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豪宅 ” “后花园 ”
研究海水稻

有人说 ， 青岛市 给 了 袁 隆 平 一 座

“豪宅”， 而他， 却全部用来做科研。
走进青岛院士港 16 号楼， 与门外

大喷泉、 大草坪、 大台阶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 一楼大厅内，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

是一张朴素而 “特殊” 的中国地图， 蓝、
黄、 红等色块占据了地图中大片的区域。

这幅图， 与袁隆平的第三个梦想息

息相关。
最近， 在早些年的 “禾下能乘凉”、

“水稻遍全球” 之后， 袁隆平在米寿生日

提出了自己关于海水稻的梦想。 “我希望

通过 3 年的努力， 让海水稻抗盐碱超过

0.6%， 亩产达到 300 公斤以上。” 他说。
那是一张中国盐碱地分布地图。 从

图上可以看出 ， 我国盐碱地分布极 为

广泛 ， 类型也是多种多样 ， 主要包 括

东 部 滨 海 盐 碱 地 、 黄 淮 海 平 原 盐 渍

土 、 东北松嫩平原盐碱地 、 半荒漠 内

陆盐土 、 青海新疆极端干旱的漠境 盐

土等类型 ， 而从盐碱度上划分 ， 则 可

以分为含盐量在千分之三以下的轻 盐

碱地 、 千分之三到千分之六的中度 盐

碱地以及千分之六以上的重盐碱地。
“不算数千万 亩 的 沿 海 滩 涂 ， 光

内 陆 盐 碱 地 ， 我 国 就 有 约 15 亿 亩 ，
而 急 需 被 改 造 和 利 用 的 盐 碱 地 接 近 3
亿亩 。 合理开发这些盐碱地资源 ， 对

保障粮食安全 ， 维护农业可持续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 研 发 中 心 副 主 任 张

国栋说 。
如何改造？ 研发中心的选择是利用

杂种优势， 培育出耐盐碱高产水稻， 之

后辅以稻作改良技术， 在滩涂和内陆盐

碱地中收获稻米。
而耐盐碱材料的培育， 在白泥地公

园这片 “后花园” 中悄无声息， 而又平

稳有序地进行。
白泥地公园位于青岛西侧， 三面环

海， 原为填海而成。 公园正中， 置放着

一块巨石， 上面刻着袁隆平题的字： 青

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 走进大门， 道

路南侧分布着排列整齐的 12 块绿色试

验田， 与常规稻田里整齐划一的浓绿不

同的是， 试验田里种植着大量不同的品

种， 分别处于不同的生长期， 而且长势

也有极大的不同。
“海水稻和 普 通 水 稻 的 生 长 期 一

致 ， 可分为苗期 、 分蘖期 、 有穗分 化

期 、 抽穗扬花期 、 灌浆结实期等 。 这

几块稻田有的即将结实 、 有的正在 扬

花 ， 有的却刚刚分蘖 。 产生该情况 的

原因 ， 一是水稻材料自身生长期的 长

短不一 ， 二是我们为了安排杂交试 验

组合， 提前对此做了安排。” 试验基地

研 发 部 经 理 张 树 寅 说 ， “可 以 看 到 ，
由于不同材料的耐盐碱能力不同 ， 能

力稍差就会出现叶片干黄、 退化现象，
将来就会被淘汰。”

至于淘汰率 ， 说来高得惊人 。 目

前， 用咸水浇灌的试验田有两块， 分别

是 7 号和 8 号， 为耐盐碱水稻材料鉴定

试验种植区， 主要考察在不同盐度条件

下， 筛选鉴定不同水稻试验材料的耐盐

碱特性， 而后选取耐盐碱单株。 两块田

的总面积为 1149 平方米， 种植的耐盐

碱材料种类竟然达到 302 种。 有的一平

方米就种了一种材料。 然而， 最终成功

被选中的， 可能不到 1%。

以杂交路线为特色研究海水稻

袁隆平此次来青岛的主要目的， 就

是进行第一轮筛选。
在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李新奇的小本子上， 记录了 10 多个通

