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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1978 年国务院国发〔 1978 〕 97 号文件对种

子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各地种子管理机构和种子公司迅速得以恢复和重建。品种审定工作是种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工作经过 40 年的发展，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品种审定机制，审定和引进各类农作物品种 2592 个，这

些品种对促进河南农业生产上台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回顾发展历程以及建章立

制过程，思考品种审定的未来，达到改革创新、绿色发展、提升现代种业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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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程完善审定机制　改革创新发展现代种业
周新保　冉午玲　谢军保　刘诗慧

（河南省种子管理站，郑州 450046）

1　回顾历史，不断完善品种审定机制
品种审定工作经过 40 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

较为完整的审定管理机制，引导了品种的选育方向，

审定了一批适宜河南省种植的品种，对促进河南农

业生产发展、保障国家粮食供应安全、改善人民生活

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建章立制上有 3 个鲜明的 
特征。

1.1　审定法律地位的确立　1979 年 11 月经省人民

政府批准，成立了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1980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了《河南省农作物品种

审定暂行规定》（豫政〔 1980 〕 180 号），指出“经

审定合格的品种，发给品种审定合格证书，并确定其

适应推广地区，再由种子部门加速繁殖、推广”。“对

目前生产上已使用的品种，要分期分批进行审查，对

升，供种保障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已建成的农作

物种子繁育基地存在规划建设标准低，规模化、标准

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低，区域性特色作物与种苗

繁育基地规划建设滞后。五是种业监管重点由事前

向事中、事后转变，对完善种子管理机构和优化人员

素质提出了新要求。专业农场、种植大户、合作社等

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带来种子销售方式的变革，订

单农业、直销、网上销售给监管工作带来新课题。基

层种子管理机构建设弱化，职责不清、经费缺乏、人

员老化成为普遍问题。市场监管工作日趋复杂艰巨，

种业管理体系亟待加强。

4　发展展望
一是加强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建设完善农作物

种质资源库和种质资源圃，积极开展常规作物、区域

特色作物种质资源普查、收集、整理、精准鉴定与创

新利用。深度挖掘野生种、农家种等资源，扶持科研

单位公益性、基础性研究。二是推动科技创新。整

合种业发展社会资源，推动科企学联合攻关、联合创

新，推进自治区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合理流动，

建立完善激励有效、约束有力的利益联结和协同创

新机制。三是优化种业发展环境。理顺种子管理机

构各项职能职责，增强监管力量，加大监管力度，严

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加大对遵纪守法、创业创新、

服务社会的企业支持力度，优化种业发展环境。四

是提升品种管理水平。完善品种试验与抗性鉴定网

络和评价标准体系，引导育种者选育绿色优质、高抗

低耗、专用特用、适宜机收优良品种。推进农作物种

子质量检测体系建设，加快开展种子活力检测工作，

积极开展品种跟踪评价工作，形成合理的退出机制，

为农民选种用种提供服务。五是加强良种繁育基地

建设。按照“政府扶持，社会协同”的原则，积极争

取、整合项目资金，建设稳定的玉米、小麦、大豆、马

铃薯、向日葵、常规水稻、高粱、常规谷子、杂豆、荞麦

及蔬菜种子（苗）生产基地，提升供种保障能力。六

是提升种业聚集度。推进种子产业园、种业科技园和

种业特色小镇建设，创新建设模式，整合县域种业发

展资源，形成区域发展整体优势，提升种业竞争力。

（收稿日期：2018-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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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进行继续推广的予以追认。今后凡未审定或审

定不合格的品种，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推广。审

定合格的品种，只能在批准范围内推广，不得越区”。

审定合格的品种，由省品审会统一登记命名，并建立

品种档案。这是省政府为加强品种审定工作发布的

第一个法规性文件，标志着品种审定工作正式纳入

政府部门的管理范畴。1982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印

发《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繁育、推广、管理试验条例》

（豫政〔 1982 〕 99 号），规定“凡本省育成的或外

地引进的农作物品种必须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审定后方能繁育推广，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不

得推广和享受成果奖”。

1984 年河南省第六届人大常务会批准实施《河

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试行）》，要求设立省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统一管理全省农作物新品种

