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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农作物品种管理 服务种业科技创新 

杜兴彬 陈昕来 李茂柏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高技术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关系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优良品种是农业科技的核心载体，提高良种覆盖率是推进现代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 

一、主要工作成效 

2016 年《种子法》修订实施，本市认真贯彻落实新《种子法》《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非主要农作物登记办法》等法

律法规，品种管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一）审（认）定和登记一批优良品种，推进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 

“十三五”以来，上海选育的农作物新品种获得主要农作物品种国家审定 22个，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 230个，植物新品

种权 210项；通过上海市审定 148个，非主要农作物认定 187个；引种备案同一适宜生态区审定品种 30个。这些优良品种的审

（认）定和推广，为本市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推进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实现由粮食种业

为主向粮经特种业同步发展、由注重数量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由产品种业向品牌种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品种结构不断优化，有力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一是优质品种显著增加。优质水稻品种数量及占比均提高，审定品种品质达到国标二级以上品种 21 个，占审定水稻品种

27.9%。沪软 1212、松香粳 1018、旱优 73、银香 38等 4个品种荣获全国优质稻米食味品质金奖；审定和登记了“申科甜 2号”

玉米、“新夏青 5号”青菜、“黑津”西瓜、“金蜜一号”哈密瓜、“早生新水”梨等一批食味品质优良、受市场青睐的金奖品

种，满足了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二是特色专用品种增加。审定和登记鲜食玉米、降血糖功能稻、富含叶酸玉米、黄籽油菜、

双色冰淇淋西瓜等品种，丰富了市民“米袋子”“菜篮子”和“果盘子”，极大地满足了种植业结构调整需求。三是抗性较好的

绿色品种增加。审定稻瘟病中抗以上水平的水稻品种 8个，节水抗旱稻品种 10个，占审定水稻品种的 24.6%；登记“抗病 948”

西瓜、“矮抗青”青菜、“热抗 9号”大白菜等一批新品种，为推进本市农业生产实现绿色、优质、高效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三）品种综合性状优良，有效推动品牌种业发展 

近年来，本市选育的品种普遍表现出了品质优、产量高、抗性强、适应性广等特点，近年来上海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连年增长，

2020年达到 8003公斤/公顷，位居全国第一，其中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最大。本市选育的节水抗旱稻、优质粳稻、杂交粳稻、

鲜食玉米、食用菌等品种选育水平位于全国前列，浦粉系列番茄，碧玉系列黄瓜、西甜瓜、茄子等具备与进口品种竞争能力。这

些品种的审（认）定、登记和推广，显著提升了上海种业自主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更好地凸显了上海农业服务全国的功能。

“旱优系列”节水抗旱稻品种年推广面积达到 200 万亩以上，部分节水抗旱稻品种走出国门，在一些“一带一路”国家和非洲

国家开展了试种示范，表现较好。“申优系列”杂交粳稻、“沪香软系列”优质稻、“沪玉糯系列”鲜食玉米等在长三角地区乃

至全国大面积推广种植，表现优异，“矮抗青”等系列抗病优质丰产青菜新品种，率先实现了鸡毛菜生产全程机械化，种植占上

海全年生产的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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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创新地位凸显，不断提升商业化育种能力 

随着品种审定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品种选育主体由原来以科研院所为主，逐步演变成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推广机构、

企业等多元化参与的格局，企业选育品种逐年增多，商业化育种比重逐步增大。种子企业特别是规模种子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

入，加强与科研院所联合和合作，种子企业商业化育种能力不断提升，育成多个优良品种通过审（认）定和登记。2016-2021年，

种子企业自主育成或与科研院所合作选育的 76 个品种通过审定，占审定品种数量的 51.4%,160 个非主要农作物品种通过登记，

占登记品种总数量的 69.6%。中垦种业、光明种业、上海天谷生物等种业公司选育的优质粳稻、节水抗旱稻品种，上海惠和、上

海富农等种业公司选育的蔬菜品种，深受市场欢迎，近年来推广面积不断扩大。 

二、存在问题 

“十三五”时期，围绕提升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上海农作物品种管理工作取得了较好成

效，但与推进种业振兴、打好种业翻身仗的更高要求相比，有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强优势品种。参试品种多，但一些品种选育仍停留在对主推品种和核心亲本的修饰改良上，突破性的

品种较少。 

二是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形成。近年来企业选育品种数量增多，但育种原始创新以科研院所为主，种子企业育种规模小、能

力弱，品种选育还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商业化育种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是品种评价体系不够完善，品种试验测试、示范推广、跟踪评价等条件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对策建议 

（一）完善本市品种管理制度，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2021年，《种子法》迎来第四次修订，上海要认真贯彻落实即将出台的新《种子法》，加快制定出台《上海市种子管理办法》，

完善本市品种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本市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品种审定、引种备案、登记、认定、品种权保护等管理制度，推动实

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落实落地，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激励育种原始创新。 

（二）开展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和共享利用，夯实品种创新基础 

本市建立了包括长期库、中期库、超低温库及种质圃的综合性农业生物基因资源库，收集保存农作物、果树、花卉、微生物

等地方种质资源 1万份，遗传材料 21万余份，完成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下一步，要依托市农科院及相关科

研院校、相关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等建立种质资源鉴定中心，建立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创新利用的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对本市农

作物种质资源进行全面系统深度鉴定、发掘、创新，创制各类具有应用前景的种质资源。构建种质资源基因型数据库和表型数据

库，建设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信息管理平台，实现种质资源共享利用，为品种创新夯实基础。 

（三）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选育一批有突破性的新品种 

通过品种管理工作，引导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优势企业集聚，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基础公益研究为支撑

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商业化育种体系，提高商业化育种能力。发挥在沪种业科研院校和种业企业优势，主动承接国家重大项目，

积极参与国家四大作物和特色作物良种联合攻关。组织开展本市种质创制及品种选育联合攻关，聚焦节水抗旱稻、小白菜、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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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杂交粳稻、油菜、精品蔬菜、特用玉米、西甜瓜、黄桃、花卉等特色品种，开展杂交优势利用、材料创制、新品种培育与品

系改良等关键环节创新，选育一批有突破性的新品种。 

（四）加强条件能力建设，提高品种管理水平 

对现有的品种试验、展示示范站（点）进行提档升级，高标准建设 1个综合性市级农作物品种试验、展示评价基地。优化试

验布局，拓展试验内容，提高品种试验科学性、规范性和先进性。加强人员队伍建设，提高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责任感和使命感，

对品种试验技术人员开展法律法规和品种试验技术操作规程的培训，不断提高试验技术人员专业知识、操作技术和综合素质，确

保品种试验质量。积极参与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建设，建设本市种业管理信息平台，加快推进审定品种 DNA 指纹图谱数据库建

设，提升品种管理数据化、信息化水平，着力解决审定品种同质化问题。 

（五）构建全方位评价体系，强化全过程管理 

修订《上海市主要农作物品种试验办法》《上海市主要农作物审定标准》等，适当调整品种审认定经济性状指标，增加优质、

抗逆、抗病、绿色生态等指标，把优质放上更加突出位置，对主要病虫害抗性实行一票否决制度，构建全方位的品种评价体系。

强化品种审认定后管理，做好品种展示示范与跟踪评价，实施水稻主导品种推广目录制度，加大力度推广一批高产稳产、绿色生

态、优质专用、适宜全程机械化的新品种。同时，认真落实品种撤销审定制度，在推广品种跟踪评价和品种生产利用考察基础上，

对存在严重缺陷的、审定时间长推广面积小的、种性退化的品种依法及时撤销审定，保障农业生产用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