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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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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奖励类别和等

级
第一完成单

位
第一完成
人

1 热带、亚热带优质、高产玉米种质创新及利用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粮作所 番兴明  

2 主要鲜切花种质创新与新品种培育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花卉所 唐开学  
3 早熟高效蚕豆鲜销型品种“云豆早7”选育与应用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粮作所 包世英  
4 甘蔗种苗温水脱毒处理设备和技术的研究示范 省技术发明二等奖 甘蔗所 黄应昆  
5 高产稳产玉米杂交种云瑞6号的选育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粮作所 番兴明  
6 云南外销蔬菜可持续发展关键技术集成创新与应用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园艺所 钟利  
7 甘蔗糖业循环经济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应用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甘蔗所 张跃彬  
8

云南干热河谷优良牧草筛选、栽培和利用技术集成
与示范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热区所 龙会英  
9 油菜育种生物技术创新与应用 省技术发明三等奖 经作所 王敬乔  
10

云南农业土著知识保护利用技术体系的创立及其应
用

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生物所 戴陆园  
11 云南啤酒大麦新品种选育及生产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生物所 曾亚文  
12 优质粳稻新品种云粳12号、云粳15号选育及应用 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粮作所 赵国珍  
13 优质强筋抗病小麦新品种"云麦57"选育及应用 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粮作所 于亚雄  

今天天气

晴

-16℃～-4℃

乌兰察布天气预报

21-02-11】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2021-02-10】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区生
态农业研究所2021年预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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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规范化陆稻新品种与玉米间作技术研究与示范 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粮作所 徐鹏  
15 云南两系杂交稻安全高效制种技术研究与应用 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粮作所 卢义宣  

 

2012年获省级以上科技奖励成果简介
热带、亚热带优质、高产玉米种质创新及利用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本项目长期开展热带、亚热带优质、高产玉米种质改良、创新及利用研究，系统地研究我国温带玉米种质与热带、亚热带玉米种质的配合力和杂种优势，取得了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首次提出利用种群配合力划分玉米杂种

优势群的新方法；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了大批论文（其中SCI 10篇、国家一级学术刊物10篇）；育成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品种21个，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7项，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

缺乏强优势玉米杂交种的重大技术难题。首次选育出高抗玉米穗粒腐病的高油玉米品种云瑞8号和高油高淀粉玉米品种云瑞21，这两个品种较普通玉米增产10%以上，抗多种玉米主要病害，在解决国内外高油玉米产量低和抗病性差方面

取得了重大进展。选育出国内首批硬质胚乳优质蛋白玉米品种云瑞1号、云优19，这些品种具有突出的抗病性，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国内优质蛋白玉米胚乳呈软质或半硬质、抗病性差的重大技术问题（其中云瑞1号通过三省审定（认

定），是国内外首个抗灰斑病的优质蛋白玉米品种；云优19是国内唯一油分含量超过6%的优质蛋白玉米品种）。利用普通热带玉米突变体选育加强甜玉米品种云甜玉一号和甜糯888，各项品质指标均超过国家食用玉米一级质量标准，克

服了我国鲜食玉米适口性、商品性较差的缺点，并拓宽了我国鲜食玉米的种质基础。

在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推广应用热带、亚热带优质、高产玉米新品种累计5000多万亩，直接新增产值80多亿元。这些品种的选育和推广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山区农民收入做出了重大贡献。预计在今后较长

时间内，这些品种将继续作为云南、广西的主栽品种大面积种植，还可以在东南亚、非洲等生态条件相似地区推广，还将产生更大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本项目共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1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3项、二等奖8项和第十四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1项；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在官方网站和刊物Informa上连续两次公开报道本项目在热带、亚热

带高油和优质蛋白玉米选育和大面积推广应用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经中国农业大学戴景瑞院士和中国农科院、CIMMYT等有关单位的国内外专家鉴定，本项目技术思路和选育方法创新性突出，多项技术属国

内外首创，难度大，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部分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已大规模应用并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起 止 年 限 ：1991.1-2008.12

项 目 类 别 ：科技进步类

完 成 单 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米研究所，云南田瑞种业有限公司，会泽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保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云南足丰种业有限公司

完 成 人 员 ： 番兴明，张述宽，谭静，黄开健，陈洪梅，谭华，顾平章，邵思全，赵吉奎，黄云霄

 

主要鲜切花种质创新与新品种培育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鲜切花是现代花卉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鲜切花生产向低纬度、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云南已成为世界三大鲜切花生产区域之一，具很大发展空间，其鲜切花产量2010年占全国60%，已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一。

“谁拥有品种权谁就拥有了对产业的控制权”，品种作为产业的核心与制高点，非常关键。随着我国及云南花卉业的迅猛发展，制约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凸现，其中品种权的制约成为急待解决的首要和关键问

题。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大部分切花品种依靠进口，成本居高不下；产品出口少，2005年云南鲜切花出口仅是其产值的10.8%。

