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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小麦的“强筋梦”

——种子诞生记①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

春耕时节，石家庄市藁城区成方成片的麦田里，一株株绿油油的优质强筋小麦正茁壮

成长，它们有个好听的名字——“藁优麦”。

藁城，是中国国产强筋麦的发源地。藁 8901，我国第一个替代进口加工面包粉的强筋

麦品种；藁优 2018，亩产 550 公斤至 600 公斤；藁优 5766，连续三年获全国小麦品质鉴评

第一名……目前，“藁优麦”系列品种在冀鲁豫陕等地累计推广面积近亿亩，营养和加工品

质均超过国家一级优质强筋麦标准，成为国内大型面粉加工企业竞相选购的强筋麦原料品

种。

起步——藁 8901，填补国内优质强筋麦科研育种空白

4 月 13 日，石家庄市藁城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藁城农科所）试验田，入目尽

是碧绿麦苗。

一大早，藁城农科所所长杨海川带着科研团队的年轻人，又一次来到这里察看小麦长

势。

研究种子，在外行人看来应该是挺乏味的事。杨海川带领科研团队，一干就是 30 年。

“地里的小麦差不多都认识我们。”杨海川幽默地说。

小麦育种，是一项周期漫长、过程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组合配制、世代选择到品系鉴

定、比较试验，再到参加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往往需要十几年。藁城农科所从成立之初，

小麦育种的一个方向，就是优质专用强筋小麦。

强筋小麦，就是面筋含量高、面筋质量好的小麦。由于面粉蛋白含量高、面筋强度高、

延伸性好，最适于生产面包、拉面、饺子等。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优质强筋小麦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

需要，藁城宫面的生产完全依赖进口强筋粉。

这一状况的改变，始于我国第一个替代进口加工面包粉的强筋麦品种藁 8901 的出现。

“藁 8901 来自一个梦想。”杨海川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改革开放之初，时任藁城农科所所长李振桥到北京参加培训。培训之余，李振桥向专

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国小麦生产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借鉴国外小麦育种发展历程，

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

专家想了想说，那就是强筋。

这个回答，让李振桥眼前一亮。

“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么快，藁城的小麦种植条件又这么好，直奔强

筋这个研究方向可行不可行？”李振桥的这个想法得到了专家认可。

怀揣“强筋”梦想，李振桥回到藁城。

1984 年，藁城农科所选择具有良好加工性能的四倍体硬粒小麦——波兰小麦为优质源，

以六倍体普通小麦为母本，以波兰小麦为父本，运用杂交育种法，筛选品质优良的小麦新



品系。

“我们是追着日头跑的人。”杨海川说，一年到头，藁城农科所育种人员都奔忙在田间

地头，尤其在收获期间，几乎每天清晨就到麦地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仔细观察每个

小麦品系的抗病性、丰产性等表现。

1995 年，藁城农科所选育出了优质麦新品种藁 8901。不过，现实远比想象的艰难。

在农民大面积种植过程中，藁 8901 倒伏严重，以至于农民们都不敢种。发现问题后，

育种人员从降秆、壮秆方面对品种进行改良、培育。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着一股韧劲，1998 年，藁 8901 被培育成功，通过河北省审定。由

于实现了小麦高产与优质的结合，藁 8901 成为国内第一个大面积推广、并被面粉企业大量

使用的国产强筋麦品种。

藁城，也由此成为中国国产强筋麦的发源地。

突破——量质齐升，“藁优麦”品种“群星闪耀”

在藁城区系井村种粮大户高各营的 700 亩麦田里，麦苗犹如绿色地毯，厚厚地铺在田

野上。

“看，这是藁优 5766，那边是藁优 2018，长势都不错。”站在地头上，高各营说，“咱

们系井村这一片种植的强筋麦，从来不愁卖，每斤比普通小麦还贵 1 毛钱左右。”

