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己掌握“基因密码”
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种质，则被视为“芯片”里

的关键。这些遗传物质，蕴藏生物发展的“基因密码”。在

上海，有一座农业种质资源库，93科360种23万余份种质

资源安全保存于此。它，就是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说起中心的建设，不得不提1999年那场暴雨。当

时，上海市农科院的1万多份种质资源“泡了汤”，幸得全

力抢救，才使这些宝贵资源免于受灾。

此前已有一批专家建议在上海建立农作物种质资源

库，那场雨后，建设种质资源库很快被提上日程。当时的

上海有关领导还特意“八顾茅庐”，从中国水稻研究所把

罗利军团队引进到沪。2002年7月，上海市农业生物基

因中心正式成立，罗利军任首席科学家。

20多年来，罗利军带领团队广泛收集保存种质资

源。目前，基因中心已建立起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农业

基因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实现种质资源库全程信息化

可追溯管理，并建成全球最大的水稻功能基因资源库、全

国最大的生菜种质资源库，使我国水稻遗传资源保存量

增加130%以上，成为全球保存量最多的国家。

“以前，我们注重数量，尽可能把种质资源收录进来；

如今更注重质量，要通过精准鉴定与深入研究，真正把遗

传的本质保护起来，把种子的‘基因密码’掌握在我们自

己手中。”罗利军说。

农业产生“三样东西”
许多农作物新品种的培育，都是从编译破解种子的

“基因密码”而来的。罗利军团队研发的节水抗旱稻就是其

中之一。

再过两周左右，“八月香”就要开始播种；8月中下

旬，作为上海最早批量上市的新米，“八月香”就能被端上

市民餐桌。相比上海常规粳稻，“八月香”的丰收季提早

了约50天，生长时间更短，却能达到国家一级优质大米

的标准。水稻开镰后，农民还能在田里多种上一茬玉米

或生菜，增加收入。

“八月香”是节水抗旱稻中的一个新品，专为上海“量

身定制”。罗利军介绍，节水抗旱稻不再采用传统的“水

淹”种植方式，能够节水、节肥、减少碳排放。它甚至不需

要插秧，对机械化耕种适应良好，旱地、山坡地都能拓展

为种植空间，同时还能经受天气“烤”验。

罗利军团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次、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1次、上海市科技奖励一等奖5次。上海

因此实现农业领域获国家科技大奖“零的突破”。

节水抗旱稻从上海走向全国——种植区域覆盖国内

长江上游、中下游稻区，以及华南稻区，累计种植面积超

过2000万亩；也走向世界——在2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示范推广，备受赞誉。

上海不缺水，为何要研发节水抗旱稻？对此，罗利军

坦言，这不仅是为了让老百姓更早吃上“上海米”，更重要

的意义在于“立足上海、面向全国、接轨世界”。“上海的农

业应该产生三样东西：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更美好的生态

环境、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或许可以阐释种子的战略意

义。迪拜试种节水抗旱稻，采用海水淡化，成本很高。罗

利军说：“这多贵呀。”对方的回答却是：“当你没有饭吃

了，石油就不值钱了，这个就值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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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上海“种”粒粒皆辛苦
本报记者探访“农业芯片”背后的种业发展现状

上海发展种业，有受
限的地方。相比其他省市，
上海的耕地面积着实有
限，光热条件也不算优渥。

但上海发展种业，更
有鲜明优势。背靠超大城
市的上海乡村，有尖端的
科技力量，有广大的消费
市场，大有可为。

今年是我国实施种业
振兴行动的第4年。市农
业农村委种业处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近年来，上海
在健全农业种质资源保护
体系、提升种源创新策源
能力等方面，已取得一批
标志性成果。

目前，上海拥有  多
个国家级或部市级种业研
发平台；有持证种业企业
   多家，其中不乏国家

“强优势、补短板、破难题”
种业企业阵型，“育繁推”
一体化企业等。浦东现代
种业示范区建设正持续推
进，将打造现代种业“张江
种谷”，建设万亩现代种业
示范基地等。