在科技部及省市科技部门立项的五个项目支持下，以月季、百合、香石竹、非洲菊及菊花五大类优势鲜切花为重点，整合十家单位，历时六年，在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1）建成国内五类花卉种质资源的大规模保存中心。补充收集

675个栽培品种及野生种（变种或变型），保存份数现已超过5万份。开展了遗传多样性等系统分析与评价，国际上首次报道“云南特有野生蔷薇种‘中甸刺玫’十倍体”等多项创新成果。(2) 五种花卉常规及生物技术育种技术方面取得

重大进展，构建起配套性及系统性强的育种技术体系。“百合分段式胚培养结合后代ISSR标记早期鉴定技术，使新品种选育周期从传统的11年缩短至5年”、“香石竹高育性亲本使杂交效率平均提高了25倍”等创新技术显著提升了育种

效率，缩短了新品种培育周期。(3) 采用常规育种与生物技术相结合，创制出一批优异新种质，培育了一批优良新品种。共完成3913个组合的配组杂交，累计采收杂交种子111.7万粒，培育杂交种子苗45.45万苗。创制出“四倍体大花

型”非洲菊，“无侧芽”菊花及其它特异花型或花香，抗病，耐寒等类型的1112个优异种质（含中间材料）。

国家技术发明专利授权3项，公示9项；育成优良新品种86个(获国外授权3个、国家授权14个、省注册17个)，新品种授权和申报数量均占全国同类鲜切花的44%，其中‘Autumn Day’、‘YUN HONG 2 HAO’等品种分别在欧盟和日本

获成功授权。发表论文47篇。

成果为全国花卉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优势产业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育成品种在国内主栽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示范推广，部分品种在日本、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应用。2009年—2011年，累计推广面积11.53万亩，总产

值17.19亿元，新增利润5.29亿元。经实施，分别促成锦苑等4家公司及虹之华等2家公司成为“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企业”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经鉴定“成果总体达国内领先、部分达国际先进水平”。

成果登记号：1562012Y0013

起 止 年 限 ：2005-2012

项 目 类 别 ：国家科技支撑课题"球根类花卉种质资源发掘和新品种研发2007BAD45B01"、省攻关"云南主栽鲜切花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示范2006NG14"、省重点基金"云南月季资源遗传多样性及亲缘关系研究2007C0004Z"等5项

完 成 单 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昆明虹之华园艺有限公司、云南云科花卉有限公司、云南锦苑花卉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英茂花卉产业有限公司、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云南丽都花卉产业有限公司、云南格桑花

卉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花卉育种重点实验室、云南省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完 成 人 员 ： 唐开学、王继华、瞿素萍、李绅崇、莫锡君、桂敏、王其刚、崔光芬、薛建平、吴学尉、张颢

 
早熟高效蚕豆鲜销型品种“云豆早7”选育与应用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育种技术创新研究：“云豆早7”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新品种种权的蚕豆品种。该品种选育在对蚕豆资源评价应用方法和育种技术改进的基础上，利用蚕豆早熟资源及其常异花授粉特性，构建优良基因混合群体，成功拓

宽了亲本遗传背景，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应用于大面积生产的利用混合群体改良程序育种技术育成的蚕豆品种。在熟性、鲜销籽粒品质和避病虫性的改良研究上创新性突出。

熟性改良研究：早熟性的获得是“云豆早7”选育研究最重要的部分，是蚕豆大面积栽培生产中最早熟的品种，作为鲜销产品生产的产品上市早而赢得高销售价格并实现了高产值（增产率11.2-73.5%，平均新增加产值

535.08元/亩）。同时，早熟性使该品种具有极其有效的避病虫性（由于生育进程早，早秋栽培在产地锈病和潜叶蝇、蚜虫爆发时，该品种已进入鲜荚采收期，有效地避开了危害高峰，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及使用次数，提高

鲜荚产品的安全品质）。

品质改良研究：籽粒外观物理形态品质的优异性获得是“云豆早7”选育研究获得的另一个重要性状。“云豆早7”是早秋栽培大面积生产应用品种中粒型最大(鲜籽粒百粒重360克)、粒形最厚（干籽粒厚1.5cm）、出

米率最高（45%）的品种。种皮薄，单宁含量低，口感甜脆（粗蛋白含量26.8%，淀粉含量41.67%，单宁0.66%）。

高产高效性研发：由于很好地应对了市场需求，成果应用获得了极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2009-2011三年的应用统计，“云豆早7”生产应用的面积累计达到110.91万亩，早秋播种平均鲜荚产量977.85千克/亩，平均增

产率22%，平均新增加产量207.24千克鲜荚/亩；累计新增加产量25193万千克鲜荚（2.51亿千克鲜荚，相当于3697.96万千克干籽粒）；累计新增加产值7.95亿元。成果应用对农民增收、农业生态培育及扶贫的贡献显著。

