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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种植模式，如一年二熟改二年三熟，种植一季春

玉米，延长玉米田间生长和站立时间，为玉米果穗田

间降水留下充裕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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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大豆种业创新发展态势与展望

苏遵鹏
（山东省济宁市种子管理站，济宁 272000）

摘要：济宁市根据本地大豆种业发展的优势，通过建设“两个平台”，培育科技创新新动能 , 实行产学研合作，搞好大豆新

品种研发创新 , 加大政策环境等有效推动 , 以企业为主体的育种研发格局逐步形成，全市大豆种业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针

对大豆种业存在的薄弱环节，将进一步促进种业科研转型升级，健全良种繁育体系，大力发展大豆产业种业和绿色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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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大豆常年种植面积 35000hm² 左右，占

全省 17％左右。近年来，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种植业结构调整，全市大豆面积不断增加，2016
年达到 3.97 万 hm²。总产从 1991 年的 7.41 万 t 提
高到 2016 年的约 12.09 万 t ；2016 年平均每 hm²

产 3045kg，较全省平均水平（2550kg）高 495kg，远
远高于全国的单产水平。近年来该市大豆种业不断

创新发展，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大豆种子生产基地，种

子主要销往苏鲁豫皖接壤地区。本地大豆蛋白含量

高，子粒商品性好，深受市场欢迎，是当地食用大豆

与大豆深加工的主要来源。

1　大豆种业产业现状与创新发展态势
1.1　本地大豆种业产业发展的优势　济宁地处黄

淮海地区中间地带，具有光照充足、雨热同季、降水

集中等气候特点，大豆产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机

械化程度高，生态生产条件良好，有利于大豆生长发

育和高产优质；同时，本地拥有国家和省、市农科院

大豆科研育种的技术支持，加上山东圣丰种业、山东

祥丰种业等 10 多家专业从事大豆种子生产经营的

企业，因此，种植大豆具有生态、区域和经济三大优

势，近几年大豆种业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由于本

地大豆品种更新较快，制种经验丰富，实现了种子繁

育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种子纯度

好、芽率高、商品性好，深受黄淮海豆农与经销商的

欢迎，已经成为黄淮海乃至全国最大的大豆种子繁

育与加工销售集散中心。全市每年累计销售大豆种

子 5 万 t 以上，占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经营量的 1/3
左右。为全国大豆新品种、新技术的展示、示范、推

广，促进大豆生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较大 
贡献。

1.2　建设大豆创新“两个平台”，培育科技创新新动

能　建设科技研发与服务创新平台　济宁市通过政

策引导、组织协调等手段，形成了以山东圣丰种业院

士工作站为依托，以圣丰、祥丰种业等企业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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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内科研教学单位共建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构建基础研究和商业化育种分工明确的种业

科技创新体系，形成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共同创

建互动开放的联合创新平台和成果转化与科技服务

平台，集中精力开展大豆自主创新、新品种研发与推

广服务。

建设人才培训平台　济宁市制定了《关于种业

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改革工作方案》，建立了科

研人员的有效流动机制，吸引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

高端育种人才流向企业，接收研究生、博士生来科研

中心实训，打造大豆品种研发高素质队伍。大力培

养种子科技、制种生产、市场营销、企业管理、国际贸

易等方面的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的种业人才培养

基地，打造大豆品种研发前沿团队。

1.3　实行产学研联合，搞好大豆新品种研发创新　

不断完善公共研究成果共享机制及科研单位与种子

企业科技合作机制，为种业企业提供科技支撑。山

东圣丰、祥丰等种业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秉承“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加

强与高等院校、农科院所的产学研战略合作关系，探

索深层次、多元化和产业化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努力

实现自身科研、产品、市场一体化的有机结合和良性

循环，初步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机

制。采取现代育种技术与常规技术相结合的方式，

建立健全种质资源基因库，不断加大大豆种质资源

搜集、保护、鉴定和育种材料创新力度，利用近万个

种质资源，开展分子育种和常规育种。同时，利用新

品种试验示范、良种繁育和高产创建基地，研究探索

和发现不同品种的优缺点，对优势品种进行改良创

新，不断培育重大突破性优良品种，提升农作物种业

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1.4　加大政策环境推动大豆种业创新发展的力度

　农业主管部门积极为种业改革创新与发展营造优

良的环境，维护种子生产经营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一是搞好企业监督检查。按照属地管理原则，重点