的审定工作，指出“品审会已开展审定的作物中，尚

未审定或审定不合格的品种，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

任意散发，不得用于生产，不得宣传、推广，更不得呈

报选育、引进、推广成果奖。”条例规定了未经审定

的品种不得推广，河南省以法律形式正式确定下来。

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颁布实施，

2004 年河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务会议批准通过《河南

省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 办法》，规定主

要农作物品种在推广应用前应当通过国家或者省级

审定，其他重要品种在推广应用前，经营者应当到县

（市）或者省辖市农业主管部门进行登记。至此，进

一步确立了品种审定的法律地位，推动品种审定向

科学、规范、合法方向发展。

1.2　审定机构的建立与调整　审定机构的设置主

要是根据河南省农作物种类、利用面积以及育种工

作开展情况而定。省品审会成立以来，先后完成 8
次委员会换届工作，第一届品审会主任由省农委副

主任刘应祥兼任，在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挂靠农业

厅，品审办公室设在河南省种子管理站，省品审会设

立了麦稻、杂粮、棉麻、烟草、油料、瓜菜 6 个初审专

业小组，人员由科研、教学、推广、管理方面的领导和

专家组成，各地市相应成立了农作物品种审定审查

小组。品审会的主要任务：一是制定品种审定相关

规章制度、审定（引进）新品种；二是新品种审定后

的奖励机制；三是对审定品种在推广过程中发生有

严重缺陷给生产造成损失的，发布公告停止使用。

第二届至第四届（1984-1999 年）品审会主任

由时任副省长（后改任省人大副主任）胡廷积兼任，

第三届品审会对审定机构进行重新设置，分小麦、玉

米、秋粮、经作、瓜菜、烟草、蚕桑 7 个小组。制定《河

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规程》和《河南省农作物品种

中间试验管理办法》，前者对品审会组织机构、任务、

会议召开次数、品种试验、报审条件、品种审定、奖惩

等进行详细规定，后者对专业组的设置、试验任务、

试验设置、试验要求、抗性鉴定、品质测定、奖惩等进

行了要求。

2001 年以后，品审会主任由时任农业厅厅长兼

任，审定作物定为 9 种，即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棉

花、油菜、马铃薯、花生和西瓜，审定机构设立麦油、

玉米、秋粮、经作、瓜菜 5 个专业委员会。省品审会

对《河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规程》《河南省主

要农作物品种试验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对品种

试验、品种报审、监督管理、品种审定标准、试验设

置、鉴定项目、鉴定单位等内容进行重新规定。

新《种子法》颁布实施后，将主要农作物调整为

5 种，即水稻、玉米、小麦、大豆和棉花。2017 年成立

第八届委员会，按照国家《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

法》，对委员会的组成、会议召开、任职时间、工作职

责等做了重新调整，设主任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会主任由农业厅主管厅长兼任，主任委员

由 15 名领导和专家组成；专业委员会设小麦、玉米、

水稻、大豆和棉花 5 个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由

13~23 名专家组成。

1.3　审定标准的制定与完善　审定标准是品种选

育的风向标和指挥棒，制定的原则是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以粮食安全为基础，以绿色发展为引领，以提

高品质为方向，以种性安全为核心。1981 年省品审

会颁布《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事细则》，

要求新品种培育和引进要经过区域试验和生产示

范，品种要有 2 年以上的产量试验结果才能报审，产

量幅度一般应高于当地推广品种同类作物的 10%
以上，杂交种要高于 15% 以上，或者具有优质、早

熟、抗病等抗逆性突出的品种，方可审定。1987 年

制定了《河南省中间试验管理暂行规定》《河南省

品种品质测定，抗性鉴定暂行规定》，增加了品质检

测和抗性鉴定内容，要求品质检测和抗性鉴定与区

域试验、生产示范同步进行。为了加速品种审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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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和规范化建设，1989 年省品审会发布了《河南

