定种子法的建

议”，并抄送至《人民日报》科教部王友恭，于

1979年 2月刊发。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我国第二次全国范围作物种质资源征集活

动全面展开，这次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征

集”的补充，缓解了全国出现的种子多、乱、杂的

局面。同时，将完善和加强我国种子管理工作

正式提上日程。1981年 12月，在戴松恩等专家

的建议和国家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全国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在京成立。1986 年，国家作物

种质库（老库）建成。

1989年 3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种子管理条例》。戴松恩提出的组织良种审定

委员会、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建立种子贮藏制

度、种子调剂检疫等建议在相关条文中得到了

体现。

2000 年 7 月 8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管理条例》的基础上，经过逐步推进和酝酿，《中

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制定，并于当年 12月 1日

正式实施。截至目前，这部关于种子的法律已

经历了三次修订，为规范我国种业发展起到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国端稳饭碗、实现农业现

代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价值。

2021年 9月，国家作物种质库（新库）建成，

作为全球单体量最大、保存能力最强的国家种

质库，国家作物种质资源（新库）堪称种子的“诺

亚方舟”。

遗憾的是，戴松恩没能亲眼看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法》颁布实施。但作为最早的倡议

者之一，他已经被历史和人民铭记。他那掷地

有声的“搞农业离不开土地，只有在祖国的土地

上，我那点知识才能更好地为家乡父老，为更多

人服务！”的话语，至今仍激励着我国农业工作

者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用中国种种出中国粮

而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为端牢“中国饭碗”奔走疾呼
——记戴松恩对我国首部种子法的贡献

