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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特蔬果亮相三亚
三亚市崖州区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内，2024中

国种子（南繁硅谷）大会向全国征集的2000多个品种集中
亮相，涵盖了水稻、玉米、鲜食玉米、瓜菜、杂粮等作物类型。

本报三亚3月19日电（记者
刘杰）“一件专利授权，需要多长时
间？”3月16日—20日，2024中国种
子（南繁硅谷）大会在三亚举行，大会
现场有一处“特殊”的服务台——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知识产权枢纽港服
务台，这里专门为参会者提供植物新
品种、地理标志、专利、商标、版权等
五方面内容服务，不少参会企业抛出
问题，现场咨询。

知识产权保护是种业振兴和繁
荣的重要保障。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也成为参会企业关注的焦点之一。

“知识产权保护是我们企业发展的
‘护身符’。”云南建投物流有限公司
副总监雷春燕说。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马育红介绍，近年来，海南种业
市场环境持续向好。设立海南自由
贸易港农业植物新品种审查协作中
心，将农业植物新品种受理时间由1
个月压缩至3个工作日，大大提升了
植物新品种权受理速度；设立海南自
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为植物新品
种案件提供司法保护。出台《海南省
促进知识产权发展的若干规定》，对
获得农业植物新品种权授权的给予
资金奖励，近三年来已累计奖励1170
万元。

海南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协会首席
法律顾问魏展杨对于海南种业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深有感触，他表示，作为全
国唯一的自由贸易港，海南在种业专
利授权和新品种引进等多方面都有良
好的政策支持，取得了较好成效。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副研
究员李晶认为，当下，应立足海南自
贸港建设、国家南繁硅谷建设规划等
政策优势，探索推进种业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和机制创新，将海南自贸港打
造成为我国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高
地，促进种业自主创新和高水平对外
开放。

马育红表示，接下来，海南将不断
优化种业营商环境，高水平推进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加强种业市场监管，定期
发布典型案例，全面净化种业市场环
境，同时积极争取农作物和畜禽种质资
源引进审批权限下放海南，推动繁殖材
料进口“运抵地”政策落地，提升资源引
进效率，推动海南种业集聚创新发展，
助力种业振兴，促进种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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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余佳琪）3月18日，在
2024中国种子（南繁硅谷）大会上的种
业新型创新体系暨企科合作专题报告会
中，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表示，好的品
种从选育到应用，是科研机构与企业共
同助推的结果。

“谈起科企合作，我的感受非常深
刻。”谢华安说，自2000年《种子法》颁
布以来，大大小小的种子企业参与到种
子的生产与推广，甚至是选育过程中。
每年选育并通过审定的品种全国数以
千计，给农民和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
品种选择机会，对推动种业科研成果转
化、提高作物产量无疑起到了关键作
用。

谢华安说，他依旧清晰地记得，
2011年9月，他的研究团队在云南省永
胜县期纳镇文凤村培育的“宜优673”水
稻百亩示范片经测产验收，平均亩产达
1005.85公斤，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逐渐
被大面积种植。“‘宜优673’等水稻品种

的大面积推广，企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
力量。”

在谢华安看来，种业科研机构拥有
丰富的人才、设备和技术储备，能够为
种子企业提供最新的育种技术；而企
业在市场运作与推广、生产管理和资
金投入上有优势，能够将技术转化为
有市场竞争力的新品种，加速科技创
新成果的产业化进程。“科企有效合
作，是一种‘双赢’，能够实现资源的优
化配置与共享，助推我国现代种业的
发展。”

然而，困惑始终存在。“科企联合攻
关产生的科研成果，利益如何科学分
配？”“如何实现更好的联合发展？”谢华
安反问。

他说，科企合作是新时代种业发展
趋势的必然选择，要不断探索联合发展
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公平公正界定科技
成果中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实
现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双赢。

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

推动种业科研成果转化
关键是科企合作

本报三亚 3 月 19
日电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易帆）如何加快种质创新，推动
海南地方猪、文昌鸡全产业链发展？3月
19日，在2024中国种子（南繁硅谷）大会畜
禽种业创新发展专题报告会上，国内畜禽育
种专家共话畜禽种业创新，并为海南地方畜
禽产业发展支招献良策。