发表论文3篇，培养硕士研究生2名。

成果登记号：1562012Y0001

起 止 年 限 ：1989年10月-2011年9月

项 目 类 别 ：云南省科技厅攻关项目、国家农业部食用豆产业体系

完 成 单 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宜良县农业局

完 成 人 员：包世英 王丽萍 吕梅媛 何玉华 杨峰 孙永海 和一花 唐永生 杨和团 陈清华 李聪焕

 
甘蔗种苗温水脱毒处理设备和技术的研究示范

（获云南省技术发明二等奖）

成果针对世界性种传甘蔗病害宿根矮化病（RSD）危害和防控，为解决甘蔗种苗脱毒问题，研究实用高效的甘蔗种苗脱毒技术体系，历经10年努力，从甘蔗种苗温水脱毒处理设备研制和技术的研究、生产流程、技术规范、推广应用

等层面对温水脱毒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和示范，总结形成了成熟的甘蔗温水脱毒种苗生产技术、方法和脱毒种苗快繁技术体系，制定了标准化技术规程。建成我国第一家研发型甘蔗种苗温水脱毒处理车间，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专

利5项。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技术发明:

1、在国内首次研制出甘蔗种苗温水脱毒处理的方法及设备，2009年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在云南、广西建成温水脱毒处理车间15间，年生产脱毒种苗规模达万吨以上，实现了甘蔗温水脱毒种苗工厂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

2、在国内首次建立了种传病害宿根矮化病（RSD）病菌Leifsonia xyli subsp.xyli (Lxx)的EM、I-ELISA、TBIA、PCR等检测方法和技术体系；明确了宿根矮化病菌的致病性、分布区域、传播途径和危害情况，为该病有效诊断与

防控、脱毒种苗生产与推广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关键技术支撑。

3、研究形成了甘蔗温水脱毒种苗生产技术，制定颁布了云南省地方标准《甘蔗温水脱毒种苗生产技术规程》(DB53/T 370－2012)，为我国甘蔗脱毒种苗产业化开发和推广应用，开辟了技术新途径。

4、建立了甘蔗温水脱毒种苗生产、繁殖和示范应用体系，形成了甘蔗温水脱毒种苗配套高效综合栽培技术，技术熟化，为产业化应用甘蔗温水脱毒种苗提供全程技术支撑。

5、2009-2011年，研究成果已在云南、广西蔗区累计推广24.8万亩，平均亩增产甘蔗0.8-1.32吨，共增产甘蔗23.6万吨，增产糖2.99万吨，新增产值3.2亿元，新增税收1000余万元。

6、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项，申请受理4项；制定颁布云南省地方标准1项；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15篇，出版专著3部。

成果在温水脱毒处理方法、设备和脱毒技术等方面具有重大技术发明，技术思路独特, 技术上有重大创新；成果实用性强，技术熟化程度高，显著推动了蔗糖产业技术进步，取得了重大经济社会效益，具有广阔推广应用前景。总体

技术水平居国内同类研究领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成果登记号： 1562012Y0003

起 止 年 限 ： 2003年1月1日——2012年4月8日

项 目 类 别 ： 农业部行业专项、科技部成果转化

完 成 单 位 ：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

云南省国防科工局研究设计院

完 成 人 员 ： 黄应昆，范源洪，赵卫明，李文凤，王晓燕，许渌清，罗志明

 

高产稳产玉米杂交种云瑞6号的选育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本项目利用我省独特的地理气候优势和丰富的种质资源，开展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玉米种质创新及杂种优势和遗传关系的系统研究，育成兼具温带和热带、亚热带种质优点的创新种质，极大地拓宽了我省玉米种质的遗传基础；发掘

了新的杂种优势群，在国内外首次构建了“Suwan1×Reid”杂种优势模式，并在理论上证明了利用热带种质改良温带种质数量性状的有效性和最适回交代数以及热导改良温带系的利用潜力，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篇

（其中SCI 1篇，国家一级学术刊物1篇），对指导我国玉米种质扩增与创新、强优势玉米新品种选育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项目创新种质、根据“Suwan1×Reid”杂种优势模式选育的玉米杂交种云瑞6号遗传基础广泛，表现出高产、稳产、优质、抗病和耐旱的诸多优点，大面积生产平均亩产比当地主栽品种增产40-60千克，品质达到国家饲用玉米

一级标准，抗茎腐病、大斑病、矮花叶病等多种玉米主要病害，耐旱性强，对解决我省缺乏适应山地的高产抗逆玉米杂交种具有重要意义。



云瑞6号2007年通过云南省品种审定，2011年入选云南省主导品种；按照“小面积高产攻关、百亩核心高产示范、大面积辐射带动”的成果转化模式和“企业+院所+基地+农户”的市场化运行机制，通过良种良法配套、区域示范、

技术培训、跟踪服务等措施，强力推进云瑞6号的产业化研究与开发，实现了推广模式的创新，打通了玉米科学研究、试验示范、技术推广与生产之间的通道，极大地促进了科技成果转。2009-2011年间云瑞6号在我省累计推广应用

