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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改革新形势下，如何认识“品种井喷”
陈　钢 1　孟军建 2　闫余望 1

（1 河北金博士种业有限公司，石家庄 052160；2 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450016）

摘要：“品种井喷”是种业审定制度改革以后诞生的名词，是种业市场化程度提高的一个标志。从“品种井喷”历史背景、

市场效应、途径、方法及意义，阐述“品种井喷”对企业、育种人的影响，说明我国品种审定制度改革对现代种业发展起到巨大的

促进作用，强调科研创新是种业人的责任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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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品种审定制度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1-3]，到

90 年代后期品种试验体系逐步健全。以 2000 年《种

子法》颁布为标志，我国种业改革正式拉开市场化

序幕，全国种业公司最多时有 8700 多家 [1]，随着种

业改革进一步深入，我国当时施行的国家、省（区）

两级品种审定制度，由于品种试验容量限制，品种参

试难、品种审定难成为影响种业改革的瓶颈。2011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

的意见》（国发〔2011〕8 号），为落实中央“8 号文

件”，以 2011 年农业部种子管理局成立为标志，品种

审定制度改革开始启动，为克服品种审定难的问题，

在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倡导下，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

物科学研究所为技术依托，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

限公司等 8 家育繁推企业联合成立中玉科企联合

（北京）种业技术有限公司（简称 1+8 科企），开始探

索国家级玉米品种审定绿色通道试验，为国家实行

品种审定绿色通道和联合体试验办法奠定了基础。

以后随着《国家级水稻、玉米品种审定绿色通道试

验指南》（试行）（2014 年 5 月 26 日）、新修订《种

子法》（2016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主要农作物品

种审定办法》（2016 年 8 月 15 日）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实施细则出台，品种审定制度改革不断深入。

以 2015 年 1+8 科企 10 个绿色通道试验玉米品种

首次通过国家审定为标志，我国玉米品种审定 2017
年开始进入“品种井喷”时代。

1　为什么会出现“品种井喷”
我国品种审定制度改革之前，选育一个品种需

要 3~5 年，审定一个品种也需要 3~5 年，这样累加

起来往往就是 10 年，甚至更长。时间长、审定难、投

入大、问题多，严重束缚了种业的发展。我国品种审

定制度改革后，大企业有了绿色通道试验，小公司有

了联合体试验，克服了国家和省级区试品种数容量

不足，种业公司急需品种开发的问题，品种审定效率

得到很大提高。2020 年通过国家初审玉米品种数

量 806 个（图 1），比 2017 年（171 个）增加 3.7 倍，

比 2014 年（29 个）增加 26.8 倍，比 2013 年（18 个）

增加 43.8 倍。从 2015 年第 1 批绿色通道试验审定

到现在的 6 年时间，累计审定品种 2378 个，是名副

其实的“品种井喷”。品种为什么会“井喷”，是因为

压抑得太久了，同时也说明政策好、效果影响大。巨

大的改革力量才会释放巨大的变革能量，促进了种

业人强大的产品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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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3-2020 年国家审定玉米品种数量

2　“品种井喷”的市场反应
市场品种增多，渠道资源收窄，厂商竞争加剧，

销售价格走低，促销费用增多，利润空间变薄，市场

份额压缩，生存变得困难，开始出现抱团或者干脆关

门不干，这都是“井喷”的连锁反应。每一场较量的

结果，最后都会遵循丛林法则，强者胜出，弱者退场。

“品种井喷”现象的背后是以品种数量搏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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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量，以节约审定时间换取竞争（发展）空间。“品

种井喷”是我国品种审定政策放开之后的必然结

果。国家通过政策宽松化，以市场化之手来发展和

提高市场集中度，让市场决定竞争参与者的去留，通

过自由竞争让市场从分散走向集约，去伪存真，淘汰

非专业和没有竞争力的散户、小公司，让市场走向科

学化、规范化。“品种井喷”的最大受益者将是真正

有科研育种实力和品种运营能力的专业化公司，也

必然会诞生世界级种业公司和全产业链的综合性农

业服务公司。继而做大做强中国种业，保障国家的

粮食安全。

3　“品种井喷”的途径、方法和意义
“井喷” 的品种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纵向审定，

一个是横向引进。国家统一试验、绿色通道试验、联

合体试验、引种备案制，使得品种像裂变一般呈几何

倍数井喷而出。井喷加速、持续放量，直至目前品种

出现“井喷”甚至“爆炸”[1]，初略统计，10 年之内全

国在售玉米品种接近 4000 多个。在定量的市场份

额之内，大小种子企业就像分子一般剧烈碰撞。“品

种井喷”是市场自由化的产物，是政策开放度的体

现。既然是市场，就需要遵守市场规律，即无序到有

序、散乱到统一，兼并、整合、淘汰，到出现龙头企业。

在这无硝烟的战场上，品种决定了生死。政策放开，

品种审定不再是制约公司发展的瓶颈，大小种业公

司无论是自育还是引进备案品种，手里不再没有品

种可做，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品种井喷”。

我们处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利弊不说，就

市场自由度来说，目前门槛还不高，也许“井喷”是

提供给种业创业者最后的机会。有很多公司会随着

井喷“撑死”，也有很多人会成为温水里的青蛙，陷

入“安乐死”的困境，根源肯定是品种表现不佳，同

质化竞争无优势，种子卖不出去，资金链断裂、转商

亏损，最后黯然退场。当然，竞争的结果会让一批公

司脱颖而出，成为真正有持续发展力的大公司。这

也许正是时代变革的意义所在，也是市场发展规律

的必然结果。

在原有品种审定制度下，企业投资科研育种看

不到投资回报；品种审定制度改革后，审定品种、推

广品种由企业自己决定，因此“品种井喷”最大的意

义在于将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河南金

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自 2001 年成立到 2014 年，

公司每年科研投入几百万元，13 年间没有一个玉

米品种通过国家审定，试问在原有品种审定制度下

有几个民营企业能支撑下去？又有几个民营企业

领导能坚持将企业利润持续投入科研？2015-2019
年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累计通过国家审

