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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淄博小麦种业现状及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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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淄博市历来重视种业振兴发展，2013 年颁布实施《淄博市种业振兴规划》，2023 年出台《淄博市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

案》。目前，淄博市拥有育繁推一体化小麦种子生产企业 1 家，全市小麦良种覆盖率达到了 99%，繁种面积稳定保持在 6667hm2

以上，近 10 年育成小麦品种 37 个，小麦育种走在山东省前列。但在小麦种业发展进程中，仍存在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不够、育

种技术手段相对落后、企业规模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结合淄博市种业发展实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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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种业发展，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2022
年 12 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抓住耕地和种子

两个要害，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

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把种业振兴行动切

实抓出成效，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种子

是农业的“芯片”，是“藏粮于技”的核心，关乎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淄博市位于山东省中部，地域南北

跨度大，地貌、生态类型多样，其中临淄区、桓台县和

高青县是平原地区，耕地土壤地力水平较高，是淄博

市的主要小麦产区。淄博市紧紧围绕种业振兴五大

行动，加快推进创新研究，推动淄博种业振兴发展，

目前，当地小麦良种覆盖率达到了 99%，良种对粮

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 47%，为稳定提升粮食产能、

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淄博市小麦种业发展概况
1.1　出台政策支持种业发展　 淄博市历来重视现

代种业发展，始终把发展现代种业作为推动农业现

代化的重要举措来抓。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连

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多次对种业改革创新进行部

署，持续为种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2003 年

《淄博市种业振兴规划》制定发展目标：到 2020 年，

有 10 个农作物新品种通过国家、省级审定，主要农

作物品种基本更新换代一次，新品种推广率达到

85% 以上，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保持在 100%[1]；

小麦良种繁育基地 3 个、6667hm2；建立 1 个农作物

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完善种子质量检测体系，确

保全市农业生产用种数量和质量安全。2023 年《淄

博市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围绕种业“保、育、测、

繁、推”等关键环节，确定 8 项重点任务和 4 项保障

措施，坚持政策引导、科技赋能，积极推动科企合作，

促进淄博种业振兴发展。截至 2024 年底，10 年的

时间内淄博市选育了 37 个小麦新品种和 29 个玉米

新品种，小麦良繁基地常年稳定保持在 6667hm2 以

上，建设省级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 3 个，市级农

作物品种展示评价与风险预警基地 5 个，对全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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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2　小麦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初见成效　自第三

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启动以来，

淄博市在 8 个区县开展了种质资源普查和系统调

查，共收集各类种质资源 253 份，移交国家种质资源

库（圃）230 份。种子企业的种质资源收集保护意

识得到不断增强，目前全市拥有小麦、蓖麻、食用菌、

莲藕等各类种质资源保护单位 5 个以上，以淄博禾

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小麦种子企业

共收集各类小麦种质资源 11000 份，为今后的小麦

育种创新、良种攻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3 年淄

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省黄三角农

高区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进行耐盐碱小

麦品种筛选试验，种植耐盐碱植物种质资源材料近 
200 份。

1.3　小麦新品种选育和良种推广水平显著提升 　
淄博市坚持“引进来、为我用”的发展理念，依托种

子企业搭建起一支实力强劲的科技创新团队和新

品种试验示范推广体系，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导、

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化新格局。2020-2024 年淄博市

共选育审定了 18 个小麦品种（表 1），企业育种占比

100%。淄博博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推广的山农 29
号小麦品种于 2019 年在桓台县获得 835.2kg/667m2

的高产成绩，在当年全国冬小麦小面积单产排名中

列第 2 位。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小麦

育种温室加代法”取得成功，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

加快了育种进程，累计选育审定新品种 37 个，其选

育的山农 28 号小麦品种于 2023 年入选国家、省级

小麦骨干型品种，并跻身全国推广面积前十大品种

之列，2023年推广面积 37.33万 hm2（560万亩）。“高

产多抗广适小麦新品种山农 28 号的选育与应用”

项目获 2023 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以 6125 新种质为骨干亲本的小麦系列品种选育与