目前随着决赛的临近，第 22 届世界杯足

球赛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如今足球已成为世

界第一大运动，历史悠久。足球源于我国古代

的蹴鞠。蹴即踢，鞠即球。早在两千多年前的

战国时期，蹴鞠就已成为非常流行的体育活

动。如《战国策》卷八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

无不吹竽……踏鞠者”。我国历史上多个朝代

的宫廷活动中，均包含了蹴鞠内容。如东汉文

学家李尤撰《鞠城铭》，其中载“圆鞠方墙”（圆

形的鞠，方形的赛场）“二六相当”（双方各六

人）等内容，可反映汉代宫廷中，有较为正式的

蹴鞠场所和比赛规程。又如《新唐书》卷四十

八载“寒食献球”，即唐代宫廷中，在寒食节会

开展蹴鞠活动。再如北宋苏汉臣绘作《宋太祖

蹴鞠图》，描绘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和

臣子们蹴鞠的场景。故宫为明清皇宫，蹴鞠亦

为宫廷活动的重要内容。其中，明代宫中的蹴

鞠多为娱乐活动，清代宫廷蹴鞠则以冰上竞技

为主。

明代多位帝王为“蹴鞠迷”，明宣宗朱瞻基

即为其一。故宫博物院藏《明人朱瞻基行乐图

卷》，揭示了明代宫廷娱乐活动的场景，其中就

包括蹴鞠。画面中，开阔的场地上，由几名宦

官组成的球队进行比赛。一名球员左脚抬起，

似乎要踢起凌空的“足球”，并作出进攻姿势；

而他的对面，一名球员挺胸直立，双手置于身

后，手掌交叉相握，左脚做发力状，似乎准备起

脚断球。而朱瞻基身着便服，头戴窄檐大帽，

正襟危坐于一帐篷内，全神贯注地观看比赛。

朱瞻基曾作诗《蹴踘》（《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

卷四十三）：“密密清阴接贝宫，锦衣花帽蹴东

风。最怜宛转如星度，今古风流气概同”。此

处，“清阴”是指树荫下，“贝宫”是指华丽的宫

殿。明宣宗在诗中描绘了精彩纷呈的蹴鞠比

赛场景，赞美了运动员们的高超球技，抒发了

对蹴鞠的喜爱之情。

明代宫廷里喜欢蹴鞠的女性，亦不在少

数。如崇祯皇帝的宠妃田贵妃，不仅才貌双

全，而且精通蹴鞠技巧。清初诗人吴伟业在

《永和宫词》中，称赞田贵妃“丰容盛鬋固无双，

蹴鞠弹棋复第一。”清初文人王誉昌所撰《崇祯

宫词》载：“锦罽平铺界紫庭，裙衫风度压聘

婷。天边自结齐云社，一簇彩云飞更停”，生动

描绘了田贵妃与宫女们蹴鞠的场景。她们一

改弱柳扶风的形象，在球场上英姿飒爽，而田

贵妃更是出类拔萃，众莫能及。此处“锦罽”指

草坪；“齐云社”指蹴鞠组织，亦可称为“足球

队”。类似的场景可见明人杜堇绘《仕女图》。

画面中，几名宫廷仕女在树下的空地上蹴鞠。

只见一名仕女右脚抬起，脚尖顶球，做进攻状；

对面的仕女则跨步前倾，做防守状，动作敏捷

熟练。女球员们不仅面容娇好、娇美华贵，而

且在球场上身手不凡，有不输须眉之势。

清朝统治者为满族，而满族体育文化的特

点之一为冰嬉，即冰上运动。乾隆帝诗《瀛台

雪景》载：“每冬太液冰坚，令八旗与内府三旗

简习冰嬉之技”，可反映清代宫廷对冰嬉运动

的重视。而蹴鞠与冰嬉的结合，则形成了清代

颇具特色的足球活动——冰上蹴鞠。冰上蹴

鞠为清代宫廷的主要活动内容，集军事训练与

游艺功能于一体。乾隆帝之《冰嬉赋》载：“复

有革戏，其名圆鞠……黄帝作练戎之俗，武由

是习兮其争也君子”，认为黄帝曾用蹴鞠来练

兵，而冰上蹴鞠属于抢球运动，可以增强兵士

的战术意识，并培养其气量和胸襟。

清人潘荣陛撰《帝京岁时纪胜》之蹴鞠，解

读了冰上蹴鞠的比赛内容：两队抢球，每队数

十人，均设领队；比赛时，一个皮质球被高抛至

半空；当球下落时，两方争抢，得到球的一方获

胜；随后，由输方将球踢至远处，双方再进行抢

夺。清人吴振棫撰《养吉斋丛录》之卷十四，对

冰上蹴鞠的地点、方式进行了更为详细地说

明：“岁十二月，西苑三海层冰坚冱，于是择令

辰，圣驾御冰床临视焉。或五龙亭，或阐福寺，

或瀛台等处，无定地。冰鞋以一铁直条嵌鞋底

中，作势一奔，迅如飞羽”“继曰‘抢球’，兵分左

右队，左衣红，右即衣黄。既成列，御前侍卫以

一皮球猛踢之至中队，众兵争抢”。此处，“西

苑三海”即今北京北海公园附近水域。由此易

知，每年 12月西苑三海水面结冰时，兵士分为

红、黄两队，脚穿冰鞋，进行“冰上足球”比赛。

御前侍卫发球，皇帝亲临现场观赛。实际上，

冰上蹴鞠就是一种没有球门的冰上游戏，且脚

踢球的方式变成了手脚并用的抢球方式。

明清宫廷里的足球运动是我国古代蹴鞠

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亦见证了我国古代足球文

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明清宫廷里的足球运动

怪石嶙峋的海边岩洞里，丛林枝条的细密掩遮

下，鲣鸟母亲正在精心呵护着嗷嗷待哺的幼鸟，渴盼

着外出觅食的鲣鸟父亲满载而归。然而，望眼欲穿，

鲣鸟父亲却踪影皆无。

事实上，鲣鸟父亲正奋力捕食。只见它从高空

俯冲进大海捕获肥美的鱼虾，正衔着赶回。谁知，却

被半路杀出的“强盗”劫去了食物，为了不让幼鸟挨

饿，它只好再次返回大海。

这个“不知廉耻”的“强盗”，就是军舰鸟。它不

仅外形巨大、凶猛，“战斗”起来也不逊于一艘火力十

足的“攻击舰”。被它攻击的不仅有鲣鸟，还有住在

海岸边的其他“居民”，如燕鸥、红嘴鸟等。

为何军舰鸟非要靠劫持别人的食物生存？难

道它自己不能捕食吗？原来大自然在造军舰鸟

时，一不留神，忘记给它设置一样东西——防水

油层。没了防水油层，军舰鸟的羽毛一旦浸水，

就会湿透，从而面临被淹死的风险。此外，军舰

鸟的双腿又短又细，尽管双翅宽大，极擅飞翔，但

细弱的双腿让它很难从水面上直接起飞，因此军

舰鸟自己捕食时，只能吃些漂到岸边或浅水的软

体动物和一些小鱼、死鱼，很难吃到水下的大鱼，

因 此 其 大 部 分 的 日 常 食 物 必 须 靠 对 同 类 的“ 掠

劫”获得。

军舰鸟的巢穴一般筑在与燕鸥、鲣鸟等鸟类的

巢区邻近的灌木丛或树枝上，这样有助于它们从

容起飞，也方便它们劫获其它海鸟的猎物。它们

的飞翔技巧极为优异，尽管身躯庞大，却能灵活地

在高空翻转盘旋，一旦看到鲣鸟们抓到了鱼，它们

便张开双翅一路骚扰堵截，而鲣鸟们惊慌失措，便会丢下口中的鱼虾仓惶而

逃，这时军舰鸟则疾速俯冲，凌空攫取下坠的鱼虾，占为己有。

看到辛勤的燕鸥、鲣鸟历尽千辛万苦捕获的鱼虾被军舰鸟拦路抢劫，人类总

会为它们愤愤不平。然而，在了解了大自然对于军舰鸟的“粗心疏忽”后，人们是

否能接纳并开始理解大自然神奇的食物链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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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

