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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国家杂交水稻制种大县 

高质量建设发展途径探讨
徐　瑶　王红兵　李　燕
（江苏省种子管理站，南京 210000）

摘要：国家种子基地建设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现代种业发展的战略基础。为推动江苏省国家杂交水稻制种大县高

质量建设发展，概述了基地认定与奖励扶持概况，总结近几年基地发展成效，包括产种规模优势凸显、供种能力稳步提升、本土

种子企业发展壮大、与优势企业合作日趋稳固、基地建设组织领导不断强化、建设标准初步细化统一、种子质量检测体系持续

完善等，分析基地发展瓶颈与问题，从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放大扶持政策效应、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强化体系建设、推行制种保

险落实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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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种子基地建设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

快现代种业发展的战略基础，是深化农业供给侧改

革，实施乡村振兴策略的主战场，也是《全国现代

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重大工程

建设内容。江苏省盐城市及其大丰区、建湖县、阜

宁县及淮安市金湖县等 1 市 4 县（区）于 2013 年

被认定为国家杂交水稻制种大县，其基地集中连片

规模化优势突出，杂交水稻全程机械化技术全国领

先，制种高素质人才队伍稳定，杂交水稻种子制种

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10% 左右，是江苏省及全国

杂交水稻重要制种基地。本文围绕江苏省杂交水

稻制种基地高质量建设发展，总结近几年基地发

展成效，分析基地发展瓶颈与问题，提出相关政策 
建议。

1　基地认定与奖励扶持概况
根据国家对制种大县的扶持奖励政策，盐城

市大丰区 2015-2017 年共获得制种大县奖励资金

3000 万元（表 1），盐城市建湖县、阜宁县及淮安市

金湖县 2017-2018 年分别获得制种大县奖励资金

3000 万元。根据建设绩效评价情况，盐城市大丰区

在 2019 年获得第 2 轮制种大县奖励资金 1400 万

元。奖励资金主要用于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用于制种监管、新品种科技试验示范、仪

器设备购置等制种产业发展相关支出。

表 1　基地认定时间与奖励资金下达情况

基地县名称
基地认定时间

（年）

奖励资金下达情况

时间（年） 金额（万元）

大丰区 2013 2015-2017 3000

2019 1400

建湖县 2013 2017-2018 3000

阜宁县 2013 2017-2018 3000

金湖县 2013 2017-2018 3000

2　建设发展成效
2.1　产种规模优势凸显　基地县地势平坦，涵盖较

多农场，且土地流转程度高，田块集中连片，规模化

程度高，尤其是盐城市大丰区，其制种基地集中连

片面积均在千亩以上，其中 5000 亩以上的连片基地

占比 60% 以上。据种情调度统计，2016-2019 年盐

城市及 4 个制种大县杂交水稻制种总面积在 9 万 ~ 
12 万 hm2，占同年江苏省杂交水稻制种总面积的

75% 以上，占同年全国杂交水稻制种总面积的 10%
以上。

2.2　供种能力稳步提升　各基地县积极争取财政

支持，充分整合各类涉农项目资金，扶持杂交水稻

制种产业，强化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基地规模化、机

械化、集约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据

不完全统计，2013 年以来，各基地县共整合各类项

目资金 5.7681 亿元。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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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田间排灌设施 132 座，新建硬质道路 112km、

涵洞 642 座、桥梁 121 座；新建种子仓库、加工厂房

26466m2，新增种子加工设备及农机具 5176 台套。

制种基地种子生产环境明显改善，抵御自然灾害能

力增强，种子加工仓储能力得到提升，供种能力稳步

提升。政策保障水平明显提升，2015 年杂交水稻制

种保险列入省高效农业政策性保险范畴，经多年推

动，目前投保率达到 95%[1]。

2.3　与优势企业合作日趋稳固　随着新技术应用

及推广能力提升，专业化制种队伍进一步扩大，基地

生产技术比较优势更加突出，近年来优质基地与优

势企业的强强联合更加紧密，各基地县与袁隆平农

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

限公司等国内顶尖杂交水稻种子生产企业合作日趋

稳固。尤其是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

多年探索，近年已将杂交水稻主要生产基地转移至

江苏省制种大县。据种情调度统计，2015-2019 年，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省各基地县