510.8万亩，新增玉米24681.5万公斤，新增产值48366万元，对提高我省的玉米单产和总产、缓解我省玉米饲料紧缺、促进我省畜牧业、饲料加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和贫困山区农民的脱贫致富做出了积极贡献。

经云南省科技奖励办公室组织的同行专家鉴定，该成果创新性突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构建的“Suwan1 × Reid”杂种优势模式对我国西南玉米育种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成果转化

程度高，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成果登记号：1562012Y0004

起 止 年 限 ：1996.1-2010.12

项 目 类 别 ：科技进步类

完 成 单 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云南田瑞种业有限公司、弥勒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建水县种子管理站、会泽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曲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临沧市种子管理站

完 成 人 员 ： 番兴明、汪燕芬、陈威、陈洪梅、王增明、李志刚、杨加玉、段吉才、施泽柱

 

云南外销蔬菜可持续发展关键技术集成创新与应用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针对我省外销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云南省科技攻关计划“外销蔬菜可持续发展关键技术集成研究及产业化示范”等项目的支持下，对主要外销蔬菜品种和良种繁育、无公害生产全程质量控制、保鲜和贮运等产

业关键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和集成应用。取得的主要成果：

（1）培育和筛选出39个蔬菜优良品种（系）应用于生产。其中，自育品种（系）15个，通过专家田间鉴评4个，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4个；引进筛选出优良品种24个，其中通过专家田间鉴评10个。

（2）开展蔬菜良种繁育技术研究，建成蔬菜良种繁育基地2000亩，90%以上种子质量符合国际标准。

（3）通过无公害蔬菜栽培、肥料施用、病虫害综合治理和质量安全全程监测等技术的研究与示范，示范区氮肥使用量平均减少20.67%，磷肥使用量平均减少17.5%；农药使用量平均减少42.64%；通海县2011年蔬菜产品检测合格率

达99.38%，比2006年的87.07提高了12.31个百分点；元谋县2011年蔬菜产品检测合格率达99.96%，连续6年都保持在99%以上；经济效益提高了22.87%。

（4）完成6类蔬菜贮运保鲜试验，采用真空预冷和低温链贮运技术，延长了不同蔬菜保鲜期8-25天，降低贮运过程中的损耗约10%。该技术不添加任何保鲜剂和杀菌防腐剂，保证了产品的安全性。

（5）开展了蔬菜新品种、育苗、标准化栽培、病虫综合防治、废弃物无害化还田池等新技术的集成研究，制定了6种主要外销蔬菜的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操作规程。

（6）出版专著1部，发表研究论文41篇，其中核心期刊31篇。

（7）申请专利5项，获授权1项。

成果累计推广应用133.8万亩，新增经济效益3.75亿元；其中，2009年至2011年，推广应用面积95.8万亩，新增效益2.46亿元。该成果极大的提高了云南外销蔬菜生产的经济效益，增加了产品的安全性，为我省蔬菜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技术支撑。经同行专家鉴定，成果创新性明显，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技术水平总体达到国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

成果登记号：1562012Y0012

起 止 年 限 ：2006年6 月—2011年12月

项 目 类 别 ：“十一五”云南省科技攻关计划“外销蔬菜可持续发展关键技术集成研究及产业化示范”项目（2006NG01）、农业部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蔬菜优势产区规范化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Nyhyzx07-007）

中的“西南生态区蔬菜规范化生产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子专项、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昆明综合试验站（nycytx-35-syz37）

完 成 单 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云南思农蔬菜种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晨农绿色产品有限公司、

通海县经济作物工作站

元谋县农业局经济作物工作站

砚山县蔬菜研究所

完 成 人 员 ： 钟利 梁明泰 尚慧 刘跃明 龙洪进 龚亚菊 李石开 张丽琴 李家瑞

 

甘蔗糖业循环经济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获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成果针对世界性种传甘蔗病害（宿根矮化病RSD等）危害和防控，为解决甘蔗种苗脱毒问题，研究实用高效的甘蔗种苗脱毒技术体系，历经10年努力，从甘蔗种苗温水脱毒处理设备研制和技术的研究、生产流程、技术规范、推广应

用等层面对温水脱毒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和示范，总结形成了成熟的甘蔗温水脱毒种苗生产技术、方法和脱毒种苗快繁技术体系，制定了标准化技术规程。建成我国第一家研发型甘蔗种苗温水脱毒处理车间，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

专利5项。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技术发明:

1、在国内首次研制出甘蔗种苗温水脱毒处理的方法及设备，2009年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在云南、广西建成温水脱毒处理车间15间，年生产脱毒种苗规模达万吨以上，实现了甘蔗温水脱毒种苗工厂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

2、在国内首次建立了种传病害宿根矮化病（RSD）EM、I-ELISA、TBIA、PCR等检测方法和技术体系，申请了相关国家发明专利；通过田间调查与室内病原检测综合研究，明确了宿根矮化病菌的致病性、分布区域、传播途径和发病