过初选的品种， 评价从 “两星” 到 “四
星＋” 不等。

为何在此时开始第一轮筛选？ 李新

奇回答： “8 月底 9 月初是这批海水稻

正常吐穗扬花的时期， 即生殖生长期，
也就是说， 之前的营养生长期已过， 株

高、 株形、 叶姿等形状基本确定。 这段

时间非常关键， 直接决定了水稻的产量

和品质， 也是水稻对盐碱危害最为敏感

的时期之一。”
仔细观察海水稻稻穗， 会发现即便

在同一种材料中 ， 也有部分株 “与 众

不同 ”。 原来 ， 这都是杂交配组材料 。
今 年 ， 试 验 基 地 将 会 配 比 超 过 1000
个杂交组合 ， 进一步积累材料 。

稻田中星罗棋布的白色套袋， 便是

正在进行中的杂交试验。 今年刚毕业的

大学生张晓猛弯腰站在水田中， 将父本

的黄色花粉， 一口一口地吹上去掉雄蕊

之后的母本稻穗 ， 结束后 ， 为避免 污

染， 为母本套上白色套袋， 并绑上一个

标记着父母本的粉红色小牌。 “我自己

总结的杂交秘诀就是， 首先要计算准花

期， 对得上， 手法上还要拿得稳、 靠得

近。” 他说。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张晓猛已经被

晒成了 “黑炭”。 可他和水稻的感情却

越来越深， 碰到了植株， 他还和它们道

歉说： “对不起， 我的小宝贝， 不小心

伤 到 你 们 了 。 ” 如 今 的 他 ， 终 于 明 白

“不下田 ， 待在计算机旁种不出水稻 ”
的真正含义。

在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成立之前 。
广 东 湛 江 人 陈 日 胜 和 他 的 “海 稻 86”
在海水稻研究领域已取得不小的 知 名

度。 早在 1986 年， 陈日胜就发现了一

种 可 以 抵 抗 海 水 盐 碱 性 的 野 生 水 稻 ，
高度约 180 厘米 ， 稻 壳 上 有 长 芒 ， 米

呈红色 ， 并由此开始了长期的培 育 工

作。 不过， 其商业化种植进展有限。
“‘海稻 86’ 的耐盐碱能力很强 ，

对杂交而言，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材料。
毕竟， 我们要选出最强、 最好的耐盐碱

