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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繁的优势和潜力
王德海　张　平　张绍波　陈　洁　李　涛

（云南省种子管理站，昆明 650031）

摘要：对云南省南繁在土地资源、光热资源、隔离条件、区位优势方面的优势和潜力进行了介绍，并总结了云南省多年南繁

工作取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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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处北半球，冬季的热量资源相对有限，

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热区，同时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南

繁基地，为我国种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年来，海南受冬季农业发展、国际旅游岛和自贸区

建设的影响，用地矛盾日益加剧。同时，海南岛属于

单一的海洋性气候，台风、低温影响日渐突显，为确

保南繁工作顺利开展和种质资源安全，急需建设一

个既能满足光热、土地等方面要求，又兼备大陆性气

候的基地进行补充，根据全国育种者的长期实践，云

南具有开展南繁工作极大的优势和潜力。

1　热区面积广阔
云南是除海南岛以外相对集中的第二块热带

区域，全省热区面积 8.11 万 km2，占全国热区总面积

的 16.7%，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21.2%。云南热区主

要集中在滇南和滇西南的西双版纳、德宏、思茅、临

沧、红河、文山 6 个州（市）和保山市的一部分，以及

金沙江、怒江、元江和红河沿岸的低热河谷一带。据

有关部门考察，全省可利用的热区耕地面积达 38 万

多 hm2。

2　光热资源充足
云南热区与其他省的热区相比，其气候呈现出

“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一年无四季之分，终年温暖，

阳光充足，热量丰富，湿润多雨”的特点。多地年平

均气温 21℃以上，年平均日照 2200h 以上，每年日

平均气温≥10℃的活动积温在 8000℃以上；同时日

温差大，年温差小，无霜。

3　自然隔离条件好
云南地理生态环境和气候类型复杂多样，高

山、深谷与山间盆地相间，北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

带、北亚热带、南温带、中温带和高原气候等 7 种气

候类型交错分布，造成了省内生物生存的若干地理

隔离、生态隔离及生殖隔离，从而限制了生物物种内

个体间的“基因交流”，是天然生殖隔离场。

4　区位优势突出
云南地处中国经济圈、东南亚经济圈和南亚经

济圈的结合部，是中国连接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

通道和面向印度洋周边经济圈的关键枢纽，拥有面

向“三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紧靠“两湾”（东

南方向的北部湾、西南方向的孟加拉湾）、肩挑“两

洋”（太平洋、印度洋）通江达海沿边的独特区位，

是我国种业走向广阔中南半岛的重要跳板。随着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长江经济带、孟中印缅经

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廊等的深入实

施，云南正从边缘地区和末梢变为开放前沿和面向

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目前，云南各个市县基本都

通高速，16 个州市有 12 个机场，是全国支线机场最

多的省份。

5　冬繁、夏繁兼可
以西双版纳州、元谋县为代表，冬天光热资源

充足，可以开展冬繁。同时，夏无酷暑的独特气候条

件，使云南寻甸县成为全国少数几个可以种植夏播

油菜的区域之一，是油菜加代繁殖的理想之地，每年

都有大量的育种单位开展油菜夏繁。强春性、春性、

弱春性和半冬性小麦材料一年四季都可播种并能正

常抽穗、成熟；冬性材料通过春化预处理也可抽穗、

成熟。小麦播期灵活且弹性大，可满足国内多个麦

区不同收获期的育种材料进行夏繁加代的需要。经

过大数据分析和育种实践，云南施甸县 8-9 月的气

温能使“两系不育系”材料自然转育，繁育的种子质

量好、产量高，目前已占全国水稻两系制种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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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综合执法助推楚雄州农资市场监管工作健康发展
郭永平

（云南省楚雄州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 云南省楚雄州种子管理站，楚雄 675000）

摘要：结合楚雄州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并不断健全和完善农业综合执法体系，进一步整合执法资源和力量，有效提高了

农业执法监管能力，助推了以种子、农药、肥料等为主的农业投入品市场和质量监管，为全州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

了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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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辖 9 县 1 市 103 个乡

（镇），2003 年 12 月州级成立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是

云南省第一个率先成立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的地州，

随后各县（市）也相继成立了县级农业综合执法大

队，截至 2006 年全州 10 县（市）均已成立了农业综

合执法机构。2008 年种子管理和 2012 年渔业管理

体制改革，将种子管理和渔业管理机构、职能职责

和队伍整合到农业综合执法机构，从州到县（市）实

行“一套人马、三块牌子”，实现了农业种植业和渔

业领域“三合一”综合执法。目前，州、县两级有综

合执法人员 108 人，同时在全州 103 个乡（镇）配备

了 177 名农业综合执法协管员（主要由乡镇农技推

广中心负责人员兼任），形成了州有支队、县有大队、

乡（镇）有协管员的上下贯通、运行高效的三级农业

80% 以上。独特的气候优势使得这些地方成为全

国不可多得的夏繁基地。

6　建设成效明显
云南南繁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目前已初步形

成景洪、元谋、寻甸、施甸等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各

个基地各具特色，在全国南繁育种中具有不可取代

的地位。

6.1　景洪基地　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主要

涉及玉米、烟草、大豆、水稻、西瓜、西红柿、油葵、菜

豆、南瓜、辣椒、牧草等作物种类，是国家海南南繁基

地的重要补充和“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规划的

重要基地。

6.2　元谋基地　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以开

展小麦、大麦、青稞的冬繁及十字花科、瓜类、豆类、

葱类蔬菜的制种为主，是全国最重要的麦类冬繁基

地和十字花科蔬菜制种基地。目前全国 24 个省（区

市），96 家省级科研院所及种子企业在元谋开展冬

繁制种。

6.3　寻甸基地　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独特

的气候条件，使寻甸县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小麦、油

菜夏繁基地。每年北京市农科院等近 20 家小麦、油

菜研究团队到基地开展夏繁工作，繁育材料 10 余 
万份。

6.4　施甸基地　全国主要的两系不育系繁育基地。

独特的气候，使施甸县长水乡在夏季能同时满足两

系不育系育性转换（19~23℃）和抽穗扬花期安全温

度（高于 20℃）的要求，繁殖的不育系种子质量好、

产量高，解决了海南冬繁和冷水串灌繁殖风险大、产

量不高、种子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是全国范围内两

系不育系繁殖的最佳基地，目前全国水稻两系不育

系 80% 以上繁育集中在施甸县。

此外，云南省元江、芒市、瑞丽等地以及低热河

谷地区的平均气温在 21℃以上，积温在 8000℃以

上，这些地方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是南繁育种的理

想基地，开发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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