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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农业农村部公布

2024

年第一批植物新品种授权名单， 由陕西省杂交油菜

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陕西油菜中心”）选育的“鸿油

88

”“秦杂油

8

号”油菜品种榜上有名；

“秦优

1618

”连续

3

年被列为农业主导品种。

“鸿油

88

”和“秦杂油

8

号”都是适宜机械化收获的油菜新品种，具有高抗菌核病、抗病

毒病、抗春寒性好、抗倒伏能力强等特性。“秦优

1618

”经过不同生态区、不同栽培模式下连

续多年多点的试验示范和大田生产检验，表现出秆硬抗倒产量高、角粗粒大出油多、耐寒耐

旱耐盐碱、耐密耐晚宜机收等优良特性，近

3

年累计推广种植

370

多万亩。

“鸿油

88

”“秦杂油

8

号”“秦优

1618

” 是陕西油菜中心针对市场需求选育的诸多油菜

新品种的优秀代表。多年来，该中心发挥技术优势，开展以油菜为主的农作物技术攻关及种

质资源创新，取得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为解决“油瓶子”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我们先后选育出

30

多个油菜、大豆新品种，将

20

多个油菜新品种推向全国

市场，实现了‘育成一个、转化一个、走俏一个’！ ”陕西油菜中心主任穆建新说。

中国猪价现快速上涨信号

后期走势如何？

中国生猪价格近期出现明显上涨信号。 中国

养猪网数据显示，

5

月中旬以来，生猪（外三元）

价格持续攀升，并达到近期高点。

今年以来，中国生猪价格经历了几个阶段性

周期：春节期间明显升高，春节后断崖式下跌，三

四月份逐渐回升并进入波动平台期。

在经历近两个月的平稳态势之后， 近一周，

生猪价格打破“平台期”，开始快速上涨。

5

月

24

日， 国家统计局对全国流通领域重

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生猪（外三元）

（外三元指全部选用外来品种杂交而成的猪）价

格为每公斤

15.3

元（人民币，下同），比

5

月上旬

上涨

2%

。 中国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 截至

5

月

23

日

14:00

时，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

价 格 为 每 公 斤

20.83

元 ， 比 上 月 同 期 上 涨

1.36%

。

中国养猪网数据显示，

5

月

24

日，生猪（外

三元）价格为每公斤

16.48

元，比

5

月

15

日上涨

8.5%

， 比今年春节后的低谷价格上涨

20.7%

，比

去年同期上涨

15.6%

。

去年以来，面对持续低迷的猪价，市场和政

策持续调控， 生猪产能高位回调。 分析认为，受

去年下半年母猪产能去化加速，今年

5

月以来市

场标猪短缺现象明显。 在生猪供应紧缺下，市场

看涨情绪高涨，猪价连续多日冲高。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3

月底，全国能

繁母猪存栏量

3992

万头，连续

9

个月回调。 从中

大猪存栏量看， 今年二季度生猪上市量将有所减

少。 从新生仔猪数量看，从

2023

年

10

月到

2024

年

3

月，新生仔猪数量同比下降

4.9%

。

中国农业农村部生猪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

家王祖力表示，从综合供需情况来看，市场供应

阶段性过剩的局面将逐步得到改善。 供应方面，

前期产能调减的效果将在今年第二季度和第三

季度逐步显现。 需求方面， 根据季节性消费规

律，

5

月和

6

月的猪肉消费量通常比

3

月和

4

月

