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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谢华安，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稻

遗传育种学家，原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院长，现任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主

席。50多年来，谢华安从事杂交水稻

育种研究，创新“恢复系亲本的选择”

“测交配组”“抗瘟性筛选育种”和“杂

交水稻中稻制种”四项关键技术，促

成我国杂交水稻更新换代，对继续保

持我国杂交水稻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谢华安荣获“全

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先进工作

者、“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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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金秋，又是一年丰收。丰

收背后不仅有农民“汗滴禾下土”的辛勤

付出，也有科学家“上下而求索”的刻苦

钻研。

籼型杂交水稻研究成功 50 周年国际

学 术 研 讨 会 近 日 在 湖 南 长 沙 举 行 。 会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稻遗传育种学家

谢华安作了主题报告。50 年来，全国科

研工作者持续开展杂交水稻大协作，杂

交水稻实现了数轮产量跃升，在国内累

计推广面积达 90 亿亩，累计增产稻谷超

8000 亿公斤。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近日，

科技日报记者专访了谢华安，听他讲述

“一粒种子”背后的故事。

杂交水稻研究
成功有五点秘诀

记者：杂交水稻是怎样“炼成”的，难

点在哪？

谢华安：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事业是

袁隆平先生带领着中国科学家在我国优越

制度的支持下组织起来的。中国是世界上

第一个将杂交水稻应用于大面积生产的国

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全国大协作的

前提下，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成功。

1970 年，我们的科学家在海南岛南红

农场的沼泽地里发现了一株败育的野生

稻。这一株野生稻成了研究杂交水稻的

遗传工具。

1976 年，我国的杂交水稻开始进入大

面积推广阶段。杂交水稻大丰收解决了

重要的吃饭问题。

杂交水稻研究最难的地方就在开始

阶 段 ，科 学 家 找 不 到 不 育 特 性 的 保 持

系。在找到野生稻的败育株，并将其作

为遗传工具后，科学家将其不育的特性

通过杂交保持下来，最终育成了中国早

熟品种的保持系，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恢

复系。可以说，中国第一批用于生产的

杂交水稻就是在这一株野败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

总的来说，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成功

有五点秘诀：科学的探索精神、爱国的奉

献精神、优越的社会制度、找到了遗传工

具、开展了大协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

就了杂交水稻。

记者：我国的杂交水稻发展到今天，

在产量、质量等方面发生了哪些转变？

谢华安：我国第一代杂交水稻的恢复

系是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IR24”“IR26”

育成的。此后，我国科学家利用自己育成

的以“明恢 63”“测 64”“桂 99”为代表的恢

复系，配成了以“汕优 63”“威优 64”“汕优

桂 99”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代杂交水稻，第

二代杂交水稻更抗病、更高产。

现代种业要实
现“四性综合育种”

记者：您在此前的采访中表示，一个

好品种可以造福千家万户。那么，这些年

您培育了哪些水稻新品种，解决了水稻生

产中的哪些问题？

谢华安：中国第二代杂交水稻的代表

性品种“汕优 63”是我们团队育成的。“汕

优 63”之所以成为第二代杂交水稻的代表

性品种，有几方面原因。从生产实际看，

1986 年到 2001 年的 16 年间，“汕优 63”一

直是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品种，年推

广面积最大超过 1亿亩。这一品种累计种

植达 10亿亩，且这一纪录至今未被其他品

种打破，增产了 700 亿公斤的粮食。“汕优

63”不仅产量高、抗病性强，米质也好，适

应性更广，还是中国第一代优质米品种。

因此，“汕优 63”成为我国中稻和晚稻的主

栽品种。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早熟杂交稻

研究方面，我们团队还育成了早熟恢复系

“明恢 77”。它配成的“汕优 77”“威优 77”