情况，为该病有效诊断与防控、脱毒种苗生产与推广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关键技术支撑。

3、研究形成了甘蔗温水脱毒种苗生产技术，制定了云南省地方标准《甘蔗温水脱毒种苗生产技术规程》(DB53/T 370－2012)，为我国甘蔗脱毒种苗产业化开发和推广应用，开辟了技术新途径。

4、探索了县域条件下甘蔗脱毒种苗生产车间及繁育基地布局与建设经济模式。

5、建立了甘蔗温水脱毒种苗生产、繁殖和示范应用体系，形成了甘蔗温水脱毒种苗配套高效综合栽培技术，技术熟化，为产业化应用甘蔗温水脱毒种苗提供全程技术支撑。

6、2009-2011年，研究成果已在云南、广西蔗区累计推广24.8万亩，平均亩增产甘蔗0.8-1.32吨，共增产甘蔗23.6万吨，增产糖2.99万吨，新增产值3.2亿元，新增税收1000余万元。

7、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15篇，出版专著3部，制定了云南省地方标准1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5项，其中获授权1项。

成果在温水脱毒处理方法、设备和脱毒技术等方面具有重大技术发明，技术思路独特, 技术上有重大创新；成果实用性强，技术熟化程度高，显著推动了蔗糖产业的技术进步，取得了重大经济社会效益，具有广阔推广应用前景。总

体技术水平居国内同类研究领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成果登记号：1562012Y002

起 止 年 限 ：2008年-2011年

项 目 类 别 ：云南省科技创新强省计划

完 成 单 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云南省轻工业科学研究院、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云南永德糖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英茂糖业有限公司

完 成 人 员 ： 张跃彬、高正卿、黄必志、李世平、耿怀建、郭家文、陈  勇、段进军、张之康、杨国荣、唐石荣

 

云南干热河谷优良牧草筛选、栽培和利用技术集成与示范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本项目组开展了如下研究并取得国内领先的理论和潜在应用成果：

1.优良牧草收集、引进和筛选

项目针对干热河谷高温干旱，年降雨614毫米，蒸发量为降雨量的4-6倍。结合区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畜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需要，引进牧草资源278份，收集野生草资源118份，建立适合干热河谷优良牧草评价指标体系（生育

期、草产量、鲜干比、茎叶比、抗旱性、耐热性、抗寒性、越夏率、抗病性、抗病性、适口性、粗蛋白），通过对牧草生态适应性和营养价值和功能研究和评价，筛选出适应本区种植、耐热抗旱、高产的优良牧草35份品种系（具体优良

牧草：热研2号柱花草、新银合欢、木豆、猎人河紫花苜蓿、热研8号坚尼草、热研4号王草、热研15号刚果臂形草、红象草、百喜草、黑麦草、苣菊、补骨脂、链荚豆等）。

2.优良牧草栽培和利用技术集成

项目结合干热河谷自然环境特征通过研究优化集成8个优良牧草高产栽培技术；总结集成优良牧草在区域生态养殖（种草养羊、种草养兔、种草羊鹅、种草养鱼）和生态治理4个利用模式和技术规范及草颗粒加工利用技术1套。

3.建立不同利用功能试验示范区

项目在干热河谷典型区元谋、保山等地建立草资源保存区60亩、优良牧草高产栽培和生态养殖试验示范1069.5亩、植被恢复和林（果）草间种示范基地600亩。项目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成果应用自2004年以来辐射推广面积17.785万

亩，新增产值1177.77万元，其中：2009年至2011年辐射推广1.185万亩，新增产值679.77万元，试验示范区植被覆盖率达80%以上，水土流失治理减少20%-50%，农户增收15%-30.0%。

4.知识产权的获得与保护

项目获技术发明专利权2项，申请技术发明专利3项；发表论文5篇，出版学术专著"干热河谷草和灌木资源引种及综合利用研究"1部；获楚雄州科技进步奖2项。

成果登记号：1 5 6 2 0 1 2 Y 0 0 0 5

起 止 年 限 ：2 0 0 3 - 0 7 - 0 1至2010-12 - 3 1

项 目 类 别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云南农业科学院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科技计划

完 成 单 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

完 成 人 员 ： 龙会英  朱红业  张德  吕玉兰  史亮涛  张明忠  金杰  白昌军

刘建平  沙毓沧  纪中华

 

油菜育种生物技术创新与应用

（获云南省技术发明三等奖）

本项目针对生物技术在油菜育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自1998年开始，通过国际合作，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对油菜育种核心生物技术（小孢子培养技术、基因转化技术）进行了创新。

首次明确了国内油菜小孢子培养产胚率不稳定、产胚率低的主要原因，首创了利用自然条件下分期播种、寻找低温期并结合低温保存的方法，解决了供体植株低温生长需求问题，显著提高了不同基因型供体平均产胚率；首次认识到

