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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科学基金》专栏10月13日刊登了一篇报道，探讨在社会需求不断增加，而耕地面积不

可能再增加的情况下，“谁拖了粮食产量后腿”的问题。文中介绍了张福锁等专家的观点：“好的品种

在较差的地里也得不到理想的产量”，现实中，育种专家培育出的优良品种到农民田里平均产量连一半

都达不到，认为加强土壤管理十分重要，如果土壤质量继续退化，我们很难达到粮食增产目标，因而提

出当务之急是提高土壤质量，强调土壤质量的培育是提高土壤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是下一步解决粮食

产量的核心问题。我认为，除“核心”二字须作推敲或说明外，上述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确实，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做到大面积均衡增产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根本之路，但实现这一目标

的技术途径应当是综合的。除土壤改良外，土地改造、合理灌溉、气候调节，以及遗传改良、生理调

控、作物互补(Crop complementarity)等都不可缺少。概括而言，可以总结为两条途径：一是改造环境

（包括区域环境和土地、土壤条件）使之适应于作物的需要；二是改造植物本身以适应变动中的外部环

境。目前为止，据专家估计，在实际生产中前者作用的总和大于后者，在未来，后者作用所占的份额将

提升。两者之间紧密联系，互为基础，同等重要，实践中不可截然分开。 

 

通过遗传改良培育出优良新品种是改造作物以适应环境的一个核心目标。何谓“优良”品种？问题

正出在这里！大家熟知的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绿色革命曾使稻麦产量大幅度增加。这次革命是以培育

高产品种、满足高水肥需求为特征的，是通过改变株型（由高秆向半矮秆转化）、增加叶面积指数、提

高了群体光能利用率而实现的。由于提高大范围平均单产的任务更为迫切，加之高水肥和高农药使用量

所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当前这一生产模式的主导地位开始受到质疑。 

 

酝酿中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将会怎样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国的作物育种方向长期以高产（含抗病

虫）为主，近期开始重视优质问题。这总体上符合我国国情，但面向未来，为达到均衡增产，实现长期

粮食增产目标，现在起，应同时重视确立抗逆境（指非生物逆境，如旱、盐碱、酸化、冷冻等）和高资

源利用效率（主要指水分、养分），即广适应的育种目标，并将之放在与高产、优质同等重要的位置。

不能说过去没有抗逆境品种的出现，也做过一定的研究工作，但很少作为一个独立的育种目标进行系统

的定向研究。据此，作物育种研究方向须作适当调整。 

 

以抗旱节水育种为例。从全球范围看，旱灾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损失相当于其他各种自然灾害损失之

总和。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紧缺，农业缺水局面已不可扭转，培育抗旱与高水分利用效率（节水）品种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进一步节水增产的潜力所在。由于作物抗旱性不但是多基因控制

的，而且是通过多个途径实现的，因此要达到这一目标较其他抗性育种难度更大。国内外一般从两个方

面开展工作，一是通过常规育种，二是通过转基因育种。因后者属前沿研究领域，有望在产量与抗旱性

的结合上取得新的突破，故是当前分子遗传学和植物转基因工程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也是科技管理部门

乐于支持的一个热点。据报道，已有数百个干旱响应基因被鉴定出来，并获得一些抗旱转基因植株，但

至今似乎尚未获得商业用品种。关于前者，据2005年在罗马召开的第二届全球抗旱大会以及2008年4月

《科学》杂志的介绍，玉米、水稻、小麦等作物的抗旱性通过常规育种途径获得了改良，“在有限水分

条件下生长良好的品种已出现在世界许多地方”。在国内，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也利用常规技术培育

出若干小麦抗旱节水新品种，并已用于推广。 

 

为了提高单产，实现年内、年际间的均衡增产，抗逆、广适应的作物育种方向应受到重视，建议作

为农业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科技目标加以倡导与支持。不言而喻，从全局看，首先应给予支持的是作物抗

旱节水育种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在这方面，近年来国际上相关的研究很多。国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973”在内也设立了若干重大项目，并投入了较多资金，但多偏重于分子水平上的研究。如上所

述，由于作物抗旱特性本身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加之当前抗旱转基因研究又多限于机理上尚不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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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耐旱性范围；高水分利用效率性状虽与产量联系紧密，但却十分综合（在生产应用中非单一的光合与

蒸腾之比所能决定），因而在加强分子抗旱育种研究的同时，也应十分重视常规抗旱节水育种研究，特

别是要大力支持两者结合的研究。在科技立项、人才培养和资金支持上注意保持平衡。惟有如此，才能

取得更好的效果。作者与石元春先生等曾于2005年倡导举办过267次香山科学会议，会议主题为“生物

节水技术及发展前景”，目的在于推动在不增加灌溉用水的条件下，如何通过挖掘作物自身的抗旱节水

潜力增加粮食产量的研究，并围绕这一科学目标促进多学科之间的协作，特别是常规技术与生物技术的

结合，以更好地服务于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和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非育种学家，所谈意见供专业人士批评指正。 

 

(作者系中科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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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大张福锁专访：谁拖了粮食产量的后腿 

 

问粮系列之六：传统中国的粮食安全 一个高水平的陷阱 

 

科学时报问粮系列报道之五：全球粮价上涨只是开始 

 

科学时报问粮系列报道之四：叩问中国粮食安全的生命线 

 

科学时报问粮系列报道之三：我们能为粮食安全做哪些工作 

 

科学时报“问粮”系列报道之二：中国有代价的粮食安全 

 

科学时报“问粮”系列报道之一：粮价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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