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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2月21日讯（记者利声
富通讯员翁宏）记者从日前在三亚举行

的2023年育种材料与品种产权交易路演

获悉，海南正促进育种材料共享利用，助

力“南繁硅谷”建设。

2023年育种材料与品种产权交易路

演展示了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多项育种材

料和品种。酸甜风味甜瓜新品种“博罗

蜜”，百香果新品种“黄香1号”“香蜜1号”，

油茶新品种“海大油茶2号”“海大油茶4

号”等多项优质育种材料和植物新品种。

据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2年底，我国作物

种质资源保存总量突破54万份，海南是

我国重要的农作物种子繁育基地，集聚了

一大批种业科技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推

动高价值育种材料共享利用有助于更好

地夯实种业创新基础，提高育种效率，助

力“南繁硅谷”建设。

“由于传统的育种材料和植物新品

种交易主要采取一对一线下完成，缺乏

公平透明性以及交易信任和履约保障机

制，不利于品种权保护和新品种研发，难

以调动市场积极性，珍贵的高世代材料

拥有方不会贸然公开交易，致使大量高

价值育种材料搁置浪费，没有得到共享利

用。”海南大学南繁学院（三亚南繁研究

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所构

建了面向育种材料、植物新品种的多品类

种业IP授权交易平台，交易信息公开可追

溯，能够实现供需信息线上展示、一对一

撮合交易或一对多规范交易，可根据客户

要求采用匿名化交易，平台将发挥交易鉴

证、履约监督、维权支持等作用。

依托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所种业

知识产权授权交易业务平台，油茶品种

“侯臣3号”“侯臣1号”“海大2号”等达成

良种权实施许可意向协议签订，哈密瓜育

种材料“JL”独占许可权、品种“壁玉”经

营权完成交易签约，这是推动育种材料共

享利用、打通平台化交易全流程的一次积

极探索。

目前，海南正推动南繁育种向多样

化发展，从单纯育种向种业全产业链转

变，努力建成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

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服务全国的“南

繁硅谷”。

2023年11月17日，无论是日历

上还是手机备忘录上，刘华招都做了

记录。这天，他根据海南陵水周边种

植条件繁育的南香丝禾，经农业农村

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审查，符合

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

要求，且符合命名规定，拟授予植物

新品种权。这标志着他历经8年的南

繁就地转化即将完成，育“海南种”

梦将圆。

“米质优、口感好，达到国家二

级米标准，且耐热性好、丰产性高、

抗倒牲强、抗稻瘟病、适于海南省密

植种植。”刘华招边剪稻颖壳边介绍

南香丝禾繁育过程。

海南种植的水稻大多是外地引进

的，本地品种很少。“将南繁成果留在

海南，繁育适合海南种植的水稻品

种”，2015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海南分子科研育种基地成立时，刘

华招来到陵水，开始南繁水稻育种。

“经过走访后，我发现海南山兰和

泰国香米很受百姓欢迎，于是萌发了

将海南特色山兰稻与泰国特色香稻结

合，选育出新品种的念头。”刘华招

介绍。他从北方带来近千种种质资

源，前往各地收集到包括海南特色稻

山兰稻和泰国特色品种香稻，在陵水

南繁试验田进行反复试验。

“中午时分是水稻最佳授粉时间，

这时，无论太阳多晒都要站地里工

作。”额头上满是汗珠，但刘华招顾不

上擦拭。“擦也没用，片刻就满头大汗

了。”只有汗珠滴在眼镜上，镜片模糊

看不到才用衣服擦一擦。

耕地、播种、筛选……2019年，

历经4年，刘华招终于培育成株高适

宜、结实率高、具有抗瘟病力强等特

点的材料——南香丝禾。这是刘华招

从上万份材料中优中选优，历经7代

细细考量，3代鉴定分析选出的理想

材料。同年参加海南省早造区试，南

香丝禾在生长期间没有任何差异。

连续几年试验种植亩产均达到

500公斤以上，刘华招知道，南香丝

禾这一南繁成果转化已迈出可喜一

步。随后，刘华招向农业农村部植物

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提出植物新品种权

品种申请。

在两年的集中测试中，经过集中

种植、审核测试报告、分析相关测试

数据等一系列步骤，2023 年 11月，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公

示拟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品种，南香丝

禾位列其中。

刘华招利用南香丝禾和海南本土

山兰黑糯杂交培育出产量更高、口感

更好的南香黑糯目前已申请植物新品

种权品种。今年早造在海南进行自主

试验时，亩产量达到375公斤，在陵

水等周边示范推广也取得很好的效

果。

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是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与专利权保护构建

了种业科技成果的保护体系，对于鼓

励种业科技创新，推动种业科技进

步，具有重要意义。

2024，新年将至；2023，将成过往。回看、展望，每个人均感慨、感叹。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和经历者，这一年，
你有哪些收获和感想？是否留下深刻的印象和体悟？

时间流动无声，却演奏着动人音符。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2023故事。分享是一种强
大的力量，感悟和经验很可能为他人带来鼓励和指引，照亮未来前行路。海南省融媒体中心（新海南客户端、南海
网、南国都市报）推出“新海南年终策划·我的2023，我的海南故事”系列报道，一起分享这些温暖人心的故事。

编者按

南繁博士梦圆“海南种”
历经8年繁育出适合海南种植的水稻品种——南香丝禾

城事播报

用剪刀小心翼翼地剪掉稻颖壳上端一部分，用镊
子将颖壳内的雄蕊拨出，让雌蕊暴露出来，然后套上纸
袋。中午时分，当父本开花时，将正开花的父本穗子剪
下，把花粉抖落在母本的柱头上，再套上纸袋，挂上记
明父母本品种名称和杂交日期的小牌后移栽到田间。

同样的动作，在陵水安马洋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
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海南分子科研育种基地高
级工程师、博士刘华招重复了8年。

南国都市报记者利声富

海南：促进育种材料共享利用助力“南繁硅谷”建设

刘华招在田间查看南繁育种情况。（记者利声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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