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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五特水稻　振兴湖北种业
昌华敏　刘克敏　梅　军

（中垦锦绣华农武汉科技有限公司，武汉 430070）

摘要：介绍了当前种业技术正在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以及由种业技术变革带动的行业变革，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湖北水稻

种业目前的状况和发展趋势，结合湖北水稻种植结构的变化，提出湖北水稻种业发展的契机在于发展五特水稻，即：高档优质

稻、虾稻、再生稻、节水抗旱稻、全程机械化直播稻，并进行详细介绍，为湖北种业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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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良种技术的突破是实现我国“谷物基

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战略的重要保证。在当前

以“生物技术 + 信息化”为特征的第 4 次种业技术

革命正在孕育和扩张的重要节点上，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深入进行、水稻种植结构

与稻米市场需求的变化，判断未来行业发展趋势，以

技术爆发红利满足市场需求，成为行业发展的重点。

本文在分析当前种业技术和湖北市场特点的基础

上，预测未来水稻种业将向“优质、绿色、特色” 3 个

方向发展，由此提出“五特水稻战略”来应对当前及

未来湖北市场需求，对湖北水稻种业发展提出指导

性意见。

1　水稻第 4 次种业技术革命正在孕育和扩张
2013 年 7 月 2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专

程视察湖北时指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

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据此，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

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

水稻是国内第一大口粮作物，2015 年全国水稻

种植面积 3040 万 hm2，占粮食作物的 27％ ；总产量

2.01 亿 t，占粮食作物的 36％。水稻是中国最主要的

口粮消费作物，在所有口粮消费中占比 60％左右，可

见水稻产业发展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中

国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超过 57%，产量占全国水稻

总产量的 65%，是我国水稻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良种选育技术的突破是水稻产业发展的关键。

水稻育种技术先后经历了矮秆化、杂交化、生物技术

等 3 次科技革命 [1]，当前以“生物技术 + 信息化”为特

征的第 4 次种业技术革命正在孕育和扩张，在基础研

究领域，以生物组学、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前沿学科

快速发展，种业理论突破正在形成；在技术研究领域，

基因编辑、全基因选择等技术加快运用，育种效率呈

几何级增长；在产业应用领域，生物技术、信息技术、

智能技术不断向种业聚集，育种由随机向定向、可设

计转变，新品种“按需定制”正在逐步实现 [2]。

技术革命带动行业发展，在种业行业发展史上

的两次重要节点中，孟山都、杜邦先锋、先正达等公

司通过资本并购，迅速掌握核心技术，成长为跨国种

业巨头，完成全球核心市场布局，形成了以农化集团

为基础，六大集团为主导的全球种业市场格局。在

当前由第 4 次种业技术革命带动的第 3 次行业浪潮

中，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中信收购陶氏益农巴西种

子业务，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以

营收 22.99 亿元跻身全球种业十强，中国企业走向

了世界种业舞台。在国内，截至 2016 年底，我国持

有效经营许可证的种业企业数量为 4316 家，国家级

育繁推一体化企业为 90 家，挂牌上市企业达 52 家，

其中主板上市 10 家，全国种业企业销售总收入达

752.07 亿元，比 2011 年增加 225.47 亿元，企业发展

迅速，实力显著增强。

2　湖北种业企业的崛起之机
在这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种业变革浪潮中，

湖北种业企业要成为勇立潮头的弄潮儿，必须抓住

水稻产业重点、抢抓机遇、集中资源、协同创新，湖北

种业企业方有崛起之机，这也与湖北种业企业在我

国现代农业产业中的地位密切相关。

“惟楚有才”高度赞扬了湖北人的聪明才智，在

我国水稻研究历史中，湖北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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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荆门屈家岭发现了栽培稻的遗迹，表明早在 5000
年前神农氏祖先就形成了成熟的农耕文化。自新石

器时代以来长江流域就是我国稻作的中心区域，历

史上一直是我国主要稻作区，自古就有“湖广熟，天

下足”的美誉。杂交水稻原始创新也多在湖北产生，

如红莲型和光敏型核不育水稻等重大原始创新均出

自湖北。因此湖北省不仅是我国栽培稻的主要发源

地，也是我国水稻原始创新的摇篮。湖北是我国大

陆的中心位置，属于连接江南和华北的过渡地带，兼

具南北东西的气候特点，籼粳交错，适合各种水稻品

种种植。

湖北同时是我国农业大省和科教资源大省，具

有较好的区位、科技、人才、政策、市场优势，武汉市

高校及科研院所林立，有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大学、湖北省农业科学研究院等科研院校，从科

