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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之优

邵阳与非洲，相隔万

里。一粒种子若想跨越这

山海阻隔，不仅需要突破

自然法则的重重限制，更

要攻克现代农业技术与土

地适应性的复杂难题。

如今，邵阳“雪龙三

号”西瓜种子伴随资江之

风，漂洋过海，在西瓜的原

产地非洲落地生根，结出

中非农业合作的新硕果。

5月13日，记者走进

湖南雪峰种业有限责任公

司，该公司创始人、首席育

种专家孙小武向我们娓娓

道来西瓜种子跨越千年、

跋涉万里的“归乡”之路。

带着科研人员的期待，“雪龙三号”西瓜

种子远渡重洋抵达肯尼亚。但面对肯尼亚的

阳光，种子能否适应非洲红土地，所有人心里

都打着问号。

近 3 个月的等待后，好消息传来：“雪龙

三号”试种取得圆满成功！抗病性远超预期，

产量也十分可观。

2022 年，肯尼亚正式向雪峰种业下单 50

公斤“雪龙三号”种子。但是，肯尼亚海关要求

出口种子需通过 8 种病毒检测，远超国际常

规的 2 至 4 种标准。雪峰种业在全国海关实验

室中逐一问询，最终依托上海海关技术中心

和合肥海关动植物检疫实验室的先进设备与

技术，完成全部 8 种病毒检测，检测结果全部

合格。邵阳海关据此出具《植物检疫证书》，第

一批“雪龙三号”种子正式出口。

如今，肯尼亚的订单量不断增加，今年 3

月更是创下 500 公斤种子的订单纪录。这些

种子可种植 486.67 公顷土地，预计总产量接

近 30000 吨。

“看到非洲农民因为我们的种子丰收，脸

上露出笑容，我觉得一切都值了。”孙小武说，

未来，雪峰种业将深耕非洲，在尼日利亚、肯

尼亚等地组建团队，打造集科研攻关、种苗繁

育、技术培训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基地，让

“中国种”在非洲红土地上扎根，助力当地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续写中非农业合作新篇。

漂洋过海：
“中国种”在非洲结出硕果

在邵阳几代育种专家的不懈

努力下，邵阳西瓜种子实现了从有

籽到无籽、从本土走向港澳的跨

越。1972 年，第一代无籽西瓜品种

“无籽黑”问世；1974 年，“雪峰无籽

304”问世，彼时邵阳西瓜种子出口

量占全国的 80%；1988 年，孙小武团

队选育的“雪峰花皮无籽 352-K2”

凭借无籽、高糖、肉质细腻的优势

备受市场青睐。

然而，当目光投向非洲，这些

成果却面临新挑战——非洲的气

候条件虽利于西瓜连作，但农业机

械化程度低，种植管理粗放，且连

续轮作导致土地病菌滋生，普通种

子难以适应。

“非洲需要的不是照搬中国的品

种，而是要因地制宜，培育出抗病、易

种、高产的种子。”孙小武坚定地说。

2012 年，孙小武团队在国外引

进的种质资源中，发现了具有抗枯

萎病的材料。这一发现让团队兴奋

不已，但培育过程却困难重重。为

了观察种子在不同环境下的生长

情况，孙小武每年往返于邵阳和海

南之间，在两地不同的气候条件下

进行育种试验。

经过无数次的杂交、筛选、培

育，2013 年至 2014 年，“雪龙三号”

终于问世并顺利通过小区比较实

验。该品种不仅果实呈椭圆形，单果

重 12至 15公斤，果肉大红，肉质脆、

汁水多，风味极佳，而且具有很强的

抗枯萎病能力，适宜在非洲种植。

攻克难题：为非洲量身定制“中国种”

