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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橡胶研究所副
所长程汉手机里
存了不少照片，
他翻出一张向海
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介绍：“这是今
年 11月底，我们
在印度尼西亚参
加国际橡胶大会
暨国际橡胶研究
与发展委员会
时，与越南橡胶
研究所签署《关
于开展天然橡胶
先进技术示范推
广谅解备忘录》
的画面。”

也是在那次
大会上，程汉当
选为国际橡胶研
究与发展委员会
副主席，这对提
升我国在世界天
然橡胶领域的影
响力和话语权具
有积极意义。在
他看来，有幸当
选国际橡胶研究
与发展委员会副
主席，背后是其
他国家对我国橡
胶产业实力的认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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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品种从引进到输出

“由于橡胶树生长周期长，注定了这
不是一个人的事业，需要几代人持续接
力。”程汉说，中国热科院开启橡胶树育
种事业，可以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初期。

彼时，工业和国防建设需要大量橡
胶，为了争取橡胶自给，华南热带林业
科学研究所（中国热科院前身）在广东
广州成立。但在我国，地处北纬18度
至20度的海南岛最有可能成功种植橡
胶。于是，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于
1958年迁至海南儋州，加快统筹橡胶
科研育种工作。

中国热科院老一辈育种专家们用
数十年时间选育出的橡胶树品种，被送
到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试种，创
造了世界橡胶种植史上大面积北移、规
模化种植的奇迹。

1982年，《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
大面积种植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一等
奖，表明中国已掌握一整套适合中国华
南地区自然条件的橡胶生产技术。

时间回到当下，新一批育种专家们
正在继续发力，攻克橡胶树种质资源匮
乏、育种周期长等难题，培育突破性橡
胶树新品种。今年6月，中国热科院橡
胶所牵头完成的“耐寒抗风高产橡胶树
品种培育及其应用”成果荣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让程汉等橡胶育种科研人员感到
骄傲的是，橡胶树新品种、新技术还被
输出到泰国、马来西亚等7个主要植胶
国，实现了我国橡胶树品种从引进到输
出的根本性转变。

近年来，程汉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各
类橡胶研讨交流活动，提升中国橡胶的
影响力，促进国际合作。今年2月19日
至20日，他和同事赴泰国参加国际橡
胶大会，并发表学术报告；11月11日，
由中国热科院承办的“哥斯达黎加热带
作物育种与栽培技术海外培训班”在哥
斯达黎加瓜皮莱斯市举办，他出席开班
仪式并和当地的专家学者交流……

“做科研就是这样，要有坐冷板凳
的耐心、持之以恒的决心，以及遇事不
躁的静心。在橡胶育种这场永不停歇
的接力赛中，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更先进
的技术把前辈们的成果继续往前推
进。”程汉说。

误打误撞与海南结缘

如今在海南岛，尤其是中西部山
区，成排成行种植着许多橡胶树。每
次驱车从海口前往位于儋州的橡胶基
地，道路两旁苍翠茂盛的橡胶树总是
让程汉心情大好。算起来，他扎根海
南研究橡胶，已经21年了。

2003 年，从浙江大学硕士毕业
后，程汉来到位于儋州的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工作。“已经记不
太清当时为什么来海南了，大概是被
海南美丽的风光所吸引，不过，当时也
没想到会在海南工作这么久，最初只
是计划来这里‘中转’一下。”他回忆
道。

初到儋州时的情景程汉记忆犹
新。那段时光是热血的，也是艰难
的。由于胶园远离市区，科研人员
驻扎于此，出门即基地，举目即田
野。

白天，他在地里灌溉、施肥、采样、
试验，衣服汗湿了被晒干、晒干了又被
汗湿；晚上，回到简陋的房间，不时被
蚊虫叮咬，甚至还会被老鼠、眼镜蛇等
不速之客惊扰。

“当时购物特别不方便，想买件家
具，早上七点半坐班车来海口，下午再
坐班车回去，一天时间就过去了。”程
汉说，工作之余几乎没有什么娱乐，他
有空时会背着相机到胶园里拍照，至
今留存着不少当年的照片。

物质条件差让生活少了一些色
彩，却为科研营造了一个清静、简单的
环境。在儋州期间，程汉努力沉淀自
己，一头扎进实验室和胶园，还在香港
中文大学攻读了博士学位。

“其实那几年，也有不少人劝我改
行，毕竟橡胶研究难出成果，许多人从
入行干到退休，可能都育不出一个新
品种。我也有机会留在香港工作。”程
汉坦言，虽然有新的机会，但他从未动
摇过。

在他看来，这也许就是科研的魅
力，尽管很难有重大突破，但每次能
把研究进展往前推一点，就意味着把
人类未知的空白填补了一点，他乐此
不疲。“干着干着，就忘了时间的流
逝，也没有其他杂念了，只想着再多做
一点，争取早日实现突破。”

构建橡胶树育种芯片

众所周知，天然橡胶被誉为“黑色
黄金”，是高端制造业不可替代的战略
资源，也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等领域。

不过，与研究水稻、小麦等常见作
物相比，研究橡胶相对冷门，因为橡胶
树是典型的热带树木，原产于巴西亚马
孙河流域，在东南亚栽培史不足150
年，加之橡胶树生长缓慢，这意味着研
究它极难出成果。

一粒种子的育成，从选择父本和母
本开始，然后进行一次又一次杂交，一代
又一代种植和选择。通常来说，用传统
方式选育橡胶树新品种需要40余年。

“在不掌握橡胶树基因组的状况
下，这个过程就像一个行动极其迟缓的
盲人在摸象。”程汉如是说。

天然橡胶如此重要，可新品种选育
周期太长，怎么办？

分子育种成了业界的主攻方向。
程汉团队开展的工作就是橡胶树

分子育种，不同于传统育种，这是一种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前
沿技术的育种新模式，能从基因上对橡
胶树进行精准筛选和遗传改良，从而有
望实现“量身定制”橡胶树。

“简单来说，通过分子育种，不仅能
大大缩短橡胶树新品种培育的时间，而
且选育出的橡胶树长势更好、产量更
高、抗性更强。”程汉说。

开展分子育种首先要掌握橡胶树
的基因组。近年来，程汉带领团队连续
发布多个高质量的橡胶树参考基因组，
成功研制了我国首款橡胶树基因组育
种芯片“热研一号”，为加快橡胶树新品
种培育提供了有力支撑。

“沿着目前的研究方向，我们不断构
建完善橡胶树的育种模型，这样可以在橡
胶树苗期就比较精准地预测该品种未来
的产量。”程汉表示，在理想状态下，或可将
橡胶树的育种周期缩短至十年以内。

有人将分子育种比喻为“在电脑上
育种”，电脑就是“试验田”。

“其实不然，任何农业科研的基础
数据都要从田间得来。”程汉说，这些
年，他们坚持对橡胶树生长情况进行监
测，每年都要多次与胶农一道起早摸黑
去割胶。总之，在田里干的活，他们一
样也不能落下。

⬅今年 11月底，在国际
橡胶大会现场，程汉（前排右
一）与越南橡胶研究所代表签
署合作备忘录。

橡胶体胚苗。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

本
组
图
片
由
受
访
者
提
供

⬇程汉在实验室查看凝
胶电泳结果。

2024，我的 瞬间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