学基础研究、产业研究与开发、产业实践与积累、各

类人才梯队的培养等方面有着其他地区都无可比拟

的人才优势。武汉地处长江中游，九省通衢，交通便

捷，自明末以来就是我国商贸中心之一，商贸文化氛

围浓厚，市场辐射范围广，覆盖了整个长江流域和华

南稻作区。

湖北省现有种子企业中有 41 家注册资本在

3000 万元以上，具有真正品种自主研发能力的在半

数以上；2015 年湖北省种子年经营额已突破 53 亿

元，位居全国第 6 位，而年销售额过亿元的湖北种子

企业近 10 家；湖北杂交水稻种子市场总额居全国第

2 位，水稻种子 50％以上来自外省；截至 2016 年底，

在挂牌上市的 52 家种业企业中，湖北企业有 4 家在

新三板挂牌。如何在当前行业变革中抓住机遇，迎

头赶上，成为湖北种业能否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

省外和国外种子企业吸收了前几轮种业技术

变革和行业变革带来的红利，目前在种质资源收集

与创新、育种技术经验积累、资金规模、人才储备、市

场认可度等方面均已有了显著的优势，湖北企业在

“十二五”期间已然错失良机，现在调整育种方向、

技术路线和种质基础还为时不晚，想要实现湖北种

业崛起，必须深刻认识当前我国水稻种业的发展趋

势，结合湖北市场自身特点，抓住重点，集中资源，协

同创新，湖北种企方有崛起之机。

3　发展五特水稻，振兴湖北种业
“由于计划经济的惯性推动，单纯的数量（增

产）追求高烧不退，掩盖了社会对提升质量和产业

升级换代的需求”，这是当前我国种业发展面临的主

要矛盾。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

的提高，对优质和绿色提出了越来越高的的要求；随

着人口老龄化和产业升级换代的到来，对水稻种植

的轻简化、机械化和产出比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据此判断水稻种业发展将有以下几个导向：优

质导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日益提

高，人们不仅要求吃得饱，还要吃得好，米质优、适

口性好的稻米市场需求愈加庞大，优质高产品种自

然会愈加受到市场认可。绿色导向　随着《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 2020 年农药

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两份文件的颁布和不断深

入推进、国家加大对于节水农业的扶持力度、“土十

条”发布后国内耕地重金属污染修复工作愈加受到

重视以及种植结构调整试点的开展，多抗广适、节水

抗旱、高肥效、低重金属吸附的“绿色”品种将越来

越受欢迎。特色导向　小品类也可以形成大产业，

随着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特色品种将获得不小的

发展空间。此外，在一二三产业深入融合、农业产业

链不断拓展的背景下，适宜机械化操作的轻简化品

种、既好看又好吃的兼用品种等也将迎来春天。

基于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结合湖北市场自身

特点，湖北种业水稻科研要向“五特水稻战略”方面聚

合资源并发力，即高档优质稻、虾稻、再生稻、节水抗

旱稻、全程机械化直播稻，要瞄方向、用新法、接地气、

齐创新，水稻科研要将直播化、机械化、高档优质化作

为方向，以独具特色的科技创新带动行业发展。

3.1　高档优质稻　为解决温饱问题，高产成为我国

水稻育种的长期目标，而稻米品质并未得到有效重

视，优质稻米品种在审定品种中比例总体偏低，品种

类型相对单一，导致我国的稻谷总产量虽屡创新高，

但粮仓“爆满”，大米进口却在持续增加。据统计，

2017 年我国大米进口 402.6 万 t，同比增长 13.0%，

“国粮入库、洋粮入市”现象越来越突出。

在我国稻米进口的几个主要国家中，泰国的稻

谷生产中优质稻占 91% 以上，日本占 70%，韩国占

50%，越南、印度、美国优质稻米发展也具有突出优

势，但我国优质稻的种植比例仅为 10% 左右。我国

稻谷总量过剩主要为结构性过剩，品质差的稻米严

重滞销，优质稻米供不应求，我国高档优质稻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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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略显滞后。