品种， 就要综合考虑抗盐碱性、 结穗穗

数、 营养生长情况。 所以， 我们的试验

田不光种植海水稻， 还有很多高产普通

水稻， 为的就是通过杂交整合各类性状

优势。 以杂交路线为特色开展海水稻研

究， 是袁院士主导海水稻研发的重要切

入点。” 张国栋说。
其实， 不只 “海稻 86”， 国际水稻

种质基因库已搜集了多种耐盐碱程度为

0.3%—1.2%左右的野生 水 稻 资 源 ， 但

由于野生海水稻普遍产量低， 株叶形态

不佳， 如果走常规海水稻路线， 改良周

期太长。 若是走海水杂交稻， 利用 “一
加一大于二” 的水稻杂种优势， 选育出

高产、 抗病和优质的种质资源并用于商

业推广的可行性更高一些。

选种拒绝 “养花 ” 给予
较低水平水肥

在试验基地 的 最 西 侧 ， 是 一 个 盐

度调节池 ， 可以独立控制 。 将海 水 引

入 到 池 子 中 ， 加 入 一 定 比 例 的 淡 水 ，
配制出不同浓度的盐水。 7 号田和 8 号

田 ， 就用配比后的盐水进行灌溉 ， 从

而模拟出不同程度的盐碱地情况 ， 培

育稻种的耐盐碱性 。 “最开始使 用 千

分之三盐度的水 ， 现在已经提高 到 千

分之六 。” 试验田生产队长张立山说 。
每天一大早 ， 他都要走遍稻田 ， 对 每

一种材料的长势进行观察 、 测量 和 记

录 。 在 7 号田和 8 号田 ， 他还要 特 别

拿 出 盐 度 计 ， 对 水 的 盐 度 进 行 测 量 ，
6.2 左右算是达标。

和记者聊天时 ， 64 岁的老张脸上

一直挂着笑容， “从今年 4 月份播种，
长到现在这么壮实， 很有成就感。” 他

说， 能跟着袁隆平做事， 他骄傲。
老张来自日照莒县的大路东村， 至

今都能忆起盐碱地种田的艰辛。 “种玉

米， 叶子干黄， 杆子很细， 芦苇、 杂草

却呼呼地疯长， 最后亩产不到正常的一

半， 有时甚至颗粒无收。 没办法， 土的

盐碱度太高， 我也只能施些农家肥， 没

能力改造 。” 他说 ， “越种越没希望 ，

自己结婚都没钱盖房 ， 只能跟着村民一

起 ， 外出打工 。 地越来越荒 ， 人越来越

少， 偶尔回家村里晚上一点亮光都没有。”
那时的老张怎么也想不到， 后来自己

亲手在盐水里种出了稻田。
问他种海水稻和普通水稻在种植上的

差别， 平日里扎在天里， 大大咧咧的老张

却能有条不紊地说来。 据他透露， 最大的

区别是不用烤田。 普通水稻在分蘖期后需

要放水晒田， 但如果海水稻这么做， “晒
出” 的盐碱结晶就容易附着在水稻根部，
影响其生长。

他也坦言 ， 面对如此繁多的 水 稻 材

料 ， 他压力很大 ， 因为材料从全世界送

过来 ， 蕴含着国内外多位科学家可能是

一 生 的 心 血 。 他 生 怕 自 己 的 一 个 疏 忽 ，
毁掉科学家的一切 。 现在 ， 各个品种的

生长周期 ， 他都牢记于心 ， “就像对待

自己亲生儿女的出生年月一样记住水稻

出生的日子”。
如此细心 ， 难免引发外界 关 于 试

验基地是否在小片区内 “养花 ” 提 升

产量的讨论 。 对此 ， 张立山给出 了 否

定的答案。 “我们对材料认真而热情，
但并不意味着像 ‘养花’ 那样养水稻。
我 们 并 未 给 予 海 水 稻 完 美 的 水 肥 条

件 ， 相反 ， 我们只是给其一个较 低 水

平的水肥条件 。 因为我们的目标 不 是

高产攻关 ， 而是选种育种 ， 在较 低 水

肥条件下更能够测试材料在各方 面 的

潜力。 举个例子， 我只除虫， 不除菌，
为 的 就 是 寻 找 到 抗 病 性 状 更 好 的 材

料。” 他说。
那么 ， 海水 稻 是 咸 的 吗 ？ 会 更 好

吃吗 ？ “海水稻不是咸的 ， 这个 可 以

确定。 但并不是所有的碱生稻都好吃。
只有在选地时经过测定 ， 排除重 金 属

含量高的地块 ， 选择微量元素高 的 地

块 ； 在杂交稻种选择上 ， 用那些 口 感

好的优质稻米 ； 此时 ， 结合盐碱 地 逆

境状态下病虫害较少的优势 ， 才 能 够

达到优质、 绿色、 无公害的要求。” 张

树寅分析。

向全世界的盐碱地要耕地