多出

5 %

至

10 %

， 这有助于支撑猪价开启上

涨行情。

今年

3

月初，中国农业农村部发布了《生猪

产能调控实施方案（

2024

年修订）》，方案提出，

近几轮“猪周期”波动表明，做好生猪稳产保供工

作，必须以稳固的基础产能作为支撑。

农业农村部表示，将把住能繁母猪存栏量这

个“总开关”，督促落实生猪产能调控分级责任，

避免出现产能过度增加或过度下降的极端情况。

（陈溯）

广西南宁：

五百多亩澳洲坚果

迎来丰果期

近日，在广西南宁市邕宁区中和镇周禄村的

澳洲坚果基地， 数千棵坚果树已经进入挂果期，

圆溜溜的澳洲坚果挂满枝头。

基地工作人员玉广清正穿梭在果树间查看

坚果挂果情况。 挂果期的澳洲坚果果皮呈绿色、

圆润饱满，成熟后还需经过剥皮、烘干等工序方

能食用。

“今年我们基地预计每棵坚果树可产果

20

—

30

公斤，相较去年大幅增产。 ”玉广清告诉

记者， 该基地自

2015

年开始种植澳洲坚果，今

年开始坚果树进入丰果期，挂果显著增多，产量

相较往年大幅提高。

据了解 ， 该基地种植有澳洲坚果

180

多

亩，每年

3

月开始挂果，直到

9

月成熟上市。 今

年，该基地预计坚果总产量

150

多吨 ，所种植

的澳洲坚果主要供应区内外果商 ，以直接售卖

带皮生果为主。

近年来，邕宁区中和镇大力发展坚果种植产

业，通过引进企业、土地流转等方式建设种植基

地，实现规模化种植，目前已在中和镇周禄村、坛

西村建设大规模种植基地。同时加大技术和政策

扶持， 鼓励农户种植澳洲坚果实现增收致富，让

一颗颗小坚果成为农户增收的“致富果”。 截至

目前，中和镇种植澳洲坚果

540

多亩，今年预计

坚果总产量

450

吨以上。

（乔晓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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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油菜品种何以走俏全国

科技创新

在土地上种出“鱼油”

“如果我们把油菜籽中的亚

麻酸含量从现在的

9%

左右提高

到

15％

，甚至

20％

，就意味着能

在土地上种出‘鱼油’来。目前，我

们 已 经 获 得 亚 麻 酸 含 量 高 达

26.5%

以上的优质油菜种质资源，

为培育健康型油菜新品种奠定了

材料基础。 选育出让人吃了更健

康的高亚麻酸含量的油菜品种指

日可待！ ” 陕西油菜中心名誉主

任、被称为“杂交油菜之父 ”的李

殿荣说。

培育出高亚麻酸含量的油菜

新品种，在土地上种出“鱼油”，让

人们吃上更健康的菜籽油， 是陕

西油菜中心育种的重心之一。 近

5

年， 该中心育成

32

个油菜新品

种、

3

个大豆新品种，并创制出油

酸含量达

87%

、 亚麻酸含量为

26.5%

的油菜新种质。

在不断进行种质资源创新的

同时， 陕西油菜中心也致力于育

种技术、种植技术的攻关。 首创种

子纯度检测技术、 制种质量控制

技术， 自主发明应用于油菜育种

的化学杀雄剂……一系列技术成

果， 支撑陕西成为全国最大的杂

交油菜“北制南用”繁育基地。

在穆建新看来， 陕西油菜中

心拥有“硬核”成果的根源在于始

终坚守科技创新“主战场”，全面

推进种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不

断提升油菜种质资源创制和育种

研发能力。 以秦创原农业板块建

设为先导， 该中心建立了“

5533

”

科研创新平台支撑体系， 即

5

个

创新中心、

5

个科研平台 、

3

个创

新团队、

3

个科研基地，以及杨凌

农作物生物育种共享平台和智慧

农业物联网平台。 同时，中心瞄准

现代育种需求 ，建立了“杂交聚合

+

小孢子培养

+

分子标记选择

+

多生态区育种” 的油菜育种新模

式，实现种质资源创制和品种选育

的工厂化 、规模化，推进常规育种

向智慧育种转变。

紧跟市场

让科技成果从“书架”落到“货架”

如何让这些成果走出科研院

所的“楼阁”，走出专家教授的“抽

屉”？ 围绕加快科技成果从“书架”