持以企业创新为引领、以资源要素为依

托、以市场规则为主导、以政府服务为保

障，进一步发挥西咸新区秦创原总窗口优

势，建好秦创原、发展硬科技，举办第七届

中国创新挑战赛（西安）硬科技发展专题

赛，大赛由国家有关部门指导，相关部门

主办并承办，第七届中国创新挑战赛（西

安）硬科技发展专题赛秦创原总窗口专场

是本届大赛的收官活动。

在 有 关 部 门 的 强 力 推 动 下 ，西 咸 新

区紧扣秦创原总窗口定位，加速由“势”

转“能”，初步形成秦创原现象、营造了秦

创原生态、探索秦创原模式、打造秦创原

板块。通过集聚创新资源、打造创新功

能、构建创新生态，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

发展。紧抓平台建设，秦创原人才大市

场、沣东立体联动孵化器总基地先后揭

牌运营，秦创原光伏创新中心（隆基中央

研 究 院）建 成 投 用 ，沣 西 成 果 转 化 加 速

器、泾河两链融合促进器示范区正在积

极谋划推进；翱翔小镇等 12 家单位被评

为 全 市“ 三 器 ”示 范 平 台 ，西 图 数 联 等 5

家单位被评为新型研发机构。抓市场主

体培育，共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2150 家，

是去年同期的 2.39 倍；认定高新技术企

业 490 家，是去年同期的 2.16 倍；实现技

术 合 同 交 易 额 131.77 亿 元 ，是 去 年 同 期

的 1.2 倍。引进新经济领域企业 240 家，

创建省级以上众创空间 14 家，17 家企业

纳入省级上市后备企业库。推进“三项

改革”，与交大、西工大等 11 个高校院所

签约 15 个科转平台。开展高校院所成果

转化项目路演 50 余场次，落地成果转化

企业 251 家，是去年全年的 2.09 倍。推动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布《西咸新区科技

计划指南》，实施秦创原总窗口“揭榜挂

帅”项目 42 项。打造新双创队伍 24 支，

组建科技经纪人队伍 96 人。

秦创原总窗口专场围绕西咸新区重点

产业链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大健康等新兴

产业领域的企业技术难题和行业性共性难

题，面向全国征集解决方案，完成关键技术

攻关，帮助区内重点产业链升级改造、重点

企业技术创新、核心技术成果落地，推动两

链深度融合，服务西咸新区新兴产业发展，

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最终形成 50

个企业技术需求与 96 个解决方案进行对

接，经过现场比拼和需求对接，本次专场共

签订意向协议 23个，合同金额共计 3506万

元，无论是单笔签约金额还是成功对接数

均创新高。

本届大赛以全市 19 条重点产业链为

基础，依托西咸新区、西安高新区、航天基

地等开发区以及全市硬科技产业资源，经

过十个月的产业调研、企业调研、现场交

流、技术需求挖掘、解决方案梳理等环节，

通过常态化活动与专场活动相结合、揭榜

挂帅与揭榜比拼相结合、线上云对接与线

下需求对接会相结合，最终遴选并公开发

布了 130 项技术需求、征集解决方案 235

项，形成 34 家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和 190

余家科技型企业精准对接，签订意向合作

协议 80 项，合同金额 1.07 亿元。15 个团

队获得大赛优胜奖，30 个团队获得大赛优

秀奖。

本届挑战赛通过精准匹配企业技术创

新需求，推进双链融合，做优“秦创原”创新

驱动平台，擦亮“硬科技”亮丽名片，助力西

安市及陕西地区经济发展。科技引领时代

发展，创新需与产业发展保持同频共振，下

一步，市有关部门将持续贯彻落实《关于强

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努力解决

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和成果转化、市场

应用“最后一公里”有机衔接问题，打通产

学研创新链、价值链，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加快释放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内生动力，

让更多的创新资源在陕西各地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图文及数据来源：西安市科技局

秦创原打擂台，总窗口展风采

戴松恩建议农林部迅速制定种子法手稿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供图

近日，河南南阳黄山遗址考古发现仰韶中晚
期粮仓群，目前共清理出 16座粮仓基址。大量
粮仓基址的发现展现了6000多年前原始贸易的
辉煌，为探讨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
提供了关键材料。

黄山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
黄山村，是一处以玉石器制造交流为特色的区
域性中心聚落，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与长江流
域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在这里碰撞交
融。图为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拍摄的仰韶中期粮
仓基址。

新华社发（陈辉摄）

河南黄山遗址

发现6000多年前粮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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