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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审定通过
了135个小麦新品种。其中，陕西11个小麦
新品种入选，均为杨凌选育。

据统计，自 1997 年杨凌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成立至今，该区通过审（认）定
的动植物新品种超过1340 个。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黄淮麦区小麦品种 6 次更新换
代，4次都是杨凌品种主导的。

杨凌小麦良种为何能频频进入“国家
队”，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关键力量？近
日，记者走进“农科城”一探究竟。

一场与小麦的对话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眼下，陕西
1400余万亩小麦已完成收获。

6月18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的小麦籽粒考种室内，小麦育种专家、该校
教授高翔拿起一小袋小麦种子，正在仔细

“考量”。
“随着小麦完成收割，工作转入室内考

种环节。”高翔告诉记者，“小麦单株单穗分
类标记、完成脱粒后，我们就开始考种，挑
出特别优秀的株系，再进行品质检测。”

籽粒考种室内，每一捆小麦、每一包
种子都贴有标签，上面记录着一串数字。
对于这些“育种密码”，高翔了然于心：
“‘2024’是指今年收获，‘7’指第 7 代，

‘63’是第 63 排，‘011’是第 11 行。有了
这串数字，就能确定小麦株穗在试验田里的
位置。”

今年，高翔教授团队在 50 亩试验田中
种植了近3万个小麦株穗系。经过田间观察
选择，只有1万个左右的株穗系能进入室内
考种环节。随后的考种会继续严格评判，筛
选出30%左右的“幸运儿”，送进化验室做
品质分析，从而确定下一年度小麦试验的种
植规模等内容。

“这只是一个小环节。”高翔感慨，一个
小麦品种的培育，往往需要10余年时间。

今年，高翔教授团队选育的西农 9112
通过国审，在产量与抗倒伏方面表现优异。
在区域试验中，该品种连续两年增产超过
5%，生产试验增产3.7%。

龙口夺粮，“机”不可失。机械化收
割，不仅节约人力物力，还能保证小麦的品
质和产量。而抗倒伏性，是决定小麦能否机
收的关键性状。

“长得齐整的麦子，机收1亩地的费用
是60多元，但如果麦子倒了，收割成本就
会大幅增加。”高翔解释其中的门道，“碰到
倒伏小麦，机器收割台要紧贴地面，还得逆

着小麦倒下的方向收。收割机要进一下、退
一下，才能确保收割完整。不仅效率低，还
容易伤机器。”

培育一个好品种，不仅需要汗水的“浇
灌”，还要有对这份事业的情怀。

小麦品种选育，关键在“挑选”。如何
从成千上万的株穗系中选中合适的品种？高
翔始终记着老师的一句话——要学会与小麦
对话。

“选种”有科学的技巧，要适应农时。
高翔说：“播种出苗、分蘖生长，不同时
期，要关注小麦的不同性状，了解其耐冻耐
旱、抗病抗倒伏等生长发育特性。”这需要
顶着太阳，一遍遍去地里观察，记录一组组
数据，还要耐得住寂寞，进行数十年选育与
淘汰的“重复”操作。

“有了足够的积累，之后的一切才能水
到渠成。”高翔说。

一列创新驱动的育种“动车组”

西农877小麦品种通过国审，是一次强
强联合的结果。

2018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进
行团队重组，希望改变以往科研团队“单打
独斗”的模式，通过学科交叉实现优势资源
互补。

彼时，擅长抗病遗传资源挖掘的教授韩
德俊与研究冷型小麦的副教授王长发、研究
耐热分子育种的副教授郑炜君和从事细胞工
程育种的副教授李春莲进行团队整合，组建
了小麦抗病遗传与分子育种团队。

一列小麦育种的高速“动车组”——这
是带头人韩德俊对团队的评价。

“我负责小麦种质资源发掘与种质创
新，品种的优势是抗病性好。王长发老师研
究生态育种，品种的优势是丰产和稳定性
好。郑炜君老师负责耐热、抗逆基因资源挖
掘，李春莲老师负责基于小孢子培养的单倍
体育种。”韩德俊告诉记者，团队成员各有
所长，就像自带动力的车厢，组合在一起跑
出了育种“加速度”。

西农877是小麦抗病遗传与分子育种团
队培育出的第一个国审小麦品种，证明了团
队研发模式的有效性。

“相比于传统育种模式，我们的优势在
于快与准。我们清楚小麦育种所选亲本的
基因组特点，知道抗病、耐逆等优良基因
散落在哪些种质资源里，通过分子辅助育
种选择等技术，可以实现优异基因快速组
装和精准选择，从而让育种更加高效。”韩
德俊介绍，西农 877 的出现只是“序幕”。

随着育种优势不断叠加，团队还将有大量
成果涌现。

种质资源数字化，是小麦抗病遗传与分
子育种团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2018 年以
来，该团队在全国打造了8个生态基地，对
600多份重测序的小麦种质材料进行试验种
植，搜集种质资源基本信息，整合大数据，
开发数字化育种工具，从而辅助育种决策。

“简单来说，通过多生态点试验，我们
能够知道不同基因组合的小麦品种，在什么
区域、何种环境下表现最佳。”韩德俊说，

“育种要有预见性，当下培育的品种，必须
要适应未来的气候变化。有了此前的数据积
累，通过大数据模型模拟试验，就可以实现
预见性育种。”

一个多维度的农业合作场域

2021年3月，陕西全面启动秦创原创新
驱动平台建设。杨凌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立即推动秦创原农
业板块建设加力提速。

