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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未到，山东农民刘福庆便着手采购

棉种了。近几年来，老刘的棉花经受住了成

本上升、棉价起伏等考验，实现了产量、效益

的大丰收。他的秘密武器，便是“鲁棉研 28

号”棉种。

鲁棉研 28号，有何神奇？

“鲁棉研 28 号经受住了多种土壤、气候、

水肥条件的考验，表现突出，主导了我国棉花

生产的又一次重大品种更新。”早在 2009 年

底，多位国内权威棉花专家对鲁棉研 28 号做

出共同的评价，“丰产稳产性好”、“综合抗性

好”、“主要农艺性状协调，易栽培管理，适应

性广”的三大特点使其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部分指标达到国际领先”。鲁棉研 28号的育

成与推广，实现了“政府、科研单位、企业、农

民”四方共赢。

刘福庆并不知道，自 2007 年至今鲁棉

研 28 号已连续 8 年被农业部定为全国（黄

河流域）主导推广品种，并连续被定为国家

（黄河流域）棉花区试中早熟组对照品种；

2009 年 起 被 河 南 省 用 作 棉 花 区 试 对 照 品

种，2010 年起被山东省确定为棉花区试对

照品种。不仅如此，鲁棉研 28 号还于 2012

年通过苏丹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

审定，成为该国的主导棉花品种，并被引种

到印度、巴基斯坦、越南等国家。自 2006 年

审 定 至 今，鲁 棉 研 28 号 已 经 在 鲁、豫、冀、

晋、陕、津、苏、皖 8 省市累计推广 8000 多万

亩，成为黄河流域棉区累计推广面积最大

的国产 Bt 抗虫棉品种，覆盖了山东省 50%

左右的棉田面积。

中 国 好 品 种“ 鲁 棉 研 28 号 ”是 如 何 炼

成的？

为了1.2亿棉农的生计

“你们还有鲁棉 1 号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棉铃虫在我国北

方棉区持续特大暴发，山东省棉花生产遭受

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年植棉面积由原来的两

千多万亩，锐减到五六百万亩，棉花生产跌入

低谷。山东省农科院所属山东棉花研究中心

的工作人员在与棉农和基层人员交谈时，经

常遇到上述疑问。

棉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也是

大宗农产品。似乎没有哪个行业像棉花产业

一样，平时似有若无，不显山不露水，但一有

风吹草动，便牵动整个产业——它既是最重

要的纤维作物，又是重要的油料作物，也是重

要的蛋白质来源，还是纺织、精细化工原料和

重要的战略物资。

这就不难理解，为了保护中国 1亿多棉农

的利益，国家曾长期对棉花实行计划性收储

制度，放开后又实行棉花进口关税配额以及

滑准税制度等一系列保护性制度；这就不难

理解，国家要求必须努力使棉花增产，搞好综

合利用，增产增值，以增加棉农收入和满足国

民经济发展多方面的需要。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山东棉

花研究中心培育出的鲁棉 1 号便是一粒这

样的种子：它彻底结束了美国岱字棉品种

在我国黄河流域棉区长达 20 多年的统治

地 位 ，也 结 束 了 我 国 使 用 布 票 的 历 史 ，一

度使我国由棉花进口国变为出口国。对农

民 兄 弟 来 说 ，更 实 实 在 在 的 效 益 是 ，那 个

年 代 ，鲁 棉 1 号 催 生 了 一 大 批 明 星“ 万 元

户”。

黄土地呼唤“中国好品种”。继鲁棉 1 号

之后，山东棉花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一直沿

着前辈们的足迹，继续研发像鲁棉 1号这样的

好品种。

农业育种，一向以“高投入、高风险、长

周期”为标签。对科研人员来说，一切都充

满着未知和挑战。还好，鲁棉研 28 号从刚起

步便被纳入政府项目得到资金支持和条件

保障：

1991 年，山东省农科院在全院组织实施

了四大作物（小麦、玉米、棉花、花生）育种攻

关，为鲁棉研 28 号的培育提供了组织和经费

保障；

1995年，山东省组织实施了“山东省农业

良种产业化开发”项目，即后来的“山东省农

业良种工程”，鲁棉研 28号得到了自始至终的

支持；

2001 年，鲁棉研 28 号得到国家 863 计划

“优质、高产、多抗逆棉花新品种选育及育

种技术研究”（2001AA241084）的支持；2004

年，得到国家发展棉花生产资金项目的支

持；

2007 年，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抗虫棉鲁棉研 21号、28号生产技术试验示范

和产业化开发”，进一步促进和加快了鲁棉研

28号的产业化进程。

对新品种研发来说，资金保障只是其成

长的一个方面。

无论是田间试验的风吹雨淋，还是对资

源材料的筛选鉴定、杂交测配，哪一个环节都

不可或缺，哪一个环节都充满着挑战，再度育

成比肩“鲁棉 1 号”的品种，谈何容易？其间，

蕴含了育种家太多的汗水、智慧和心血。

棉花是我的爱人

“我这一辈子，就搞了棉花育种这一件

事。”