在基地之外， 更大规模的区域试验

正在进行中。
今年，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与全国

18 家农科类研究所合作， 在 31 个典型

盐碱地稻作区开展全国性的耐盐碱区域

试 验 。 4 月 份 起 ， 根 据 各 地 的 气 候 特

征， 首批区域试验先后展开。
日前， 记者来到即墨市金口镇试点

基地， 一路上， 植被逐渐从玉米、 花生

过渡到芦苇杂草 ， 快要见底的水 沟 上

沿， 被烈日晒出雪白的盐斑。 试点基地

负责人张树臣， 正在此查看水稻长势。
“这片田之前荒废了 6 年多， 能种

起来太不容易了， 希望将来能重塑 ‘百
年金口大米’ 曾经的辉煌。” 张树臣说，
刚来到此地， 想找人帮忙都找不到， 毕

竟， 由于干旱和盐碱化， 当地太久不种

水稻， 连 50 岁的人都不会， 他只能向

年纪更大的农民请教， 并结合研发中心

力量， 在耕作中形成一套专业的适合本

地的稻作技术模式。
不过， 可惜的是， 由于今年年初的

重旱， 再加上水利设施的短缺， 金口镇

试 点 面 积 从 初 定 的 400 亩 调 整 到 100
亩。 “种田的水都抽自远处的鱼塘， 而

鱼塘的水， 也只能保证几十亩地， 还要

从 4 里外抽来。” 他说。
缺水 ， 会成 为 发 展 海 水 稻 的 制 约

因素吗 ？ “不会 。” 张国栋肯定地说 ，
“极端缺水的荒漠盐碱地并非我们的着

力范围 。 我们初期的目标是两块 ， 首

先 是 滨 海 盐 碱 地 ， 面 积 有 数 千 万 亩 ，
淡水或者盐度在千分之六以下的咸水，
这里并不缺 。 其次是内陆的内流 河 流

域的盐碱地 ， 这里也不是缺水 。 响 应

‘一带一路 ’， 我们希望前者的品种和

经验能向外推广到东南亚地区 ， 后 者

的品种和经验不仅在南疆扎根 ， 还 推

广到气候条件相似 、 水资源甚至 更 为

丰富的中亚地区。”
“耐盐碱能力不是说出来的， 需要

科学的测定， 世界范围内尚无耐盐碱水

稻的评估标准。 过去， 很多海水稻被宣

称耐盐碱能力达到多少， 可若该数据来

源于传统的盐碱地改造方式， 即种植前

反复大水漫灌压盐碱———这实际上相当

于淡水种稻， 没有意义。” 张国栋表示，
青岛研发中心目前也承担一部分国家耐

盐碱水稻的标准制定工作。
“其实， 我们早在 2012 年就开始

进行耐盐碱水稻研究 ， 但当时和 多 数

同行一样 ， 还是局限在沿海水稻 耐 盐

碱能力的学术研究上 。 直到袁隆 平 院

士向我们提出 ， 要发展耐盐碱杂 交 高

产水稻 ， 不仅要在海边 ， 更要向 内 陆

盐碱地要地。” 刘佳音说， “我们已经

向 外 提 出 三 年 研 发 出 可 产 业 化 品 种 ，
跟过去关着门做事的压力相比已 不 可

同日而语。”
要加快速度， 需结合加代扩繁和分

子育种两条路。 前者指的是在青岛第一

代试验海水稻收割后， 将种子带枉海南

南繁基地， 利用当地的温度优势， 在冬

季对优良的材料进行扩繁增加种量， 并

继续配组 、 杂交加代 ， 一代更比 一 代

强。 在海水稻进行杂交回交 8 代后， 才

能获得相对稳定的品系， 这个时间需要

3 年。 后者使用分子技术， 先找出含有

耐盐碱主导基因的材料 ， 而后通 过 标

记， 确定哪一个子代继承了这个主导基

因， 缩减育种时间。
刘佳音向记者 讲 述 了 研 发 中 心 的

“中华拓荒人计划” ———第一阶段， 用

3 年， 让耐盐碱水稻的抗盐碱能力超过

0.6%， 亩产 300 公斤 以 上 ， 就 能 多 养

活 8000 万人口， 为国家增加 1 亿亩耕

地； 第二阶段， 5 年时间， 以耐盐碱水

稻种植为核心， 结合盐碱地排灌模式改

造与配套种植植保技术， 实现稻作改良

盐碱地技术产业化、 全球化发展， 帮助

更多耕地资源稀少的国家， 拓荒变田，
解决粮食稀缺、 饥饿问题。

盐碱稻花香， 即将袭来。

袁 隆 平 接 近 5 天 的 青 岛 行 程

被 安 排 得 满 满 当 当 。 在 青 岛 海 水

稻 研 发 中 心 ， 记 者 趁 着 他 的 工 作