总体来看，上海种业
基础研究和优质特色种源
创新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不过，实事求是
地说，种业发展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
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在采访中，记者同样听到不少难题与
瓶颈。

例如，许多农业工作者都提到了“3
个农民   岁”的缺人之痛。一些种业企
业既需要高端科研的研发人员，又需要田
间管理的技术人员，只能通过定向培养、
成立职业发展教育基金等方式“止渴”。
大家呼吁，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出
台政策，多引导、多扶持、多关心，让更多
复合型人才在农业领域发挥所长；另一方
面，如何进一步强化科技与设施装备水
平、提升产业能级，也应成为考量重点。

有一些问题还需要协调破解。例如，
如何打造现代种业创新链、搭建科创和产
业平台，乃至在国际环境中提升话语权，
更待进一步探索。

归根结底，现代农业发展与种业振
兴，需要更加丰沃的土壤，也需要更多“种
子”破土而出。

■ 弘辉种业的制种基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提供

【基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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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洁

普通人或许很少会关注种子，
但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4月的上海，正是春耕育种的
季节。播撒在田垄间的一颗颗种
子，是“秋收万颗子”的希望，是“民
以食为天”的基础，更是一个国家
能够“端牢饭碗”的根本保障。
目前，上海种业发展现状如

何，遇到哪些困难？又探索了哪些
经验，能够为国家作哪些贡献？本
报记者连续走访科研团队、制种基
地、种子企业、“南繁硅谷”等，探访
那些躬耕田野、播下种子的人，观
察一颗颗“农业芯片”背后的天地。

让农户拿到好种子
浦东新区祝桥镇，临近机场的一片广袤粮田是弘辉

种业的制种基地。如今，上海所种的杂交水稻中，大约

80%的种子源于此处。

弘辉种业的创始人，是“全国种粮大户”张永祥。

2006年，张永祥创立了弘辉种业，2008年开始承接夏播

水稻种子供应任务。2014年，他的女儿、80后“农二代”

张洁成为基地主理人。

基地规模现约8000多亩，每年向市场销售约300万

斤水稻种子，在覆盖浦东新区与沪上其他涉农区的同时，

辐射苏浙皖等地。此外，每年有约150万斤水稻种子被

收入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存库，以备不时之需。

一般来说，政府相关部门会提前一年向基地集中订

购种子，再分配下发给农户。“他们对我们的监管十分严

格。”张洁告诉记者。经过专家层层评估，十余种品质好、

产量高的品种被列入推广目录，相当于为农户的种植提

前上了一道“保险”。

“水稻种植涉及粮食安全，绝不能出一点岔子。”对于

这一点，张家父女俩怀着同样的信念，“得保证农户能拿

到好种子，种出好粮食。”

从“小白”到“头头是‘稻’”
上海的水稻通常在6月插秧，眼下正是交付良种的

季节。做出库前最后一次质量检测，趁晴好时将种子装

车送往各区，自家基地同时进入新一年播种季……张洁

与同事忙得脚不沾地。

现在，张洁聊起农业已然“头头是‘稻’”，谁也看不

出，2014年前她还在事业单位工作，没有直接接触过农

业生产岗位。从办公室跑到田间地头，她一开始也打过

退堂鼓。

“做农业当然辛苦。稻花不过2—3毫米，细小得

很，大太阳下盯久了就会流眼泪，我只好拿个放大镜

看。有时候凌晨4时多就要赶到基地，晚上伴着满天星

星回家。”张洁算了算，一年到头，也就过年时能稍微放

松一下。

但更多动力推着她往前走。比如，家人与团队的期

望。又比如，为了不让种源受制于人——

曾有国外公司找上门，开出优渥条件：“你们只管研

发水稻种子，我们来出钱。”张洁问：“那么品种认定呢？”

