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摸清地方畜禽
种质资源家底

3月19日，在2024中国种子（南繁硅谷）大会畜

禽种业创新发展专题报告会上，发布了《海南省畜禽

遗传资源志（第二版）》，展示了第三次海南省畜禽遗

传资源普查成果。

该专著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编写完成。在该书的

编写过程中，普查工作人员完成了海南全省19个市县

地方品种、培育品种（配套系）、引入品种（配套系）的

“全覆盖”普查。并通过遴选性能测定单位和技术指

导专家，完成五指山猪、海南猪、墩头猪、雷琼牛（海南

黄牛）、兴隆水牛、雷州山羊（海南黑山羊）、文昌鸡、儋

州鸡、定安鹅、中国番鸭（嘉积鸭）、海南中华蜜蜂、潭

牛鸡配套系等地方品种和自主培育品种的性能测定。

南国都市报记者易帆

育好种：筛选适合海南种植优质品种

随着我国水稻育种技术不断突破，水稻亩产

不断提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生前提出“杂

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攻关目标，在三亚召开

的启动会上成立以他为首席科学家的项目攻关

领导小组。

2023年11月，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

高产攻关实验在三亚水稻国家公园示范点测

产。测试结果显示，晚造平均亩产607.56公斤，

加上早造平均亩产903.35公斤，当年双季稻亩

产达到1510.91公斤。这是海南第三年实现“杂

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攻关目标。三年试验，

也筛选出适合海南种植的优良水稻品种。

事实上，海南实现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

斤目标前，云南、湖南已实现。但在海南，受水稻

生育期较短、气温高等条件影响，水稻很难高产。

正因为此，海南连续三年实现攻关目标，不

仅是实现袁隆平院士生前的心愿，更是对实现我

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和确保“中国的饭碗一

定要端在自己手里”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增产量：三亚粮食增产试验捷报频传

育良种，是为了提高水稻产量、提升大米品

质。

“自2004年来，我国水稻大面积平均单产明

显提高。从2017年单产突破470公斤/亩，连续

6年单产稳定在470公斤/亩左右，虽在全世界处

于较高产量水平上，但从发展观点看，还存在着

较大的增产潜力。”专题报告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洪程从水稻基本技术、区域平衡栽培等方面介

绍了水稻挖潜提产途径、对策等。

种业振兴新“稻路”上，三亚先后进行杂交水

稻一年三季亩产4000斤、再生稻示范试验等增

产试验。

2023年12月30日，三亚杂交水稻年亩产

4000斤高产技术集成示范项目第三季测产，平

均亩产546.7公斤。加上第一季、第二季平均亩

产，三季合计年亩产达2046.5公斤，顺利实现一

年三季亩产4000斤的目标。

三亚实现杂交水稻一年三季亩产突破4000

斤，刷新了我国热带地区杂交水稻种植的新纪录。

同时，三亚进行的再生稻示范两季亩产达到

886.63公斤。“试验示范表明，在三亚种植再生稻

具有很大潜力。”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通过筛选再生稻品种，建立再生稻高产栽

培技术，实现了再生稻单产亩产的提高。

扩途径：耐盐碱水稻试验取得进展

三亚市崖州区南繁育种基地，海风吹拂下，

金色的稻浪此起彼伏，丰收在望。有别于普通稻

田，这片稻田是盐碱地，由于土壤盐分太高没办

法种植，之前是撂荒地。

“经过多年的选育和改良，这些海水稻品种

具有优良的抗性，为我国农业科研事业提供宝贵

的种质资源。”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科研人员

说。他们在该片盐碱地进行海水稻育种、鉴定、

示范取得实际性进展。经过数月的精心培育，已

完成生长周期的大部分阶段。收割后，这些海水

稻种子将分发到全国各地试种。

在盐碱地进行海水稻南繁加代、示范，是种

业振兴海南新“稻路”的新途径。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青岛海水稻

研发中心在三亚进行海水稻南繁加代、试验。科

研人员从成千上万份材料中筛选和选育出来的

耐盐碱稻种，既能保证在盐碱地上茁壮生长，又

能亩产且口味佳的品种。

吃好米：“海南好米”逐步走上百姓餐桌

“我们的中紫高营养米在海南、山东、北京来

回反复杂交后才培育成功。”北京大学现代农学

院院长、研究员刘春明介绍，在两年时间里，他们

切了36000多粒种子后才拿到理想的两个株系，

前后共历时12年才繁育出中紫系列优质稻。

由此可见，海南具备培育优质米的基础。现

实是，虽然大部分水稻品种都经过南繁，但市场

上真正产于海南的大米却鲜见。

海南米要想突围，须先解决好种子问题。

“我们联合科研院所开展水稻育种和绿色高

产栽培示范，筛选出多个适合在海南种植的优质

水稻品种。”海南农乐南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仕明介绍，他们被评为“海南好米”的“九九新

香”“寿香1号”“美两优秋香”等品种米质好，非

常适合海南种植。

眼下，新一季种植的水稻正茁壮成长。在海

南稻田里，多了10多个“海南好米”的身影。其

中，“隆望两优889”以米粒细长、煮熟后柔软可

口且散发清香获得一致认可，该品种在万宁推广

种植已累计2万多亩。

随着“海南好米”示范推广面积进一步扩大，

“海南好米”也逐渐走上本地百姓餐桌。

连日来，在2024中国种子（南繁硅谷）大会室

内展览现场，超5000平方米的室内展区集中展示崖

州湾科技城建设、海南农垦南繁发展等成果和40多

家企业及单位的创新成效，中国种子集团（先正达

集团中国）、大北农集团、垦丰种业、隆平高科等领

军种业企业尽数亮相，各种业企业展示的“黑科

技”吸引嘉宾驻足观看。

南国都市报记者沙晓峰文/图

领军种业企业
产品悉数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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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振兴海南新“稻路”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水稻是世界上

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也是我国第一大口
粮作物。海南热带资源丰富，是闻名全国
的南繁热土，许多优质稻种均经过海南阳
光的沐浴，南繁的加代后从海南走向全国，
乃至国外。

一粒稻，一颗“芯”，一产业。海南如何
发挥优势，推进种业振兴新“稻路”？在3
月 19日举行的2024中国种子（南繁硅
谷）大会水稻种子及产业链发展研讨会上，
业内领导、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
共商水稻育种研发，共推水稻应用技术，共
享稻米新成果。

南国都市报记者利声富

《海南省畜禽遗传资
源志（第二版）》发布

深度观察

田间表型信息采集机器人。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种植的“海南好米”品种。记者利声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