国内外油菜小孢子胚再生率低的主要原因，创建了小孢子胚成熟培养、直播成苗方法。核心技术已于2007年申请国家发明专利，该技术体系于2008年通过了由华中农业大学傅廷栋院士、中国农科院油料所所长王汉中研究员等组成的专家



组的现场鉴评，整体技术达到国内同类技术领先水平，小孢子胚直播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

首次在国内外建立了甘蓝型油菜无选择标记基因转化技术体系。该技术通过改进外植体制备、抑制农杆菌诱导的受侵染细胞死亡、提高受体细胞侵染频率、改良转化细胞增殖及再生，显著提高了转化效率，彻底根除了转基因油菜因

选择标记基因对食品、环境产生的潜在危害。该技术于2003年申请、2011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上述两项自主创新的油菜育种生物技术，已应用到国内主要油菜育种单位，推动了国内油菜育种生物技术的进步，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成果登记号：1562012Y0010

起 止 年 限 ：2001-2011

项 目 类 别 ：云南省科技攻关项目

完 成 单 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完 成 人 员 ： 王敬乔  李根泽  陈苇  张国建  李劲峰

 

云南农业土著知识保护利用技术体系的创立及其应用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项目历时12年，是在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现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针对农作物新品种普及并大规模地替代农家品种，化肥及农药的大量施用或滥用，致使全球农业土著知识面临被遗忘，生态环

境脆弱化，以及资源不可持续发展等困境。项目组结合云南省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多样的民族文化优势，开展农业土著知识（传统知识）收集保存和利用方法技术体系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土著知识与农业生物多样性》由科

学出版社出版，17篇相关研究论文由《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并在实践中高度重视成果应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果具有以下显著特点和创新性：

1．利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机结合，以知识创新为主，创立了包含农业土著知识研究方法、土著知识收集记录方法、土著知识多介质双轨制保存技术方法，首创传播并扩大土著知识影响、体现尊重农民创造、保护农民权益、激发

成立了当地对农业土著知识保护积极性的村寨农民专业性协会，组织以农民为讲授者的参与性培训班，以土著知识杂志进行土著知识传播利用方法等的土著知识保护利用技术体系。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2．结合云南实际，提出的“在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中应该更加重视并充分利用农业土著知识，利用土著知识来丰富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等建议，在云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制定相应政策过程中得到

了采纳和应用，体现在云南省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等文件中。开展的农业土著知识研究，促进了地参、索理玛酒等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应用价值。

3．结合种质资源学科，所提出的“在种质资源收集时必须高度重视并记录相应的土著知识的理念”，以及研制的农业土著知识保存利用技术体系，促成国家科技部重大基础性专项“云南及周边地区农业生物资源调查”、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土著知识对云南疣粒野生稻（Oryza meyeriana）原位保护利用的影响研究”的立项，也为国家农业部“云南野生稻种质资源原位保护区建设”启动实施提供了基础，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拓展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4．项目所创立的农业土著知识保存利用技术体系，在国际上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培养了一支国际型科技创新团队，5人晋升研究员，多人晋升职称，为农业土著知识的保护利用及其农业生物资源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研究达到了国内

领先水平，在国际上产生积极影响。

成果登记号：1562012Y0015

起止年限：1997年11月-2008年2月

项目类别：国际合作项目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完成单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意大利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北京办事处
完成人员：戴陆园  游承俐  伍少云  张宗文  徐福荣  阿新祥  肖  卿 

金建昌  汤翠凤  余腾琼  陈  瑶

 

云南啤酒大麦新品种选育及生产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该成果以国内外啤麦与云南生态优势结合实现2年育成啤麦新品种的高效育种重大突破。既攻克了中国啤麦产业波动巨大的技术难题和云南大麦面积居中国第一而缺乏啤麦新品种权问题，又建立了优质啤麦良繁基地及其优质啤麦生产

基地，满足中国啤酒工业原料的需求和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啤麦育种生产、啤酒麦芽工业和畜牧业的快速发展。获品种权和鉴定品种6个,制定了技术规程4项，发表论文13篇;2006-2011年在云南和四川等地累计推广547.1万亩，总产

14.22亿千克,增产2.61亿千克，增值4.83亿元。

    该成果总体上居于国内领先水平。育成获3个品种鉴定证书和1个审定证书基础上，2007-2011年按啤麦的产业发展综合研究利用等技术集成，以国家优一级标准的澳选3号、S500（仅用于产业开发）、澳选2号、盐麦2号、港啤1号、

云啤3号、云啤4号、云啤5号和云啤6号共9个啤麦品种为主累计推广547.1万亩，总产14.22亿千克；其中2009-2011年共推广373.6万亩, 总产9.19亿千克,共增产1.67亿千克和增值3.09亿元，三年新增170.59万亩。2011年以云南为主

四川为辅建立140.3万亩优质啤麦生产基地；云南啤麦和大麦分别占中国啤麦和大麦面积的22.5%和18.0%，使云南升级为中国最大的大麦生产基地，从而被国务院列为《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啤酒大麦优势产区3个省之一。另外，

