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南繁”，是指我国农作物育
种工作者，利用海南岛冬季气候温
暖的特点，开展农作物加代育种、
繁种、种子纯度鉴定等工作。海南
岛是我国的天然大温室，尤其是在
南部的三亚、乐东、陵水三市县由
于拥有得天独厚的热带气候优势，
长期为我国农作物种子科研和生
产提供大量的资源，已成为我国名

副其实的“南繁”基地。
最早发现这块“绿宝地”的是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此后，在每年
的!月至来年的"月，来自全国#$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多家科
研、教学、育种、种子生产经营等
单位都云集到这里，开展“南繁”
工作，作物从单一的高粱、玉米扩
大到水稻、小麦、番薯、花生、芝

麻、黄（红）麻、胡麻、油沙豆、棉
花、烟草、蔬菜、小葵子、向日葵、
西瓜、哈密瓜、豆角、辣椒等。
“南繁”加快了育种步伐，缩

短了育种周期，给中国农业发展
带来巨大推动力。"$多年来，全
国农业科技部门在海南的“南
繁”面积累计达到%$$多万亩，生
产多种农作物优良亲本、种子&亿

余公斤。我国是世界稻种起源地
之一，海南岛又是我国的稻种发
源地之一，南繁基地不仅具有独
特的气候条件，而且遍布丰富的
种质资源，为农业科技工作者杂
交培育新品种提供了不少的原
始材料。因此，“南繁”育种是我国
科学家利用天然基因库不可缺少
的手段。 马亚宁

!天下粮仓"都爱南繁!育种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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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因查处违规转基因试验作物，
一直名不见经传的海南南繁基地，
近来颇受关注。违规繁育转基因作
物毕竟只是新出现的、规模很小的
试验行为。海南南繁基地，很久以来
一直是中国粮食安全“保险箱”，各
种农作物的“娘家人”，几乎每年都
来海南走一遭，并选育出一批批产
量高、品质优的新品种。
近日，记者跟随上海市农科院

育种专家们深入位于三亚的南繁基
地，揭秘牵动着每个人“食神经”的
“天下粮仓”。

!候鸟式"育种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沪上育种

专家来说，春天却是个收获的季节：
水稻、玉米、蔬菜等农作物在上海尚
未插秧播种，已知今年能否大丰收。
原来，科学家们提早在三亚南繁基
地，将今年要生根发芽的种子们挨
个试了个遍。这几天正是“南繁”最
忙碌的收割季，品质好产量高的带
回上海下田播种，生长能力退化的
留下来提纯复壮，同时创制了一大
批种质新材料。虽然远在海南，依然
从种质源头给上海市民的菜篮子、
米袋子上好“保险栓”。

袁勤，市农科院作物所研究
员，拥有水稻专家的标准“职业
妆”：面庞苍老，双手粗糙，肤色“四
季黑”。别人看他，是知识渊博的育
种科学家，自己眼里，“我就是一只
候鸟”———虽然种庄稼跟着季节
走，春播夏种，秋收冬闲，育种科学
家却要追着太阳走。
“上海四季分明，水稻作物习惯

五月播种，十月收割，一年种一季、
长一代。搞杂交育种，往往需要选育
'至 ($ 代稻种才能获得一个新品
种。若循着季节节拍，至少得等上 '

到 )$年才能选育出一个优良品种。
科研生涯，时间有限，等不起！”从上
世纪 *+年代起，每年冬天 ))月下
旬开始农闲，袁勤就背上新收的上
海种子南下，来到海南三亚继续播
种；来年三五月份，“海南稻”收割，
再背上种子回家播种。如此周而复
始，一年赶种两年田，原本“十年磨
一剑”的育种时间，就可以缩短成三
四年。慢慢地，同行的育种科学家越
来越多，踏出了一条“南繁路”。
都市人选海南度假游，奔着温

暖阳光，白色沙滩，欢乐海浪，生猛
海鲜而去，“候鸟”科学家们眼里，这
里只是个得天独厚的“大温室”，育
种试种的乐土。沿着三亚市中心海
岸线向北，数百亩良田尽收眼底。与
普通庄稼地不同，田里农作物并不
整齐划一，有的刚刚出苗，有的结满
稻穗，有的套着褐色小纸袋，有的盖
着橘色防鸟网。在一排排田埂上，还
插着许多白色小牌子，上面标有一
串串育种代码。
“这是上海市农科院南繁基地，

隔壁就是袁隆平先生的基地，前面
是河南农科院南繁试验站，旁边是
湖北南繁中心。”%$多年前，交通不
发达，从上海到三亚约 #$$$公里，
乘火车、摇摆渡、坐汽车、搭三轮车，

袁勤犹记得第一次到三亚南繁，辗
转了一周才能到。如今交通便利，飞
机一上午即到，他依然顾不上车窗
外变换的椰岛风情，直奔紧邻三亚
市区的师部农场基地，急着去看今
年将要在上海大规模播种的杂交粳
稻“花优 )&”长势如何。
元旦前后播种插秧，春节里锄

草防病害，三月下田给一穗穗稻颖
授粉杂交，四月收割选种，五月回沪
再次播种……冬去春回，“候鸟”们
年年来三亚，眼瞅着当地的房价蹭
蹭涨。很多育种家只顾着看农田，嘴
上说买房从没看过房，错失了借此
发财的好机会。快退休了，想买套房
养老了，却买不起了。“说句实话，世
界上只有中国育种专家‘没事找
事’，一年四季不离田，充分利用海
南天下自然温室，祖国辽阔的阳光
雨露，加代育种马不停蹄。有时只想
着保障‘天下粮仓’旱涝保收，让更
多人吃得饱、吃得好，连自己的房子
也顾不上。”袁勤说。