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抗病性分级标准》，对审定作

物鉴定病害的种类、级别、鉴定单位作了规定。

1990 年根据《河南省农作物品种管理条例》，制

定了《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规程》《河南省农作

物品种中间试验管理办法》。为了加强新品种的统

一管理，有计划地推广新品种，实现品种区域化布

局，防止品种利用多乱杂和病害蔓延，1991 年制定

了《关于地方品种报批备案的规定》，经地市品种审

查小麦组织正规试验增产显著，并且在生产示范中

受群众欢迎的品种，可经省品审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后备案。

2000 年《种子法》颁布，国家将水稻、小麦、玉

米、大豆、棉花、油菜、马铃薯 7 种农作物列为主要农

作物，河南省将花生、西瓜列为主要农作物。河南省

修定了《河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试验办法》《河南

省主要农作物品种抗性鉴定、品质测定若干规定》

等规程，对开展鉴定作物的项目、指标、方法、年限、

时间、承担单位等作了具体规定。2001 年开始品种

审定实行国家、省级两级审定制度，各地市取消品种

审查小组。

2015 年根据新《种子法》和《主要农作物品种

审定办法》的精神和规定，河南省品种审定做了 7
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将主要农作物统一为 5 种，即水

稻、玉米、小麦、大豆和棉花；二是实行审定备案制

度，省级品种审定公告、退出公告，在发布后 30 日内

及时报国家品审会备案；三是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

标准与国家保持一致；四是按照“一个品种名称只

能保留一份标准样品”的原则，省品审办从试验种

子中留取标准样品，送至国家种质库统一保存；五是

拓宽试验渠道，设立绿色通道和联合体试验，缓解试

验能力不足的问题；六是开展同一生态区引种备案

工作；七是开展主要农作物品种退出机制。

2　总结经验，为种业持续发展作出成效
省品审会成立以来，共审定农作物品种 1863

个，引进各类农作物品种 729 个，撤销审定品种 583
个，为河南省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作出了

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 4 个方面。

2.1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适时调整育种目标　育种

目标的制定就要适应农业发展的新变化，解决种业

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1999 年以前，主

要解决群众吃饱饭问题，品种选育以产量为主，产量

指标 10%~15%，科研单位从已知品种中筛选高产类

型进行组配，培育了一批高产稳产品种，使全省农业

生产大幅度提高。2000 年以后全省粮食生产连续

增产，群众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同时市场上却缺乏

优质专用类型品种，因此，在品种选育上提出优质专

用目标，制定了优质品种审定标准，培育了一批优质

强筋、弱筋小麦品种；选育了高油、高淀粉和甜、糯、

爆裂类型玉米品种；选育了优质类型水稻品种。党

的十八大以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生产由

产量、数量型向绿色、效益型转变，育种的重点就是

培育高产高效、绿色生态、优质专用、适宜机械化的

新品种，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结构升级和多样

化的消费需求。

2.2　以创新为手段，培育一批优良新品种　多年来

河南省通过政策机制创新、品种资源创新、育种技术

创新等手段，形成了良好的育种氛围，造就了一批育

种人才，培育了一批在生产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品种，

树立了河南育种大省的地位。

20 世纪 70 年代百泉农专黄光正教授培育的百

农 3217 小麦品种，累计推广面积 1200 万 hm2，为我

国、特别是河南省小麦生产作出了突出贡献，1984
年获国家技术改进一等奖。农民育种家徐才智培

育的豫麦 18 小麦品种，推广到全国 13 个省（市），

成为河南历史上推广时间最长、推广面积最大的品

种，1997 年获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省农业大学陈

伟程教授培育的豫玉 22 玉米品种，年种植逾 133.33
万 hm2，累计推广 1000 万 hm2，2001-2003 年列全国

第二大、黄准海第一大推广品种，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省农科院许为钢博士培育的优质小麦郑

麦 9023，在全省大面积推广，2002 年出口到新西兰，

从而实现了我国食用小麦出口零的突破，2004 年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省农科院堵纯信研究员培

育的郑单 958 玉米品种，作为我国紧凑型玉米育种

的重要里程碑，种植范围达 18 个省（自治区），其推

广速度、推广面积和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均超过我

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玉米品种，2008 年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鹤壁市农科院程相文培育的浚单 20
玉米品种，连续多年被列为全国玉米主导品种、良