考古证据显示，早在 4000 年前

的古埃及，西瓜就已被人类驯化。其

野生种至今仍在南非卡拉哈里沙

漠、撒哈拉沙漠周边顽强生长，这些

果实虽味苦，却是当地旱季重要的

水源。

大约在隋唐时期，西瓜沿着古

丝绸之路开启东传之旅，经伊拉克

等国进入我国新疆地区，最终在南

宋时期传入中原。因其自西域传入，

故而得名“西瓜”。

传入中国后，西瓜在漫长岁月

里不断繁衍优化。清代，西瓜种植已

遍布全国。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起，邵阳

便踏上西瓜育种征程。1957 年，从

华中农学院毕业的陈为霖扎根邵

阳地区农科所，凭借对当地地理条

件的深入了解，率先开展西瓜育种

和无籽西瓜选育工作。仅用 5 年，

他就培育出具有实用经济价值的

三倍体少籽西瓜。在陈为霖的引领

下，邵阳逐渐形成一支专业的西瓜

育种专家队伍，他们常年奔波于田

间地头，甚至远赴海南开展秋冬季

制种实验。

千年溯源：
东传中原不断繁衍优化

5 月 20 日清晨，朝露未去，

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科创园

的科研育种基地内，南瓜科研创

新团队的科研人员已忙碌起来。

“30 年来，邵阳科研人员潜

心钻研南瓜育种，一路攻坚克难，

如今已走在全国前列。”市农科院

院长、南瓜科研创新团队负责人

罗华介绍，“凭借深厚的技术沉

淀，邵阳南瓜种子实现了‘飞得上

天、结得好果、育得优种’。”

历经 30 年的技术沉淀，如今的邵阳南瓜种子——

飞得上天 结得好果 育得优种
邵阳日报记者 刘 波

野外采集种子是一项极其漫

长、枯燥且充满危险的工作。

今年 5 月获评全国自强模范

吴勇是调查队的一员。今年 35 岁

的他，从 2019 年开始涉足玉竹、百

合、黄精等种质资源的收集、保

存、鉴定评价及利用工作。为了筛

选、繁育出更具生产效益的作物

新品种，自幼肢体残疾的他和团

队跑遍邵阳山区，收集种质资源。

“农业科技就是这样，得扎根

在田间地头，光在实验室搞不出

成果。”吴勇告诉记者，早出晚归、

跋山涉水，哪里偏远就去哪里，这

都是家常便饭的事。

在市农科院中药材种植专家

王兴辉的记忆中，有为了收集资源

徒步走上一整天的时光，也有被蚊

虫叮到皮肤溃烂的经历。虽然每次

出发采种之前，都力求做好万全的

准备，但危险总是不可预测。“最惊

险的一次，山路湿滑，车子行至一

山坡时不受控制地一直往后退，差

点跌落山崖，多亏一辆同行的车顶

住了这辆车，大家才逃过一劫。”

即 便 遭 遇 了 如 此 惊 险 的 时

刻，王兴辉和队友们还是完成了

那次采集工作。下山后，看着密封

袋里来之不易的种质材料，王兴

辉抹了把脸上的泥，笑着对大家

说：“这些资源能在种质库里好好

‘安家’，冒再大的风险都值了！我

们多保存一份资源，将来育种的

希望就多一分。”

让更多种质资源在邵阳“安家”
邵阳日报记者 易蓝 通讯员 张剑波 刘家

哪里有资源就去哪里

大棚内，科研人员在察看太空育种试验材料长势。

吴 勇

（中）对 玉

竹 种 植 户

进 行 技 术

指导。

邵阳“雪龙三号”西瓜种子反哺非洲助农兴

千年归乡路 万里结硕果
文/邵阳日报记者 李洪夜 绘图:唐红彬

5 月 11 日清晨，邵

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农

作物种质资源调查队驱

车来到新宁县金紫岭，

开始了新一轮的种质资

源收集工作。未散的雾

气像一层厚重的纱幕，

紧 紧 缠 绕 着 古 老 的 山

林。队员们背着沉重的

装备，在湿滑的山路上

小心翼翼地行走着，终

于找到了当地农户口中

的那片野生玉竹。

珍 稀 优 异 的 种 质

资 源 往 往 存 在 于 偏 僻

山区，在农户和外界交

流少的地方。为找到具

有 地 方 特 色 的 各 类 农

作 物 资 源 ，近 年 来 ，市

农 科 院 农 作 物 种 质 资

源调查队入深山、访农

户 、下 田 间 ，开 展 种 质

资源大普查，将时光封

存 在 一 份 又 一 份 种 子

中。通过大家的接续努

力 ，截 至 目 前 ，市 农 科

院共收集保存水稻、花

生、中药材等农作物种

质 资 源 2000 余 份 ，其

中，获农业部审核通过

的资源达 1268 份，种质

资 源 数 量 在 我 省 市 级

农科院中位居第一。

在 180 平方米的种质材料

中期低温保存库内，上千份种

质材料短暂地“休眠”于此。

种质材料中期低温保存库

就像一个“基因银行”。为防止

将来某一作物从地球上彻底消

失，科研人员会先将各地方品

种资源存储起来，经过特殊处

理后放到库内保存，待将来需

要时，再将其取出培育。

十年磨一剑，这句话用在

育种上极为形象。科研人员告

诉记者，要选育出高产优质、节

本增效、高抗广适的新品种是

一个漫长过程。“一个作物新品

种的培育短则十多年、长则二

十多年，工作量极大。”

