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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农业农村部发布了第五届国家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四次主任委员会会议
审定通过的作物品种。我省精心培育的 4 个小
麦品种顺利通过了国家审定，其中，由山西农
业大学棉花研究所赵智勇团队选育的“运旱
1818”荣列其中，成为“运旱”系列通过国家
审定的新成员。

日前，记者前往位于我市的山西农业大学
棉花研究所，深入优质旱作小麦育种团队，全
方位了解“运旱 1818”的选育过程及特点，探
究“运旱”系列所涵盖的品种，明晰其为我市
粮食安全所作的贡献，以及展望小麦优质旱作
的应用前景等。

小麦旱作育种成绩斐然

在 山 西 农 业 大 学 棉 花 研 究 所 技 术 展 览
室，展示着优质旱作小麦育种团队 30 余年的
研究成果——用绿丝带捆扎并封存起来的一
束束整株小麦标本、颗粒饱满颜色稍有差异
的不同小麦品种的籽粒标本。这些标本不仅
是科研成果的直观呈现，更是团队智慧与汗
水的结晶。

“每一份标本都承载着一段艰辛的科研历
程。”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小麦遗传育种
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优质旱作小麦育种团队
负责人赵智勇为我们缓缓揭开了“运旱”系列
小麦品种选育工作的神秘面纱。

谈到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优质旱作小
麦育种工作，不得不着重提及“晋麦 47 号”。
这个于上世纪 90 年代，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
花研究所选育出来的旱地小麦品种，在山西省
乃至黄淮麦区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我国
旱地小麦的典型代表。

1995 年“晋麦 47 号”通过了山西省审定，
1998 年通过了国家审定。它的育成，推动了黄
淮麦区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旱地小麦品种第五
次大面积更换，并且其作为国家黄淮麦区和山
西省、陕西省旱地小麦区试对照品种 20 多年，
累计示范推广面积达 2 亿亩，创造社会经济效
益 44.88 亿元，为我国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
献。

进入 21 世纪，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
展，人们对小麦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山西农
业大学棉花研究所优质旱作小麦育种团队的育
种目标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晋麦 47 号”
的基础上，以抗旱优质强筋为主要目标，先后
成功选育出以“运旱 20410”“运旱 618”为代
表的国审抗旱优质小麦品种，实现了我国黄淮
麦区旱地强筋小麦“零”的突破，显著提升了
旱地小麦的产量和品质，累计示范推广面积
5000 多万亩。

2019 年 ， 山 西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和 山 西 农 业
大学进行了合署改革。曾经侧重于应用性研
究的旱作小麦育种团队，积极融合高校的理
论性研究优势，实现强强联合，为旱地小麦
育种事业注入了更强大的动力，开启了新的
发展篇章。

近年来，小麦倒伏问题相对突出，尤其在
旱地更为严重。通常情况下，旱地小麦若抗旱
性良好，株高往往较高，也就更容易倒伏。近
5 年来，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优质旱作小
麦育种团队先后选育出了以“运旱 1512”“运
旱 1392”“运旱 1818”等为代表的国审小麦新

品种，这些品种都具备抗旱抗倒、高产稳产、
节水广适等特性。

一路走来，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优质
旱作小麦育种团队凭借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
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共育成了 22 个抗旱小
麦品种，其中国审品种 8 个，省审品种 14 个。

“晋麦 47 号”的选育及示范推广先后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山西省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运旱 21-30”获得山西省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运旱 20410”“运旱 618”获得山西省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18年精心选育新品种

在外人眼里，每年的小麦收获后，完成麦
田测产等工作的科研人员就可以休息了。其实
不然，走进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优质旱作

小麦育种团队，团队成员或忙于进行各类室内
实验，或忙于数据的整理与汇总，或忙于申报
新的科研项目。

“育种工作不只是收收麦测测产，还有各
种工作要做。作为科研单位，对于团队承担的
国家、省、市 （校） 级项目，要及时完成每个
项目、每项任务的后续工作。”赵智勇说，小
麦新品种的培育是人工创造变异的过程，通过
把不同优良性状的品种进行有目的的杂交，经
过人工选择，筛选出集多种优良性状于一身的
品种。一个品种从杂交配组到选育成功至少需
要 10年时间。

“这就是常规育种，育种周期比较长。而
‘运旱 1818’则从 2006 年就开始杂交配组了。
我们用了 18 年的时间，经过多点多生态的反复
鉴定和筛选，才培育出这个抗旱节水、高产广
适的小麦新品种。”赵智勇说。