种良法配套技术，使万亩攻关田每 667m2 平均产量

多次突破 900kg，最高产量达到 1018.6kg，创造了我



地方种业60 2019年第３期

国夏玉米同面积高产纪录，2012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河南科技学院茹振钢教授培育的百农矮

抗 58，是黄淮麦区推广面积最快的全国特大小麦品

种，累计种植面积达到 1466.67 万 hm2，增产小麦 86.7 
亿 kg，增效 170 多亿元，被誉为“黄淮第一麦”，2014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3　以农业发展为目标，促进品种更新换代　品审

会成立以来共审定（引种）农作物品种 2592 个，其

中第一届至第六届 30 年时间审定品种 1477 个，平

均每年审定品种 49.2 个。2011 年国务院 8 号文件

出台，激发了企业商业化育种热情，审定速度明显

加快，8 年时间共审定（引种）品种 1115 个，平均每

年审定（引种）139.4 个，是前 30 年的 2.8 倍。审定

速度加快促进了品种更新换代的步伐，更换速度从

最初的 8~10 年更换一代，发展到目前平均 4~6 年

更换一代，小麦品种已完成了 10 次更新换代工作，

玉米完成了 9 次更新换代工作，棉花和水稻品种完

成了 8 次更新换代，大豆品种完成了 7 次更新换代。

每一次品种更新换代都使作物单产提高 5%~10%。

2.4　以企业育种为主体，发展多元化育种　随着我

国经济体制的转变，种子市场进一步开放搞活，育

种从科研教学单位为主，逐渐发展为以企业、科研

单位、个人多元化广泛参与的育种新格局。国务院

8 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坚持企业主体地位，以“育繁推

一体化”种子企业为主体整合农作物种业资源，充

分发挥企业在商业化育种、成果转化与应用等方面

的主导作用，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

新机制，通过企业与科研、企业与教学等方式联合

选育品种，同时企业科研投入逐年加大，2015 年全

省种子企业科研投入合计 2.55 亿元，同比增加 0.7
亿元。2017 年全省受理申请参加各类试验的品种

1400 多个，其中企业（含企业与科研教学单位联合）

申请数量占 70% 以上；2018 年河南省审定小麦、玉

米、水稻品种 114 个，其中企业（含企业与科研教学

单位联合）审定 84 个，占审定品种总数量的 73.7%。

3　深化改革，推进种业绿色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省品种审定工作围绕加

快现代种业发展、建设种业强省目标，以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农产品

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促进农业转

型升级，持续推进种业绿色发展，取得一定的成效。

3.1　不断完善品种审定机制　新《种子法》颁布实

施后，河南省及时修定了《河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

审定规程》《河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试验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规文件，进一步规范了品种命名、试验申请

和品种报审程序。除开展品比试验、品质鉴定、抗病

性鉴定外，以品种种性安全为核心，增加了转基因测

试、DNA 指纹鉴定和 DUS 测试等内容，在保障粮

食安全为基础的同时，突出了绿色优质。对审定标

准进行了适当调整，不再单纯突出产量，而是强调品

种利用绿色、效益性，将品种分为高产稳产品种、绿

色优质品种和特殊类型品种三类，并根据不同类型

品种的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审定标准，对于优良和特

殊用途的品种，允许第 2 年区试和生产试验同步进

行；对抗病性突出的品种，产量上适当放宽等措施，

促进种业科技创新。在作物生长关键期组织专家现

场考察，对存在严重缺陷危及生产安全的品种行使

现场一票否决权。

3.2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自主创新　完善品种

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

完善种业成果交易平台，建立有效可行的交易机制，

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品种的有偿使用，有

效地保护了育种者的合法权益，科研育种单位从品

种权的转让中得到经济补偿，改善了育种条件和环

境，从而推动了新品种的选育工作。按照市场化、产

业化育种模式，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科企合作，产学

研相结合的商业化育种新机制。目前，河南省有种

子企业 431 家，其中省级办证 121 家，全国“育繁推

一体化”种子企业 6 家，每年有 1400 多个品种参加

种类试验，其中企业及科企联合选育的品种占 60%
以上。品种专利权申请授权呈上升趋势，2016 年度

全省农业植物品种权申请量为 189 件，品种权授权

量为 133 件，位列全国第 3 位；从作物种类看，品种

权申请以大田作物为主。

3.3　拓宽试验渠道满足市场需要　近年来，申请参

加品种试验的农作物品种数量呈爆发式增长，现有

的试验组别、类型已难以满足快速增加的品种试验

需要，急需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品种试验机制。

2016 年省农业厅发布《关于印发河南省主要农作物

品种联合体试验实施方案的通知》，当年即开设品种

试验联合体 24 家，其中玉米联合体 11 家、小麦联

合体 11 家、大豆和水稻联合体各 1 家，申报试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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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764 个。按照种业绿色发展理念，公益性试验小

