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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

进入“十三五”以来，国家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理念引领农业现代化新发展，尤其对种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

种业是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

多年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紧紧围绕首都种业发展需求，紧跟

市场的发展需要，以全力推进现代种业发展为目标，发挥种业领域

优势，把发展的重点放在科技创新和种业改革上，大力推动产学研

结合和技术成果转化，加快新品种的创制，着力打造育种创新原始

策源地，服务于首都种业之都建设。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深化种业改革加
快创新发展

2016 年中央 1 号文件明确要求：“深入推进种业领域科研成果

权益分配改革，探索成果权益分享、转移转化和科研人员分类管理

机制。”2016年 7月，农业部等 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扩大种业人

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深化种业体

制机制改革，加快现代种业创新发展。

作为北京市种业改革试点单位，院党委书记高华表示，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应积极贯彻党的创新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扎实

推进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改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已

完成与所属种业企业的脱钩改制工作，权益分配改革工作也取

得明显进展。同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强化种业公益性基础研

究，构建以产业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

体化的现代种业体系。下一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将进一步深

化种业人才发展和创新成果转化分配形式，积极做好科技人员

分类管理、落实好领导干部持股及兼职等工作。同时，扎实做好

公益性基础研究，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建设成支撑民族种业发

展的重要科技力量。

2011年 10月，本着“模式创新、优势互补、股权激励、利益共享”

的原则，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与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探索种业发展

新机制，由中种集团投资金、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用成果、小麦中心科

研人员出技术等入股合作，创建了中种杂交小麦种业（北京）有限公

司，建立了企业为主体的“育繁推”一体化机制，加快杂交小麦优良

品种的选育和推广。通过双方的合作，小麦中心科研人员直接进入

新成立的种企开展育种与技术研发，原单位身份和待遇不变，育成

品种归企业和科研单位共同所有，并根据股权收益进行分红。这种

合作是机制上的“杂交”，这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科企合作模式

极大地激发了各方积极性，实现了科研成果与产业转化和技术推广

的高效对接。公司成立后，杂交小麦育种进度和推广速度比以前提

高了 3 至 5 倍。2014 年 8 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与北京顺鑫农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及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共同

组建注册资本 1.2 亿的北京顺鑫农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其中顺鑫

集团资金入股 44%、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成果及资金入股 43.5%、现代

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入股 12.5%。公司成立后，以玉米中心为科

研依托，立足于北京顺鑫控股集团强有力的发展平台，紧紧围绕国

家种业发展的各项政策以及北京市提出的打造“种业之都”的发展

规划，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创新种业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模式。通过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的介入，推动了科技成果产业化。2015 年 12 月

30日，由北京京研益农科技发展中心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中心

全体职工共同入资，成立京研益农（北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其中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占股 40%、职工和育种家团队占股 60%，科研人员

按照工龄、职称、贡献等确定股份系数进行现金出资。改革后，企业

增强了创新活力，研发积极性不断增强，销售收入突出，成为全国蔬

菜种子行业的领军企业。

多年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育种科研
创新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科技兴农，种业为先。种业是农业领域中科技含量最高的细分

领域之一。激发种业的创新活力，对于我国农业发展至关重要。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一直紧紧围绕国家关于科技创新驱动种

业发展的战略，坚持创新是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党委书记高华表示，要把科技创新这一支撑改革

的措施落实到新的首都功能定位上来，落实到支撑产业升级上

来，要增强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的能力，着力把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建设成为育种创新原始策源地之一，带动周边，服务全国。院

长李成贵提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会坚定不移推进创新，以创新

为统领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加快提升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实

力、活力和影响力。

多年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在育种科研创新方面开创了良好的

局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建设好育种创新原始策源地，服务于种业之都建设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种业改革和创新发展取得显著进展

我国是世界第一西瓜生产与消费大国，

但是人们却始终未能从外到内了解它，直到

2013 年 1 月，国际学术顶级刊物《自然·遗传

学》发 表 了 世 界 首 张 西 瓜 基 因 组 序 列 图 谱

（影响因子 35.532），标志着人类成功破译了

西瓜遗传“密码”。这项由蔬菜中心主任许

勇的研究团队牵头进行的科研创新，为高效

培育兼具优质、高产、抗病虫、抗逆等优良性

状的新品种提供了技术支撑，是我国主导完

成的世界第一张西瓜基因组序列图谱，是植

物基因组领域研究的又一突破性成果，标志

着我国西瓜基因组学研究取得了国际领先

地位。在此基础上培育出的优异系列西瓜

品种成为我国早春保护地、早熟栽培的主栽

品种，近 5 年内累计推广 937 万亩，创造经济

效益 60 亿元，经济与社会效益显著。科研

成果不仅提升了我国西瓜育种技术水平与

材料创新能力，而且也支撑了我国西瓜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

蔬菜中心：绘成世界首张西瓜
基因组序列图谱

种质资源丰富，种业创新基础扎实
种质资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现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保障粮食安全、建设生态文明、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