在研发鲁棉 1 号的主力之一、现已退休

的山东棉花研究中心庞居勤研究员眼中，

陪伴自己大半辈子的，除了生活中的爱人、

孩子，就是棉花，“在事业上，棉花就是我的

‘爱人’。”

实际上，在山东棉花研究中心，兢兢业

业，几十年如一日如庞居勤者，还有很多。以

王留明、李汝忠、董合忠研究员为代表的山东

棉花研究中心新一代棉花专家接过庞居勤等

老一辈专家手中的接力棒，承担起新时代棉

花育种的重任。

棉花的生育期本就很长，棉花育种则需

要更长的周期。一个优良品种的诞生，往往

需要对成千上万份资源材料进行筛选、评价，

需要精心设计的方案与技术路线，需要对大

量的育种材料仔细地进行观察、调查、鉴定、

选择，少则七八代，多则十几二十代。

为 了 缩 短 育 种 周 期 ，山 东 棉 花 研 究 中

心育种专家们开始了候鸟般的迁徙——每

年 10 月 底 要 从 寒 冷 的 北 方 迁 徙 到 温 暖 的

海 南 岛 进 行 南 繁 育 种 ，直 到 第 二 年 4 月 再

回来。现在的海南岛，已经是风光宜人的

旅 游 圣 地 ，但 在 上 世 纪 90 年 代 ，那 里 的 工

作和生活条件可不是一般的差，至于黎族

兄弟聚居的棉花试验田更是人迹罕至、蛇

窜鼠跳之地。

那个年代，蔚蓝色的海南出现在山东棉

花研究中心工作人员记忆中的却远不是美

景，而是艰苦的条件。鲁棉研 28 号的主要

育成人王家宝介绍：“当时去海南要先乘汽

车从临清到河北邯郸，再坐火车到武汉，从

武汉转汽车到广东湛江，再从湛江乘船到

海口，从海口乘汽车到三亚，最后坐三轮车

到村庄。就是日夜兼程，也需要四至六天

时间才能到达，在车上连续站几十个小时

是常有的事。当时海南的育种基地条件也

是相当艰苦，生活和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在试验地中用几张油毡搭个四处透风的草

棚就是住的地方了。比起台风、毒蛇的危

险来说，蚊子和高温酷热这样的小麻烦就

不值一提了！”

从事农业科研工作，只要投入，就没有

了 8 小 时 内 外 和 节 假 日 的 概 念 。 为 研 发

“鲁棉研 28 号”，多年来，“鲁棉研 28 号”团

队的科研骨干，几乎很少过个完整的节假

日 ：元 旦 过 后 就 要 对 南 繁 材 料 进 行 杂 交 ；

五 一 假 期 ，正 是 棉 花 播 种 保 苗 的 关 键 时

期；国庆长假，正是棉花决选、收花的最关

键时期，几乎每个假期他们都是在试验地

里 度 过 ，这 也 早 已 成 了 约 定 俗 成 的 习 惯 。

在棉花生长发育的关键环节，王留明和王

家宝等专家总是在田间对不同试验材料进

行反复、细致的观察与比较。每年选单株

时 ，一 天 下 来 ，有 时 累 得 胳 膊 都 抬 不 起

来 。 不 少 人 劝 他 们 ，这 样 的 具 体 工 作 ，交

给助手干算了，何必要亲自去干？而他们

总是说：“育种研究是一项连续性、实践性

很强的工作，不能只听汇报、看数字，只有

亲 自 动 手 干 ，亲 眼 看 到 了 植 株 ，亲 手 摸 到

了 棉 絮 ，才 能 掌 握 第 一 手 资 料 ，心 里 才 塌

实。”一个生长季节下来，六七十亩试验地

的每一株棉花，他们几乎都得前后观察把

握 上 好 几 遍 ，力 求 对 每 一 份 育 种 材 料 、甚

至每一株棉花的特征特性都有一个全面、

准确的把握。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10年磨一剑，鲁棉

研 28 号的选育成功也不是一朝一夕成就的，

“鲁棉研 28号”课题组摸索出 5条经验：

——上中下游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山东棉花研究中心与中

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和相关企业密切

合作。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发挥其

在转基因研究方面的优势，开展遗传转化

和种质创新研究；山东棉花研究中心进行

育种目标设计、技术路线制定、新品种选育

和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各合作棉种企业则

发挥其基地与市场网络优势，进行新品种

的产业化开发。

——高新技术与常规技术结合，育种理

论与栽培理念结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课 题 组 充 分 吸 收 高 新 技 术 研 究 的 最 新 成