“麦种好，收益就有保障。”杨海川接过话茬，“这两个品种达到了郑州商品交易所强

筋麦一等标准。在吸水率、拉伸面积、稳定时间等反映强筋小麦品质的主要性能指标上，

藁优 5766 和藁优 2018 已经可以媲美甚至优于进口的小麦。”

收获，来自一代代育种人的辛勤付出。

“高产品种不优质、优质品种不高产，是小麦育种工作长期以来难以突破的技术瓶颈。”

杨海川说，藁 8901 小麦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株高、抗寒性等方面需要改进。他们对于

藁 8901 后继新品种的研发，重点是提高蛋白质含量和面筋质量、加强培育抗（耐）穗发芽

等抗逆性。

为了选育具备优异性状的小麦品种，育种团队从全国各地搜集多份优质小麦种质资源，

进行配制组合。试验田里，小麦抗寒、抗病、高矮等情况，一株一株去观察；上百个环节、

成千上万组数据，一项一项做记录。

在藁 8901 之后，藁城农科所陆续培育出了藁优 9409、藁优 9415、藁优 9618 品种，但

这些品种均是单一性状较为突出，而不是全面发展的“优等生”。杨海川举例说，2003 年育

成的藁优 9415，品质性状和面粉白度等方面较藁 8901 更优，尤其是加工品质、烘烤品质更

加突出，但该品种小麦成熟期较晚。

为此，育种团队想在早熟、适应性广等方面做突破，他们以藁优 9411 这一品种为基础，

通过杂交筛选中间材料，然后与山东一个适应性广的小麦品种进行杂交，但接连的杂交改

良试验都效果甚微。

失败了再来，艰辛的探索终于换来了成功的曙光。从藁优 9411 改良迭代的藁优 2018，

在小麦高产、超强筋和适应性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潜力。

团队马不停蹄，又从西北农大交流来较为成熟的种质资源，开展大规模测配工作。2014

年，团队培育出了既丰产又优质的藁优 5766 超强筋小麦新品种，该品种连续三年获全国小



麦品质鉴评第一名。

目前，“藁优麦”品种“群星闪耀”。藁优 2018 是我省强筋麦当家品种，高产优质、抗

病抗倒、节水早熟，亩产 550 公斤至 600 公斤。藁优 5766 品种湿面筋含量 35%，吸水率 67%，

面团稳定时间达 53 分钟，是国内品质最突出的强筋小麦。

领跑——技术引领，从传统育种走向分子育种

这几天，河北宏瑞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泉时不时就要到藁城农科所，和杨海川就

种子培育、加工、销售、生产以及技术服务等方面进行沟通，加大藁优系列强筋小麦的推

广力度。

河北宏瑞种业有限公司是藁优系列强筋小麦品种的独家授权生产经营单位，作为省级

育繁推一体化企业，2014 年该企业与藁城农科所开始深入合作，累计推广藁优系列强筋小

麦 1000 多万亩。

好种子繁育出来后，如何走进千家万户？

“要让农民在田间地头尝到好品种增产又增收的甜头。”刘洪泉说，近年来，“藁优麦”

广受种植户青睐，品质优、产量高，适宜不同区域和地块种植，良种需求量快速增加，甚

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我们已经扩大了各地繁种田种植规模，提高种子产量。”

刘洪泉告诉记者，农民买了他们的种子，公司团队还手把手地教，一遍又一遍地讲解

种植技术，促进良种与良法相配套，提高强筋麦的产量，激发农户种植积极性。

为做大做优“藁优麦”特色品牌，藁城区建设了 3.08 万亩强筋麦核心示范区，辐射带

动全区藁优系列强筋小麦品种种植面积达 46 万亩。

种出好效益，研发出好的品种是关键，育种技术创新是种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从世界

范围看，育种技术正经历由传统育种技术向分子育种技术转变的历程。

所谓传统育种技术，就是品种之间的杂交选优。分子育种，则是利用分子技术对品种

基因进行精准选择和修正，以实现育种目标。

“我们将继续和藁城农科所合作开展种源技术攻关，研发出一批高产优质、抗逆广适

的优良品种。”刘洪泉说，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分子育种技术具有快速、精准、低成本等