“运旱 1818”抗旱抗倒抗青干、耐热耐寒
耐盐碱，分蘖力强，穗层整齐，熟相好。该品
种于 2023 年通过了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审定，今年通过了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审定，适宜在黄淮冬麦区旱地的山西省运城
市、临汾市和晋城市，陕西省宝鸡市、渭南市
和咸阳市，以及河南省和河北省旱地种植。

旱地小麦产量受自然降水影响较大，一般
旱年亩产 200 公斤左右，平年亩产 300 公斤左
右，丰水年亩产 400 公斤左右。种子是“农业
芯片”，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近年来，随着
育种技术的不断突破，优良品种的选育成功，
旱地小麦在丰水年，亩产可超 500公斤。

在“运旱 1818”新品种旱地试验田，2022
年该品种亩产高达 550 公斤，2023 年亩产也达
到了 500 公斤。即便在较为干旱的年份，这个
新品种亩产依然能有 300多公斤。

“‘运旱 1818’株高虽低，但丝毫不影响
它的抗旱性，同时，它的高产稳产广适性也特
别好。这是我们旱地小麦育种工作取得的一项
突破。”赵智勇说，为了证明“运旱 1818”的
抗旱节水高产广适性，去年，在盐湖区金井乡
洗马村小麦高产示范基地，山西农业大学棉花
研究所优质旱作小麦育种团队在前茬玉米收获
后晚播的情况下，进行了“运旱 1818”扩浇 1
水的节水试验。

今年 6 月 3 日，由山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山西农业大学和运城市农业农村局、
临汾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

“运旱 1818”高产示范田进行实打实收测产；
并邀请种子企业、合作社、种粮大户等进行了
现场观摩。该品种亩产高达 602.78 公斤，充分
证明了“运旱 1818”的抗旱节水高产广适性，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果。

科技力量带来高效育种

任何事物唯有不断创新，并充分注入科技
的强大力量，才能够走得更为长远，实现更为
持久的发展。

大田小麦收获早已结束，但在山西农业大
学棉花研究所的常温人工气候室内，一盆盆种
植着不同品种的小麦仍郁郁葱葱。在每盆小麦
旁，都标示着该盆小麦的特殊编码和播种日
期。两名工作人员在观察这些小麦的农艺性
状。

“这里有 200 多个小麦亲本及杂交后代。”
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优质旱作小麦育种团
队成员邱玉亮博士介绍道，人工气候室通过控
制好温度、湿度和光照，以模拟大田小麦的生
长环境，为旱作小麦育种注入更高的科技元
素，使育种变得更高效、更精确。

而在低温智能人工气候室外，邱玉亮推开
气候室厚厚的隔离门，一股冷气瞬间涌出。走
进室内，同样能看到众多栽植在绿色花盆中的
小麦苗。

“麦苗只有经历低温才能春化。这个室内
温度设定的是 0 摄氏度—4 摄氏度，用于模拟大
田冬小麦的越冬环境。这里有 100 多个小麦材
料，它们经过 30 天至 45 天的生长，然后被转
移 到 常 温 人 工 气 候 室 ， 再 正 常 生 长 直 至 收
获。”邱玉亮说。

近几年，随着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优
质旱作小麦育种团队不断有新鲜血液融入其
中，团队的科研力量持续增强。目前，团队共
有 8 名成员，其中具备高级职称的 4 人，博士 2
人，硕士 2人。

“传统常规育种周期长、效率低，随着新
的科研力量、人才加入团队，今后，我们会在
常规育种的过程中应用分子检测、快繁、基因
编辑、生理生化检测等高效、快速、精准的育
种技术，加速育种流程，培育更多的优良品
种，为优质旱作小麦育种开辟全新的途径，为
保障粮食安全筑牢根基。”赵智勇说。

7 月 11 日早上 5 点，新绛县万安镇的桃
农邓国瑞，就与雇佣的 8 个农民工在他的桃
园摘起了油桃。7 点刚过，他把 4400 公斤油
桃拉到了果品交易市场，立即就有客商围了
上来。

在新绛县万安仙果品专业合作社 1800
亩的油桃生产基地，桃农们像邓国瑞一样，
黎明时分，把刚刚采摘下来的油桃，一筐筐
装进桃园边上的三轮车，再转运到不远处的
收购点。经过分级筛选，一个个鲜红的油桃
被装进包装箱，整整齐齐放入物流货车上。
万安镇的乡村公路上跑满了满载油桃的货
车、三轮车等，而另一边，客商们一辆辆收
购油桃的重型货车也挤满了地头。