制种面积增长 300% 以上，且自 2016 年起，袁隆平

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杂交水稻制种占基地县杂

交水稻制种总面积的 30%~45%。

2.4　本土种子企业发展壮大　依托制种大县生产

优势，基地县内本土种子企业近年来获得长足发展。

基地县内有专业化本土杂交稻制种生产型企业 7
家，其中杂交稻制种年均销售额超过 3000 万元的有

3 家，阜宁县的江苏阜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

2016 年度销售额突破 8000 万元。2018 年以来，新

增新三板挂牌本土生产型企业 2 家，其中：大丰区的

江苏金色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完成新

三板上市，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技术全国领先；

大丰区的江苏大丰华丰种业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完成新三板上市，建立华丰种业研究院、院士工作

站，自主选育的杂交水稻新品种两优 3325 通过安徽

省、湖南省审定，华荃优 187 进入江苏省杂交中籼组

生产试验，华两优 206 进入区域试验，另有多个杂交

水稻新组合参加国家、省级联合体试验。大丰区江

苏金色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焦点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被纳入江苏省级现代种业企业商业化育种能力

建设项目，获得多年连续滚动扶持。

2.5　基地建设组织领导不断强化　江苏省及各基

地县高度重视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建设，强化基地建

设组织领导，有效统筹推进基地建设。江苏省种子

管理站成立了基地管理专项督查组，督查杂交水稻

制种大县基地建设与管理工作。各基地县政府均专

门成立了杂交水稻种子基地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

区（县）长任组长，分管区（县）长任副组长，区（县）

政府办、发改委、农委、财政、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

为成员单位。各基地县农业农村局均成立了由县农

业农村局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

工作小组，负责项目基地建设。

2.6　建设标准初步细化统一　江苏省政府在种业

强省建设实施方案中明确规划制种优势基地及建设

目标，提出了基地建设政策保障、生产管理和技术推

广系列措施。各制种大县均结合本地实际，以政府

名义编制基地建设规划，谋篇布局，规范引导。为统

筹协调推进各制种大县建设，2018 年江苏印发《关

于推进我省国家杂交水稻制种大县基地“五化”建

设的通知》，细化基地“五化”建设标准，明确推动基

地规模化、强化制种机械化、实现管理标准化、引导

生产集约化、推进监管服务信息化等建设要求；发

布《江苏省国家杂交水稻制种基地信息采集基本要

素》，统一制种基地信息采集基本要素，实现制种信

息上下共享，建立高效便捷的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

地监管服务信息平台。

2.7　种子质量检测体系持续完善　省级统筹财政

专项资金，每年安排资金超过 100 万元，支持各制种

大县加强种子质量体系建设和市场监管工作开展，

支持各县引进品种综合性测试展示基地建设。阜宁

县建立有农作物种子质量检测中心，并于 2016 年通

过省级认证，为江苏省第 2 家通过省级认证的县级

种子质量检测机构，其他基地县均建有较为完备的

种子质量检测实验室，并逐年完善，种子检测能力稳

步提升。各县依托省级南繁基地，开展生产种子纯

度海南田间种植鉴定抽样，强化种子质量事中跟踪

监管服务，为保障生产、委托双方提供了强有力技术

支撑。

3　存在瓶颈与问题
3.1　气候风险依然严峻，受灾减产时有发生　杂交

水稻制种如同“脚踩钢丝”，每一步都有风险，对气

候条件要求苛刻，抽穗扬花期、灌浆期、成熟期的低

温、高温、大风、降雨均会影响制种产量与质量。此

外，对占基地县制种总面积 75% 以上的两系杂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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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来说，育性敏感期遭遇 3d 以上异常低温会导致母

