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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十大标志性科技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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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始终牢记使命、勇于

担当，以解决我国农业发展重大科技问题为己任，聚焦世界

农业科技前沿、应对国家重大需求、投身现代农业建设主战

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砥砺奋进、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

列举世瞩目的重大原创性科技成就。

　　十年来，全院共获科技奖励成果976项，其中国家奖成

果63项，占农业领域授奖总数的23.2%；以第一单位发表论

文5.5万篇，其中SCI论文1.7万篇，《自然（Nature）》

《细胞（Cell）》《科学（Science）》三大顶级期刊论文99

篇；出版著作2684部；审定农作物新品种1933个，其中国

家审定品种908个；获新兽药证书101个。

　　为进一步鼓励全院科研人员积极投身原创性、高水平科

技创新活动，科技管理局在全院十年来取得的高水平科技成

果及高影响力论文基础上，重点聚焦重大科学发现、重大技

术突破和产品创制、重大突破性新品种，组织遴选了10项体

现我院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使命担当的标志性科技成就。期望

未来我院会持续形成一大批先进、高效、实用的重要农业科

技成果，为推动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不断跃升、加快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这十大标志性科技成就是：

　　一、作物组学和遗传学突破性新发现成果累累，挑战传

统科学认知

　　聚焦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围绕作物组学和遗传学等领域

展开原创性研究。首次发现并克隆了阻碍水稻杂种优势利用

的“自私基因”，挑战孟德尔遗传定律；建立了水稻无融合

生殖体系并获得杂交水稻的克隆种子，使杂交水稻自留种由

不可能变成理论可能；筛选并探明了水稻减氮高产早熟基因

OsDREB1C遗传机理，打破了水稻生产中“高产”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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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之间的矛盾；首次获得了番茄的泛基因组，找回了番茄

育种中“丢失的遗传力”；发现了控制黄瓜果实苦味形成的

关键基因，成功解决黄瓜品种“变苦难卖”的难题；解析了

马铃薯自交衰退的遗传机理，育成二倍体马铃薯第一代品

种，颠覆了传统马铃薯育种和繁殖方式。首次揭示了昆虫通

过水平基因转移事件从植物中“偷窃”基因以克服宿主防

御，解析烟粉虱“吃遍”植物界的潜在机理。

　　二、农作物有害生物防控体系日趋完善，“虫口夺粮”

保丰收

　　聚焦主要农作物病虫害多发及现代生物育种带来的潜在

安全风险等问题，围绕草地贪夜蛾、盲蝽蟓等开展全链条防

控理论研究和工程体系建设。研发了我国第一例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基因工程微生物农药“苏云金芽孢杆菌工程菌G033

A”，田间防效达85%以上，打破了同类产品的国际垄断；

构建了草地贪夜蛾实时监测预警技术体系，研发了新型种衣

剂、造粒工艺和植保无人机等施用技术，综合防治效果提升

显著，使上亿亩玉米免遭虫害，并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向全球

推荐。探明了Bt棉花种植模式下盲蝽蟓等害虫的种群演替规

律及生态学原理，建立了转基因抗虫作物对非靶标有益生物

潜在风险评价体系，为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安全应用和监管

奠定技术基础。

　　三、耕地保护与地力提升技术迭代升级，守牢粮食安全

“命根子”

　　聚焦我国耕地退化严重、地力不足等问题，在耕地监测

与管理、土壤培肥与改良等方面实现了重大技术迭代升级。

首创“天空地一体化”农田生产感知监测体系，为耕地资源

和农业生产装上“天眼”；构建1:5万全域高精度数字土壤，

为全国各级主管部门提供耕地精准管理服务面积近200亿

亩；集成典型红壤农田酸化综合防控技术，六省大面积示范

土壤pH值提高0.2-1.0个单位，实现粮食增产12%以上；创

建南方低产水稻土改良与地力提升技术体系，示范区低产水

稻土地力提升1个等级，水稻亩均增产100公斤以上；建立我

国主要粮食产区农田土壤有机质提升关键技术，示范区土壤

有机质含量提升12%以上，增产5%以上。上述成就有效支撑

了我国耕地地力提升0.5级以上与作物增产5%以上“双增

长”，守住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四、农业绿色技术与产品推陈出新，留住老百姓“金山

银山”

　　聚焦我国农业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等问

题，成功研创系列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和产品。研发了我国首

个植物免疫蛋白质生物农药“阿泰灵”和低成本易降解缓释

肥料，创建了农药高效低风险和养分资源高效利用等技术体

系，实现农药减量20%以上、化肥减施10%以上；研发了北

方旱区高效旱作和抗旱适水种植关键技术与系列装备，降水

利用率平均提高5个百分点；创建全国农田面源污染监测和减

排技术体系，应用面积超2亿亩，节约氮磷化肥（折纯）87

万吨；创新畜禽废弃物控污利用关键技术，应用企业超1.3万

个，实现污水减排30%以上。上述成就及其成果的推广应



用，为我国农业生产实现“一控两减三基本”的目标和农业

绿色低碳发展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五、高致病性禽流感阻控成功，“人病兽防”体系引领

全球

　　聚焦H7N9、H5N8和H5N1等禽流感病毒在我国和全球

多个国家引起大规模疫情暴发等公共卫生问题，成功构建高

致病性禽流感阻控体系。阐明了H7N9、新型H5N1、H5N8

病毒生物学特性、遗传演化规律及公共卫生风险，为我国制

定禽流感病毒防控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国际上率先研发

了高效H5N1/H7N9二价禽流感灭活疫苗，并在全国推广应

用，2017年至今累计推广应用超过700亿剂次，彻底阻断了

H7N9病毒在家禽中的流行以及对人的感染，有效控制了肆

虐全球的H5N1和H5N8禽流感病毒在我国的流行，为保障我

国公共卫生安全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人病兽防、关口前

移”的成功案例，为全球禽流感防控提供了成功经验。

　　六、口粮新品种“量”“质”齐升，装满中国人“米袋

子”