推广”获得第四届齐鲁农业科技奖技术创新奖一等

奖；“一种利用蓝矮败选育及鉴定二体附加系蓝色小

麦及易位代换系蓝粒小麦种质的方法”获得国家发

表 1　 2020-2024 年淄博市小麦审定品种

序号 品种 审定编号 主要育种单位

1 齐民 13 号 鲁审麦 20200016、国审麦 20230183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齐民 14 号 鲁审麦 20200015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齐民 15 号 鲁审麦 20200009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齐民 16 号 鲁审麦 20200006、国审麦 20230146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齐民 17 号 鲁审麦 20200003、国审麦 20230147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爱民蓝麦 1 号 鲁审麦 20206036 淄博爱民种业有限公司

7 齐民 8 号 国审麦 20200032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齐民 12 号 国审麦 20210149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齐民 22 号 鲁审麦 20210019 淄博市高光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0 齐民 18 号 鲁审麦 20210021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博信 281 鲁审麦 20216026 淄博博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2 齐民 23 号 鲁审麦 20220010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齐民 20 号 国审麦 20230104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齐民 21 号 国审麦 20230174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齐民 24 号 国审麦 20230175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山农 28 号 国审麦 20230107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山农 32 号 国审麦 20230108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齐民 25 号 鲁审麦 20240006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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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专利。

1.4　小麦种子企业不断成长壮大　目前，淄博市共

有持证小麦种子企业 7 家，其中育繁推一体化种子

企业 1 家，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3 
家，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信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2 家企业被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

认定为研发型种子企业，2023 年小麦种子销售额达

到 1.58 亿元，以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为代表的优秀种子龙头企业已成为全省小麦领军企

业。与 10年前相比，种子企业总体竞争力显著增强，

主体地位更加巩固，产业带动作用更加突出。

1.5　小麦良种繁育能力显著提升　淄博市以种子

企业为依托，科学布局小麦种子田，初步形成了“公

司 + 基地 + 农户”开发模式，逐步建立起桓台、高青、

临淄 3 个小麦良种繁育基地。2019 年临淄区被认

定为山东省第一批区域性小麦良种繁育基地。目前

淄博市小麦良种繁育基地基本实现了区域化、产业

化、标准化，全市小麦繁种面积稳定保持在 6667hm2

以上，繁育品种主要以山农 28 号、山农 29 号、山农

27 号、山农 42 号及“齐民”系列品种为主，年生产小

麦种子保持在 3000 万 kg 左右，销售范围辐射全省

16 个地市和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河北省等多个

省份，供种保障能力突出。　

1.6　小麦种子质量稳步提高　企业加强生产加工

环节的质量管理，种子监管部门开展种子质量监督

抽查，双管齐下，严把源头质量控制。种子企业做好

小麦种子生产、收获、精选、包衣、包装等各环节质量

控制，保障小麦种子的纯度、净度、发芽率硬质量和

小麦种子包装的软质量。2012 年以来，淄博市农作

物种子质量检验站承担全市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

查工作，共抽检小麦种子 298 份，代表数量 580 万 kg， 
种子质量合格率在 99% 以上。

2　小麦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市级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措施亟待完善 　小麦

种质资源是育种家进行育种研究的基础 [2]。目前，

全市省级以上小麦种质资源保护单位 1 家，即 2019
年前由政府补助资金扶持的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建成资源库，成为全市唯一一家小麦种质