定玉米品种 28 个，新审定的玉米品种销售数量从

2015 年 208 万 kg 增加到 2020 年的 500 万 kg，增

长率 140.4% ；新审定的玉米品种销售收入从 2015
年 3100 万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7000 万元，增长率

125.8%。

4　 “品种井喷”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品种同质

化严重
我国品种同质化严重，但品种同质化严重只是

表象，品种科研创新能力不足才是本质。科研创新

是一个资源、经验、时间长期积累的过程。大部分企

业成立时间不长，大部分育种主体“小而散”，做企

业的没资源，有资源的科研院校不做企业，成果不接

地气，一旦市场有个优秀的品种，大家都竞相模仿。

即便具备一定的条件，出来一些创新成果，也未必能

坚持下去。现在最流行的还是模仿育种，模仿育种

优点就是短、平、快、准，即审定时间短——绿色通道

和联合体试验；育种目标准——模仿主流或大品种；

选育时间成本低——公系组合或拿来主义；成果转

化见效快——迎合市场、低价操作。很多育种单位

和个人热衷于模仿育种，认为模仿育种就是商业化

育种，不想也不愿去创新，因为完全的组合创新，出

成果太慢，用公系改下就是个品种，虽然这不能不说

也是创新的范畴，但是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甚至科

学家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当下此举也是很多育种人

的拿手好戏，也是目前育种界的无奈之举。在未来

三五年，随着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品种审

定标准提高（DNA 差异位点数增加），各公司对自交

系和杂交品种的保护意识增强以及对品种开发创新

性和真实性意识提高，模仿育种的路注定是穷途末

路、越走越窄。

5　“品种井喷”之下企业应该具备综合竞争力
对于强者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所以面对竞争，

我们改变不了客观存在，只能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

只要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那么又何惧竞争。从种

业行业的特点出发，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竞争

力：丰富的品种资源储备和获取能力、强大的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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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花药培养技术及其研究进展
赵沙沙　田永宏　陈　波　房振兵　潘高峰

（湖北省襄阳市农业科学院，襄阳 441057）

摘要：水稻花药培养是水稻育种中重要的技术手段。从材料基因型、取材时期与低温预处理、培养基种类、激素配比、碳源、

其他添加剂、培养条件等方面总结了水稻花药培养技术的研究进展，分析了现阶段花药培养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

作出了展望。

关键词：水稻；花药培养；问题；展望

水稻花药培养是采用无菌操作技术，把发育到

一定时期的水稻花药接种到人工培养基上，通过改

变花粉粒的发育程序诱导脱分化形成愈伤组织，然

后使愈伤组织再分化形成单倍体植株的过程。单倍

体植株经过秋水仙碱或自然加倍，成为完整的二倍

体植株。将花药培养与其他育种技术相结合，可以

快速纯合育种材料，有效缩短育种周期，提高选择效

率，加快育种进程 [1]。

1　水稻花药培养发展概况
日本学者新关（Niizeki）和大野（Oono）于 1968

年利用花药培养技术首次获得水稻单倍体植株 [2]，

开启了水稻花药培养研究的先河 [3]。1970 年，我国

开始水稻花药培养的研究，并于 1975 年第 1 次利

用花药培养技术育成了粳稻新品种单丰 1 号 [4]。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研究者们开始将花药培养技术应

用于水稻育种，先后育成了中花系列、龙粳系列和花

育系列等粳稻品种以及后续的其他品种 [5]。但是应

用花药培养技术选育的籼稻品种还比较少，到 20 世

纪末仅有 5 个，其中江西农科院 4 个、江西农业大学

1 个，推广面积都不大 [2]。目前，通过花药培养技术

育成的常规水稻品种已有 40 多个 [6]。近年来，随着

研究的不断深入，水稻花药培养技术也在逐步完善，

并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应用在遗传育种上，已经成为

生物技术育种中相对成熟、实用而有效的技术 [2]。

2　影响水稻花药培养效率的技术要点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受基因型、培养基组

基金项目： 湖北省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资助项目（2016-620-000-001-057）
通信作者： 田永宏

育种和品种转化能力、持续的资金投入和补给实力、

规模化的生产成本优势和精细的加工质量、精准有

效而有力度的营销推广能力、良好的企业管理制度

和种业风险控制能力。这场比赛是综合实力的较量，

不是单项比赛。也许你的企业以上条件都具备，也

许只具备几个方面，重要的是你要明白——做强才

能做大，协同作战优于单打独斗，系统和完善才能无

懈可击。最后能生存的有两种企业，科研、资金雄厚

的种业巨头及有地方特色的中小企业。

“品种井喷”是品种审定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

品种审定制度改革不能停步也不会停步，近几年来

品种审定制度改革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品种参试难、

通过审定难、品种审定标准单一问题。随着这些矛

盾的解决，品种同质化等问题又会成为主要矛盾，因

此科研创新是种业人的责任和历史使命，也是推动

种业发展永恒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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