“海南地方猪具有繁殖能力强、屠宰率
高等优点，在保障海南肉类供应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海南省地方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李新建介绍，海南猪具体指屯昌猪、
定安猪、临高猪和文昌猪，因风味独特，在本
地市场颇受欢迎，去年海南地方猪出栏量约
150万头。

长期以来，海南猪的养殖成本高、生长周
期长、生产性能低等短板，且养殖标准化、产
业化程度低、深加工不足限制着地方猪产业
的发展。

李新建建议，要加快打造海南猪“种源-
扩繁-商品（猪）-屠宰-加工-营销”的全产
业链模式。在海南地方猪全产业链打造方
面，李新建建议打造烤乳猪、定安粽子等美食
品牌，推动烤乳猪产业化，带动地方猪产业链
发展。

当前，海南文昌鸡年出栏量突破1亿只，
文昌鸡全产业链逐步完善，椰子鸡、盐焗鸡等
预制菜产品成为畅销爆品。

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文昌鸡种质创新
的海南省地方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魏
立民介绍，海南地方鸡包括文昌鸡、儋州鸡、
五指山山鸡、什岭鸡等。其中，文昌鸡和儋州
鸡通过了国家种质资源鉴定，被列入国家畜
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

面对困扰文昌鸡养殖农户和企业的文昌
鸡养殖效率低、屠宰加工能力不足、冷链物流
能力弱等问题，魏立民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目前我们正加快加工型潭牛3号文昌
鸡新品种培育，以满足文昌鸡屠宰加工转
型、电商的发展需求。”魏立民说，目前海南
正通过建设文昌鸡标准化养殖基地、文昌鸡
饲料厂、文昌鸡良种繁育（扩繁）基地、文昌
鸡孵化场等项目，弥补海南在文昌鸡育种、
种苗繁育和养殖生产端的短板，全面提升海
南文昌鸡种苗和商品鸡在生产端的供应能
力，目标是带动文昌鸡年出栏量达1.2亿到
1.5亿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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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者徐慧
玲）3月 18日，
2024中国种子（南繁
硅谷）大会分论坛——
玉米种子及产业链发展专
题报告会举行，专家学者、企
业代表齐聚一堂，聚焦玉米产业
现状，为玉米种业发展建言献策。

“玉米产量在我国粮食总产量中的
比重越来越大。”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
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
南繁学院副院长徐妙云介绍，我国虽然是世界
第二大玉米生产国，但玉米品种培育的种质基
础不牢，我国玉米商业育种材料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国外基础种质，重大新品种创制能力亟待提升。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推进新一轮千
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在徐妙云看来，玉米种业
也迎来新发展格局，而面对有限的耕地和旺盛的需
求，提高单产是玉米增产的主要途径。

“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是提升玉米单产水平、
实现玉米高产高效的重要技术途径。”国家玉米改良中心
主任赖锦盛介绍，该技术以合理增密和高质量群体构建为
核心，利用土地精细耕整、种子精准包衣、导航单粒精播、滴灌
水肥一体化、精准化控与病虫草害防控、机械精准收获等6大
精准调控措施促进玉米增产。

“我国玉米生产中低产低效问题突出，目前我国玉米整体单
产水平只有美国的60%左右，仍有较大增长空间，这对从事玉米种
质资源及遗传育种研发人员而言是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宇说，打好玉米种业翻身仗，突破
性种质发掘与创新、利用与保护缺一不可。

王天宇认为，海南在用好气候、温度等优势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发
挥自贸港政策优势，在放宽种业市场准入等领域先行先试，持续加强玉
米种质资源保护、挖掘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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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120多个南繁成果
在海南开展试种示范

本报讯（记者余佳琪）3月18日，在2024中国
种子（南繁硅谷）大会期间，京津冀农作物种子行
业南繁公证中心正式启动运行。

本次揭牌的京津冀农作物种子行业南繁公证中
心，由凤凰公证处与北京种业协会、天津市种子行业
协会、河北省种子协会协商成立，为京津冀种业发展

提供法律服务，促进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提档升级。
据介绍，京津冀农作物种子行业南繁公证中