果，与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通过与中国农

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合作，开展 Bt 基

因的表达与抗虫性遗传研究，提出并实践

了协同表达抗虫性与丰产性的 Bt 抗虫棉育

种的新策略；用抗虫棉栽培生理的研究成

果指导育种设计，特别是把稳健发育、库源

协调、早熟不早衰作为丰产与稳产的保障，

把叶枝弱赘芽少、上中下结铃均匀、株型通

透作为简化管理的保障，提出并实践了协

同表达丰产稳产性与高产易管性的棉花育

种新策略。

——组织精干力量，协作攻关。山东棉

花研究中心集中了棉花遗传育种、栽培、植

保、农化、开发等相关学科的精干力量，特别

是在技术路线制定的早期，就吸收从事棉花

栽培生理学科的骨干参与研究，集中多学科

进行协作攻关，并保持课题组人员的相对稳

定，在人、财、物上重点倾斜，为联合育种攻

关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

——扩大试验规模，提高试验质量。改

善 试 验 条 件 ，狠 抓 试 验 质 量 ，采 用 平 整 土

地，棉柴粉碎还田，增施有机肥等措施，培

肥地力，使试验产量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

平上。同时扩大试验规模，量大精选，优中

选优，并进一步加大南繁规模，变单纯的加

代为选择鉴定双结合，最大限度地加快转

基因材料的纯合速度和育种进程，缩短育

种年限。

——良种良法配套。鲁棉研 28号参加区

试后，表现突出，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结

合试验示范，尽早研究其生长发育规律，研究

制定出相应的栽培技术措施，良种良法配套，

为大面积推广提供技术支撑。

这些经验，既有对山东省棉花研究中心

良好科研传统的传承，又有传统不具备的优

势，“特别是栽培人员进入团队、参与研究，充

分吸收了栽培生理的最新研究成果，育成了

稳发稳产、早熟不早衰的品种，这也是当年鲁

棉 1号所不具备的优势。”

转眼间春去秋来，棉花到了收获的季节。

没有风险的“中国好品种”

“这是一个没有风险的‘中国好品种’”，

无论是山东省农科院的前辈，还是中国育种

领域的同行专家，都如此评价鲁棉研 28 号。

此话怎讲？

“抗虫棉鲁棉研 28号，解决了农民一怕难

管理，二怕早衰产量低的问题，是一个可遇不

可求的好品种。”庞居勤说。

2009 年 12 月，由国内多位权威专家组成

的同行专家鉴定委员会认为，鲁棉研 28 号是

我国黄河流域棉区综合性状突出的品种，创

新点突出，在高产、稳产、多抗结合改良方面

取得显著进展，在大铃、高衣分协调改良方面

有重要突破，连续被确定为黄河流域棉区主

导品种和国家区试中早熟对照品种，将聚合

杂交、混合复交、混合选择与系统鉴定、南繁

北育相结合，集成创新了棉花高产稳产多抗

育种技术，实现了多个目标性状的同步改良，

项目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内容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广大棉农通俗地评价该品种为‘没有明

