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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怀化市杂交水稻制种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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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怀化作为全国杂交水稻三大制种基地市之一，为全国杂交水稻制种产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通过总结怀化市杂交水

稻制种产业的发展优势，深度分析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科学规划、强化保障、加强防范、积极创新等对策，推动怀

化从杂交水稻制种大市向制种强市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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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制种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

要，怀化是杂交水稻发源地、全国三大杂交水稻制种

基地市之一。近年来，怀化市抢抓种业振兴机遇，充

分发挥自然优势和区位优势，将发展杂交水稻制种

作为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的主导产业来抓。

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省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县

6 个。先后引进先正达集团中国、袁隆平农业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兆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湖

南中朗种业有限公司等 54 家杂交水稻制种龙头企

业在怀化市生产。2024 年全市杂交水稻制种面积

达 1.2 万 hm2，较前 3 年平均水平高出 35.58%，创历

史新高，制种面积和产量占全省 1/3、全国 1/10。通信作者：吴厚雄

5.5　加强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在高校和科研机

构设置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种质资源研究利用的

专门人才。加强对现有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

提高其业务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制定优惠政策，

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5.6　加大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　制定和完善相关

政策法规，为种质资源研究利用提供政策保障。加

大对种质资源研究利用的资金投入，设立专项基金，

支持资源的收集、保存、鉴定、评价、创新和利用等工

作。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种质资源研究利用，拓

宽资金来源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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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优势
1.1　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　一是地形地貌优势。

怀化地处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之间，是典型的南方

丘陵山区地貌，境内地域差异和垂直差异明显，海拔

在 45~1934m 之间，山峦起伏，纵横交错，形成面积

大小各异的小气候生态区域，为杂交水稻制种提供

了天然的隔离屏障等条件。二是气候环境优良。怀

化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市年平均气温 16.4℃，

最低气温 -5℃左右，最高气温 39℃左右。年均无

霜期 287d，境内光照较为充足，平均年日照时数为

962~1452h，全境年平均降雨量为 1600mm。具有优

越的稻作气候条件和制种优势，是三系、两系杂交水

稻育种名副其实的“黄金宝地”[1]。全市适宜杂交

水稻制种面积达 2.7 万 hm2 左右。三是交通便捷。

怀化位于湘、鄂、渝、黔、桂 5 省（区、市）边区中心，

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规划中湖南省唯一节点城市。全

市交通网络便捷，构建了普铁、高铁、高速、航空、航

运、普通公路“六位一体”的综合交通网 [2]。近年来，

怀化国际陆港的建设打通了 3 条国际物流大通道，

成为湖南面向东盟的货运集结中心和对接 RCEP
（由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重

要平台。怀化便捷高效的物流体系大大降低了杂交

水稻制种成本，提高了产业发展效率，也为杂交水稻

制种国际化拓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和窗口。

1.2　多方联动的推进机制　一是市委市政府高位

推动。怀化市委、市政府历年来高度重视以杂交水

稻为主的种业产业链建设，作出了建设区域性种业

创新中心、打造国际种业之都的决策部署，将怀化市

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建设列入市重点建设

项目，并将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列入怀化市十大农业

产业和市直绩效考核项目。启动《怀化“国际种业

之都”建设规划（2024-2035 年）》编制，相继出台了

《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怀化市种业产业链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等政策文件，市

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种业发展。二是制

种大县重点推进。靖州、溆浦、洪江、芷江、会同、中

方等县市将杂交水稻制种作为县域主导产业推进发

展，分别制定了制种基地建设规划，出台了具体奖励

支持政策，鼓励专业合作社和大户规模化、标准化、

集约化和机械化制种。如洪江市制定了对规模化生

产的制种专业合作社以及土地流转进行种子生产的

奖励政策；靖州县、溆浦县出台了国家级种子基地大

县奖补实施方案；芷江县出台了《关于杂交水稻种

子生产基地建设实施意见》，并制定了《芷江侗族自

治县杂交水稻制种风险基金实施办法》，设立杂交水

稻制种风险基金 400 万元。三是制种企业积极支

持。先正达集团中国、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中朗种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兆农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湖南奥谱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种业企

业与溆浦、靖州、中方等制种大县开展深入合作，参

与和支持制种基地建设。如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靖州县合作建成集科研创新、生产加工、

仓储物流、服务推广、质量检验、信息服务六大功能

于一体的靖州种业科技创新中心，年加工、仓储能力

在 350 万 kg 以上，可满足湘、渝、贵及两广等粮食主

产区供种需求。先正达集团中国与溆浦县合作建设

集烘干、精选、仓储物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种子区域服

务站 2 个，正在推进建设集科研、加工、烘干、仓储、

管理、服务、物流于一体的现代种业产业中心。

1.3　不断夯实的制种产业基础　一是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目前，全市已建立了 1.3 万 hm2 杂交水稻

