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论述24 2018年第１期

关于加快黑龙江省农作物良种科技创新的探讨
周朝文　刘晓兵

（黑龙江省种子管理局，哈尔滨 150008）

摘要：农作物良种科技创新是现代种业发展的科技支撑，文章就如何开展农作物良种科技创新，增强农作物种业核心竞争

力，从农作物种业创新背景和意义、创新基本原则、创新目标、引进整理与创制种质资源、创新机制和创新政策措施等 6 个方面

进行探讨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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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良种是支撑

现代种业发展的基础。农作物良种科技创新能够进

一步推进黑龙江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

升种业科技创新水平，增强农作物种业核心竞争力，

满足发展现代农业对良种的需求，实现农业可持续

发展。

1　创新背景和意义
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以深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升良种科技创新能

力为核心，以玉米、水稻、大豆、小麦、马铃薯、蔬菜等

重点农作物为对象，按照种质资源与基因发掘、育种

技术、品种创制、良种繁育等科技创新链条实施育种

科技攻关，优化政策环境，完善平台、基地和人才队

伍建设，显著提升本省种业核心竞争力，形成具有黑

龙江特色的良种科技创新体系。

2　创新基本原则
2.1　坚持协同攻关的原则　充分发挥各科研院校、

大型种子企业、民营科研所自身科技平台优势，聚焦

目标，有机衔接，联合育种，形成以优势学科团队为

主体，相关单位优势团队参加的协同攻关体系。

2.2　坚持成果共享的原则　鼓励重大任务承担单

位主动释放共享研究平台、研究技术、研究资源、研

究经验、研究成果，提高科技资源利用率、成果产出

率和产出效益，形成贡献共享与权益权利相辅相成、

相互制约的共享机制。

2.3　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　对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及主要农产品供给的关键农作物良种科技创新进行

重点支持，统筹兼顾蔬菜、经济作物等种业科技的全

面发展，形成粮经饲良种统筹发展的格局。

3　创新目标
3.1　总体目标　通过开展科技创新，突破种质创

新、新品种选育、高效繁育等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

提高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实现新品种产业化，加

速品种更新换代，有效促进粮食提质增效。发挥市

场在种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黑龙江省逐

步形成政府引导、产学研结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企业为主体，以种质资源发掘、分子检测、商业化育

种、新品种鉴定测试四大平台为科技支撑的良种科

技创新体系，实现育种理论创新、品种突破、企业发

展、产业升级，努力建成与农业大省地位相适应、具

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现代农作物种业。

3.2　育种目标　重点选育市场有需要、农民有效益

的品质优良、生态友好、高产稳产、抗病抗逆、适宜机

械化、轻简化生产的绿色粮食作物品种。其中，选育

子粒容重和淀粉含量高、收获期含水量低、适宜机械

化收获的玉米品种；选育食味好、品质优、整精米率

高的水稻品种；选育高蛋白、高油的大豆品种；选育

强筋的小麦品种，从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

提质增效。非粮食作物方面，选育适宜北菜南运，优

质、抗病、商品性好、耐贮运的瓜果蔬菜品种；选育适

应国内外市场需求，淀粉和蛋白质双高的芸豆、红小

豆、绿豆品种；选育优质、高产、抗病、经济效益高的

高粱、谷子、向日葵等经济作物品种，为种植业结构

调整提供品种保障，增加农民收益。

3.3　应用目标　推广应用3年后，玉米、水稻、大豆、

小麦、高粱、谷子品种种植面积达到适应区域 1/5 以

上。蔬菜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达到本作物总面积的

1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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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新路径
4.1　引进、整理与创制种质资源　鼓励省级科研院