从6个国家引种1000余份啤麦资源在云南鉴定筛选出152份啤麦亲本；一些种质成为10个省大麦育种骨干亲本。

    项目创新点：1）首次用云南独特的生态条件,创新育种方法, 将大麦育种周期由6年以上缩短为2年, 培育出5个大麦新品种, 其中3个获新品种保护权约占中国同期授权大麦品种的17.6%；构建了适宜海拔、播种和收获的大麦夏繁基

地, 协助5个省大麦夏繁1.2万份, 加速了中国大麦育种进程。2）制定了云啤3号、云啤4号、云啤5号和富铁型云啤6号共4个优质高效配套栽培技术规程；首次将云南大麦按季节分5个种植类型依次为冬大麦(80%)>早大麦(16%)>春大麦

(3.5%)>秋大麦(0.49%)>夏繁大麦(0.01%)，提出发展早大麦是抵御云南大麦冬春旱灾有效的生产技术。3）首次系统阐述云南大麦生产在烟草、啤酒、饲料和功能食品四大产业的协调发展，提出云南大麦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思路和对

策。这些研究成果使2012年云南啤麦和大麦种植面积分别为2006年的2.0倍和1.5倍；促进了居世界第一的中国啤酒工业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

成果登记号：1562012Y0007

起 止 年 限 ：2006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14日

项 目 类 别 ： 应用技术

完 成 单 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云南省弥渡县种子管理站

大理白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曲靖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保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楚雄彝族自治州种子管理站

完 成 人 员 : 曾亚文  普晓英  张京  李国强  潘超  唐永生  刘猛道  杜娟 

           杨树明 冯宗云  杨涛

 

优质粳稻新品种云粳12号、云粳15号选育及应用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该项目针对云南高原粳稻区尤其是温凉粳稻区的气候特点和生产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选用优质高产耐寒抗病品种云粳4号分别与来源于日本的粳稻优质软米中间亲本研系2057/合系30号和研系2057/合系24号进行配

组，经4年6代系统选育，成功的选育出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云粳12号和云粳15号两个优质高产粳稻新品种。2005年双双通过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这两个品种的育成有效解决了云南高原粳稻区长期存

在的水稻品种高产而不优质或优质而不高产的技术难题。研究结果达到国内高原粳稻同类研究先进水平。

云粳12号和云粳15号均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产量高，在中北部粳稻区域试验中，云粳12号和云粳15号分别比对照品种银光增产2.7%和7.69%，居参试11个品系的第5位和第1位，在生产上均比对照增产，平均亩产分

别为656.0千克和664.1千克，最高亩产达945.6千克；二是品质好，经农业部稻米品质测试中心分析，云粳12号和云粳15号主要稻米品质指标达农业部《优质食用稻米》一级标准，特别是稻米外观品质和适口性好，是目

前我国高原粳稻中公认的大面积推广的自育优质高产品种，由于稻米外观品质和食味品质优异，受到广大稻农和消费者的青睐，在市场上每千克大米售价比常规大米高0.3-0.7元。三是适应性广，适宜我省海拔1600m-

2000m稻区及周边省份类似稻区种植。四是落粒性适中，既适合于机械化收割也便于人工收割。五是抗倒伏性强：云粳12号和云粳15号株高适中，茎秆弹性好，抗倒伏。2011年，云粳15号被评为云南省主导品种（全省仅

有5个主导品种）。

2009-2011年间，云粳12号和15号在全省粳稻区累计示范推广185.12万亩，其中云粳12号示范推广90.03万亩，平均亩增20.6千克，新增稻谷1850.88万千克，新增产值达4794.41万元；云粳15号示范推广95.09万亩，

平均亩增16.7千克，新增稻谷1588.56万千克，新增产值达4130.01万元。两个新品种合计增产稻谷3439.44万千克，新增产值8924.42万元。云粳12号和云粳15号稻瘟病抗性分别为较强和强，可减少农药的施用，每亩节支

农药成本8.58元，合计节支1587.87万元。

成果登记号：1562012Y0008

起 止 年 限 ：1999年1月-2011年12月

项 目 类 别 ： “九五”云南省发改委重点项目、“十五”“十一五”省科技  攻关项目

完 成 单 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保山市隆阳区农业技术推广所 

曲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麒麟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大理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昆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完 成 人 员 ： 赵国珍  世 荣  戈芹英  朱振华  蒋 聪  苏振喜  唐玉芳

 

优质强筋抗病小麦新品种“云麦57”选育及应用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长期以来云南省小麦生产存在着生产水平落后、产量低、病害重、品质差等急需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一实际，结合云南生态优势，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课题组通过利用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的优质、抗病亲

本材料，采用杂交育种以及穿梭育种的方法，经多年努力育成了小麦新品种“云麦57”，于2008年通过省级品种审定。该品种表现为优质强筋，株型紧凑，分蘖力强，叶片深绿，植株整齐，株高适中，茎秆坚实，耐肥抗倒，丰产性

