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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种子双交会”期
间，与会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刘旭、万建民、戴景瑞、
陈温福，中国科学院院士
谢联辉、韩斌、钱前、何祖
华、谢华安等 9 位院士共
同发出《中国水稻育种创
新福州倡议书》，号召全国
水稻种业科技界要始终胸
怀“国之大者”，致力种业
振兴，继续保持我国水稻
科研育种国际领先地位。

谢华安院士说，要像
培养领军人才一样，培育
一批水稻超级品种，将水
稻品种的丰产性、优质性、
抗性、广适性等“四性”聚合
在更高水平，这样才能在生
产上大面积应用。他建议，
在科学层面，把分子育种技
术和常规育种技术结合起
来，多学科交叉合作、融合

发展，挖掘优异的新种质和
新基因，培育出高产、优质、
抗逆性强的突破性水稻品
种，确保中国水稻种业继
续屹立于世界之巅。

展望未来，水稻育种
将不再仅仅是“量”的突
破，而是追求质量、可持续
性和生态友好，逐渐消融
遗传育种与农业栽培、植
保、土肥、农机等学科之间
的界限，培育更多像“汕优
63”这样的突破性品种。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
在采访中表示，本次《中国
水稻育种创新福州倡议
书》的提出，鼓励各界重视
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以保
障中国粮食安全，这对于
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促进
国际粮食贸易以及加强国
际合作也极具重要意义。

“汕优63”世界稻作史上的奇迹
日前，“全国种子双交会”在福州举行，9名院士聚焦杂交水稻老品种“汕优63”背后的

科学家精神，并共同发出《中国水稻育种创新福州倡议书》

N福建日报 东南网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
海南考察，第一站就来到三
亚市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总
书记说：“只有用自己的手攥
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
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

日前，第十六届中国国
际种业博览会暨第二十一届
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
易会（简称“全国种子双交
会”）在福州举行。展会期
间，9 名院士齐聚福州，参加
了一场特殊的交流活动。他
们聚焦的是一个杂交水稻老
品种——1984年通过福建省
审定的“汕优63”。

随着品种的更新换代，
“汕优 63”已逐步退出生产。
40 年过去了，行业顶尖专家
对它的关注为何依然热情不
减？

交流会上，中国工程院
院士陈温福认为，中国杂交
水稻历史上，有三个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创新成果：一是
袁隆平在海南发现了一株天
然不育株——“野败”，由此
创制出不育系材料，让三系
配套理论真正从书本走向田
间；二是“明恢 63”与“汕优
63”的育成；三是超级杂交水
稻培育计划，让中国粮食单
产水平再上新台阶。

“汕优63”的选育者、中
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现场回
顾了育种与推广历程。

“1973 年，我国成功实
现杂交水稻三系（不育系、恢
复系、保持系）配套，但第一
代杂交水稻品种推广后，由
于稻瘟病抗性不强，造成大
面积减产，影响杂交水稻推
广。”谢华安说，针对这一问
题，其团队育成了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抗稻瘟性强的恢
复系“明恢63”，并以此配组
育成了“汕优63”。

凭借高产、广适、优质、
抗性强等优势，“汕优63”迅
速大面积推广。1986 年开
始，它连续16年保持全国杂

交水稻种植面积之最，累计
推广应用10多亿亩，并推广
到全球四大洲13个国家，是
中国至今推广时间最长、应
用面积最大的水稻良种。

院士们的共识是：“汕优
63”是当之无愧的功勋品种。

“有没有杂交水稻，关键
在于不育系的创制；杂交水稻
能不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成就，
关键在于恢复系的创制。”中
国工程院院士刘旭说，谢华安
团队育成的“明恢63”是中国
杂交水稻历史上遗传贡献的
最大的亲本，由其配组成的

“汕优63”，创造了中国乃至世
界稻作史上的奇迹。

“袁隆平院士开创了杂
交水稻育种的先河，谢华安
院士则推动杂交水稻产业大
规模推广，为我国乃至世界
粮食安全和水稻增产、农民
增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
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说。

由谢华安院士培育的
原创性重大成果“汕优63”，
为我国水稻基本自给、大米
绝对安全做出重大贡献，为
我国和世界粮食安全做出突
出贡献。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
田”，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全
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加
上气象灾害频繁发生，依靠
扩大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的
空间十分有限。在这样的
背景下，福建于 2023年启
动实施全省粮油等主要作
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2024 年 8 月，中国科
学院院士谢华安等水稻专
家来到浦城县临江镇水西
村万鑫家庭农场，对再生
稻品种“内 10 优 7185”全
程机械化栽培头季进行现
场测产。结果显示，平均
亩产774.6公斤。