杂交稻接替了此前的“威优 64”早熟杂交

稻，成为我国早熟杂交稻中推广面积最大

的品种，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汕优

77”年种植面积超过 600万亩，种植面积曾

位居全国第五位。从此，我国杂交水稻的

早熟、中晚熟品种形成了配套。

1996 年，我们团队开始借助航天器把

种子带进太空，利用高空的微重力、高真

空、强辐射中子等特殊环境，使种子产生

变异。上天的种子回到地面后，我们利用

地面的选育种技术，把好的变异选出来。

航天育种会造成种子后代的各种变异，但

符合要求的变异很少。变异大部分是变

差的，我们要在其中找到好的变异，并把

它固定下来。总之，航天育种的目的就是

利用太空环境创造变异，再通过人工选

择，实现丰产、早熟等目标。

21 世纪初，我们育成对野败型不育

系具有恢复力的“航 1 号”“航 2 号”，并配

成了“Ⅱ优航 2 号”等杂交稻，在当时取得

了高产。“Ⅱ优航 2 号”杂交稻在当时作为

再生稻进行种植，大大地提高了单位面

积产量。再生稻第一季亩产在福建突破

800 公斤，再生季在福建取得了 500 多公

斤的纪录。

总的来说，我国自主选育的第二代杂

交水稻不仅得到了大面积推广，产量和质

量都得到了提升，早、中、晚熟的品种也形

成了配套，基本上能够满足生产的要求，

为粮食增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记者：在一代代农业科学家的努力

下，我国农业经历了“三步走”，从高产农

业、绿色农业发展为功能农业。在前不

久的香山科学会议上，您也强调了育种

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如今，我国粮

食能基本实现自给，人们摆脱了贫穷与

饥饿。您的杂交水稻育种研究目标发生

了怎样的变化？

谢华安：进 入 新 时 代 ，我 们 要 通 过

发 展 现 代 种 业 来 支 持 现 代 农 业 。 今 天

的育种目标是什么？是面向现代化、面

向未来。

我认为现代种业的目标是育成丰产

性、优质性、抗性和广适应性综合在较高

水平上的品种，要取得这“四性”的“最大

公 约 数 ”，因 此 我 提 出 了“ 四 性 综 合 育

种”。今天的育种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面向未来，想要提高育种水平，就要综合

各个学科的优势，进行协作创新。

“四性综合育种”就像培养人、培养领

军人才一样，一个领军人才必须综合方方

面面的优点，育种也是同样。这件事虽然

难，但是一定要做。科研人员必须去攀

登、去攻关，要综合各个学科的优势做前

瞻性的研究，并且要挖掘优良基因、组装

优良基因。

不论是动物、植物还是微生物，一个

好品种都应该把“四性”综合在较高水平

上，这样的品种应用于生产时，产量、质

量、效益都会提高。

“四性”综合体现的品种抗性和适应

性也比较强，可以节约农药与化肥，使种

植业更加绿色、环保、可持续。科研人员

今后应该对绿色、优质、生态友好的产品

给予较高的评价和更多的支持，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

想要减少餐桌污染，保证食品安全，

育成好的品种是第一步。此外还应该用

配套的、绿色高效的栽培技术和机械化生

产方式保证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促进绿

色发展。

我们现在不能只求产量，应该把质量、

抗性、适应性都考虑在内。在生产中不能

用大肥、大水去争绝对的高产量，而是要用

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农业发展，为子孙后

代负责。我们这几代人不仅要利用土地，

还要珍惜土地、爱护土地，并制订“净土计

划”。土壤不能污染，所以我提出要“保住

干净土，留给子孙耕。不敢拼命追高产，拼

命下肥下农药”。否则，我们的后代在被污

染的土地上是种不出绿色产品的。

为大家吃饱、吃好、
吃出健康而努力

记者：您进入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初

心是什么？从“吃不饱”的时代到成长为

“超级稻”背后的“超级科学家”，您已经实

现了“让大家都有一碗饭吃”的梦想。您

还有什么新的愿望？

谢华安：我出生在农村，从小在农村长

大。我看到过农民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

天”，辛苦一年还吃不饱的经历。那时一到

每年的四五月份，吃不饱的穷苦人家就到处

借粮、买高价粮。我从小就饿着长大，懂得

饿的滋味，懂得一碗饭是多么重要。所以小

时候我想，有一碗饭吃多好啊。长大了我就

想，大家都有一碗饭吃那多好啊。

正因为我这个经历，我的理想就是

“大家都有一碗饭吃”。几十年来，我一

直 为 此 而 奋 斗 。 今 天 我 们 能 够 吃 饱 饭

了，我还要为大家能够吃好饭、吃出健康

而努力。

十多年前我设想，要育成耐储存的品

种。过去，稻谷进仓超过两三年就会陈

化，这导致粮食损失和财政负担很大。所

以我想育成耐储存的品种，在常温之下稻

谷进仓两三年，基本不陈化，以此减少粮

食的损失，也为保持种子生命力作贡献。

我们团队最近育成了一个叫作“福香占”