本自交结实而造成制种失败 [2]。近年来，异常气候

频发，据统计，2013-2019 年期间仅 2015 年、2019
年未发生明显气候灾害，其他年份均有受灾，其中

2017 年最为严重，受持续高温、连续阴雨、台风等异

常气候影响，种子质量与数量下降。

3.2　基础设施薄弱，烘干加工设备不足　基地县普

遍基础设施薄弱，渠网、路网、晒场等设施设备不完

备，建设标准偏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且企业、

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对基地进行掠夺式生产，缺

乏投入基地建设的积极性。烘干加工设备不足，阻

碍了杂交水稻制种产业发展，截至 2018 年底，4 个

基地县种子烘干机械化覆盖率仅为 50%，如收获时

间遇持续阴雨，无法满足烘干需求。

3.3　生产模式较为松散，产业带动能力不强　基地

县的生产模式主要有“企业 + 本土企业、企业 + 本土

企业 + 种植大户”，其中“企业 + 本土企业 + 种植大

户”模式较为普遍，这种模式中本土企业仅扮演中介

的角色，从上游企业接到生产订单再委托给种植大

户制种，组织关系较为松散。种植大户经济能力有

限，在种子质量控制、制种技术提升、制种流程规范

上难有进展，对上下游产业链整合、产业融合升级难

有建树，对制种产业的长远发展不利。专业化制种

生产企业受杂交水稻种子市场及天气影响较大，经

营业绩不稳定，企业发展壮大存在结构性障碍。

3.4　种子管理力量单薄，监管与服务亟待加强　在

本轮的机构改革中，截至目前，除建湖县尚未确定

外，大丰区、阜宁县、金湖县新成立的种业管理科均

挂靠在其他现有科室。各基地县原设立的种子管理

站因事业单位改革尚未开始，暂且未变化。各基地

县种业管理科未独立，种子管理站仅阜宁县是独立

办公，其他均与农业执法合署办公，管理队伍力量薄

弱，人员缺乏，不适应日益繁重的种子管理职责的 
需要。

4　政策建议
4.1　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巩固生产优势　将制种基

地纳入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将制种产业与高

标准农田建设有机融合，高标准建设制种基地，按

照“五化”要求，科学规划和布局优势制种区域，引

导制种基地建设向生产环境优越、温光水资源充足、

交通便利、满足制种隔离和机械化作业基本要求的

优势区域集中，加大排灌沟渠、田间道路、生态保护、

种子加工、信息化设备等建设力度，建立千亩以上集

中连片、长期稳定的种子生产基地。推动杂交水稻

制种全程机械化，加强父本机插机收、无人机植保、

种子烘干等薄弱环节的研发与投入，提升基地生产 
水平。

4.2　放大扶持政策效应，强化引擎带动　制种大县

奖励项目是以县政府为实施主体的国家项目，支持

力度大、范围广，要珍惜制种大县牌子，用好大县奖

励政策，带动制种产业提升。一是发挥多部门协同

作用，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农业农村、发改、财政、建

设、水利等部门协同实施大县奖励项目；二是发挥政

策效益，用好大县奖励资金，专攻制种基地发展难

点、堵点，切实提升基地生产水平；三是充分整合各

类资金，整合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基本农田水利、农

业综合开发等政策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建立以

政府引导性支持和社会多元化投入相结合的基地建

设资金支持体制。

4.3　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加强主体支撑　鼓励本土

企业创新生产经营模式，支持种子企业通过土地流

转、联合制种专业合作组织等方式建立相对自主稳

定的生产基地。加大对企业加工仓储设备支持力度。

引导种子企业与科研单位在优化栽培技术、攻关机

械化薄弱环节等领域深度合作，提升制种技术，提高

制种产量、质量。鼓励本土企业与优势杂交水稻企

业在品种选育、品种试验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积极

融入杂交水稻产业链。打造一批专业化、本土化杂

交制种生产型企业，建立规范化、长期化生产合作关

系，加快推动制种新技术集成应用，带动制种基地整

体生产水平提升。

4.4　加强种子体系建设，强化监管服务　借机构改

