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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3月22日讯（记者
利声富）在21日举行的2025种子

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系列活动

2025西甜瓜产业与种业发展论坛

上，与会嘉宾在品尝各式西甜瓜的

同时，共析西甜瓜产业发展现状，共

探西甜瓜提质增效、全产业链创新

发展新路。

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南

繁育种优势，近年来，海南的西甜瓜

产业快速发展。特别是每年10月

至次年5月，海南种植的蜜瓜与主

产区新疆刚好错开，填补了国内其

他地区无瓜上市的空白。如今，海

南已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热带设施甜

瓜栽培体系，在陵水、三亚、乐东、东

方、昌江近200公里海岸线附近建

设西甜瓜大棚面积20多万亩，年播

种面积超过50万亩，2024年总产量

突破 160 万吨，产值近 100 亿元。

成为我国规模化程度最高、综合技

术应用最全面、全产业链最完善、投

入产出效益最显著的西甜瓜产业聚

集区。目前，海南生产的西甜瓜除

了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外，

还出口到国外。

虽然海南西甜瓜产业发展势头

迅猛，但也面临诸多问题。

“当前，海南西甜瓜产业在规模

和深度上都取得显著成就。然而，

品种同质化、土壤病虫害问题日益

突出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挑战仍

不容忽视。”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专家许勇建议，海南应以优

良和差异化的品种为引领，推动产

业持续创新发展，三亚应充分利用

其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以标准化

生产技术为核心，以品牌打造为牵

引，全面提升西甜瓜与哈密瓜全产

业链的发展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和

附加值，增加产业效益。

“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

泛应用，西甜瓜育种将迎来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许勇提出，应明确

AI育种的核心任务和目标，充分利

用不断拓展和积累的基因组数据和

表现组数据，推动AI在系统管理应

用中的广泛应用和创新发展。

乐东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周游建议，海南西甜瓜目前亟

须开展新品种选育，实现品种的优

质化、多样化，以及快速识别西甜瓜

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等。

“发展智能农业，应用传感器、

大数据和AI技术，实现精准种植和

管理也是突破当前西甜瓜发展瓶颈

的途径之一。”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

究院副院长张兴平表示，品种改良

是世界西甜瓜发展趋势，即培育抗

病、耐储运、口感佳的新品种，如无

籽西瓜、迷你西瓜等。

“在西甜瓜种植方面，要重视田

间管理，做到不打除草剂，铺设防草

布，以此减少农药的滥用；每年对

土壤进行改良，能够减少病虫害，

有利于西甜瓜生长。”海南胜杰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宠为西

甜瓜种植提出具体施行方法。

论坛期间，来自宁夏、山东

等地的相关负责人分享各自地区在

西甜瓜产业发展方面的经验和成

果。活动现场还进行西甜瓜品鉴活

动，让与会者亲身体验各地西甜瓜

的不同风味。

南国都市报3月22日讯（记者利声
富）22日，记者从2025种子大会暨南

繁硅谷论坛上获悉，日前，海南博收

种业有限公司选育的甜椒品种“京椒

9”成功获得美国农业部 （USDA） 颁

发的植物新品种保护证书。这是我国

甜椒品种首次在美国获得此类认证，

标志着我国植物品种在国际舞台上取

得重要突破。

“京椒9”甜椒是海南博收种业有

限公司历经 4年，在海南、河南间进

行育种、南繁加代选育的新品种。具有

高抗斑萎病、商品性好、耐热等特点。

其定位为国内高端越夏椒以及美国西

部、中东等露地种植的越夏彩椒品种。

该品种经美国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部

门层层严格试验审查，于2025年2月2

日获得美国植物新品种权授权，授权保

护期限至2045年2月3日，获得授权单

位为海南博收种业有限公司。

据了解，自1970年美国通过《植物

品种保护法》以来，“京椒9”是我国首

个在美国获得授权的甜椒品种，具有里

程碑意义。

新华社三亚3月22日电（记者赵颖
全、罗江、王与点）种子，既记录着古老农

耕文明的农学智慧，也蕴含着未来科学技

术的新突破。

3月20日至23日在海南三亚举办的

2025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上，智慧育

种成为焦点议题，业内人士期待智慧育种

破译“基因密码”，开启种业创新的新赛道。

“南繁硅谷”是国家种业科技创新攻

关的核心平台。据估算，我国新育成的农

作物品种中，超过70%经过南繁选育。

当下，千行百业积极拥抱AI。当AI

遇上种子，如何助力培育出“超级品种”？

高产是育种永恒的主题，如今一粒好

种子寄托了更多的期待：不仅要高产，还

要稳产；气候变化下，需要更强的耐逆性；

资源环境约束下，要高效利用能量、资源

环境友好……

植物“低语”，科技“聆听”。每一片叶

子的卷曲、每一粒种子的饱满都是它们诉

说的故事。

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提出

“智能品种智能创造”的观点令人耳目一

新，即集成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培育出自主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品种。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认为，作物的农

艺性状成千上万，要做到“知其然也知其

所以然”，需要算力、算法挖掘基因与性状

的关联，以此为基础整合优异性状。同

时，与传统的“小作坊式”育种不同，智慧

育种需要以工业化思路汇聚大量资源。

AI育种、智慧育种正在从理论走向

现实。在种子大会的室内展览数字大屏

上，智慧育种成果一一展现。40多家参

展单位纷纷拿出了新鲜科技与看家品种。

在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坐在电脑

前“云”上管田成为现实。点开中国南繁

硅谷数字化产业全景图，可以精准获取各

个基地的育种研发、良种繁制等情况。通

过遥感传回的信息，科研人员实时获取该

基地的异常区分析和植物冠层含水等情

况，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数据采集智能转型、生物数据整合创

新、智能算法效能跃升，构建出育种新场

景：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联合上海人工智能

实验室等单位，发布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

“丰登”；中国农科院科研团队开发的算法

能够精准预测作物表型，计算时间比传统

统计模型缩短290倍；中种集团发布“玉

米品种晋级与精准定位决策系统”，快速、

准确完成品种优劣势分析和适宜种植区

域的精准定位……

智慧赋能，良种诞生更可预期。

强优势杂交水稻组合的选育，往往需

要测交成千上万个组合才能选出1个强

优势组合。“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我们

能够利用算法预测出高产组合。”中国农

科院国家南繁研究院副院长李慧慧说，依

托全基因组杂种优势预测模型，筛选出的

一些组合已进入新品种审定区域试验。

经过多年南繁育种实践，我国农业科

学家成功培育出一批稳产广适的小麦新

品系。未来，“南繁硅谷”将通过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培育更多适应不同生态

环境的小麦新品种。

我国智能育种方兴未艾，但与跨国种

业巨头相比仍存差距。我国在大数据育

种平台建设方面仍较薄弱，智能育种的商

业化有待突破。海量的育种数据未实现

互联互通，也制约着“智慧大脑”算力与算

法的充分释放。

“要加快运用智慧育种技术选育具有

高产、优质、耐逆等特点的‘超级品种’。”

钱前说。借力数字技术驱动，不断为中国

农业“芯片”升级迭代，确保“中国碗”装满

“中国粮”。

2025种子大会聚焦智慧育种

AI如何助力培育出“超级品种”？

海南西甜瓜全产业链
如何寻求发展新路径？

我国甜椒品种首次在美国获植物新品种保护证书

2025西甜瓜产业与种业发展论坛展示的瓜果。（记者利声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