源。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一直注重强化种质资源建设，现建有 4个国家级种质资源保存机构，分别为国家果树种质北京桃、草莓圃，农

业部玉米原原种基地，农业部北京油鸡资源保种场，国家级北京鱼类良种场。

同时，各所（中心）也建有种质资源保存机构。蔬菜中心建立了国内第一座蔬菜种质资源中期库，共收集和保存国内外地方品种

及“名特优新”品种资源 3.5万余份，国外资源占 1/3，保存育种中间材料 6万份以上，是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的蔬菜种质资源库之一，

并建立了“北京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共享信息服务平台”。玉米中心资源保存 3.3万份，其中 DH 系群体资源 1.2万份，玉米杂交种资源

与 DH 系资源均列全国首位，是国内最全的涵盖品种权保护、区试审定、农业部征集等权威标准样品。小麦中心保存种质资源 9980

份，其中保存我国独有小麦光温敏不育种质 5150份，同时还拥有其他恢复系种质、高产种质、抗病种质、优质种质、节水种质等。林果

所保存资源 3000余份，包括桃、草莓、葡萄、樱桃、苹果、梨、板栗、核桃、果树树种以及桧柏、扶芳藤、毛白杨、栾树等林业树种。畜牧所

是农业部北京油鸡资源保种场所在地，保存着全国最大的油鸡保种群体。水产所保存着包括西伯利亚鲟、俄罗斯鲟、史氏鲟、达氏鳇

等 15种亲本，其中北极红点鲑资源占全国 80%以上、溪红点鲑资源占全国 50%以上。植保所保存 2000份 60多种食用菌种质资源。草

业中心共收集保存观赏草、草坪地被、能源草、饲草等各类草种质资源 1089份，涵盖芒属、狼尾草属、偃麦草属、针茅属 20个属 100余

种，拥有我国北方地区种类最全、面积最大的观赏草和能源草资源圃。

种子质量监督检测能力强，种业科研创新有保障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建有 4个国家级检测机构，1个国际 ISTA检测资质认定的检测机构。

农业部蔬菜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种子检验资质的实验室，2013年3月获得ISTA(国际种子检验协会)执

行委员会的确认和授权，可以授权出具种子质量进出口国际检验证书，检验数据国际对等互认。使我国拥有与国际一流的种子质检机构

同等的话语权，有利于消除种子进出口质量检验的技术壁垒，帮助我国种企提升种子质量检测能力，提高我国种业的国际竞争力。

农业部果品及苗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农业部授权的、经过国家计量认证的、具有第三方公正地位的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机构。2005年 9月经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批准，成为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定点检测机构。授权检测范围为果品及苗木

15类产品，承检参数包括感官检测、含水率、可溶性固形物、总酸、固酸比、还原糖等 45项。

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是依托自主创新的玉米标准 DNA 指纹库构建及其关键技术为核心的玉米种子真实性检测质检机构，

2011年通过农业部考核认证，成为首个具有农业部玉米品种真实性检测资质的专业机构，构建了已有 26000多个品种全球数量最大

的玉米标准 DNA指纹库，制定了《植物品种鉴定 DNA指纹方法 总则》《玉米品种鉴定技术规程 SSR标记法》等 5项检测标准。

北京小麦种子检测中心：2015年3月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资质，是农业部指定的小麦品种DNA指纹检

测单位。率先系统研究和创立了小麦DNA指纹检测技术体系，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面应用DNA指纹检测小麦品种及种质资源

的国家。制定了农业部行业标准《主要农作物品种真实性SSR分子标记检测 普通小麦》，构建了我国小麦品种DNA指纹数据库。

信息中心育种信息化团队以现代

种业发展技术需求为导向，与育种企业

等紧密协作，获得全自动玉米单果穗考

种 装 置 及 方 法 等 发 明 专 利 42 项 ，获 得

作物育种电子标签（RFID）制作系统等

软件著作权 50 项。在产业化推广方面

也 取 得 了 显 著 的 经 济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1）“金种子育种平台”软件成为国