心设在凤凰公证处，旨在发挥两个行业合作互
联互通和资源共享优势，为三方协会及会员单
位提供公证法律顾问、纠纷调解等定制化、一
站式的综合服务产品及法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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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3月19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易帆）前不久，来自南繁的20余个辣椒新品种
来到海口遵谭镇龙合村“安家”。近两年来，南繁良
种在海口、东方、儋州、五指山、陵水、三亚等代表不
同气候特点的典型市县试种示范，品类有辣椒、番
茄、冬瓜、黄瓜、西瓜、甜瓜等瓜菜。2023年至今，海
南省南繁管理局在南繁季面向全国南繁单位共征
集了以上6种作物120多个品种开展试种示范，以
期筛选出适宜海南推广种植的品种。

三亚建立“一院（校）一区”农业科技对接帮扶
机制，重点围绕豇豆病虫害、采后保鲜，粮食高产技
术集成，种子资源引进和创新利用，美丽乡村建设
等开展了一批院地合作项目，充分利用科研院校的
优势解决关键性产业发展问题、技术问题。乐东、
陵水等市县也围绕种业育、繁、推、示范展开布局，
通过建立“校企产学研”合作机制，让南繁科技力量
围绕海南热带农业发展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进行
联合攻关，助力产业发展。

京津冀农作物种子行业南繁公证中心
在三亚揭牌

“西施”南瓜。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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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佳琪

“一支笔、一把尺、一杆秤、用牙
咬、用眼瞪”，过去，育种专家需要手捧
本子，观察记录农作物生长状况，回实
验室后再将数据一点一点敲入电脑
中。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育种专
家们更快、更准确地得到他们需要的
数据？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与阿里巴巴达摩
院前段时间联合发布的全流程智慧育
种平台提供了解决之道。3月18日，
海南日报记者在2024中国种子（南繁
硅谷）大会期间，对该平台相关研发人
员进行了采访。

过去，通过漫长的时间，海量的数
据对比，育种专家才能在田间千万个植

株中，选出最需要的那一株。中国农业
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副院长李慧慧
坦言：“这种育种流程耗时又费力，还容
易产生误差。少打一个‘小数点’，多写
一个‘0’的状况时有发生。”

阿里巴巴达摩院智慧育种团队科
学家顾斐介绍，传统的育种方式，以

“表型”为中心，较难标准化采集数据，
相对来说难以精确计算和建模，另外
需要产生后代来做进一步筛选品种，
时间长、成本高。

全流程智慧育种平台，则以“基因
型”为中心进行育种。据了解，基因型
育种指通过基因组的信息来预测育种
材料（及其后代）的表现，从而达到育
种选择的目的。“基因数据容易进行精
确计算和建模，并能通过计算机实现
模拟育种，无需产生后代，育种效率较

高。”顾斐说。
“如今，我们每个植株上都绑了条

形码，育种专家手持专业设备扫描后，
就能采集到植株的数据，就像超市里
的工作人员扫描商品的条形码一样。
同时，无人机全天候在农田上空飞行，
全周期全天候监测作物生长情况，实
时获得倒伏性状、抗旱性状等指标数
据。”李慧慧说，这些数据均能一站式
上传到智慧育种平台。

在平台上建立数据分析任务后，
在大数据与算法的加持下，平台能够
实现对作物性状的精准预测和优异基
因型筛选，提高品种选育的精准度和
效率。

“之前也有不少软件能够收集并存
储种质数据，但一旦数据量过大，运行
速度就跟不上，甚至会‘宕机’，对种质

数据的分析更无从谈起。”李慧慧说。
“阿里巴巴达摩院的优势在于其

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技术，
能够提供坚实的平台；育种专家们则
能为平台生产数据、进行测试，从而推
动平台投入使用。”李慧慧说，“好的计
算平台类似一个厨房，将数据（食材）、
算力（厨具）、算法（菜谱）三者相互配
合，才能做出美味的菜肴。”

不仅如此，育种平台支持1PB的数
据存储，服务能力可支持上百个用户同
时使用。截至目前，全球已有60多家
单位的育种专家使用该平台。

海南南繁，孕育生机。随着该平
台的投运，高速运转的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等技术，正逐渐改善育种专家们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科研生活。
（本报三亚3月1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