对方说：“你们不用管。”张洁断然拒绝了对方。

近年来，张洁带领团队成立种业研发中心，与院所高

校合作，几乎每年都有新品种通过审定。

现在，弘辉基地种着100多种水稻新材料，都是稻米

口感更好、性状更优的“储备军”。曾经分不清稻花雌雄

的“小白”，在田间摸爬滚打10年后，笑眯眯地说：“其实

水稻就像人一样，每个品种有不同的‘性格’，只有了解它

们的特性，才能种出好的稻米。”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上海惠和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郏惠彪，已经与种子打了整整

40年交道。经营着45种作物、400多个品种的种子，惠和也被称为

蔬菜种子界的“中药铺”。

许多餐饮行业从业者都会来惠和寻找“冷门配菜”。“上海有全

球各种菜系的餐馆，不同菜系需要不同配菜，可能用量很少，但缺

了就不行。”郏惠彪说，从芝麻菜、九层塔、朝鲜蓟，到欧洲辛香料，

惠和都能提供种子。

郏惠彪坦言，种植端与消费端如今都围绕种子发生了变化。

以惠和的招牌产品“贝贝南瓜”为例。在种植方面，由惠和提供良

种、栽培技术、生产标准，指定生产基地；在销售方面，由惠和对接

销售平台。“这样一来，农户有订单，敢种；电商平台，看中品质保

证，敢收购。我们种子的销售也十分稳定。”

“产业链后端也会跟着种子的创新而改变。一粒种子可以‘改

变世界’。”郏惠彪举了个例子，“贝贝南瓜”推出后，有消费者反馈

“贝贝南瓜的颜色能不能再丰富一点”，于是，除了传统的深绿色贝

贝南瓜，去年惠和培育出了“白贝贝”迷你南瓜，刚一推出就有电商

平台谈下了专销权。未来，惠和可能还会培育出不同颜色的“七彩

贝贝”。

郏惠彪说，与市场对接更为密切，恰是企业钻研新品的育种优

势。“新品种审定通过后，不会被锁在‘抽屉’里，因为这是顺应消费

者需求的。”

无数场毫米级“手术”
光是培育出好品种还不够，更要适应批量化生产。比如，我们

常见的胡萝卜与大葱，就是惠和目前重点攻关的对象。

如果不是郏惠彪“揭秘”，记者还不知道“好的胡萝卜种子，我们

还在依赖进口”。原来，胡萝卜种子以前基本是人工播种，效率较

低；如今推广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对种子也有了新的要求——讲究

“出芽率”，需要达到九成；讲究“丸粒化”，种子带一拉，种子们就能

稳稳躺进土坑里。

“种子如果超过2.5毫米，就无法被包进种子带内，这带动了种

子精选加工与脱毛技术的发展。”郏惠彪介绍，精细的种子加工技

术需要剥开种皮，又不破坏它们的生长。这就好比是无数场精细

的“手术”。如此，种子可以被分为1.3毫米、1.5毫米等多个级别。

分级后的良种不再按公斤卖，而是按粒卖。

种子，是精品农业、高端农业、品牌农业不可或缺的基础。

过去，惠和曾以从事进口种子贸易为主业；后来，替代进口成

为公司新的目标。如今，惠和的研发人员中，硕士、博士占比达

40%。作为农业农村部认定的、上海仅有的5家国家种业阵型企

业之一，惠和承担了国家、上海的种子自主研发课题。在郏惠彪看

来，“上海的种子企业，应该利用科技优势、种源优势、市场优势，更

好地服务全国”。

科研“候鸟”飞来“开荒”
“千禧佳年，时维暮春。利军先生偕同布鲁姆博士考察琼

岛，经陵水光坡，见荒地一顷，背山靠水。曰：此乃抗旱探究之境

也……”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有一栋2层小白楼。楼前一

方坚石上的一篇《小白楼赋》，讲述了2001年前后上海南繁基地的

最初发展。

罗利军在文章中回忆道：“早期的工作非常艰苦，小楼前面是一

片刚开垦的试验地，周边是荒山和坟墓，偶尔有眼镜蛇从身边游

过。白天大家在田间劳作，夜间在小楼观望坟间的磷火和天空的星

星，期盼着科学试验的成功。”第一批节水抗旱种质资源，就是在这

里孕育而生。

南繁基地建设，是中国农作物种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光热充足、降水丰富，可以缩短育种周期的自然条件，让海南成为