当年春天，杨凌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陕西粮农集团等组建的杨凌种业创新中
心揭牌。这是该区进一步深化区校融合、打
造“旱区种业硅谷”的重要举措。

吉万全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也是
杨凌种业创新中心小麦工作站首席专家。

6月19日，在吉万全的办公室，随处可
见各种“麦元素”，椅子上摆满了一捆捆麦
穗，桌子上是一瓶瓶小麦种子。谈及此次通
过国审的新品种西农 161，他说：“这个品
种优质强筋，口感好，适合做面食。最近是
毕业季，我们专门把西农161等品种磨的面
粉拿出来，给学生包饺子用。”

在今年的小麦品种审定中，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独占鳌头。这源于该校育种人才队伍
的强大。“学校有超过
70 位专家从事小麦育
种 工 作 ， 加 上 病 虫
害、土壤等基础领域
研究人才，育种队伍
人数超过 100 名。”吉
万全说，小麦产量提
升 要 靠 良 种 良 法 配
套。该校农学院、资
源环境学院、植物保
护学院等通力合作，
在品种选育、土壤营
养研究、优良栽培模
式等领域不断创新，
促进育种成果涌现。

在区校融合背景下，农业合作平台的作
用越来越关键。近年来，杨凌种业创新中心
牵头组织“小麦新品种观摩会”，将育种专
家、种粮大户、种子企业、科研院所、各地
农业部门等聚在一起，形成多维度的农业合
作场域，促进业内交流。

“今年，我们去了安徽宿州、河南永
城、江苏徐州等地，主要是黄淮麦区，在田
间地头展示我们最新的小麦品种，效果非常
不错。”吉万全说。

截至去年底，杨凌在黄淮麦区已建立3个
试验示范站和22个新品种示范园，累计推广
46个优质高产、多抗、广适小麦新优品种，
推广面积超过2亿亩，粮食增产40亿公斤。

自秦创原农业板块建设启动以来，杨凌
整合农业科技创新资源要素，引导资金、技
术、人才等关键要素向产业、企业集聚，推
动涉农成果实现“聚变”。

2022 年，陕西杨凌伟隆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成为陕西首家具备国家级“育繁推”一
体化资质的种业企业。

此次小麦品种国审，杨凌伟隆公司选
育的伟隆 302 是陕西唯一一个由企业培育
的品种。

“伟隆 302 是优质强筋小麦品种，品质
特别好。我们将挖掘其在订单农业、特种面
粉制作等方面的潜力。”杨凌伟隆公司总经
理徐永林说。

“育繁推”要一体化。“在繁殖环节，
我们计划今年秋播种植 10 万亩新品种小
麦，分布在陕西、河南、江苏等地，预计
能收获4000万公斤到5000万公斤种子。”徐
永林说，“在推广环节，我们于河南、安徽
等地成立了分公司、营销中心，建立起自己
的销售网络，让新培育的品种走出陕西、
走向全国。”

（原载2024年6月24日《陕西日报》）

何 以 为 “ 粮 ”
——杨凌小麦良种频频入选“国家队”的背后

陕西日报记者 王晨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科技研发和
生产投资，探索有效发展模式，把“藏粮于
地”同“藏粮于技”结合起来，利用各类非
传统耕地资源进行农业生产。粮食安全是国
家安全的基础，无论什么时候，保障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都是头等大事。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国家战
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有了好种子，才
会有好收成。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
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日前，农业农村
部审定通过 135 个小麦新品种，陕西有 11
个小麦新品种入选，均为杨凌选育。用品
质和实力说话，把“试验田”变成“生产
田”，让“小种子”发挥“大效能”，陕西
积极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
自立自强。目前，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在 96%以上，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
超过 45%，国产种子基本能够满足国内需
求。我们要紧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
定安全供给的需要，集中力量补短板、强
弱项、破难题，抓紧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巩固提升陕西良种繁
育的优势地位。

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粮食稳产增
产，出路在科技、在种子。我们要把“藏粮于
地”同“藏粮于技”结合好，全面提升种业质
量和效益，不断把增产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
让“金”种子成为粮食安全的“金盾”。

（原载2024年6月24日《陕西日报》）

“金”种子，粮食安全的“金盾”
孙萍

夏收刚毕，喜讯即至。近日，农业农
村部公布了135个国审小麦新品种，陕西
入选11个，均为杨凌选育。

这是杨凌人的骄傲，更是杨凌育种人的自
豪！这是农科城的贡献，这是“国家队”的担
当，这是履行使命交出的优异“成绩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作为我国首
个国家级农业高新区，杨凌肩负着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神圣使命。杨凌的小麦育种
优势一直独领风骚，享誉全国。从赵洪
璋、李振声、王辉、赵瑜，到吉万全、闵
东红等；从以两所大学为主体的专家育
种，到以伟隆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团队育
种；从种子产业园建设到杨凌种业创新中

心成立，再到秦创原农业板块，杨凌示范
区始终把种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
目前，一个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育种队
伍已经形成，一个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
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已经建立，正在朝着打
造旱区种业硅谷的目标奋力迈进。这次国
审品种的入选，就是近年来示范区重视种
业发展、推进区校融合，大力实施科技创
新结出的丰硕成果。

种业创新勇争先，追赶超越谱新篇。
这次育种榜单上的“大满贯”，极大地增
强了杨凌育种人的信心。祝愿杨凌广大科
学家以此为新的动力，锐意科技创新，再
攀育种高峰，为打赢种业翻身仗、保障我
国粮食安全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令人振奋的“成绩单”
尚遥

本报评论

6月18日，高翔教授在展示小麦株穗系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