麦开设了优质强筋、优质弱筋试验组，抗赤霉病试验

组；玉米开设了适宜机械化粒收的机收试验组；水稻

开设了适宜早熟直播的早熟试验组；大豆开设了适

宜机收的高密度试验组，有效地满足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需求。

3.4　放宽品种引种备案条件　2016 年河南省农业

厅发布《关于开展同一适宜生态区品种引种备案工

作的通知》，对于通过省级审定、属于同一适宜生态

区的农作物品种，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经过 1 年以

上的适应性试验和抗病性试验，手续完备的，不需要

经所在省农业主管部门同意，只需要向主管部门备

案就可以开展引种，最大限度地满足品种适宜种植

区与企业育种目标区的有效结合。2016 年以来全

省共引种备案品种 4 批次，备案品种 458 个，其中玉

米品种 246 个、水稻品种 98 个、小麦品种 90 个、大

豆品种 24 个。

3.5　建立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制度　登记制度

是一种全新的制度，是一项制度性变性，法制化的

管理，充分体现了“放管服”改革精神，加强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登记管理，有利于推动规范育种者的行

为，有利于维护种子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有利于

推动种业持续健康发展。2017 年全省共申请非主

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品种 756 个，上报农业部登记品

种 445 个，发证登记品种 92 个。按照登记目录和品

种登记指南要求，继续举办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

培训班，开展以瓜菜作物为主的新品种展示及田间

鉴定工作，探索为行政管理提供技术支持的登记后

符合性验证、安全性评价、真实性鉴定等事后管理工

作，形成完整的技术体系，推进品种登记平台建设，

逐步实行网上办理登记申请与受理，在统一的政府

信息发布平台上发布品种登记、变更、撤销、监督管

理等信息。

3.6　完善品种退出机制　针对部分审定品种利用

时间长、没有生产面积、种性退化、产量下降以及没

有及时送交标准样品等现象，2007 年河南省开展

主要农作物品种清查工作，陆续撤销审定主要农作

物品种 10 批次共 583 个品种。退出机制对加快河

南省品种更新更换速度、提高产量水平、保护农民

利益、打击套牌侵权行为、维护种子市场秩序意义 
重大。

4　展望未来，对品种管理工作的思考
品种审定制度是我国品种管理的重要制度，已

实施多年，对社会的贡献不言而喻。由于农作物生

长受气候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巨大，表现具有很大的

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某个品种在一个地方表现好并

不等于在其他地方也表现好，在某年表现好并不等

于一直都会表现好，品种审定是对新育成或引进品

种进行评审，从而确定其生产价值及其适宜推广的

范围，是品种进入市场的“上岗证”，在当前我国市

场混乱、诚信缺失的产业发展现状下，如果断然取消

品种审定制度的难度很大。新修定的《种子法》将

主要农作物审定品种减少为稻、玉米、小麦、棉花和

大豆 5 种作物，同时，国家将 29 种农作物列入第一

批登记目录。从市场化发展规律出发，随着种业发

展和市场成熟，由品种审定制度演变为品种登记制

度是符合市场化发展方向的。

促进现代化种业发展，快速提升我国种业科技

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和市场监管

能力，构建与农业生产大国地位相适应、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现代农作物种业体系，还要抓好以下 5 个

方面的工作。

一是确立企业商业化育种主体地位。鼓励“育

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充分利用公益性研究成果，

按照市场化、产业化育种模式开展品种研发，逐步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机制。二是营造良

好的种子市场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大育种

原始创新保护力度，建立健全新品种权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打击制售假冒、套牌种子等违法行为。三