　　聚焦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目标，以及消费者对

米面等口粮多元化产品品质的需求，成功培育出以“中嘉早1

7”“中早39”和“中麦895”为代表的系列高产优质口粮作

物新品种。其中，“中嘉早17”是30年来唯一年应用超千万

亩的早稻品种，覆盖长江中下游早稻面积的20%，年应用面

积稳居南方稻区第一位，该品种高产、抗逆、广适、米粉加

工品质优良，加工企业累计销售米粉超3亿吨。小麦新品种

“中麦895”连创亩产实收782公斤的高产纪录和1000万元

小麦品种权转让纪录，并一度成为全国第三大小麦品种；该

品种耐热、高产、抗病、节本增效，制作的面条和馒头品质

优良；同时，该品种作为黄淮海麦区耐热高产育种骨干亲

本，先后育成多个国审品种。这些高产多抗优质口粮新品

种，有效地支撑保障了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连丰”，同时

满足了人民对于不同口粮产品品质的多元化需求。

　　七、高油油菜、优质蔬菜等助力三产融合，打造乡村振

兴“新引擎”

　　聚焦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全力打造高油油菜、优质蔬菜等助力乡村振兴“双引

擎”。成功培育“中油杂19”“中油杂501”等系列高油高

产油菜新品种，其中“中油杂19”是我国首个含油量达到5

0%的国审冬油菜品种，促进了我国菜籽含油量提升2个百分

点；“中油杂501”创造了亩产419.95公斤、产油量211.57

公斤的冬油菜高产纪录，为开启我国油菜新的绿色革命奠定

了坚实基础；系列品种的大面积推广有效拓展了旅游观光等

多元利用模式，极大促进了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培育了中

甘、中椒、中桃等系列蔬菜园艺新品种300余个，其中“中

甘21”“中农16”“中薯3号”“中椒105号”“中桃3号”

等品种推广面积占全国优势产区的40%以上，早熟春甘蓝市

场占比高达60%以上，带动农民增收超200亿元，为实现乡

村全面振兴做出突出贡献。



　　八、突破性国产家禽品种接连审定，中国人餐桌摆上

“中国禽”

　　聚焦我国主要家禽种源对外依存度高、种源安全受到威

胁的“卡脖子”现状，创建家禽基因组选择技术体系，为实

现白羽肉鸭、白羽肉鸡国产化提供品种支撑。培育出赶超国

际同类品种的“中新白羽”“中畜草原”白羽肉鸭和烤鸭专

用“Z型北京鸭”，实现全球鸭种市场话语权重归中国；202

1年出栏量占全国市场的40%以上，中国餐桌上每3只鸭子就

有1只是我院培育的。研制国内首款中高通量鸡50K SPN分

型芯片，成功培育白羽肉鸡新品种“广明2号”，生产性能与

国际同类产品基本持平，实现白羽肉鸡自主育种“从0到1”

的重大突破，打破了西方百年来的技术垄断。这些高效节

粮、优质高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家禽新品种，为保障我国

家禽核心种源自主可控，推动我国迈向家禽种业强国做出巨

大贡献。

　　九、专用化大型家畜品种自主培育，“卡脖子”时代一

去不返

　　聚焦肉牛等大型家畜种源依赖进口、专用化本土品种严

重匮乏等问题，成功实现了大动物品种的自主培育。创制大

动物全基因组选择分子育种技术，构建大动物联合育种新机

制，自主培育成我国首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肉牛新品种“华

西牛”，综合品质国际领先，预计2025年新品种的自主供种

率达60%，可打破当前我国肉牛核心种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局

面。培育出世界上首个舍饲化肉用牦牛新品种“阿什旦牦

牛”，舍饲公牛屠宰率达到57.6%，产肉性能提高7个百分

点，极大提升了青藏高原地区牦牛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育成世界首例适应高山寒旱生态区的细毛羊“高山美利奴

羊”新品种，羊毛细度达到19.1—21.5微米，性能指标和综

合品质超过了同类型澳洲美利奴羊，为世界特殊生态区先进

羊品种培育提供了成功范例。十年来，我国大动物种源自给

率提高近40%，我院培育的大型自主家畜品种功不可没！

　　十、农产品检测“驶入高速路”，老百姓看得清楚吃得

放心

　　聚焦农产品质量安全高灵敏度、快速检测的巨大市场需

求和重要现实意义，成功研发了针对农药残留、生物毒素等

典型污染物的高效检测产品与技术。研发了覆盖150余种污

染物的绿色样品前处理技术及产品，研制了系列农药抗体及

快检产品，数量占全国的80%以上；建立的快速智能检测系

统可实现5分钟6种以上目标物的判断，推动我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在高位水平上进一步提高了1.0个百分点。发现了免疫活

性位点、靶向诱导效应及分子识别机制，研发了黄曲霉毒素

免疫时间分辨荧光等高灵敏度检测技术，检测灵敏度提高10

倍；创新制造工艺，研发的试剂盒和检测仪在中央储备粮

库、粮油工贸、海关口岸等领域和22省粮油风险监测评估中

大规模应用，实现黄曲霉毒素检出率提高50%。以上农产品

质量安全高效检测产品与技术的研发、推广，为保障我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高达97.6%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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