的耐储存品种。现在，这个品种已经通过

审定并投入农业生产，还获得了第三届全

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籼米）金奖。

从“福香占”在农业生产中的表现来

看，它不仅丰产、抗稻瘟病、耐储存，而且

米质好、有香味、外观漂亮、口感很好，一

家煮饭，周边都可以闻到香味。从营养成

分来讲，“福香占”的铁含量较高，对贫血

群体来说很有好处。今天我们提倡“大健

康”，农业也在向功能性农业发展。我们

不仅要让大家吃饱，还要吃好、吃出健康，

这就是我所希望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

保住干净土，留给子孙耕

成都菁蓉湖畔，第 81 届世界科幻大会刚刚落下帷幕。在这场

仰望“星云”，向未来发问的盛会中，全世界的科幻迷开启了一场

“星际旅行”。大家在这里分享、探讨科幻如何照进现实，科幻如

何激发想象力。

而在线上，关于科幻的交流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参加此次大会的科幻作家“分形橙子”热衷于在知乎上分享自

己的观点。同时，很多提问也让他印象深刻。比如，“有没有一瞬

间你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好像是假的，或者说你发现了世界的

‘bug’？”在这个问题下，有人分享了“心盲症”的体验：闭眼想东西

时，大脑无法出现相应的画面；有人分享了自己濒死时的体验……

“很多知友的回答非常有趣，引人思考——这个世界真的是真的

吗？”“分形橙子”说。

线上交流对“社恐”人士格外友好，也更轻松、常态。这些参

与线上讨论的网友来自五湖四海、各个领域。一个提问、一句回

答，或许都能成为科幻作品的养料。

像“分形橙子”一样的当代新职人，在各自领域都有着相应的

知识、经验和技能，他们对世界有着自己的认知和判断，是知乎的

主流用户。

近期，由科普中国和知乎举办的年度科学活动“向科学要答

案”活动正火热进行。大量新职人聚集在知乎社区，分享科技热

点新闻解读和科幻文学创作经历，科普专家以及科学爱好者脑洞

大开，实现科学和科幻碰撞，理性和疯狂齐飞。

硬核型脑洞：科幻根植于科学本身

前段时间，物理界一则新闻颇引人关注：常温常压超导体被

发现。大家兴奋又疑虑，期待着一场变革。如果能简简单单就实

现超导，未来将会怎样？

“向科学要答案”中主题为“科学幻想盛宴”的圆桌讨论里，也

抛出这样的问题。

知乎答主赵泠给出了一个有些“泼冷水”的回答：“大量生产

的常温超导材料”有多大用，取决于这些材料的失超条件，加工难

度，力学特性，在电机、电线等装置里与其他材料的互动状况，故

障时引起火灾、爆炸、有毒烟雾的概率等各种因素。具体的材料

未必能发挥胜过铜、铝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知乎答主“飞贼科斯”从事的

就是超导方面的基础研究。他引用了多篇论文，介绍常压室温超

导。“飞贼科斯”指出，这是超导领域每隔几年就会出现几次的新

闻。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关于“常压室温超导”的结果经

得住同行的推敲和重复实验验证。

科幻作家、知乎答主严曦（曼斯雷德）的作品《造神年代》实体

书已在世界科幻大会上正式发布。在这部强人工智能长篇科幻

小说中，严曦将信息技术、认知科学这些非常“硬”的知识点用颇

为通俗的语言呈现出来，为读者填补知识盲点。

严曦还喜欢钻研感兴趣的科学知识。他在知乎上发表了很

多科普文章，交流后不乏灵感迸发。在知乎搜索严曦的文章，总

能感受到硬核科技的渗透和幽默通俗的表达。

“为什么植物没有进化出大脑或者思想体？”正是这样一个看

似平常的问题，在严曦第一次回答后，引发了大批人在知乎上进

行更为深入地探讨。

“酣畅淋漓！”严曦如此形容这场思想交锋，“我用 13000 多字

作了系列回复，知乎平台的强互动性让我融入到科学思想的碰

撞中。”