种子生产基地，形成了以芷江、溆浦、洪江、靖州 4 个

国家级基地县市为主的 26 个乡镇适宜不同品系种

子生产的规模基地群 30 处，按照规模化、机械化、标

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种子生产基地建设标准，全市

共创建了 14 个“五化”基地。共有烘干设备 350 台

套、加工设备 70 余台套、改造烤烟房 200 余座，已

投资建成杂交水稻种子加工中心 4 处，年生产商品

种子在 1500 万 kg 以上。二是制种技术日趋成熟。

依托资源禀赋，怀化制种历史底蕴深厚，自杂交水

稻诞生起就成为杂交稻亲本提纯繁殖的重要基地。

在长期的杂交水稻制种实践中，全市发展了制种大

户 450 余人、代制商 100 余人，与一批企业建立了

稳定长久的制种合作关系，培育了一批管理经验丰

富、生产技术过硬的制种队伍。三是社会化服务保

障不断提升。逐步形成了技术培训、集中育秧、机耕

机种、机收机防、烘干仓储、种子加工全链条社会化

服务体系。如靖州县建设的种业数字化信息服务管

理平台，能够实时提供农产品生长环境、产品溯源、

气象虫情等数据，实现全产业链数字化管理、智能

化生产，每年通过信息平台调度机械作业 7000hm2、

飞防 2000hm2，减少人工 3 万人次，每 hm2 制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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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本降低约 1575 元。溆浦县建成集烘干、精选、

仓储物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种子区域服务站 7 个，发

展农机合作社 12 家、病虫专业化防治组织 5 家，有

效推行农资统一供应、病虫害统防统治、农机作业、

种子收购加工等社会化服务，社会化服务面积达到

1300hm2。2024 年 6 月怀化市率先在湖南市州一级

组建了种业行业协会，协会服务企业发展、规范行业

秩序等功能不断凸显。

2　存在问题
2.1　生产布局规划待完善　怀化地形复杂，海拔差

异大，山区小气候丰富多样，为两系、三系杂交水稻

制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全市两系、三系品种制

种面积常年基本持平。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怀

化地区的小气候也相应发生变化，以往以经验为主

的两系、三系制种适宜区域已无法精准指导农户生

产需求，全市范围尚未针对两系、三系适宜制种区域

开展系统调查研究和系统的规划布局，这使得企业

和农户在选择制种品种时较为盲目，新品种推广面

临一定风险。

2.2　机械化水平和服务水平需提升　怀化山区地

形田块细碎，不利于规模化生产和机械化操作，制种

全程机械化服务存在明显短板，全市机耕机收服务

实现 100%，但制种机插服务不足 50%。社会化服

务不足，除靖州、溆浦国家杂交水稻制种大县外，其

他县市普遍存在制种集中育秧、烘干、仓储等配套基

础设施不足的问题。

2.3　抵御风险能力待加强　近年来，极端高温、干

旱、洪涝、长期低温阴雨或“断崖式”降温等自然灾

害频发 [3]，尽管全市杂交水稻制种基地纳入了高标

准农田建设，但制种基地基础设施标准化程度不高、

年久失修等问题仍普遍存在，基地防涝抗旱能力不

足，对制种产量、质量造成一定影响，个别品种减产

严重，农户制种积极性受到打击。虽然政策性保险

对杂交水稻制种产业发展提供了一定支持，但怀化

每 hm2 制种成本达 3 万元以上，制种保险最高赔付

仅 2.25 万元。这种不匹配使得制种农户在遭遇较

大损失时，无法得到足够的赔偿来恢复生产。

2.4　育种创新能力较薄弱　全市具有杂交水稻育

种创新能力的本土机构仅有湖南奥谱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怀化职业技术学院、怀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 家，总体科研能力不足、创新成果不多。各科研单

位、平台、企业各自封闭，缺乏交流，创新要素流动不

畅，人才和资源难以流动到企业，导致企业育种和科

研创新能力缺乏有力的技术支撑和资源保障，市场

竞争力不足。

3　对策建议
3.1　科学规划，优化制种生产布局　一是划定制种

保护区。优先在靖州、溆浦、芷江、洪江、会同等制种

大县市选择基础好、优势明显、规模较大且当地政府

重视的区域划定杂交水稻制种保护区。对保护区实

施差异化扶持政策，在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

重点倾斜，保障制种产业稳定发展。二是精准布局

制种区域。深入调研掌握优质制种基地小气候气温

特点，结合历年制种品种综合表现，因地制宜精准布

局两系、三系品种制种区域，对新引进组合要仔细分

析研究亲本的生物学特征特性，进行 2~3 年试制，实

现优势亲本和优势基地因时因地的有效对接，稳定

制种产量和种子质量。三是推进制种基地建设标准

化。加快推进制种基地“小田改大田”提质改造，建

设一批高标准制种示范基地。积极探索国有企业、

种业龙头企业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充分发挥

国有企业和龙头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

势，按照制种需求改造和提升高标准农田。

3.2　强化保障，提升生产服务能力　一是加快推进

制种全程机械化。加强与科研院校深度合作，持续

开展杂交水稻全程机械化制种关键技术研发、引进

与示范。集成推广杂交水稻制种集中育秧、机耕机

种、机械赶粉等先进技术装备，提升机械化服务能

力。二是加快推进服务社会化。鼓励支持社会化服

务组织开展农资供应、集中育秧、机耕机种、机收机

防、烘干仓储及金融保险等全方位制种服务，完善烘

干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区域性制种服务中心。培

育一批专业的社会化服务主体，持续提升种子生产

服务社会化水平。成立市级种业产业联盟和种业行

业协会，整合市县制种技术力量，组建专家技术服务

团队，开展制种咨询指导服务。三是推进流程控制信

息化。全面应用物联网等新型技术，推进制种大县

建立种子品种数据库和生产状况的数据管理平台，

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种子生产基地，对种植区域、种

子生产基地、种植区域的生态环境及田间作业状况

等进行信息化管理，实现关键信息的实时监测、统计

（下转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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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研发中心以及省内外科研院所，加强谷子从生产