多年来，吴勇和团队收集

了近 30 份玉竹种质资源，筛选

和繁育出十多个抗病性强、产

量高的玉竹品种，通过培训、产

学研合作等方式，成功推动了

近万亩玉竹基地的品种更新。

除 玉 竹 以 外 ，该 院 还 对

2021 年收集的 6 份本地糯稻资

源进行了连续两年的提纯复壮

和品比鉴定，通过“三年三圃”

设计，初步筛选出优质高产、性

状稳定优良株系 6份。

“农业每次质的飞跃，都是

种子变革主导。”市农科院相关

负责人表示，未来将加大种质

资源攻关力度，推动现代种业

与数字农业、智慧农业深度融

合，以种业现代化引领农业现

代化迈向新台阶。

让小种子发挥大效能

南瓜科研创新，不仅需

要长期的田间试验与数据分

析，还需借助前沿技术。

2021年11月底，南瓜科研

创新团队得知航天育种产业创

新联盟正在征集试验材料，将

搭乘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进行

太空育种试验。太空育种是利

用太空特殊环境对种子进行诱

变，返回地球后再培育。这为邵

阳南瓜育种提供了新路径。罗

华介绍，当时，团队全力争取邵

阳南瓜种子“飞天”。

经过专家评审和航天科

学家地面试验等严格筛选，

一份西洋南瓜种质资源材料

与一份高品质中国南瓜种质

资源从上千个邵阳南瓜种质

材料中脱颖而出。

2022 年 11 月 30 日，398

粒邵阳南瓜育种试验材料随

神舟十五号飞天，成为我市

首批空间搭载试验项目的育

种材料。

在太空“遨游”数月后，

邵阳南瓜育种试验材料返回

地面。2023 年 11 月 15 日，科

研人员从北京接回材料。完

成遗传性状鉴定、筛选等前

期工作后，2024 年 4 月 7 日，

进行播种。此后，科研人员每

天清晨 5 时就到试验基地观

察、记录和精细管理。

在团队精心呵护下，太

空育种试验材料不断带来惊

喜：4 月中旬，首株南瓜苗破

土，2 个品种出苗率分别达到

99%、90%；5 月下旬，首株西

洋南瓜授粉；7 月初，西洋南

瓜已坐果，每根藤上结果 5 至

6 个，远超普通南瓜；7 月底考

种发现，部分“飞天”材料结

的果实富含淀粉、密度大、肉

质致密，品系质量高。

市农科院副院长石小江

介绍，太空育种周期漫长。只

有基因突变且向着良性方向

转 变 的 试 验 材 料 才 能 被 留

下，成为“天选之籽”，后续还

需筛选、繁殖、标记、转育，形

成优良新品种，再经过成果

转化示范推广进入市场，整

个过程需要 6至 8年。

南瓜科研创新团队对未

来太空育种工作规划清晰：

2025 年进行创新资源鉴定，

优中选优；2026 年选配 30 个

新南瓜组合；2027 年初步筛

选 3 至 5 个太空育种优良组

合，并启动新品种区域试验、

示范和推广。“对于太空归来

的种子，我们充满期待！”

开辟创新路径 培育“天选之籽”

种子是农业“芯片”。20世纪

90年代，邵阳开启了南瓜育种的

征程。1996 年，罗伏青从西北农

业大学硕士毕业后，加入湖南省

瓜类研究所，扎根邵阳开展南瓜

育种研究。他带领团队先后突破

耐寒、耐储、高营养等性状定向

选育技术，培育出多个突破性品

种。其中选育的“锦栗”和“红栗”

两个品种，成为湖南仅有的通过

省农作物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印

度南瓜品种。“红栗二号”上市

后，于 2012 年至 2016 年间垄断

全国红皮西洋南瓜秋种 80% 的

市场，年销售南瓜种子近20吨。

“虽然邵阳南瓜育种处于国

内前沿，但与日本、美国等大型

种业公司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罗伏青坦言。

面对挑战，邵阳没有止步。

2016年，湖南省瓜类研究所随机

构改革并入邵阳市农科院。2021

年，市农科院组建了以院长罗华

为负责人、罗伏青为首席育种专

家的南瓜科研创新团队，先后选

育出宝铃系列、宝栗系列、宝蜜

系列等十多个南瓜新品种，其中

3个已申请新品种保护、2个成功

通过 DUS（植物新品种特异性、

一致性、稳定性）测试。

30 年潜心钻研
奠定育种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