近几年，农业供给侧改革大踏步前行，优质稻

发展成为国家政策性支持项目之一，“重点发展优质

稻”写入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2018 年一号文件

提出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

优质稻发展迎来契机。

农业农村部《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
2020 年）》提出“两保、三稳、两协调”的发展目标。

“两保”即保口粮、保谷物，口粮重点发展水稻和小

麦生产。国家将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建设一批高

产稳产的粮食生产功能区，重点是发展长江中下游

平原、黄淮海地区等粮油优势产区，强化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科技和物质装备水平，不断夯实粮食产能。

优先发展优质稻米、强筋弱筋小麦等优质农产品。

在长江中下游主产区稳面积与提品质并举，稳定南

方双季稻生产，扩大优质稻种植面积，促进提质增

效。到 2020 年，水稻面积稳定在 3000 万 hm2，优质

稻比例达到 80%。

《湖北省水稻产业提升计划（2016-2020 年）》

将重点建设江汉平原单双季优质稻优势产业板块，

鄂中丘陵与鄂北岗地优质中稻优势产业板块，鄂东、

鄂东南双季优质稻优势产业板块；加快培育一批丰

产稳产、品质优良、抗逆性好、附加值高、适宜机械作

业及肥水高效利用的新品种；为种植大户、家庭农

场、专业合作组织等新型生产主体提供生产、加工、

销售等全产业链的服务，提高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

集约化水平；鼓励企业积极引入“互联网 +”模式，促

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提升品牌营销能力和产品市

场竞争力。到 2020 年，湖北省优质品种应用率保持

在较高水平，每 667m2 平均节本增效 150 元以上；培

育5个全国知名品牌和5个湖北优势特色稻米品牌，

水稻产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全面提升，促进粮

食产业的转型升级。

湖北省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是我国长江中

下游平原粮油优势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稻是

湖北省第一大粮食作物，常年种植面积和总产约占

粮食作物的 50% 和 70%，是全省粮食生产的重中之

重。湖北省水稻总产量居全国前列，仅次于湖南、

江苏和江西，居全国第 4 位。湖北优质稻米种植历

史悠久，种植面积呈逐年扩大趋势。据统计，湖北以

46 个水稻主产县市为主，依据自然条件、种植习惯

形成三大优势水稻种植产业带，总面积 140 万 hm2，

其中适种高档优质稻面积 33.33 万 ~40 万 hm2，即

江汉平原单双季优质稻优势产业带等。根据湖北省

《优质稻产业发展规划》，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 200
万 hm2，其中高档优质稻要占到 15%~20%。近年来

湖北实行产业化开发，采用市场化运作，政府引导、

龙头企业带动、村组配合、农民参与的订单农业组织

形式，加上省内稻米加工龙头企业发展加快，湖北稻

米的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外销量大幅增加。在广

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上海、天津等省区

销路看好。

3.2　虾稻　近几年，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水稻最

低保护价连年下调，种植水稻收益的降低极大地打

击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但起源于潜江的“虾稻共

作”模式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据测算，“虾稻共

作”模式每 667m2 平均收益 3000 元左右，是单一

水稻种植效益的 3~4 倍，效益的提升极大地调动了

农民的积极性，2017 年全省发展“虾稻共作”面积

27.33 多万 hm2，生产优质“虾稻”20 多亿 kg。在“虾

稻共作”模式中，水稻生长过程中产生的微生物及

害虫为小龙虾提供了充足饵料，而小龙虾的排泄物

又为水稻提供了生物肥，优势互补的生物链可减少

田间施肥、施药 [3]。“虾稻”可以说是一种近乎天然

的水稻，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具有湖北特色的高端有

机绿色大米品牌，但实际情况是“虾稻” 售价与普通

稻米相差无几，市场认知度不高，也卖不出好价钱，

其市场价值和生态价值被明显低估。

通过广泛的市场调研查出了导致“虾稻”无法

展现其价值的“元凶”—品种。“虾稻共作”源自民

间探索，短短几年时间里迅猛发展，涌现的“虾稻”

