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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袭“红妆”、果肉鲜红，这是大家常见的火龙果；青黄色外皮、金黄色果肉，
市面上的菠萝蜜，大多数都长这样。

“老面孔”见多了，消费者便习以为常。可当火龙果有了“黄马甲”，变成浑身
金黄、口感清甜、果肉晶莹的燕窝果，不仅受到市场青睐，身价也水涨船高。同样
的“逆袭”故事也发生在菠萝蜜圈，长相酷似菠萝蜜、“身材”娇小的榴莲蜜逐渐走
红，成为近年来国内热带水果界的“后起之秀”。

2022年起，农业农村部出台《国家育种联合攻关总体方案》，在64个重要特
色物种中，支持海南开展火龙果和菠萝蜜攻关。两年来，我省联合广西、广东、福
建、云南、贵州等省区的优势科企单位组成火龙果、菠萝蜜两大国家育种攻关联
合体，共同开展育种关键技术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突破性品种，引领国内火龙
果、菠萝蜜产业发展。

两支“国家队”组建后，开始加速攻关
破解技术和产业难题，火龙果、菠萝蜜
新品种更新换代的脚步不断加
快。不久的将来，消费者会在市
场上见到越来越多优质的水果
“新面孔”。

走进中国热科院品资所位于儋州市
的省级火龙果种质资源圃，俨然置身于
火龙果的“大观园”。挂满枝头的火龙
果，外皮除了红色，还有黄色、绿色、紫
色，果肉也有红、白、粉等多种颜色。外
形上除了常见的果形，还有形似木瓜、荔
枝状的品种，体积最小的比拳头还小。

海南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全年气
候适宜火龙果生产。目前海南火龙果
种植面积超过15万亩，年产量约40万
吨，是国内最重要的火龙果产区之一。

除了海南，火龙果适宜种植范围较
广，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我国南
方热区的多个省（区）均可种植，目前种
植面积已超过100万亩。因此，早在
2018年，农业农村部就将火龙果列入国
家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特色作物组。

火龙果产量增加，却面临着品种结
构单一的现实问题。“目前，我国大红、
桂红龙、富贵红等红皮红肉品种火龙果
种植面积占比超过95%，品种多样性不
足，优异新品种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洪立介绍。

种植规模扩大后，由于果品同质
化，导致火龙果正季果价格低，企业效
益不高，市场销售问题成为制约产业发
展的瓶颈。

菠萝蜜产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近年来，菠萝蜜产业在热区种植面积迅
速扩大，目前在海南、广东、广西、云南
等地均已实现规模化生产。由于主栽
品种单一，抗病抗逆性品种不多，鲜食
中小果型、加工无胶大果型的品种较为
缺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菠萝蜜产业的
稳定发展。

市场对于新品种需求的呼声越来
越高。海南陵水丰润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拥有荔枝、柚子和火龙果等多个种植
基地，主要销往全国各地大型商超。该
公司负责人唐渭飞告诉海南日报全媒
体记者，如今消费者对水果的品质特色
要求越来越高，国内很多商超都反馈需
要一些新品种来增加新卖点，“我们也
希望科研单位多研发一些新的品种，在
基地里进行示范种植，然后通过我们的
销售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为何要
组建“国家队”？
品种结构单一，优异新品种少，
制约产业发展

收集菠萝蜜种质资源400余份

筛选优异种质资源30份

认定新品种3个

建立优新品种示范推广基地5个

辐射带动种植3万余亩

收集火龙果种质资源600余份

选育出29个优良新品种（系）

审认定品种15个

获植物新品种权2个

在大众消费者眼中，水果的品相和口感
是最重要的。但在育种人眼里，衡量水果品
种的优劣，就需要考虑更多。

“在我们的资源圃里，有些品种很好吃，
但不高产，抗病性差。有些品种虽然不好吃，
但抗病性强。所以我们会从种质资源中选择
具有某些优良性状的个体作为亲本，选育出
符合我们育种目标的新品种。”李洪立说。

育种目标来源于市场需求。有的消费
者喜欢甜的，有的喜欢微酸或酸甜适中的；
有的消费者喜欢大果，有的则喜欢中小果。
此外，不同省份的地理、气候条件不一样，适
宜种植的品种也不相同。根据不同的市场
需求，科研人员就要制定不同的育种目标和
育种方案。

要想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就离不开
一个资源丰富的“基因库”。2022年以来，海
南省牵头承担国家火龙果和菠萝蜜育种联合

攻关任务。截至目前，联合攻关体已收集火
龙果种质资源600余份，选育出29个优良新
品种（系），审认定品种15个，获植物新品种权
2个，其中“大红1号”成为我国第一个火龙果
国审品种；收集菠萝蜜种质资源400余份，筛
选优异种质资源30份，认定新品种3个。

李洪立告诉记者，新品种选育出来后，
还要在不同区域环境内示范种植，对它的丰
产性、适应性、抗逆性和品质进行全面鉴
定。只有通过这些“层层关卡”，才能推广种
植，并接受市场的最终检验。

截至目前，火龙果攻关团队已建立全国
协作的育种平台与示范推广基地，“金燕窝”