到“货架”，让“纸上成果”尽快成为

“市场新宠”，陕西油菜中心开展了

一系列探索。

5

月

9

日，以“科技创新引领，

油菜种业强国”为主题的第六届全

国（杨凌）油菜科技大会召开。 大会

围绕油菜科研创新、 产业发展、成

果转化，通过院士专家报告、品种

权交易 签 约 、 科 研 成 果 推 介 路

演 、 企业展演 、现场观 摩 新 品 种

等活动，搭建产学研合作与新品

种试验展示平台，为科研与市场

牵线搭桥 。

会议期间，陕西油菜种业科技

创新联盟揭牌；陕西油菜中心分别

与四川福乐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甘

肃亚盛种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 油 菜 育 种 制 种 技 术 研 发 合 作

协议 。

举办全国油菜科技大会，是陕

西油菜中心搭建平台、促成院所与

企业“握手”的重要尝试。

2017

年

开始，陕西油菜中心牵头成立了由

科研、试验、推广、抗病鉴定及种子

管理等单位组成的陕西省油菜试

验联合体 ，以及长江下游区、春油

菜等多个试验联合体，设立长江下

游区、 寒旱区联合试验中试平台，

不断拓宽成果转化渠道。

每年油菜生长 、 成熟的关键

期，中心借助这些平台邀请育种专

家、种业企业和产业链相关单位走

进田间地头，召开现场会 ，为新品

种“把脉”。

这种方式，既让科研人员了解

了市场，又让市场认识了新成果。

“通过这些平台，我们在育种

阶段就把种业企业‘请进来’，根据

市场反馈调整育种目标。 市场需要

什么， 我们研发什么，‘好闺女’自

然‘不愁嫁’！ ”陕西油菜中心研究

员董育红说。 近年来，他主持选育

的多个油菜新品种，还未获得国家

认定登记之前，就被种业企业“盯”

上，并签订了转让协议。

良性循环

从“种子”到“筷子”全产业链发展

新品种只有大面积推广种植

后才能真正走向市场。 长期以来，

不少投入巨大人力、财力育成的新

品种，在科研人员得到证书 、形成

论文后就被束之高阁。 面对这种情

况， 在推动种子走向市场的过程

中，陕西油菜中心一直在想方设法

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一方面，中心不断完善成果转

化机制，制定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办

法，落实项目成果奖励政策，优化

绩效贡献分配办法和考核评价机

制，采取“首次付费

+

逐年技术提

成”品种转让方式，鼓励科研人员

参与到新品种的推广应用中。 另一

方面，中心建立了覆盖整个冬春油

菜区的试验示范测试网络体系，以

品种授权、合作开发等方式与种业

企业合作，示范推广油菜优良品种

和高新技术。

“种业市场竞争激烈 ，不光要

‘抢’ 到市场受欢迎的好品种，还

要解决试验 、制种 、保存等一系列

生产技术上的问题 。 这需要科研

单位和企业携手合作。 ”陕西荣华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刘

引祥介绍 。

2018

年至今，该企业

购 买 了 陕 西 油 菜 中 心 多 个 新 品

种， 并将其作为主打产品进行市

场推广。

近年来，陕西油菜中心先后与

长安花、中科粮油实施订单农业育

种，与隆平高科和四川天福开展目

标性状品种选育 ，逐渐形成了“科

研

+

转化

+

推广

+

孵化

+

共享

+

服务”六位一体的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模式。

“我们发挥优势，不断深化和

企业的融合发展，致力于从‘种子’

到‘筷子’的油菜全产业链发展，打

通从育种到市场、田间到餐桌的各

个环节 ， 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育、繁、推一体化的创新体系。 ”穆

建新介绍。

成果转化与科研形成良性循

环。 陕西油菜中心加速推进油菜种

质资源创新和新品种选育步入快

车道，一批丰产性好、含油量高、适

宜机械化的新品种正在培育之中。

（张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