间 隙 ， 多 次 请 教 他 ， 倾 听 老 人 对

海 水 稻 、 对 粮 食 安 全 以 及 未 来 工

作的安排。
文汇报： 什么是海水稻？ 青岛

海水稻研发基地所种植的稻苗将来

能在海水中生长吗？
袁隆平 ： 海 水 稻 是 耐 盐 碱 水

稻 的 俗 称 ， 它 可 以 长 在 滩 涂 和 盐

碱 地 。 青 岛 基 地 的 建 设 重 在 研 究

海 水 杂 交 稻 ， 将 耐 盐 碱 “核 心 ”
转 移 到 高 产 品 种 上 来 。 不 过 ， 目

前 ， 青 岛 海 水 稻 研 发 基 地 所 种 植

使用的还不是盐度超过 3%的纯海

水灌溉 ， 而只是采用 0.3%—0.6%
盐 度 的 水 灌 溉 。 未 来 ， 随 着 海 水

稻 研 究 的 继 续 推 进 ， 期 待 能 够 用

更咸更碱的水灌溉。
文汇报： 为何要研究海水稻？

它的推广价值在哪里？
袁隆平： 守护我国的粮食安全

依旧极为重要。 在水稻上， 我们有

两个攻关方向， 一个是提高单位面

积产量， 即发展高产水稻， 这个我

们一直在做； 而第二个方向， 便是

扩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而海水稻

的研究正着力于此。
我 国 的 耕 地 面 积 有 限 ， 守 住

18 亿 亩 耕 地 红 线 的 压 力 很 大 。 但 是 ，
我国的盐碱地却很多， 总数约 15 亿亩，
其中有约 3 亿亩可以有改造的潜力。 我

们第一阶段的目标是 ， 通过 3 年 的 努

力 ， 让 海 水 稻 抗 盐 碱 能 力 超 过 0.6%，
亩产 300 公斤以上， 这是什么概念？ 如

果在 1 亿亩盐碱地推广海水稻， 年产量

将超过 300 亿公斤， 相当于湖南省全年

粮食总产量。 300 亿公斤稻米啊， 能养

活 8000 万人口， 相当于法国整个国家

的人口数。
文汇报： 在您关于海水稻的小目标

中 ， “三 年 内 ” “0.6%以 上 ” “亩 产

300 公斤以上” 这三个指标如何理解？
袁隆平： 形成一个新品种， 首先是

品种比较试点， 然后是两年区域试点，
就是将一个省分成几个不同的生 态 条

件， 两年区试比较对照增产、 高品质、
高抗性， 然后进行为期一年的大面积生

产试点， 最后经审定后才能推广。 全程

算下来， 起码要三年。
对盐度而言， 如果能在 0.6%以上，

比如在 0.8%左右， 这便相当于滩涂的

盐分。 我国光是滩涂就有几千万亩， 为

什么提出亩产指标呢？ 因为种水稻需要

施肥、 灌水、 治理病虫害， 这些都需要

成本。 目前海水稻多为半野生状态， 产

量不高， 亩产只有 100 公斤左右。 这样

的稻子农民种了， 连成本都收不回。 但

如果亩产能提高到 300 公斤以上， 种海

水稻就划得来， 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就会

提高。
文汇报： 目前， 海水稻研究在世界

各国取得的进展如何？
袁隆平： 世界上对海水稻的重视还

不够 ， 总体上看研究进展都不大 。 不

过， 我国发展海水稻有两个无可比拟的

优势： 首先， 我国地大物博， 耐盐碱水

稻苗种资源丰富； 更为关键的是， 外国

研究海水常规稻 ， 我们研究海水 杂 交

稻。 水稻有着杂种优势， 而且杂交稻从

种业开始就更容易形成一条产业链， 常

规稻则如同 “黄瓜打锣， 一锤子买卖”，
效益不高。

文汇报： 在连日的走访中， 听到有

一种评价 “我国的海水稻研究水平位居

世界第一”， 您同意这说法吗？
袁隆平： 我国的海水稻仍处于研究

阶段， 还不能随便说世界领先， 说了那

不就是吹牛嘛。 不过， 未来， 我当然希

望是这样的。
文汇报： 您这么大岁数， 一到现场

就想着 “先下田”， 累不累？ 您有退休

的计划吗？
袁隆平： 我现在还在第一线， 觉得

自己身体还可以， 还能继续干下去， 国家

也让我继续干下去。
对我来说， 活到老， 工作到老， 只要

身体好， 脑瓜子不糊涂， 不痴呆， 有精力

工作， 我就不退休。