所和“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从国内外引进和搜

集优异种质并对种质资源的品质性状、农艺性状、产

量性状、抗病性、耐逆性等重要性状进行系统鉴定和

评价，建立种质资源基因数据库；研究分子设计育种

理论和方法，与骨干种业的常规育种技术组装集成，

构建现代高效精准的分子育种技术体系；聚合优异

基因，创制优质、高产、抗病虫、抗逆、资源高效利用、

适合机械化作业等突破性育种新材料。

玉米重点引进早熟、耐密、抗病、脱水快等适合

机收子粒种质资源，以及高淀粉、青贮、鲜食等专用

种质资源；水稻重点引进优质、抗病、耐冷、高产种质

资源；大豆重点引进高产、高蛋白、高油、抗病种质资

源；小麦重点引进强筋、高产、多抗种质资源；马铃薯

重点引进高淀粉、抗病种质资源。

4.2　目标选育突破性品种　依据不同作物生态区

域特点及育种目标，利用生物育种技术和常规育种手

段重点选育生产有需要、市场有需求、农民有效益、重

要指标有突破的优质高效品种。开展玉米、水稻、大

豆、小麦四大作物良种联合攻关，力争在玉米子粒机

收、水稻优质抗病、小麦高产抗病、大豆高产高蛋白品

种方面取得新突破，加快选育适宜机械化收获、轻简

化栽培、环境友好、多抗广适的绿色新品种。

4.3　搭建成果转化应用平台　加快种业科研成果

转移转化和推广应用。加强黑龙江省种业科技成果

产权交易中心建设，拓宽服务功能，规范开展科技成

果供需发布、专家咨询、价值评估和交易服务，实现

种业科技成果公开、公平、公正转化与交易。结合粮

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依托

市县种子管理机构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建设主要

粮食作物及马铃薯、蔬菜、经济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

基地，实现良种良法、农机农艺相结合，加快新品种

的示范与推广

4.4　良种扩繁及种性保存　开展良种生产与繁殖

技术研究，重点作物的适应区域内建设标准化、规模

化制（繁）种基地，完善基地的农田基础设施和农业

机械设备，实现种子生产的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生

产用种安全保障能力。

5　创新机制
5.1　建立科技人才合理流动机制　鼓励省级农业

科研院校的种业科研人员到种子企业兼职从事科研

育种工作或者离岗创业。支持科研教学单位设立一

定比例流动岗位，吸引具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

科技人才兼职，建立产学研用结合的双向协同育人

模式。

5.2　建立科企联合攻关机制　建立种子企业与科

研院所的长效合作机制，鼓励有需求的企业通过委

托、技术入股、合资合作等方式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在国家政策引导的

基础上，加大合作力度，创造合作共赢的机制，促进

合作机制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科技资

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资金、项目、政策等倾

斜，引导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多主体参

与、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技术创新研发模式。

5.3　建立品种评价机制　完善省级标准化品种试

验体系，积极开展省级“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品种审

定绿色通道试验、科企联合体试验、企业自主生产

试验、特殊用途品种自主试验，打造“一主四辅”的

主要农作物品种多渠道试验平台。进一步优化试

验布局、试验设置和试验设计，完善品种抗性鉴定和

DNA 指纹检测体系，确保品种的安全性和真实性。

强化对适应机械化、轻简化、优质高产、多抗广适的

绿色新品种的测试、筛选和推广，推动农业生产由产

量、数量型向绿色、效益型转变。

6　创新政策措施
6.1　高度重视良种创新工作　省级人民政府要高

度重视种业创新工作，协调有关部门成立良种科技

创新工作协调组织，明确工作责任，共同解决推进良

种科技创新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组织制定重大政策。

省级种子管理部门要组织成立良种科技创新攻关团

队，确立首席专家，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建立

共同协商、密切协作、互相支持的工作机制，加强配

合，共同推进。

6.2　加大良种科技创新投入　一是设立优质高效

突破性新品种科研补助和重大主栽品种奖励专项资

金，鼓励种子企业和科研单位联合，增加研发投入，

开展品种创新，选育推广有突破性的优质品种。二

是设立基础性研究专项资金，重点加强基础育种理

论、育种方法、种质资源的引进创新、品种测试鉴定、

展示示范等基础性设施建设。三是设立产业化创新

平台建设专项资金，优先扶持“育繁推一体化”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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藜麦覆膜栽培技术研究与应用

魏玉明　黄　杰　刘文瑜　杨发荣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畜草与绿色农业研究所，兰州 730070）

摘要：初步总结了藜麦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藜麦覆膜栽培技术的比较优势，探讨了藜麦覆膜栽培技术增产的

光、温、水、土效应和藜麦生长发育的响应，评价了藜麦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增产和增收效果，明确了藜麦覆膜栽培技术具有较广阔

的应用前景，也分析了覆膜栽培技术的研究方向，并初步总结出藜麦覆膜栽培技术要点，以期为藜麦覆膜栽培提供技术参考。

关键词：藜麦；覆膜；栽培技术

地膜覆盖技术由于其显著的增产作用，在我国

早春低温、有效积温少或高寒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得

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和应用，是我国农业生产应用最

广泛的技术之一，目前已在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

的 40 多种主要农作物上大面积（0.25 亿 hm2）推广应

用 [1-2]。它对于解决一些作物在农业生产上长期存在

低温、干旱、水涝灾害等不利自然条件的问题，实现

粮食生产大幅度高产、稳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多数地区干旱缺水，导致

农业种植结构单一，生产效率低下。藜麦的引进丰

富了甘肃省的种植作物，特别是藜麦优异的抗寒、抗

旱、耐盐碱等特性 [4]，适应甘肃省各区域种植生产，

已成为甘肃省热植的新型作物。但藜麦子粒小、顶

土能力弱、出苗保苗率低，且同本地杂草灰灰菜同

科，苗期形态极为相似，导致无法使用化学药剂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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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增加劳务成本，以上问题均是影响甘肃省藜麦产

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为此本所开展藜麦覆膜栽培研究，旨在解决藜

麦保苗保墒、促进增产、降低生产成本的问题，从而

推进甘肃省藜麦产业健康发展。随着藜麦地膜覆盖

栽培技术应用的深入，适宜的应用范围、适合的技术

模式选择、配套技术的应用等技术研究都成为需要

明确和不断完善的问题。

本文初步总结了藜麦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研

究成果，提出了藜麦覆膜栽培技术的比较优势，探讨

了藜麦覆膜栽培技术增产的光、温、水、土效应和藜

麦生长发育的响应，评价了藜麦地膜覆盖栽培技术

的增产和增收效果，明确了藜麦覆膜栽培技术具有

较广阔的应用前景，也分析了覆膜栽培技术的前瞻

性研究方向。以期为覆膜栽培技术在藜麦上的推广

应用提供技术参考。

1　藜麦覆膜栽培技术优势及作用机理
实践证明，藜麦覆膜栽培技术是一项增产增效

减投的农业生产实用技术 [5]。目前，研究应用的藜

企业建立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重

点实验室等种业产业化技术创新平台建设。要调动

种业的积极性，运用市场机制鼓励金融资本和民间

资本投入到良种创新工作中。

6.3　强化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加快领军型、复合型

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供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

件，加大对创新团队的支持。扶持大型骨干种子企

业与科研院校联合培养企业需要的高端育种人才；

鼓励种子企业积极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对急需

紧缺的特殊人才，采取特殊政策，实现精准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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