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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属于我的团队和学校。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去实现基本不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的绿色

超级稻战略构想，使之造福于民。”近日，湖北省2008年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武昌隆重举行。在热烈的

掌声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教授从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手中

接过“2008年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100万奖金牌匾和荣誉证书，并应邀发表获奖感言。 

 

“世界农业领域正孕育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在这场被称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新科技革命中，转基

因农作物的研发和推广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张启发表示，此前中央提出要“加快推进转基因生物

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尽快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高产、优质、高效的转基因新品种，并促进产

业化”，不仅给他和他的团队注入了强大的信心，同时也指明了方向。 

 

剑指农业难题 

 

张启发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我国的水稻育种实现了两次重要突破：第一次是上个世纪60年代

矮化育种的成功，把水稻产量提高了20%～30%；第二次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水稻

产量在矮秆良种的基础上又增长20%左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水稻育种界又提出以利用水稻亚

种间杂种优势为主的超级稻计划。 

 

“通过近10年的努力，该计划已取得较大成功，但要使超级稻的产量潜力在大面积生产中得以实

现，除要求高产、优质外，还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张启发告诉记者。 

 

一是增加品种的抗病虫性，减少农药的施用量。高产栽培中的病虫危害逐年加重，喷施大量农药既

加重农民的负担，使农民增产不增收，又严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还造成食物中的农药残

留，危害人类健康。 

 

二是培育肥料高效利用的品种，在保持高产、稳产的同时降低肥料用量。我国很多地区稻田的施肥

量已经超过了土地的承受能力，大量施肥除加重农民负担外，土壤退化、江河湖海的富营养化正成为农

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三是培育耐旱品种，降低水稻用水。我国农业耗水约占全国总耗水量的70%，而水稻的用水约占整

个农业耗水的70%。我国西北地区长期缺水、华北地区旱灾频繁，由于雨量分布在季节上不平衡，旱灾

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稻区的发生频率近年也有很大提高。倾注十年心血 

 

1999年，在浙江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中科院院士李振声提出“要为第二次绿色革命准备

基因资源”。“这迫使大家冷静下来，认真地思考。”张启发说，最后大家讨论的结果就是10个字：

“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各类作物育种品种的方向和目标应该用这10个字来权衡。 

 

2001年，由张启发建议，农业部“948计划”确定“参与全球水稻分子育种计划”研究作为重大项

目立项。同年，中国科学家成功完成世界上第一张籼稻全基因组物理图谱。随后，国内水稻科研协作平

台建立并开始运作。 

 

经过不断努力，张启发和他的团队成功克隆出大量新基因。“新品种最后到底叫什么名字，颇费一

番思量。”张启发对记者笑谈道。曾有同行建议叫“金色水稻”，但张启发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在他

看来：“绿色可以给人最好的联想，比如环保、希望……” 

 

绿色超级稻：张启发院士的十年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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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张启发在第46期东方科技论坛上发表文章，提出了“绿色水稻”的概念，成为这个广

受关注的水稻品种的第一个“曾用名”。在这个论坛上，他指出：“绿色水稻的培育将有效地缓解经济

快速发展、人口增加对资源的需求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尖锐矛盾。” 

 

2005年，《分子植物育种》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分别是张启发撰写的《绿色超级稻培育的设

想》，中国农科院、IRRI（国际水稻研究所）的黎志康所写的《我国水稻分子育种计划的策略》，上海

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罗利军撰写的《水稻等基因导入系构建与分子技术育种》。三位科学家分别从不

同层面和角度思考了同一个问题，即“水稻育种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由此，“绿色水稻”正式更名

为“绿色超级稻”。 

 

2008年12月23日，湖北省绿色超级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华中农业大学挂牌成立，为“绿色超级

稻”战略构想的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构想三步跨越 

 

在谈到如何实施“绿色超级稻”战略构想时，张启发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当年美国微软的

电脑操作系统一样，需要一代一代升级，要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他认为，根据现有的研究

基础，大致可分三个阶段来实现这一构想。 

 

第一阶段实现基本不打农药。“国内外多年的研究积累了一大批可资利用的抗稻飞虱、稻瘟等重要

病虫害的稻种资源；鉴定、定位和分离了多个抗病基因；通过转基因和基因集合，培育出带有多种抗性

基因组合的水稻新材料和新品系。”张启发表示，水稻抗病虫的基因资源和品种基础已经基本具备，只

要应用得当，这些材料的大面积推广有可能实现水稻生产基本不打农药的目标。 

 

第二阶段实现大量少施化肥。在张启发看来，目前我国在营养高效基因的研究方面有了较好的基

础，已分离到能显著提高氮磷利用效率的基因，并已培育出转基因株系，还筛选出一批营养高效吸收利

用的种质资源；并通过遗传分析的方法，鉴定了一些氮、磷高效基因。通过转基因技术和分子标记辅助

选择相结合，可望在8至10年内培育出氮磷高效的新品种。 

 

第三阶段实现抗旱节水。“陆稻是水稻抗旱性改良的首选资源。”张启发表示，近年的研究已鉴定

出多份抗旱性强且农艺性状优良的陆稻品种，可直接作为亲本用于水稻抗旱育种。目前，研究人员用这

些亲本制作的作图群体已鉴定分析了大量抗旱性状的高效基因，可用于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而通过转

基因技术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相结合，可望在10年内培育出抗旱性明显增强的水稻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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