种子的“摇篮”。在我国已育成的农作物品种中，有70%以上经过

南繁的培育。每年冬春季，科研人员就像候鸟一般来到海南，开

展加代选育。

20多年前“背山靠水”的一片荒地，在科研人员与有关部门的

共同努力下不断拓展。2017年，市农业农村委决定加快海南南繁

基地建设，将相关科研单位集中起来。2023年，上海市南繁科研

育种基地正式通过验收。

南繁基地毫无疑问是新品种选育的“加速器”、农业科技创新

的“孵化器”。“南橘北枳，农作物品种有区域性。”基地负责人楼飞

打了个比方，同样的水稻在上海种植，株高可达1.1米，而在海南

种植，可能只有0.7米，“但从品种选育来说，我们可以好中选优，

在相对性状中选出一个更有优势的。这也是南繁的意义所在。”

目前，上海有22家单位入驻南繁基地，农作物也增加到13

种。楼飞告诉记者，基地1年可以选育12万份材料，已累计服务

科研人员2万余人次。

南繁基地的试验田被分割成一小片一小片，生长着不同品种

的农作物。4月，恰是基地丰收的季节，田间竖起密密麻麻的白色

小牌子。每一块小牌子，都是一份材料，都是孕育新品的希望。

克服“难烦”打造良田
楼飞是从2017年起驻扎海南的。回首这几年基地建设工作，

他半开玩笑地说：“一开始，我们都说‘南繁南繁，又难又烦’。”

人们想象中的试验田，应该是横平竖直、齐齐整整的，再不然

至少是集中连片的，便于管理。但楼飞面对的现状却是各个村落

“犬牙交错”，800多亩土地被分为1200个地块，有房屋、铁棚、坟

墓，夹花种着槟榔、荔枝、芒果、椰子树。

原本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楼飞也没有想到，自己在海南接

到的第一个任务，竟然类似征收工作，而工作对象是完全陌生的

当地农户。“398户农户，要签678份合同。”楼飞与同事耗费两年时

间，做了大量细致工作。解决土地问题后，等待他们的还有大量

基础建设工作。比如，海南雨季，土地很容易被淹，变为泥沼。“一

脚下去，泥土没到大腿根了，拔也拔不出来。”后来，基地的农田被

统一填平抬高，打造成为齐整的高标准粮田。

“又难又烦”终究还是被克服了。如今，上海南繁基地建成六

区一中心，包括水稻育种区、旱作育种区、农作物品种展示区、纯

度鉴定区、试验配套区、生活配套区和综合管理服务中心。科研

人员可以更安心地埋头工作，更放心地把珍贵材料放进地里。

上海南繁基地建成后，从全国各地而来的“取经者”络绎不

绝。就在上个月举办的2024中国种子大会上，楼飞还捧回了一块

沉甸甸的奖牌——“南繁高水平试验基地”。在“南繁硅谷”的众

多基地中，上海市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成为首批获评、第一家挂牌

的高水平试验基地。

“国家南繁基地，被誉为中国现代化种业‘硅谷’。而上海要

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为‘南繁硅谷’贡献智慧与力量，做强农业

的‘中国芯’。”楼飞说。

【制种基地】

【种子企业】

【南繁基地】

需
要
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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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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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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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利军在实验室内工作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 弘辉种业制种基地的研究人员在为水稻
进行杂交授粉

■ 惠和研发人员正在研究种子性状

■ 上海南繁基地打造高标准粮田，
建成六区一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