“真的不敢想象，今年的油桃价格居然
这么好。6 月份头茬油桃下来时，每公斤 4
元钱，到现在价格不仅没降，而且还到了每
公斤 5 元。我的 18 亩油桃，已经卖了 12 万
元了，今天我的就卖了 24000 元。”邓国瑞
说。

60 多岁的崔师娃是种植油桃的行家里
手，他种植的油桃果个大，颜色鲜红，甜度
高，深受客商的欢迎，每公斤售价达到 7
元。

“我的 13 亩油桃已经卖了 8 万元。今天
我摘的 500 公斤油桃全部卖完了，口袋里已
装 了 3500 元 啦 。 今 年 的 油 桃 价 格 一 路 攀
升 ， 是 我 种 植 油 桃 6 年 来 价 格 最 好 的 一

年。”谈及价格，崔师娃就高兴得合不拢嘴。
张二龙是太原的油桃客商，从 4 月份油

桃上市一直到 9 月份油桃扫园，大半年时间
与爱人住在万安村坐地收购油桃。他每天清
晨都要在万安仙果品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桃园
散一会步。他的身后是一大片桃林，放眼望
去生机盎然，一个个表皮油亮、红彤彤、沉
甸甸的油桃挂在枝头，煞是喜人。

“今年万安大棚油桃价格就很好，桃农
们个个赚了个盆满钵满。大田油桃价格也
创了历史新高。我来万安收购油桃已经 15
年了，见证了万安油桃产业的发展。我每
天能收购 50 吨油桃，并将它们销往全国各
地 ， 但 油 桃 经 常 还 是 供 不 应 求 。” 张 二 龙
说，太原来万安坐地收油桃的客商就达 40
家。

梅廷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
一家商贸公司的经理，他与万安仙果品专业
合作社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也是从 4 月份
就来到万安坐地收购油桃的。他的油桃主要
销往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万安的
油桃全国有名，慕名而来的客商多了，竞争
也大了，外贸出口这块，我们已做了十多
年，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我们把万安油桃推
到了国际市场，今年，万安油桃的价格在国
际市场还不错。”梅廷云说。

“ 往 年 的 油 桃 青 果 每 公 斤 只 能 卖 几 毛
钱，有时烂在地里也无人问，现在也成了抢

手货。由于耐储运，基本上全销到越南，收
购价在每公斤 4 元左右。”万安仙果品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崔振虎说，“万安仙果品专业
合 作 社 年 产 油 桃 5800 吨 ， 按 照 今 年 的 价
格，果农收入就在 3000 万元左右。”

崔振虎分析，现在油桃达到了历史最高
价，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水果市场销
售回暖，边贸客商增多，出口量增加，尤其
是越南客商，要求标准低、规格小，且需求
量大，为油桃销售价格和销量兜了底。二是
今年前期雨水少，光照时间长，果农们化肥
施用量减少，农家肥施用量加大，使得油桃
糖分增加、甜度提高、口感好。

据了解，多年来万安仙果品专业合作社
致力于新绛油桃的宣传，他们西到霍尔果
斯，东到上海，南到海口，北到满洲里，积
极参加各种推介会、洽谈会，大力宣传新绛
油桃，年出口油桃上万吨。

油桃是新绛县万安镇的主导产业，该镇
自 1994 年开始种植油桃以来，经过 30 年的
发展，油桃种植面积已达 3.6 万余亩，品种
达 30 种，已成为华北地区油桃连片种植面
积最大的地区，素有“油桃之乡”之称。

中午时分，桃农们的油桃就被抢购一
空，整个市场只剩下一些等待运输的大货
车 。 桃 农 们 的 油 桃 换 成 了 “ 票 子 ”， 个 个
喜笑颜开，幸福就这样写在了乡亲们的脸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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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油桃今年“嘎嘎火”
卫世新 杨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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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小麦优质旱作育种团队成员在试验田内观察“运旱 1818”小麦
成长情况。（资料照片）

图② 小麦优质旱作育种团队成员在常温人工气候室内观察实验小
麦成长情况。

图③ 赵智勇在展示“运旱 1818”小麦种子。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一个个表皮油亮、红彤彤的万安油桃煞是喜人。
赵为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