资源库。整体来说，全市企业资源库基础设施条件

落后，保存容量不足，政府资金投入小，单靠企业开

展资源保护，缺乏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同时，种子

企业开展资源系统鉴定与深度挖掘滞后，共享利用

机制暂不完善，资源转化利用率低，严重制约着淄博

市小麦育种研究和种业发展。

2.2　生物育种技术产业化进程慢　近年来，生物育

种领域的关键技术，包括分子标记、基因编辑、全基

因组选择以及转基因技术等，得到了广泛应用，极大

地推动了育种工作的快速发展。虽然淄博市在加代

育种、表型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国

内其他先进地区相比，小麦育种技术水平整体上还

较为落后，高技术水平专家团队少，高层次人才引进

措施不足，生物育种技术实际应用滞后，与真正实现

产业化应用仍存在较大差距 [3]。

2.3　小麦品种同质化严重　淄博市小麦审定品种

数量逐年增加，近 10 年淄博市共选育审定了小麦品

种 37 个（其中国审 12 个、省审 25 个），但大多数品

种属于传统的高肥水类型，资源消耗量大，并且同质

化严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优质专用、特色品种

少，适合现代农业生产的节肥、节水、节药，机械化、

轻简化，抗逆性强的突破性品种缺乏 [4]，品种供需间

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

2.4　小麦种子企业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弱　目前淄

博市有 7 家小麦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其中有 3 家企

业配备有研发人员，但仅有 2 家企业拥有自主培育

的小麦品种，其余 4 家企业则只是扮演种子“经销

商”的角色，面临育种人才缺乏、科研投入不足、缺

乏自主品种和知识产权的困境。这些企业在自主创

新方面的能力薄弱，科企合作不紧密、不规范，育繁

推一体化水平不高，现代化管理水平低，大而不强、

小而不专的现象较突出。

3　对策及发展建议
3.1　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全面落实国家、省

种业振兴行动，积极出台市级支持种业发展的政策

文件。建议设立专项资金，聚焦种业“保、育、测、繁、

推”各关键环节，对全产业链进行重点打造 [5]、强化

提升、整体推进。政府积极推动落实制种保险、政策

性信贷、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种

业，扶持小麦种子企业做大做强、做精做专。

3.2　加强小麦种质的收集与创新　 借助第三次全

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带来的成果与契

机，积极发动种子企业和社会力量，持续进行小麦种

（下转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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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品种、基础生产设施、生产管理、产品营销等较

多地方还需要提升。

3.1　加快引进特色、优质草莓品种　从 2014-2015
年度至 2023-2024 年度，红颜、章姬种植面积一直稳

居在嘉定区草莓种植面积前 2 位。近年来，虽然越

秀等晚熟品种以及白色、粉色等特色草莓品种种植

面积略有提高，但红颜、章姬依旧稳居前 2 位，2023-

2024 年度这两个品种种植面积占比超过 85%。品

种单一化不利于打造优质、特色、高端品牌，且这两

个品种易感染炭疽病、白粉病和灰霉病，生产风险较

大。因此，应加快国内外特色、优质新品种的引进，

筛选适合嘉定区草莓产业需求的品种。

3.2　提升草莓生产设施水平　目前嘉定区草莓设

施大棚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大棚老旧程度严重，设施

水平相对较低，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建设高标准草莓

生产基地，同时引进整地、开沟、起垄机械，探索使用

植保、采摘等田间作业机械，提升草莓种植机械化水

平，为高质量种苗繁育，优质草莓规模化、标准化生

产提供设施设备支撑。

3.3　加快草莓高质量标准化生产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一是开展草莓病毒检测鉴定研究，建立草莓脱毒种

苗繁育技术体系，建设一批区域性草莓脱毒种苗繁育

基地（工厂）。二是加快草莓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广 [2]。

加强宣传培训和政策引导，加快水肥一体化技术和绿

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扶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

的草莓龙头企业，打造、提升嘉定区草莓品牌，建立嘉

定区草莓产业现代化先行示范区，提高嘉定区草莓的

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三是开展草莓贮藏保鲜研

究，延长草莓货架期，同时开展草莓深加工研究，整合

草莓产业供应链，延伸草莓产业消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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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资源的普查与收集工作，以提升淄博市现代种业

和农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依托山东农业大学等优

势单位，开展表型与基因型精准鉴定评价，深度发掘

优异种质与基因，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鼓励企业积极承办类似“一麦众承”的小麦种质资

源交流等大型会议，推动小麦种质资源的共享与利

用，加速育种技术的创新与突破。

3.3　实施良种联合攻关行动　打造以种子企业为

主体的良种联合攻关平台，建立“企业 + 科研 + 推

广”三位一体的良种攻关机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瞄准现代农业生产关键需求，统筹利用种质创制、品

种选育、试验测试、展示评价、示范推广等方面的资

源优势，尽快筛选推广一批满足市场需求的突破性

新品种。同时结合地方特点，抓好全市 6667hm2 小

麦良种繁育基地、2 个品种展示评价基地的提档升

级工作，加快推进全市小麦优良品种的示范推广和

更新换代。

3.4　培植创新型种子企业　 加强政策引导与扶

持，坚持扶优扶强，支持优势种子企业做大做强，打

造“淄博小麦”地方品牌，提高种子企业的抗风险能

力、产业带动能力。支持种子企业与山东农业大学、

青岛农业大学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等建立紧密的合

作关系，共建新型研发机构，推动育种人才、先进技

术、优异种质等研发资源向企业有序流动，实现产学

研融合，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和生物育种技术产业化

应用，着力培育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特色优势企

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6]，加大种子违法行为查处

力度，鼓励支持企业开展原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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