是品种评价体系与时俱进。应该从严格执行标准逐

步转向风险控制，既要考虑综合性状，又要突出特色

品种，使得品种的评价体系能够与时俱进，更加符合

未来市场发展方向和最终用户的需求。四是注重企

业品牌建设。树立“以质量塑造品牌，以品牌赢得

市场”发展理念，用优质服务提升品牌价值，通过加

快优质高端品种宣传推广，提升种业自主品牌知名

度和影响力，赢得经销商和农户对品牌的信赖。五

是加强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设定行业标准和规范，

树立良好信誉目标，使企业利用行业规范进行自我

约束，使诚实守信渗透到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共同

营造健康宽松的种子经营环节，让农民真正用上放

心种、优质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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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上海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大米是上海

市民喜爱的主食，郊区水稻种植面积一直维持在全

市种植面积的 67.8% 左右，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的

82.1%[1]。随着设施粮田建设、上海种业改革发展和

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推进，上海水稻单产稳步提

升，农业组织化发展提速，全程机械化水平不断提

高，优质米种植比例快速提高。伴随着社会经济的

迅速发展，市民对稻米品种的口感、外观品质、蒸煮

品质、香味等要求越来越高。从 2004 年起上海开始

试行免费统一供种政策，全市达到部颁优质稻米三

级以上标准的比例不断提高，近 10 多年来始终保持

在 90% 以上。目前，上海的软米、香米、国庆稻等特

色早熟优质稻米品种逐步成为郊区优质大米品牌创

建的专用品种 [2]。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契机，水稻

产业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提质增效促进水稻产

业升级，逐步实现从粮食生产到大米生产的转变，上

海水稻产业已有序步入优质化和品牌化发展轨道。

1　上海水稻生产概况
水稻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功能和生态功

能。上海市水稻种植面积 9.33 万 hm2，依然是第一

大作物，单产稳定在 550kg 左右，全市水稻土地流转

比例达 74.8%，优质米种植比例达到 95% 以上，杂

交粳稻种植比例超过 40%，因地制宜建立全程机械

化制种技术体系，一般制种产量 170kg/667m2。通

过优化茬口布局，推进冬季绿肥种植和冬休闲养地

策略，以冬季绿肥、油菜或深耕休闲为主的水稻绿

色茬口比例达 73.1% ；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肥

料利用率达到 36%，连续实行上海市农业环保行动

计划；水稻机械化种植超过 70%，全市水稻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1.1%，松江、嘉定和闵行 3
个区被评为全国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示范县（市、区）[3]。水稻生产是上海作

为现代化大都市的生态湿地屏障，对于缓解大城市

的热岛效应，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生态 
价值。

2　上海优质稻米产业发展成效
2.1　加强粳稻育种科技创新，水稻种源创新能力

不断提升　近 10 年来，上海充分发挥人才、科技等

综合优势，加快种源创新，自主培育了“申优系列”、

花优 14、秋优金丰等一大批产量优势较为突出（一

般每 667m2 产 700kg 左右）、品质优（主要米质指标

均达到国标一级优质米标准）的新组合，培育的常

规粳稻品种产量潜力也达到 600~650kg/667m2。对

2006-2016 年审定的新优稻米品种进行分析，多数

品种具有优良的稻米品质和综合抗性较强、产量潜

上海优质稻米产业发展与实践
曹黎明 1　王新其 1　李茂柏 2　程　灿 1　周继华 1　夏龙平 2

（1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上海 201403；2 上海市种子管理总站，上海 201103）

摘要：回顾总结了近 10 年来上海优质稻米产业发展概况，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指导思想，促进优质稻米产业提质增

效、产能稳定、生态保护利用的良性发展态势，展望本地区优质稻米产业绿色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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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种业正进入现代种业新时代，全面提升新

时代种业自主创新能力，更需要种业管理加快自身

变革，加快转变思想观念，切实转变职能，履行好法

定职责，推进种业“放管服”改革，推动由事前审批

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加强种业信息监测预警，凡

属市场能解决的，管理部门就要松绑支持，不要干

预，把品种的决定权交给企业、选择权交给农民、评

判权交给市场，为推动种业绿色发展营造良好的市

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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