革机遇，健全基地县种子管理队伍，推动设立单独办

公的种子管理机构，设定合理的编制人数。强化监

管制度建设，一是加强市场准入，落实受委托生产备

案制度，严防非法生产与转基因品种流入；二是基地

巡查日常化，于制种关键期不定期巡查基地；三是维

护基地秩序，严厉打击无证生产、侵权套牌等违法行

为。加强种子质量检测能力建设，配备完善种子检

测仪器设备，基地县种子质量检验室建设争取达到

省级认证标准。强化技术支撑，加大对种田大户的

培训力度，提高制种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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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玉米品种金贵单 3 号在黔中地区 

高产栽培技术研究

—密度、氮、磷、钾对产量的影响初探
潘中涛　陈　瑾　唐　谷　赵艳花　汪朝明

（贵州省安顺市农业科学院，安顺 561000）

摘要：采用 4 个因素 5 个水平二次正交旋转组合设计，研究密度、氮、磷、钾施用量对杂交玉米新品种金贵单 3 号产量的

影响，建立数学模型，得出金贵单 3 号每 667m2 产量大于 701.81kg 的农艺措施为密度 3522~3678 株、施 N 10.7~12.5kg、施 P2O5 

9.5~10.5kg、施 K2O 10.3~11.7kg。保证足够的群体密度及控氮、增钾、适磷的肥料运筹是取得高产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杂交玉米；金贵单 3 号；高产栽培；二次正交旋转组合设计

金贵单 3 号是贵州大学与安顺新金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针对贵州省典型的立体生态农业特

点，选育的优质、高产、适应性强的杂交玉米单交种，

2015 年通过贵州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金贵单 3
号属硬粒型品种，品质达到国家饲用一级玉米品质

标准（GB/T 17890-1999）和国家高淀粉玉米二级玉

米品质标准（GB/T 17890-1999），综合抗性强，是一

个优良的杂交玉米品种。品种审定的同年开展试验

示范，为探讨其高产栽培技术路线及配套的栽培技

术措施，2017 年在海拔 1400m 的安顺市农科院进行

了密度、氮、磷、钾对其产量影响的研究试验，初步探

索了金贵单 3 号的密度、氮、磷、钾施用技术指标，为

金贵单 3 号的推广应用提供了科学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安顺市农科院科研

基地，26°5′N，105°55′E，海拔 1400m，平均温度

13.9℃。土质黄壤，肥力中上等，前作冬闲。

1.2　试验材料　杂交玉米品种金贵单 3 号（安顺新

金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1.3　试验方法　采用二次回归旋转组合设计 [1-2] 对

密度（X1）、N（X2）、P2O5（X3）、K2O5（X4） 4 个因

素进行试验设计 [3]，试验因素及编码见表 1。顺序

排列，不设重复，小区面积 16m2（5m×3.2m）。36
个处理共 36 个小区，4 行区种植，单株留苗。成熟

期取中间 2 行测产。

基金项目： 贵州省科技厅成果推广计划项目（黔科合成果 [2016]4025
号）；安顺市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计划项目（安市科平 [2016]5
号）

4.5　推动制种保险落实，强化风险控制　积极推动

落实《关于将三大粮食作物制种纳入中央财政农业

保险保险费补贴目录有关事项的通知》及江苏省农

业保险水稻制（繁）种种植保险等关于杂交水稻制

种保险的相关政策要求。努力争取基地县财政支持

贴补部分制种保险费用，减少制种企业与农户负担，

并争取做到基地县制种所有田块制种保险全覆盖。

结合基地县具体情况，优化赔付措施，科学确定损失

情况，由保险公司与农业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共同核

对损失，统一赔付标准，且加快赔付资金到账速度，

保障受灾企业与农户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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