为了提高耕地复种指
数，保障粮食安全，全省大
力 推 广 再 生 稻 约 18 万
亩。在浦城县，再生稻栽
种地已普遍实现“吨粮
田”，头季加再生季总亩产
约 1300公斤，成为粮食增
产新担当。

目前，水稻育种的方
向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高
产量，而是更加注重综合
特性，包括抗病性、品质、
适应性等。福建省农业科
学院水稻研究所近年来育
成的优质粳稻新品种“闽
龙 1号”实现了产量、抗性
和品质综合在较高水平，
已在东北地区推广超过百
万亩。

随着消费结构调整，
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
求，好吃又有营养的优质
稻成为育种新方向。

谢华安团队近年来育
成的优质常规香稻“福香
占”，不仅优质、抗病，在耐
储藏方面也表现突出，其
稻米不易陈化，放置两年
口感也不会发生明显变
化，该品种 2020年获得第
三届全国优质稻米食味品
质鉴评（籼稻）金奖。2022
年，“福香占”水稻品种单
季平均亩产干谷 670 公
斤，创下该品种在福建省
的最高亩产量。今年 10
月 9 日，经相关专家测产
验收，“福香占”产量又创
新高，在龙岩市新罗区亩
产达到714公斤。

2024 年 9 月，2024 年
福建省种业创新与产业化
工程——优质稻新品种示
范推广培训班在沙县举
办，集中展示了全省优质
稻新品种，以及福建省种
业创新工程优质稻联合育
种攻关的最新成果。现场
展示推介了 53 个优质稻
品种大米产业化开发产
品，均为种业创新与产业
化工程水稻联合育种攻关
育成的新品种，且均已通
过国家或省级审定，多数
为历年国家或省级优质稻
品种品质鉴评获奖品种。

福建省种子总站站长
赵杰樑说：“我们优中选
优，把品质最优的水稻品
种推向生产，来满足市场
对高端优质米的需求，进
一步提高农民的种粮效
益。”

“汕优63”，助力中国人的饭碗端牢40年

一个突破性好品种的背后，可能是几十万次的失败
继“汕优63”之后，谢华

安院士团队又选育出了“明
恢77”“明恢86”等一批优良
恢复系，配组了“汕优 77”

“V 优 77”等经典组合。其
中，“汕优77”是抗稻瘟性强
的早稻品种，与中晚稻品种

“汕优63”形成熟期配套，累
计推广面积位列中国杂交
早稻前五。

1996年，中国启动实施
超级稻育种计划。随后，由
袁隆平、谢华安等专家领衔

的全国协作组成立。其间，
以谢华安为代表的福建水稻
育种专家，相继选育出“宜优
673”和“两优 616”“福农优
676”等 9个品种，被农业农
村部认定为超级稻品种。

同时，谢华安团队将目
光投向了广阔的太空，率先
将航天诱变育种技术引入
杂交水稻领域，选育出“特
优航 1号”“Ⅱ优航 1号”等
组合，多次打破水稻单产纪
录。其中，“Ⅱ优航 1 号”

2003 年在云南实现亩产
1162.01 公斤，创造了中国
航天育种水稻问世以来的
最高产量纪录。

“汕优63”承载着中国种
业人的光荣与梦想。40年后
的今天，我们再次谈论“汕优
63”，究竟在谈论什么？

“育种从来不是碰运气
的事，虽然偶有巧合，但最
终靠的是经验、信念、勤
奋。”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
说，一个突破性好品种的背

后，可能是成千上万次乃至
几十万次的失败，育种家们
在失望、希望，再失望、希望
的循环往复中苦苦探索，才
有了今天中国种业的卓越
成就。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祖
华说，一个重大突破性品种
的诞生，必须全盘考量与统
筹谋划。谢华安团队直面
产业痛点与需求，明确育种
目标，实现丰产、广适、优
质、抗性强等多种优良基因
聚合，才有了“汕优63”这个
教科书级的育种成果。

“‘汕优 63’的背后，凝
聚着以谢华安为代表的一
批优秀科学家，无私奉献、
追求卓越、矢志创新、辛勤
耕耘的优良品质和奋斗精
神。”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
民说，年轻一代不仅要高山
仰止，更要见贤思齐，学习
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品质，
将其化作前行动力，为中国
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好吃又有营养的优质稻
成为育种新方向

福州倡议：
聚焦全球和中国粮食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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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华安院士（左）在田间
查看“福香占”水稻长势
（龙岩市新罗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汕优63”选育理论与实
践相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