优势，将先进的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紧密结合，能够培育出更多更好的新品种。

利用分子育种新技术，强筋麦育种也进入到高精尖阶段。杨海川介绍，未来计划新开

展两方面技术研究，一是育成的强筋麦新品种与半糯性相结合，进一步提高新品种食品加

工性能；二是加强新育成品种的抗病性，增强适应性，通过回交转育方式，加强抗病基因

的定向转育工作。

一粒种子，关系着中国人的饭碗安全。如今，最早把“强筋”梦想播种在藁城这片土

地上的李振桥已经去世，带领团队接力研发的杨海川也早生华发，但他们培育的强筋小麦

却已“遍地开花”。20 多年来，藁优系列强筋小麦在冀鲁豫陕等省份累计推广面积近亿亩。

代表作 2



一粒大豆的创新力

——种子诞生记③

河北日报记者 宋平

每年冬春季，我国有大批农业科研工作者进入南方特别是海南岛南部，利用那里温暖

的气候，从事农作物品种选育、种子生产加代和种质鉴定等工作，这被称为“南繁”。

今年 3 月从海南三亚南繁回来后，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的实验室里，

研究所大豆中心的成员一直在整理南繁带回来的种子，为 6 月的大豆夏播季做准备。这其

中，便有该研究所培育的冀豆 12 衍生品种及其后代材料。它们将在试验田里继续提纯复壮

或加代选择，直至被培养成优质高产的种子品种。

近年来，市场对大豆品种的要求由单纯高产发展到优质专用。我省大豆优质高产育种

研究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以国内外水溶性蛋白含量最高的冀豆 12 为代表的高蛋白系列大豆

品种，蛋白质含量超 45%，堪称其中的佼佼者。

15 年培育，成就全国推广面积最大的高蛋白品种

“稍等、稍等，我正在给农户分发夏播用的冀豆 12 种子，哎呀，不够分的。”近日，

记者将电话从石家庄打到湖北省京山市时，京山市屈家岭管理区富悦农资店负责人方佳苗

正忙得不可开交。

此时，京山市所处的江汉平原，春播大豆已经发芽出苗。这几年，整个江汉平原的冀

豆系列品种播种面积达到一二百万亩。单单京山市永隆镇就种下了约 5 万亩冀豆 12 及系列

衍生品种。大豆青苗连方成片，让人喜不自胜。

跨越千里从华北平原调来种子，江汉平原青睐的就是冀豆 12 的高产、高蛋白。

大豆，是国内外最大的植物蛋白来源。过去几十年里，国产大豆不能完全满足国内需

求，其中 85%需要依靠进口。相比而言，我国大豆平均亩产也只有国外的三分之二左右。

“高产、优质、多抗、广适”一直是省农科院粮油所大豆中心的育种方向。中国人爱

吃豆类食品，中心带头人张孟臣心中更有一个朴素的“豆腐梦”。

“一定要培育出适应性强的大豆新品种，高产、高蛋白。”1986 年，大学毕业仅四年的

张孟臣开始了高蛋白大豆的培育之路。

明确育种方向后，张孟臣和团队从上千个组合中，选择了长江流域高蛋白夏大豆油

83-14、山西抗旱耐瘠薄春大豆晋大 7826，分别为母本和父本。他们期待两者优良特性的结

合，能让培育出的大豆种子适应广，并有高蛋白、抗旱耐瘠的特点。

亲本的选择只是第一步。农作物育种，需要数个世代才能稳定，再加上数代后续试验

才能培育成品种。许多作物在北方一年只能种植一代，为了缩短育种年限，到海南进行南

繁加代成为张孟臣和团队生活的一部分。

别人过春节往家奔，他们却要往南走。

种地、除草、施肥；收获、脱粒、晾晒。下雨后，地里灌水，还要用水桶一桶一桶把

水提出去。张孟臣深知，多保住一株豆苗，大豆新品种就多一线希望。

冬去春回，历经六七代的南北往复，再经过初级、高级产量试验和区域试验，启动培

育后的第 15 年——2001 年，冀豆 12 迎来了国家审定。



“经国家夏播和春播区域试验，该品种表现出高产优质和广适应特性，审定推广范围

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春播区和黄淮海夏播区 9 个省市区，并在长江流域大面积应用。大面