品种也五花八门，目前农民种植的虾稻，水稻品种多

达上百个，但真正适宜“虾稻共作”中的优质稻品种

并不多。多而杂的“虾稻”品种，收获稻谷的形状、

口感、品质都不尽相同，导致加工品质难以提升，极

大地影响了市场竞争力。要真正打造“虾稻”品牌，

将“虾稻”塑造成继小龙虾之后湖北的又一张名片，

开展“虾稻”品种研发、推广，规范“虾稻”品种标准，

是湖北种业企业、农业科研单位亟待解决的问题。

3.3　再生稻　再生稻是指通过一定的栽培管理措

施，在头季水稻收获后，使稻茬上存活的休眠芽继

续萌发为再生蘖，进而抽穗、开花、结实，再收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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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水稻的种植模式。为防止稻茬上存活的休眠芽

在收割时被破坏，再生稻传统种植模式头季需人工

收割，耗时费力，且由于品种和栽培技术落后，二季

稻产量不理想，种植效益不高，再生稻推广面积渐渐

萎缩。2009 年以来，华中农业大学千人计划特聘专

家、长江学者彭少兵教授牵头组建创新团队，全面系

统组织再生稻关键技术攻关研究，创建了机收再生

稻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体系，湖北机收再生稻推广面

积逐年攀升，2017 年湖北再生稻种植面积达 15.33 
万 hm2。再生稻与中稻和双季稻相比，优势在于“七

省二增一优”，即省工、省种、省水、省肥、省药、省秧

田、省季节、增产、增收和米质优。机收再生稻比一季

中稻增产 53.85%，每产 1t 稻谷减少农药用量 20%，

肥料利用率提高 6.8%，产品外观与口感均显著提

高。发展再生稻不仅能保障粮食安全，还能提供优

质安全的粮食，符合国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要求 [4]。

机收再生稻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体系的建立，解

决了再生稻种植技术难题，但适宜再生稻种植模式

的优质良种仍然是限制再生稻推广的重大因素。目

前湖北用于再生稻的品种主要为合肥丰乐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07 年审定的品种丰两优香一号，品种审