比绣花还细致
头戴大花布檐的草帽，护住脸

颊和后颈，胳膊肘系紧长长的花袖
套，脚踩过膝长筒水靴。下地干活
时，育种家们装扮得活像“惠安姑
娘”。“没办法，海南太阳太毒辣，防
晒也晒透，不防更糟糕。”正午前后，
阳光炙热，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副
研究员刘国兰正蹲在水稻田里剪稻
穗。这活比绣花还细致！一株稻穗约

)"$粒稻谷，用一把眉毛剪大小的
剪刀，一粒粒剪开稻壳。手掌轻托稻
穗，食指拇指巧力捻开稻壳，细细分
辨里面比沙子还小的 '个花药，剪
刀尖逐一轻挑，只留雌蕊在里面，还
不能伤了其中有生命的花丝。
“这就是杂交育种的必修课，从

生到熟只能亲手完成，头晕眼花也
得干。”水稻是自花授粉，剪去花药
就像拔掉了雄蕊，只留雌蕊作母本。
然后，拿其他品种的雄蕊作父本，人
工抖粉杂交，再套上小纸袋，防止其
他花粉沾染。#$天后，杂交一代新
稻种结实了。接下来，一代又一代持
续种植，“父亲母亲”的某项优质基
因逐步稳定下来，就能选育出有特
长的新品种了。她边讲边剪有条不
紊，脚跟扎实踩着泥泞腐败的水稻
田，不见挪动。旁边听的人早已腿脚
酥麻，差点栽倒。
代代繁育中，如何选出集“父

母”优势的好良种？全靠着育种家的
一双火眼金睛。即使是世代种田的
农民，也难分出每株玉米、水稻或者
油菜“样貌体态”有何差异。育种家
走过农田，便能一眼看穿：单株密
实，叶茎挺拔，株型匀称，绿色油亮。
开创我国节水抗旱稻的育种科

学家罗利军，每年冬天最爱在三亚
陵水的上百亩稻田边散步。边走边
看一圈下来，就能选出了十几份“好
苗子”。“育种人识植株，肯定要比认
人脸准。每株都像宝贝儿子，百看不
厌，长此以往，自然认得清、看得

准。”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育成
集节水抗旱于一身的旱稻种之前，
起码辨看过上百万株稻子。
选出好种子，认定好品种，连年

种植难免也有退化，这是自然界生
长规律。所以，每年常规播种前，老
种子基本都会来到南繁基地，提前
试种一番。袁勤指着在沪郊种植多
年的“寒优湘晴”，“它虽然品质好产
量高，种植 #$多年是该升级换代
了。新的组合‘花优 )&’是最佳更新
品种，米质与寒优湘晴一致，抗病抗
逆性更强，产量高 )$,以上，今年
在郊区种植面积 #+多万亩。”

种子!发动机"

鲜糯玉米，杂交粳稻、西瓜、甜
瓜……毫不夸张地说，“南繁”基地
已经成为“上海粮仓”最重要的“保
险箱”。上海市农科院院长吴爱忠教
授告诉记者，始建于 (!*"年的三亚
南繁基地，已经成为上海农业科研
成果的孵化池，'+,以上国家农业
大奖均与海南南繁有关。这里走出
了十多个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年代多个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如
今的国家发明二等奖“水稻抗旱基
因资源挖掘和节水抗旱稻创制”等，
推动上海粮食产量多年稳健增长，
品质在国内名列前茅，不仅给全市
郊区粮食安全和农业结构调整提供
坚实的技术支撑，更成为上海种源
农业走向全国的“创新引擎”。
近年来，孟山都等国外大型种

子集团不断进驻国内市场，国内育
种产业受到诸多挑战，培养中国的
“种子航母”刻不容缓。作为“国家粮
仓”的“保险箱”，育种产业正面临走
出“象牙塔”的市场转型，如何让更
多育种专家走向企业，多年来的育
种成果走进大田？上海市农业生物
基因中心主任罗利军研究员指出，
以上海市农科院为代表的南繁育种
基地，极有可能成为独具活力的“种
子发动机”。

每年，来自上海的“候鸟”科学
家会带上 (++++多份水稻、#+++多
份玉米、(+++ 多份西甜瓜育种材
料，飞往海南加代种植。同时，有大
量的杂交粳稻、杂交玉米、西甜瓜新
组合需要在海南测试，冬季育种农
作物种植面积近 #++亩，对一些有
较好优势的苗头杂交组合或者新品
系，还要扩大繁育或者制种。截至目
前，市农科院南繁基地先后育成了
"+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水稻、
玉米、西甜瓜新品种，一批品种都成
为上海乃至全国的优势主推品种。
“接下来，国家对于基础性、公

共性、前瞻性的育种研究给予稳定
的项目支持，保持并扩大国内来之
不易的育种优势。同时，鼓励应用性
育种研究更多走向企业，通过股份
制公司形式，平衡并保障企业、科研
和政府的各方利益，一批具有影响
力的产学研合作国产种子公司，很
可能从积淀雄厚的南繁育种中走出
来。”罗利军说。

揭秘!天涯海角"粮食!保险箱"

特派记者 马亚宁

! 位于海南的杂交水稻和新育种水稻试验田 上海市农科院南繁育种基地 供图 ! 为水稻杂交做好前期准备的稻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