近未来型脑洞：“大模型幻觉”何解

大模型是当下正火的 AI 概念。但大模型普遍存在“一本正

经地胡说八道”的现象，这被称为“大模型幻觉”。在知乎上就

有 这 样 一 个 问 题 ：当 大 模 型 幻 觉 完 全 消 失 ，会 对 世 界 产 生 哪 些

影响？

在云问科技算法工程师、知乎答主刘聪看来，大模型出现幻

觉的原因，主要还是跟原始训练数据本身就存在虚假信息和模型

解码策略相关。

“如果大模型生成的内容 100%准确，很多职业也将完全消失，

到那时，人类根据大模型的指示按部就班就好。”刘聪说。

大模型这股浪潮的源头正是 ChatGPT。知乎答主“桔了个仔”

也参与了讨论，“即使大模型幻觉消失，作为使用者，也不要轻信

AI。”他看到 ChatGPT 火爆后，竟有人在知乎上用 ChatGPT 的内容

当论据反驳他人。“大模型就是美丽的海域，采用海量数据进行训

练，展示出了通用人工智能的曙光。而幻觉就是大模型海域中的

塞壬女妖，令掉以轻心的人受到欺骗。”

如果真的出现通用人工智能会怎样？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

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通用人工智能是一个庞大的科

学挑战。如果它诞生，将不可避免地大大改变社会关系、生产关

系等。

飞扬型脑洞：外星人孕育了人类？

前段时间，墨西哥宣布发现了外星人，还公布了两具外星人

尸体。大脑袋，凸眼睛，和影视作品中的外星人实在过于类似。

在科幻作家的笔下，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外星人形象。比如，

纯能量化的外星人，由场构成生命；星云生物，个体看上去很像太

空中的龙卷风；极度抽象的几何图形；机械生命，大脑是芯片，电

流和磁场是血液；气体生物；毫米级体型的生物，有着基于晶体的

骨骼……

知乎答主“麻瓜”认为，很可能就算见到了外星人，人类也不

认为这是生命，因为高级外星生命可能没有自我意识和灵魂。

一些科幻小说里甚至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一颗没有自我意识

的星球在吸收地球的沟通规则后和人类交流，但实际上，所有的

沟通都没有灵魂，只是一种数据模型的往返。

“人一直站在自己的视角看世界。但客观规律、数学模型、磁

场、电场、力场，这些所谓的客观存在，是不是也是生命呢？”“麻

瓜”感叹，或许我们也只是宏大外星生命孕育的一些渺小寄生物。

无论你的脑洞有多大，在知乎这片没有枷锁的想象力聚集

地，都能等到一个回答。正如“分形橙子”所言，他愿意参与其中，

和知友一起，让想象力腾飞。

科普“云问答”：“向科学要答案”

1010月月 1717日日，，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澧浦镇东湖畈粮食功能区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澧浦镇东湖畈粮食功能区 40004000亩优质杂亩优质杂
交晚稻开镰收割交晚稻开镰收割，，田间地头一片繁忙丰收的景象田间地头一片繁忙丰收的景象。。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图为农民在
贵 州 省 岑 巩 县
水 尾 镇 新 场 村
杂 交 水 稻 制 种
基 地 查 看 水 稻
授粉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我希望年轻一代都要爱国、要为民，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思

想。年轻一代要有理想，要立志为国为民作贡献。我希望青少年

在校是个好学生，到社会上是一个好青年。在工作岗位上，首先

要想着为社会多作一点贡献。大家都要成为一颗优良的种子，无

论种在哪里，都会长成一朵美丽的花，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做社会

的栋梁，为社会进步作贡献。

——谢华安

致青年科技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