到销售各环节的技术研发与支持。三是完善谷子产

业链。依托小杂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小杂粮产业

链工作专班，引导企业实行“基地农业”“订单农业”

的生产模式，扩大谷子生产前端规模，通过整合资

源，建立从原材料供应、加工、研发到销售的完整产

业链，增强产业链各环节的联系，提高资源的整体利

用效率。

参考文献

[1] 张大众，刘佳佳，冯佰利．中国谷子种植利用史及其演进启示．草业

学报，2018，27（3）：173-186

[2] 苏乐平，周雪，李星星，韩芳，牛宏伟，郭玮，袁宏安，樊晨．陕西谷子

育种发展成效、面临挑战与对策研究．中国种业，2024（10）：38-41

[3] 刘建垒，王文娟，王瑞杰，赵璐瑶，常柳，杨维巧，张东，孙辉，段晓

亮．全国主要谷子品种的营养及食用品质分析．中国粮油学报，

2022，37（11）：227-235

[4] 刘建垒，常柳，段晓亮，王文娟，孙辉．谷子的生产概况及其保健功

能与机理研究进展．食品工业科技，2022，43（5）：389-395

[5] 王亚坤，王慧军，杨振立．我国谷子种植户持续种植意愿的影响因

素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2）：96-102

[6] 陈宇，韩芳，袁宏安，冯佰利，郑太波，曹力军，周军，杜鹃，王海龙．

基于文化积淀视角的延安谷子生产分析与展望．农业展望，2020，

16（2）：70-73，83

[7] 苏乐平，韩芳，周雪，李星星，郭玮，牛宏伟，袁宏安，樊晨．延安市谷

子品种（系）筛选试验．中国农技推广，2024，40（11）：41-44

[8] 薛新伟，杨薇，穆安康，刘丹，于智坤，王显瑞．内蒙古自治区谷子产

业发展研究．现代农业科技，2024（18）：178-183

[9] 郭玮，牛宏伟．延安市谷子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现代农业科技，

2022（23）：204-206，215 （收稿日期：2025-01-07）

和分析处理。四是加快种子加工自动化。持续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引进种子企业在怀化建立种子自动

化加工生产线，从自动精选种子、加工、输送、包装全

程实现智能化、自动化，提升种子自动化加工能力。

3.3　加强防范，降低制种生产风险　一是加强气象

灾害预警。充分发挥湖南杂交水稻农业气象特色服

务中心作用，合作建立完善信息传递机制，及时向企

业和农户预警极端天气，指导做好防范措施。二是

加强生产技术指导。定期组织专家对农户开展制种

技术培训，提高制种技术水平。开展针对极端天气

或制种关键时期出现问题的实地技术指导，及时制

定补救措施，加强田间管理，最大程度降低损失。种

子企业要根据不同制种区域有针对性地制定生产技

术方案，适时开展生产技术指导，督促制种农户严格

执行技术方案。三是加快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建立

市县两级制种产业风险基金，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

时启动，以补偿受灾农户损失。完善制种保险，在

落实制种政策性保险的基础上，积极开通完全成本

补充保险，增设制种商业附加险，适当提高制种保险 
保额。

3.4　积极创新，提升水稻育种能力　一是做实育种

创新平台。充分发挥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怀化分中心、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安江研究

基地等平台优势，全力推进杂交水稻科技创新。加

快推进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大湘西区域中心实体化

运营，积极对接岳麓山实验室。推进怀化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建设杂交水稻育种实

验基地和区域试验站，加快提升杂交水稻新品种研

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加快建成怀化·安江现代

作物分子设计育种产业园，引进第三代杂交水稻育

种技术，建设新型杂交水稻育种研发中心和成果转

化中心。二是引培育种创新人才。以邓兴旺、邓华凤、

杨远柱等怀化籍水稻育种科学家为重点招才引智，

吸引育种科学家及其团队来怀化支持杂交水稻育种

创新。优化科研环境和氛围，持续支持怀化职业技

术学院抓好杂交水稻育种基础教育，鼓励采用传统

“师徒制”培养模式，带领学生开展杂交水稻技能实

训，培养新一代育种人才队伍。三是培育育种市场

主体。持续培育怀化本土企业湖南奥谱隆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展壮大，支持商业化育种，选育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适应市场需求的杂交水稻重大新品种。鼓

励湖南奥谱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布局分子育种、基因

编辑等水稻育种领域，支持建设生物育种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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