“双色1号”等火龙果新品种累计推广超过5
万亩；菠萝蜜攻关团队建立优新品种示范推
广基地5个，辐射带动种植3万余亩，分别对
琼引8号、海泰6号等菠萝蜜和黄晶蜜、金皇
9号榴莲蜜等新品种进行了示范推广。

在两大国家育种攻关联合体里，
汇集了多个省区的多家优势科研单
位和主要企业，其中火龙果、菠萝蜜
攻关联合体分别由中国热科院品资
所和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
究所作为技术牵头单位。

国家育种联合项目实施，是加快
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提升种业自主创
新能力的重要举措。这么多的科研
单位和企业参与，攻关联合体如何才
能“攥指成拳”，真正发挥协同创新的
强大合力？

“育种攻关联合体的核心，是以
市场为导向，实现由企业出题、科研
答题，然后成果共享。”省农业农村厅
种业管理处处长郭烈钟表示，要加强
跨学科、跨领域、跨单位的合作与交
流，深化育种联合攻关机制，形成协
同创新的强大合力；围绕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和农业生产实际需要，以科技
创新为引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明
确育种目标和技术路线，集中优势资
源开展联合攻关。

据了解，两大攻关联合体组建以
来，不断探索建立科研成果评价与资

源成果共享机制，目前已完成火龙
果、菠萝蜜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资
源共享协议签订，初步构建了产学研
用融合的种业创新体系，搭建了联合
协作育种平台。

郭烈钟表示，下一步还要不断完
善联合攻关单位育种材料交流具体
办法，推进科研育种大协作。通过制
定科研成果收益分配协议，明晰育种
材料产权归属，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保障联合攻关单位和科技人员的利
益等。

“比如，对于合作攻关成果可以
制定内部共享机制，对于独立完成攻
关成果，应对其产权给予保护并协助
其进行商业推广。”郭烈钟表示。此
外，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区域优势，
联合攻关体内的各省区应重视差异
化发展，结合各自地区的品种优势、
上市时间等因素，科学规划好品种布
局，形成不同地区
间的差异化发展，
实现效益最大化。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

“国家队”底气何来？
建立庞大“基因库”：收集火龙果种质资源600余份、菠萝蜜种质资源400余份

“联手”攻关，独特在哪？
企业出题，省级科研单位联合答题，在科企合作中形成良性互动

如何进一步“攥指成拳”？
围绕实际需求，完善科研成果评价与资源成果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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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视频
《我被火龙果包围了？》

EL火龙果
红皮燕窝果

红花青龙无刺黄龙

今年7月底，2024年热带特色物种育种
联合攻关推进会在海口市举办。在会议期
间举行的菠萝蜜、火龙果、百香果新优品种
展示品鉴活动上，云南红河天奎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明再次见到他的两位

“老朋友”——菠萝蜜“香蜜1号”（软苞型）和
“香蜜17号”（硬苞型）。

这两个新品种是中国热科院谭乐和专
家团队经过10多年系统选育得来的。与马
来西亚1号等主栽品种相比，“香蜜1号”和

“香蜜17号”属中小果型，果苞为橙红色，香
气浓郁、风味独特。由于体积较小，便于通
过电商渠道销售，适合3至4人小家庭食用。

“香蜜1号”和“香蜜17号”自2020年开
始在海南农垦南金农场规模化种植，今年已
经开始挂果。这两个品种抗寒和抗病性相
对较强，因此近年来从海南逐渐推广到云南
西双版纳、屏边、元江，广西博白等地种植。

正是看中新品种的优良特性，从2022年
开始，刘明与谭乐和科研团队进行科企合
作，引进“香蜜1号”和“香蜜17号”到云南屏
边示范种植50亩，目前长势良好。

近年来，随着科企联合攻关力度加大，
培育出越来越多适宜云南山区种植的菠萝
蜜耐寒品种，当地菠萝蜜种植户也逐渐增
多。但由于很多是散户种植，缺乏统一的种
植生产标准，管理比较粗放，这是当地菠萝
蜜产业规模化发展的一大“痛点”。

而与科研单位的紧密“联手”，正在帮助
企业破解这一痛点。“团队的专家老师不仅
给我们提供好品种，还有适合本地环境的配
套技术以及种植管理标准。”刘明说。

在刘明的示范基地内，谭乐和科研团队
设立了专家工作站，并从种苗繁育、高效栽
培、病虫害绿色防控和采收等方面制定了相
关的农业行业和地方标准，帮助企业规范种
植管理。“比如云南无台风，且属于高海拔地
区，因此在控型、修剪等方面的要求跟海南
就不一样，定干高度相对高一些，以便田间
操作和提高结果率。”谭乐和说。

企业出题、科研答题。随着联合攻关工作
的深入推进，类似的科企合作案例越来越多。
由李洪立团队选育的“双色1号”火龙果品种，
去年在海南冬交会上展出后，引起了很多企业
的关注，目前已有企业在陵水示范种植100多
亩，预计明年可以上市，这将是联合攻关体在
海南示范推广的第一个火龙果品种。

去年以来，联合攻关体还在海南连续举办
了两届新品种展示品鉴会，各省区纷纷展出最
新品种，邀请企业当场品鉴，挑选心仪品种。

“这样的展示交流平台非常重要，企业不仅能
够‘一站式’了解科研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同
时可以面对面向科研单位提出生产上遇到的
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刘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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