对于接班人的问题， 我现在精力不

够 了 。 关 门 了 （不 再 招 收 硕 士 和 博 士

生）。 之前一共培养了 20 多个博士生，
其中有些还是很不错的。

文汇报 ： 有 什 么 长 寿 秘 诀 可 以 分

享？ 业余时间您喜欢做些什么？
袁隆平： 我天天运动， 锻炼身体。

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和大家一起打两局气

排球， 累了就看他们打。
文汇报： 有些人说杂交水稻 “高产

低质”， 海水稻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袁隆平： 有些人认为， 高产就不优

质， 这是片面的。 上个世纪， 我们国家

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 因此产量必

须被放在优先地位。 高产更高产， 现在

水稻亩产已过 1000 公斤， 还在向更高

水 平 攻 关 ， 将 来 最 好 每 公 顷 产 量 达 到

20 吨， 我就满足了。
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温饱解决

了， 人们还要吃好， 我们便改变战略，
转 入 高 产 优 质 。 但 我 一 直 坚 持 一 个 原

则， 绝不以牺牲产量的代价来换优质。
日本培育出一 种 优 质 米 ， 叫 “越

光”， 在中国超市能卖到 80 元一斤。 我

们超级稻新品种的品质可以和 “越光”
媲 美 ， 但 是 “越 光 ” 的 亩 产 只 有 800
斤， 仅仅是我们超级稻的一半。 日本人

最 先 提 出 搞 超 级 稻 ， 结 果 我 们 后 来 居

上， 超过了他们。 日本人很骄傲的， 但

在我们的水稻面前， 他们还是折服了。

海水稻，让盐碱荒滩变沃土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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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征南

袁 隆 平 刚

下 飞 机 ， 就 来

到 实 验 基 地 查

看 海 水 稻 长

势。 杜德乐摄

多种一亿亩地 养活八千万人
权威访谈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灌溉用水盐度达到 6.4，考验海水稻耐受能力。
（除署名外， 均本报记者 赵征南摄）

张晓猛和同事利用多份海水稻材料进行杂交授粉实验。

“目前看，这片稻田长得可以。 ”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有着“杂交水稻之父”之称的袁隆平，
对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试验基地所种植的海水稻试验田，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去年，他成为
该研发中心主任和首席科学家。

“人们对海水稻可能有些误解，认为它就是在海边生长或者用海水灌溉的水稻。 其实不然，将来不
仅在沿海滩涂，在内陆的一些盐碱地也有望见到它的身影。 海水稻这个名字更多地为了方便向公众科
普，它是耐盐碱水稻的俗称，英文名为‘Saline-alkali Tolerant Rice’。 ”研发中心执行主任刘佳

音告诉记者。
盐碱地，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白花花的荒地，寸草不生。 让这样的土地变成青翠娇嫩的稻

田，这得有多难？
在袁隆平和他的海水稻研发中心看来，成功的希望很大，信心很足。 他们的依据是什么？ 实现

这一步还要付出哪些努力？ 现阶段遇到了什么困难?带着上述问题，记者于近日来到青岛，对相关
科研人员进行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