好，适应性广，高抗条锈病。其主要科技创新如下：

1. 优质强筋。经农业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测试：面团稳定时间26.7分钟，超过国家优质强筋小麦的标准（7分钟）；烘烤试验：面包体积712.5，面包评分79.0，达到烘烤面包标准；“云麦57”的高

低分子量亚基为1、7+8、5+10、Glu-A3d、Glu-B3d，皆为优质强筋小麦的优良亚基，适于加工面包。

2．抗病性强。（1）利用条中31号、条中32号、水源类群～14和Hybrid46类群～8等小麦条锈病生理小种混合菌系进行苗期和成株期抗条锈性鉴定，“云麦57”苗期表现免疫，成株期表现高抗。（2）根据云南省田麦良种区域

试验的田间观测结果，“云麦57”高抗秆锈病，中抗条锈病、叶锈病和白粉病。

3. 适应性广。通过穿梭育种方法选育的“云麦57”，从海拔960米的德宏到海拔2400米的丽江都能适应，并且在缅甸也能很好地适应，得到大面积推广利用。2009年被云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确定为我省田麦区域试验的对照品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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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效益显著。自2007年以来在省内及国外（缅甸）累计推广135.08万亩（其中2009年度推广面积29.27万亩、2010年度推广面积37.34万亩、2011年度推广面积51.46万亩），新增产粮食5739.31多万千克，新增产值1.7亿多

元，创造了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综上所述，云麦57具有优质强筋、抗病、适应性广等特点，品种选育创新性强，应用面积大、效益显著，总体研究达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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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陆稻新品种与玉米间作技术研究与示范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本项目组开展了如下研究并取得国内先进的理论和实际应用成果：

1、该项目在农业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 以4个通过云南省审定的陆稻新品种（陆引46、云陆52、云陆101、思陆选6号）为基础，通过陆稻新品种、玉米品种的搭配研究，提出选用生育期短、株型紧凑、穗位高度与陆稻株高相适

的玉米品种与陆稻间作。从品种搭配、间作方式等方面进行研究，得出陆稻玉米间作行比14：2为最佳，相应的土地当量比值为1.37，作物相对竞争价值为1.53。

2、研究提出适时的“三干”播种（干种子、干土壤、干肥料）方式，可以有效提高陆稻出苗率，提早陆稻成熟期以避开干旱和低温的影响；适时施用除草剂，可以起到较好的杂草防效。

3、综合形成的规范化陆稻新品种与玉米间作技术，2009-2011年在文山、普洱、西双版纳、红河等州、市及境外缅甸、老挝“金三角”罂粟替代种植区累计示范推广89.5万亩，2011年推广面积达42.2万亩，占全省陆稻面积的50%

以上，三年累计增产粮食6952.8万千克，新增产值1.34亿元，年均新增产值4469.1万元。

4、在核心期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9篇，其中SCI收录2篇，近三年以来培训相关科技人员和农民6870人次。

该成果在陆稻与玉米间作技术上有创新，社会经济效益显著，总体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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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两系杂交稻安全高效制种技术研究与应用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利用云南丰富多样的气候环境资源，在低纬高原低海拔条件下综合运用当地环境气象因子进行两系杂交稻制种技术创新。

1、对云南省生产上应用的主要两用核不育系在不同生态条件下的育性转换规律、亲本生育特性模型的系统研究，有效地解决了云南两系杂交稻的高产高效安全制种基地如何选择的问题，并建立起了标准化、规范化的高产高效安全

制种技术体系。研究结果撰写硕士论文2篇，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9篇；

2、首次在高原低纬度梯田建立了大面积稳定的制种基地，单位面积产量逐年提高。把建立的两系杂交稻标准化、规范化的高产高效安全制种技术体系应用于种子生产，使千亩连片制种平均亩产量超过300千克，验收最高亩产量达

423.7千克，创造了大面积两系制种生产全国高产纪录；

3、云南两系杂交稻安全高效制种技术研发对两系杂交水稻新组合在云南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推广应用起到了促进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到2011年累计制种82588亩，生产种子1831.8万千克，总产值1.97亿元；生产

应用1014万亩，增产稻谷8.1亿千克，新增产值16.3亿元；制种农户增加纯收入6614.9万元。其中，2009-2011年，累计制种14160亩，生产种子363万千克，产值3924万元；累计推广种植两系杂交稻201.9万亩，增产稻谷1.61亿千

克，新增销售收入3.23亿元，制种农户新增纯收入1658.5万元。两系杂交稻高产制种技术研究与应用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发挥了积极作用。

“云南两系杂交稻安全高效制种技术研究与应用” 解决了两系杂交稻制种产量低、纯度不保障、基地不稳定和技术不完善等难题，对促进两系杂交水稻新组合的推广应用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高原低

纬度梯田两系杂交稻制种技术研究与应用达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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