内最具竞争力、成功用户最多的育种软

件，成功打造了隆平高科、山东圣丰种

业、国家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湖南岳

阳）等典型示范案例，引领和带动了国

内育种信息化的发展。（2）玉米考种设

备。研发 LQ-MBAETI-A1 型便携式玉

米考种系统、LQ-MBAETI-B 型玉米果

穗考种流水线系统，能够解决大学、科

研院所、育种公司对于大规模自动化玉

米 果 穗 、穗 轴 、籽 粒 形 态 考 察 的 需 求 。

（3）基于物联网的性状采集及环境监测

设备。应用于江苏省种子站区试环境

物联网监测系统、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物

联网平台建设、隆平高科农业示范园信

息化项目等。（4）无人机遥感辅助育种

表型信息高通量获取系统。目前已分

别向天津市气象局、武汉大学、内蒙古

草原监督管理局、广西水科院等推广相

关技术和产品 5 套。金种子育种云平台应用结构图

信息中心：育种信息化技术研发
与产业化助推种业创新

仁用杏是以取仁为目的的杏树的一种栽培类型，

作为国家六大战略经济林树种之一，在农业结构调

整、农民增收致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然而，与国外优良扁桃品种相比，目前我国主

栽品种的单位面积产量仅有其 1/4，单仁重平均低

0.2g以上。而从国外直接引进的品种抗寒性差，不适

宜在北方大多数地区种植。

远缘杂交技术是进行品种遗传改良的重要方法，

将亲缘种属扁桃的优良基因资源导入仁用杏，选育出

兼具扁桃的丰产、单仁重高和仁用杏抗寒、耐瘠薄等

优良特性的新种质，将对我国仁用杏种植区域产量和

效益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为此，1993 年林果所率

先开展了仁用杏与扁桃远缘杂交研究，解决了杂交亲

和性极低、杂交胚败育、杂交苗成活率低等难题，在国

内外第一个成功获得杏属与扁桃属的杂交新种质，利

用 SSR 技术对仁用杏与扁桃远缘杂交后代群体进行

了分子鉴定。选择出 3个果核和仁超大的新品系，京

仁 1号和京仁 2号获得新品种保护权，京仁 3号（平均

单仁重 1.10g，比目前仁用杏主栽品种提高 25%以上）

通过专家实地审查。创制的远缘杂交新种质为获得

单产大幅度增加的仁用杏改良品种奠定了重要基础，

极少数表现优异的品系可以直接应用于生产。京仁3号

小麦杂种优势利用是世界性难题，也是

大 幅 度 提 高 小 麦 综 合 生 产 能 力 的 首 选 途

径。1992 年以来，小麦中心主任赵昌平领衔

的杂交小麦科研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发现了

小麦光温敏雄性不育现象和材料，并利用系

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坚持自主创新，创造

性的建立了“小麦雄性育性的相对性原理”

等核心理论,攻克了“光温敏不育系选育途

径、规模化高效制种技术、强优势杂交种创

制与应用”等关键技术，全面探索了从材料

发现、光温调控、恢复源聚合、异交生物学、

组合选育、种子生产到大面积应用的科学规

律 和 产 业 化 技 术 体 系 ，创 制 出 了 一 批 增 产

20%以上的强优势杂交小麦组合，累计示范

应用近百万亩。在国际上率先创立了“中国

二系杂交小麦技术体系”，为小麦杂种优势

利用开辟了新途径，解决了国际杂交小麦长

达 60 年的科学难题和技术瓶颈，成为继杂

交水稻之后我国在作物科学领域又一原创

性重大成果，使我国杂交小麦研究达到世界

领先水平。二系杂交小麦技术体系属我国

原创性高新技术成果，拥有完全独立知识产

权，其整体研发水平和应用速度居国际杂交

小麦领域最前列。二系杂交小麦京麦9号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主持选育的玉米自交系“黄早

四”，合作选育的玉米单交种“浚单 20”分别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此基础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中心主任赵

久然带领一支年轻的育种团队，近年来又创新利用“高

大严”选系技术、五位一体玉米品种工程化育种技术、

雄性不育制种技术等，选育出系列上百个玉米自交系

和杂交种。其中京 724、京 725、京 92、京 2416等已经成

为我国目前利用的骨干自交系，进一步丰富和拓宽了

我国玉米种质基础；选育并审定的京科 968、京单 28、

京科糯 2000、京科青贮 516 等优良玉米新品种 100 多

个，均在生产中得到了大面积推广应用。目前，玉米中

心的玉米品种推广面积每年达到 5000万亩。同时，玉

米中心研究集成了基于三系配套的玉米雄性不育化制

种技术，并实现了京科 968 等主推玉米品种雄性不育

化制种，减轻了劳动力、大大降低了种子生产成本，并

提高了种子质量，为玉米生产单粒精量播种提供了高

质量种子。西瓜全基因组测序图谱 京科968

小麦中心：首创中国二系杂交小
麦技术体系并大面积示范应用

林果所：首创扁桃和杏
远缘杂交大种仁种质

玉米中心：创新选育京科
968等突破性玉米新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