定距今已十余年，其各项性状不一定符合当前农业

生产形式的要求，但却无新的替代品种出现，对再生

稻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极为不利。研发选育适合再生

稻的水稻新品种应成为湖北推广再生稻模式的一个

重要课题，成为湖北种业企业、科研单位聚焦发力的

一个重要方向。

3.4　节水抗旱稻

3.4.1　推广节水抗旱稻的市场分析　有利于中低产

田的改造　中国耕地中有 78.5% 的中低产田，其中

中产田面积占 37.3%，低产田面积占 41.2%。中低

产田主要障碍因素是干旱缺水（4242 万 hm2）、耕层

浅薄（2603 万 hm2）、土壤粘重（1938 万 hm2）、土壤

酸性太强（899 万 hm2）等。在实施中低产田的改造

时，其中大力推广以蓄水、保水、调水、集水、节水为

主要内容的旱作农业技术已是科技首选。

技术本身具有优势　我国是一个干旱缺水的

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3%，

而每年水稻生产用水量占全国总用水量的 45% 以

上，据专家预测，2020 年前后，我国农业缺水将达

1300 亿 m3[5-6]，因此发展节水农业是当前农业生产

面临的一项急迫而又艰巨的任务。节水抗旱稻作为

一种栽培稻新品类，它兼具了水稻优质高产和旱稻

节水抗旱的优点，据罗利军等 [7] 研究发现，在节水

50％以上的情况下，产量与同熟期的水稻品种相当，

达到有水高产、缺水也能稳产的目的。节水抗旱稻

还适于轻简栽培和机械化操作，具有节水省工、产量

高、米质较好、生产效益高，环保和水资源利用高的

优点，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

符合种植业结构调整需求　棉花储备政策的

取消和市场价格的大幅下跌，造成棉花种植效益下

降，甚至赔本，棉农纷纷改种甚至抛荒。湖北省有超

过 30 万 hm2 的棉地需寻求改种生产出路，还有超过

30 万 hm2 的山丘区和部分湖坪区等水源困难和水

利设施不配套的农田与耕地寻求种植出路。近几年，

旱优 73 等品种在安徽的种值面积快速上升，2017-
2018 年当年销售超过 200 万 kg，湖北也有较大种植

面积。在玉米、棉花、大豆等旱粮种植效益持续下降

的情况下，节水抗旱稻以较强的耐旱性、丰产性，对

轻简栽培和机械化生产的适应性，成为棉田改种和

水资源不足稻田高效种植的选择。

抵御高温自然灾害　湖北省近几年来高温自

然灾害频发，每年 7-8 月极易出现 35℃以上的高温

天气，晴热高温导致土壤失墒快，全省性旱情显现并

呈持续发展态势，对水稻生产造成重大损失。节水

抗旱稻因其具有较强的耐旱性，可以成为抵御干旱

灾害的重要措施。

3.4.2　节水抗旱稻资源应用策略　一是积极进行节

水抗旱稻品种资源引进筛选工作。2017 年湖北省

已建立同一生态区主要农作物引种备案制度，为节

水抗旱稻迅速进入湖北市场，解决湖北市场需求的

燃眉之急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从与湖北处于同一生

态区的其他省份审定的节水抗旱稻现有品种中，引

进筛选适宜湖北省种植的品种是最为快捷有效的利

用方式。根据引进品种的特性，研究相应的栽培技

术规范进行示范推广，可在 2 年内满足大面积生产

上的需求。湖北种业应加强与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

中心等具有丰富节水抗旱稻资源与研发经验的科

研院所合作，通过为其育成的节水抗旱稻新品种提

供测试、区试、审定支持，可以持续获得更多、更好的 
品种。



种业改革40周年专栏16 2018年第11期

二是加强节水抗旱稻新品种选育与审定。湖北

种业应学习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等单位在节水

抗旱稻品种选育上的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其节水抗

旱稻种质资源，结合湖北种业在杂交稻品质育种上

的成熟技术，建立符合湖北市场特点的节水抗旱稻

研发体系，在不同生育期、适于轻简栽培和机械化生

产品种的研发，株高、品质、抗性、产量等相关性状的

改良工作上聚焦发力，培育出适应湖北省大面积生

产条件的优质节水抗旱稻品种。节水抗旱稻新品种

选育的目标可确定为：节水抗旱级别达中抗及以上

水平，产量与同类水稻品种相当，稻瘟病抗性、米质

不差于对照，抗倒伏，适于轻简栽培和机械化生产。

在生育期选择上，适于棉地改种的节水抗旱稻品种

生育期最好能控制在 120d 以内；没有冬季作物的，

可选择生育期稍长的品种，以增强丰产潜力，但为避

免因低温造成出苗、结实障碍，生育期最长不宜超 
过 140d。
3.5　全程机械化直播稻　目前，水稻机械化直播较

为发达的国家有美国、日本、意大利、韩国及澳大利

亚。水稻机械化直播技术具有生产成本低、劳动强

度低、效率高及产量高、适合大面积种植等特点。美

国全境水稻种植 80% 采用机械化直播、20% 采用

飞机撒播；意大利水稻种植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实

现机械化作业；日本目前机插秧已经达到 99% 以

上。我国为水稻生产大国，然而，我国水稻机械化水

平却不足 50%，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土地

流转的加剧，水稻机械化直播技术将是未来发展的

大趋势。

美国能 100% 实现水稻机械化播种，是因为有

专门适宜直播的品种、适合的直播机械和完善的

农机措施，而这也正是限制我国机械化直播水平

迟迟没能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随着罗锡

文院士团队研发的水稻精量穴直播技术及机具的

日益完善，直播技术的推广速度也在加快，越来越

多的农户体验到了直播在节本、省工及增产方面

的优势，也开始转变观念。但目前用于直播的品

种生育期大多在 130~140d 之间，最好能研发出生

育期 120d、每 667m2 产量能达到 700kg、米质达到

国家二级的品种，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解决水稻

种植的茬口问题 [8]。在水稻机械化直播机械和种

植技术日益完善的情况下，适宜机械化直播的品

种研发却还未取得大的突破，制约着机械化直播

技术的大面积推广。

4　结语
湖北省作为农业大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保

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关系农业生产安全的农

作物良种却没有大型龙头种子企业，这与湖北省建

设农业强省、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

的目标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紧抓当前由第 4 次

种业技术革命带动的第 3 次行业浪潮，发展五特水

稻，振兴湖北种业，将关系农业生产安全的农作物

良种自给这一重大任务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

优质良种为基础，打造湖北新的一张 “种业芯片” 
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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