检查企业种质资源、生产经营资质、档案和品种授权

合同、种子去向等。二是不断加强大豆良繁基地的

监督管理，及时核对种子生产许可证、制种品种、生

产地块信息，建立相关信息数据库；检查是否具有品

种权许可或制种委托手续，是否与制种户签订生产

合同等。在大豆苗期、花期和结荚期，组织专业人员

进行田间检验、植物检疫，及时淘汰个别不合格的

种子田。三是在种子加工、储藏、调运、销售等环节，

全面进行种子质量抽检，搞好植物检疫，查清种子来

源和去向，检查种子标签、经营档案、台账、相关合同

等，确保种子质量和用种安全。

1.5　以企业为主体的育种研发格局逐步形成　嘉

祥县为济宁市大豆种子集中产区，现已发展到 10 多

家专门从事大豆育种和种子生产经营的种子企业。

企业依托省内外农业科研单位技术支持，实行产学

研合作，专业化、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山东圣丰种

业是以大豆等种子为主导产业的育繁推一体化种

业企业和大豆种子领军企业，依托国家大豆改良中

心成立了圣丰院士工作站，通过国家服务业发展引

导资金重点支持，建成国家种质创新与育种技术重

点实验室和现代化的育种检验中心。总建筑面积

近 1 万 m2，配套建设专用仓库、冷库、晒场等专用设

施 2000 多 m2，购置了机械化播种、收获设备。并建

成 200hm2 大豆原种繁育基地、1700hm2 原种繁育

基地。已成为集大豆种质资源贮藏、鉴定、信息查

询、开发创新、试验技术和种植推广等功能于一体的

公共综合服务平台。目前已收集大豆种质资源 1.5
万份，育成省审、国审大豆新品种 15 个，比原品种

增产 10% 左右，产量达 3000kg/hm2 以上，高产品种

（系）产量达 4500kg/hm2。现已推广大豆新品种 7.3 
万 hm2，为农民增收近 90 亿元，对促进大豆产业化

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　大豆种业产业创新存在的薄弱环节　
企业缺乏自主品种，核心竞争力不强。目前济

宁大豆种子企业经营的品种 80% 来源于科研院所

品种权买断，自主知识产权品种较少，即便是自主品

种也大多是与国内科研院所合作选育。大豆品种鉴

定和品种资源保护体系尚不完善，多数种业企业科

研投入不足，品种开发创新力度不够，缺乏优良品种

和优质的服务。规模化高效种子生产与现代种子加

工技术滞后，企业以分散繁育制种为主，制种成本

高、效率低，种子质量参差不齐，不能充分发挥其增

产增效的作用。

3　大豆种业发展设想与展望
3.1　进一步促进种业科研转型升级　今后济宁市

将结合国内种业市场现状，推进强强联合、资本重

组，逐步形成涵盖植物种质资源平台交易、农作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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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品种定制、众筹育种、种子育繁推一体化、农产品

定制等全产业链的互联网种业集团公司，打造成为

种业全产业链定制服务商。按定制要求进行个性化

加工包装，将原有多级区域经销商、零售商，转型为

终端服务商，成为物流集散站及订单集成点，逐步实

现所有订单线上下单、线下配送，全部交易线上支

付。以第三方电商服务平台分别对接多方厂家和农

场主，精准和定向地向农产品加工厂家提供所需类

型的特定农产品原材料，向农资厂家提供特定的规

模化订单，向农场主提供收入可预期的标准化种植

订单。实施“全产区 + 全产业链”大豆市场发展策

略，稳固发展大豆种子龙头地位。

3.2　健全良种繁育体系，推行种子质量认证制度　

2016 年嘉祥县被农业部认定为国家第一批区域性

大豆良种繁育基地。为尽快实现大豆种子生产专业

化、区域化、规模化、机械化和信息化，将从 2018 年

开始，组织山东圣丰种业、祥丰种业、秋收种业等种

业企业利用 3 年时间实施建设《山东省嘉祥县国家

大豆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区位于嘉祥县

北部，建设大豆良繁基地 5333.33hm2，其中完善田间

基础设施 1000hm2；改建种子检验室 200m2 和种子

加工车间 2000m2，新建种子加工车间 2350m2 和农

机具库 300m2；购置仪器设备及农机具 104 台（套）。

打算从种子源头抓起，健全良种繁育体系，推行种子

质量认证制度，严格按照种子生产操作规程和检验

规则进行生产、检验、加工、包装，健全种子管理档

案，制定企业种子质量标准，实行种子质量全程监

控，确保种子产品高品质、高科技含量，实现所产良

种可追溯 100%，抽检率 100%。

3.3　立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大豆

产业种业和绿色种业　大豆种业也要围绕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调整转型，努力实现由

产量数量型向绿色效益型、由资源驱动型向创新

驱动型转变。从品种研发创新入手，加快建设大

豆产业种业、绿色种业。重点支持嘉祥县圣丰种

业、祥丰种业与农业科研院所联合，发挥各自优势，

搞好高产优质大豆种子的育繁推一体化特色种业

规模化建设，努力解决适宜全程机械化、轻简化栽

培品种少，品种的适应性、抗病性和抗逆性不足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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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国家玉米品种联合体试验总结会在海口召开
2018 年 1 月 10-12 日，全国农技中心在海口组织召开了 2017 年国家玉米品种联合体试验总结会。国家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玉米专业委员会委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种子管理站（局）代表，国家玉米区试主持人，抗病鉴定、品质分析、

DNA 指纹检测等鉴定检测人员，各玉米试验联合体牵头单位代表和联合体试验主持人参加了会议，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品

种管理处调研员邹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全面总结、汇报、交流了 119 个联合体 2017 年国家玉米品种联合体试验，各试验联合体按照 2017 年新发布国

家玉米品种审定标准，及 2017 年国家玉米品种区试年会的有关决议和规定，审议试验总结报告，确定品种处理意见，共有

158 个品种完成试验程序，274 个品种继续试验，296 个品种终止试验。

会议充分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建议，对进一步规范联合体试验统一管理，提升联合试验质量水平，推进联合体试验健康

发展，特别是更好地开展 2018 年联合体试验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 来源 : 全国农技推广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