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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8日，在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

会上，广东丝苗型优质稻品种选育等创

新成果亮相产业科技融合发展成果

展。水稻所培育的“19香”“南晶香占”

“泰丰优系列”等高端丝苗米品种，在广

东、广西、湖南、江西等地推广面积近

3000 万亩，初步解决了丝苗米品种“优

质不高产、高产不抗病”的“卡脖子”难

题，提升了广东现代水稻种业的核心竞

争力。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2024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

动，完善联合研发和应用协作机制，加

大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选育推

广生产急需的自主优良品种。强化农

业科技支撑，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科技创新是立所之本。”水稻所所

长何秀英研究员表示，作为水稻矮化育

种的发源地，水稻所先后育成一批大面

积应用的半矮秆高产水稻品种，曾引领

农业史上“第一次绿色革命”。继而在

超级稻育种、杂交稻育种、特优质水稻

育种研究等方面不断突破创新，取得显

著成效，为水稻种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

全作出了更多贡献，奠定了“中国籼稻，

广东种芯”的地位。

有好种子，才有好收成。入选常规

水稻全国推广面积十大品种前三的“黄

华占”，是水稻所选育的高产优质常规

稻，适应性、抗倒性、耐热性强，目前已通

过11个省的审定或引种，在南方稻区大

面积推广种植，2018-2022 年成为全国

年种植面积最大的籼稻品种。

由水稻所选育的“美香占 2号”，从

2015年开始雄踞广东省种植面积首位，

2018年起成为全国种植面积第5大常规

籼稻品种，2023年入选国家优良品种和

主导品种，迄今广东省内累计推广种植

1300 万亩，全国累计推广超过 3000 万

亩。

何秀英告诉新快报记者，“美香占2
号”大面积推广种植，催生了“太粮”“增

城丝苗”“马坝油占”等一批高端稻米和

优质稻米品牌，成为高端丝苗米标杆品

种，是广东丝苗型现代产业园区和米业

企业中高档优质米主导品种，农民增收

主要优质稻品种，引领了南方优质稻新

一轮转型升级。

育种创新 引领南方优质稻新一轮转型升级

新快报记者专访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向新而行以质取胜 加快推进种业振兴

在 2023年第十五届中
国国际种业博览会

暨第二十届全国种子信息
交流与产品交易会上，水稻
全国推广面积前十大品种
揭晓，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
稻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稻
所”）选育或合作选育的 8
个水稻品种入选前十，展现
了广东现代水稻种业的硬
实力。

“解决吃饭问题，根本
出路在科技。”水稻所以科
技创新、服务“三农”为己
任，用奋斗书写种业振兴的
文章，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和产业支撑水平，让更多
新质生产力的“种子”播入
广袤乡村大地，塑造现代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
优势。

■采写：新快报记者 朱清海
■摄影：新快报记者 林 里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去年，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示范基

地种植的水稻喜获丰收，平均亩产达

644.1 公 斤 ，比 传 统 栽 培 技 术 增 产

14.0%。“我们通过水肥耦合、低碳品种、

轻简栽培等技术集成，创新水稻低碳高

产栽培技术，实现高产与低排放、低污

染、低投入‘一举多得’。”水稻所生理生

态研究室主任梁开明研究员揭开了增

产的谜底。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在水稻可持

续高产高效生产理论与技术研究一途，

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生理生态研

究室团队取得了累累硕果，为水稻产业

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

撑——

针对水稻生产化肥农药过量施用、

温室气体排放量高、面源污染严重等问

题，钟旭华、梁开明等人带领团队成功

研发水稻低碳高产栽培技术，解决了水

稻生产“灌水量高、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大、高产与碳减排难兼顾”等技术难题，

先后入选国家发改委重点节能低碳技

术推广目录和广东省农业主推技术。

这一技术累计推广20余万亩，增产稻谷

847.4万公斤，增收节支3321.3万元。

针对水稻生产化肥用量高，无效分

蘖多，病虫害严重，攻高产易倒伏等问

题，团队自主研发水稻“三控”施肥技

术，解决了华南地区水稻高产栽培中

“控苗难、病虫多、易倒伏”等技术难题，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先后入选农业农村

部主推技术和超级稻“双增一百”技术，

和广东省最受欢迎主推技术，应用范围

涵盖广东、广西、海南、江西等 10余省，

是华南地区应用面积最大的水稻栽培

技术之一。

围绕农业劳动力紧缺问题，团队开

展机收再生稻高产稳产栽培技术与再

生稻碳减排种植技术研究，有效解决

“谁来种地”的问题，通过技术示范，实

现再生稻单产逐年提高。2023年，韶关

市始兴县澄江镇善亨村百亩连片示范

基地，头季和再生季亩产首次突破1000
公斤。

梁开明与团队成员长期活跃在生产

一线，足迹遍布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等

地，不遗余力开展先进技术示范推广，先

后建立“水稻三控施肥技术”国家引智示

范推广基地以及“水稻低碳高产技术”国

家引智成果示范基地，“我们的目标是既

实现高产高效，又实现绿色低碳”。

藏粮于技 低碳高产技术支撑产业提质增效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新的科学

技术、生产方式、产业形态提出了新的

要求，核心要义是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

力向新的质态跃升。“在学科设置上，我

们也在探索合成生物学等新的领域，以

新技术、新产品来培育新的生产力。”何

秀英表示，水稻所加快布局新赛道，攻

关前沿性技术，增强核心竞争力、塑造

发展新动能。

“从驯化（野生稻）育种到杂交育

种、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目前已经发展

到智能设计育种，基因编辑技术正是现

代育种的关键技术。”在水稻所生物信

息与大数据育种研究室，谭健韬博士专

注于多功能基因组编辑工具开发以及

植物合成生物学研究。他以水稻为例，

介绍了基因编辑技术在智能设计育种

中的应用。

“农民最关心的是好种子，这是我

们走出实验室，听到最多的需求。”谭健

韬说，沿海地区受台风影响，导致水稻

倒伏减产。目前正在实验阶段的水稻

新品种，针对倒伏问题，利用基因编辑

技术进行了针对性的设计育种，“在育

种过程中，找到‘理想株型’，通过实现

变矮、增粗，增强水稻抗倒伏能力，缓解

水稻因台风带来的减产问题。”

“一般来说，直链淀粉含量在 12%-
14%的大米，口感会比较好。”谭健韬说，

直链淀粉含量作为衡量稻米品质的一

个重要指标，“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可以

对品种进行改良，实现直链淀粉含量的

可控设计。”针对机收水稻出现谷粒掉

到地上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技

术来改良品种，让谷粒没那么容易掉下

来。

谭健韬还以“茶氨酸稻米”为例介

绍了植物合成生物学研究成果。茶氨

酸是茶叶特有的一种氨基酸，具有安

神、松弛神经紧张、抗疲劳和降血压等

作用，然而工业生产面临着能耗高、污

染大、价格昂贵等问题，“我们以水稻胚

乳作为生物反应器研发的茶氨酸稻米，

就是一种功能-营养型稻米，是生物绿

色制造和新质生产力的体现。”

向新发力 攻关前沿技术增强核心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广东实践广东实践广东实践

■水稻研究所不定
期 举 行 水 稻 新 品
种、新技术现场观
摩会。

■水稻所举办广东省农作物现代种业产业
园水稻新品种、新技术现场观摩会。

■位于白云区的广东省农作物现代种业产
业园里各水稻选育试验品种陆续挂穗成熟，
在阳光照耀下金灿灿一片。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在广州举
办水稻现场观摩交流会暨技术培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