显的毛病’，企业普遍认为生产经营该品种

‘没有风险’，成为美誉度最好的品种。”在“鲁

棉研 28号”课题组看来，该品种具有四大突出

特点足以让其在国际顶级棉花品种序列中占

有一席之地：

——丰产稳产性好。在参加各级、各类

区试中经历了低温寡照和高温干旱等异常气

候年份，表现出良好的丰产性与稳产性，皮棉

产量比对照增产 12.2%—23%，达到极显著水

平；后又作为国家黄河流域中早熟组区试和

山东省、河南省区试的对照品种，年际间、多

点次丰产稳产性突出。

—— 综 合 抗 性 好 。 高 抗 枯 萎 病 、耐 黄

萎病，抗棉铃虫；抗旱性、耐盐性以及耐高

温高湿、阴雨寡照的能力强于多数同时期

的棉花品种。该品种生长发育稳健，库源

关 系 和 根 冠 关 系 比 较 协 调 ，耐 低 钾 能 力

强，抗早衰，熟相好，解决了早熟与早衰的

矛盾。

——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不仅适合于

黄河流域棉区纯春播，也适合间作套种；不

仅适合肥水地，也适合盐碱地、旱薄地；不仅

已适合整个黄河流域棉区，也被引进到长江

流域下游棉区大面积种植，表现出广泛的适

应性，解决了多类型品种才能解决的问题。

2012 年通过苏丹国家审定后迅速在国外种

植推广，实现了国产转基因抗虫棉种植范围

的重大突破。

——适宜简化栽培管理。叶枝和赘芽少，

株型通透，发育稳健，对化控、施肥和气候的敏

感性弱，自我调节补偿能力强，适合轻简化栽

培，易种易管理，是农民喜欢的“懒棉花”。

总之，鲁棉研 28 号较好地实现了多抗性

的聚合与协调，既是目前黄河流域棉区综合

抗性最好的品种之一，又具有广泛的适应

性，为丰产稳产提供了保障；鲁棉研 28 号在

大铃、高衣分协调改良方面有重要突破，克

服了大铃与高衣分的负相关，纤维品质指标

搭 配 合 理 ，HVICC 上 半 部 平 均 纤 维 长 度

29.9mm、比强度 29.4cN/tex、马克隆值 4.7，其

高衣分、铃大、上中下结铃均匀、库源关系协

调、熟相好的特点为高产奠定了基础；株型

通透，生长发育稳健，叶枝弱、赘芽少，适用

于免整枝简化省工栽培，为轻简化栽培提供

了便利。

“1亿亩与120亿元”成绩单

鲁棉研 28号实现产量、效益大丰收，山东

农民刘福庆并不是唯一的赢家。

“首先，鲁棉研 28号是我国棉花多抗育种

的成功典范，同时，对于在气候多变环境下培

育适应性强、稳产性好的棉花品种，进行了较

为成功的探索和验证。这正是广大棉农想要

的。”山东棉花研究中心主任董合忠研究员

说，“科研单位历经十几载终于将农民们想要

的品种研发出来，而且几年内就已经推广了

8000多万亩，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还有比这个更能体现它的价值吗？”

“自 2006 年审定以来，鲁棉研 28 号在鲁、

豫、冀、晋、陕、津、苏、皖 8 省市累计推广 8000

多万亩”。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如果加上在

其他省、区和国外的种植，累计面积近 1 亿

亩，新增经济效益高达 120 亿元。自转基因

抗虫棉问世以来，该品种是山东省唯一达到

单品种覆盖超过 50%的国产抗虫棉品种，也

是黄河流域棉区同类品种中推广面积最大

的品种。

“该品种已成为我省众多种子企业安全

生产经营的核心产品，为企业带来了丰厚的

利润。”“这个品种大量减少了化学农药用量，

降低了化学农药对环境的污染，以及人畜中

毒事件的发生，保护了环境，有着良好的生态

效益。”

农民喜欢，企业认可，环境友好，自始至

终支持鲁棉研 28号的中央部委和山东省政府

也收获了他们想要的。2010年度，“高产稳产

多抗棉花新品种鲁棉研 28 号”荣获了山东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

实际上，“鲁棉研 28 号”带来的效益并不

仅仅止步于上述四方。

通过竞标，鲁棉研 28 号授权十家骨干

种子企业生产经营，直接奠定了创世纪、圣

丰、冠丰、银兴、苗宝等棉种企业快速发展

的基础，有力促进了我国棉花种子的产业

化进程。

鲁棉研 28 号研发培育期间，课题组编写

出版了《棉花生产管理技术问答》（山东科学

技术出版社，2004）、《怎样种好鲁棉研 28 号》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和《高产稳产棉

花品种鲁棉研 28号选育与栽培研究》（中国农

业科技出版社，2014），发表相关论文 50 多

篇。新形势下所提出的棉花育种目标和理念

以及集成创新的棉花高产稳产多抗育种技术

体系, 为今后我国棉花育种研究提供了有益

的借鉴。

鲁棉研 28 号综合性状优良，为我国棉

花多抗育种提供了优良的性状供体，被国

内多家育种单位用做亲本广泛应用，初步

统 计 已 育 成 苗 宝 21、恒 杂 棉 1 号 、银 山 8

号、sGK 锦科 10 等十余个棉花新品种和近

百个棉花新品系。此外，国内科研教学单

位广泛应用鲁棉研 28 号作为生理生化、耕

作栽培、土肥植保、种子加工、良种繁育等

相关研究的试验材料，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600 多篇。

第三方评价更加客观，2009 年国内权威

农业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对该项目的鉴定

意见为：

“近年来，鲁棉研 28 号经受住了多种地

理条件、气候条件、水肥条件的考验，表现突

出，综合性状优良，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成

为黄河流域主栽棉花品种，主导了我国棉花

生产的又一次重大品种更新，而且推广前景

广阔。高产稳产多抗广适棉花新品种鲁棉

研 28 号的选育和应用为我国棉花育种提供

了宝贵的种质资源，创新了棉花多抗育种理

论，促进了棉花遗传改良的发展，在振兴民

族种业和我国棉花良种产业化进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一个好品种，串起“政府、科研单位、企业、农民”四个收益方

鲁棉研28号：比肩鲁棉1号的中国好棉种
□ 本报通讯员 王祥峰 赵军胜 本报记者 魏 东

山东棉花研究中心“棉花遗传育种与栽培技术”团队获得农业部中华农业科技奖优秀创新团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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