积示范亩产 250 至 300 公斤，最高产量达 321.5 公斤，蛋白质含量达 46.48%，均超过我国

超高产 300 公斤/亩和高蛋白 45%两项大豆育种攻关指标，实现了高蛋白与高产的统一，成

为我国蛋白质产量最高的大豆品种和全国唯一超过两项国家攻关指标的大豆品种。”测产专

家组给予冀豆 12 高度认可。

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十二五”以来，冀豆 12 一直是全国推广面积最大的高蛋白品

种，2016 年至 2018 年的种植面积占国审高蛋白品种种植总面积的 53.9%。

多个创新，解决大豆蛋白质与产量等性状负相关问题

既要高产，又要高蛋白，是张孟臣和团队的育种方向。但大豆有个“怪脾气”：再好的

种子，换个地方，产量就容易变少；产量上去了，蛋白质含量又容易降低。

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扭转“此消彼长”局面的博弈。

张孟臣和团队要做的，就是解决蛋白质与产量等性状负相关的问题。

首先从解决大豆品种抗逆性和适应性差入手。张孟臣提出，在室内鉴定指标选择基础

上，实施不同生态地点交互鉴定选择、穿梭选育。

多个亲本组合培育出的不同种子，同时在承德、石家庄、合肥三地播下。如果某一类

种子在三地均有较好的生长表现，就有机会进入下一轮筛选。

种子播下了，主动权交给育种专家，他们要对种子实施考验——春、夏播条件交叉选

择，田间旱涝交替选择，人工接种与多点病区重复鉴定选择；并在盐区与旱区进行交叉鉴

定，解决品种抗逆性差、单一环境下选择适应性窄的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种子怕什么，就拿什么考验种子。”张孟臣解释说。

越旱越要少浇水，越涝越要多浇水；大豆生长深受大豆花叶病危害，那就把种子播到

病圃里……最终经受住考验的，才能成为优中选优的大豆品种。

对每一粒经受重重考验的种子，张孟臣都格外珍惜。

大豆是闭花授粉作物，在花瓣没有自然打开前，育种专家要抓紧人工去除母本雄蕊，

再将父本与之进行人工杂交授粉。精细程度比小麦、水稻杂交更难，杂交成功率不足 50%。

但为做蛋白质检测认定，以往送到实验室的种子都要研磨粉碎才能检测，一旦粉碎就

不能延续后代，这让张孟臣心疼不已。

对于育种专家而言，田间之外，便是实验室里的钻研。

在相关性状选择与感官籽粒粗略选择基础上，张孟臣团队研究改进并创新了蛋白脂肪

籽粒无破损快速检测方法、大豆水溶性蛋白快速检测分析技术与脂氧酶微量快速检测技术。

这些经济快捷的检测技术，解决了大批量种质资源快速检测与育种材料继代选择问题。

张孟臣把创新当作育种的灵魂。选育过程中的多个创新，让冀豆 12 成为全国第一个跨

春、夏生态区审定推广的高蛋白大豆品种，也为后续优质高产大豆的培育开辟了新路。

N 种组合，拓宽育种遗传基因基础

“冀豆 23 蛋白含量超过 45%，产量比冀豆 12 还高，这种子品质不错，我今年想试种一

些。”3 月上旬的一天，石家庄市藁城区和利家庭农场负责人秦涛，抽空联系了省农科院粮

油所大豆中心研究员邸锐，商量今年的种植计划。



藁城区是国家级大豆科技自强示范县。秦涛在这里种植冀豆 12 已有四五年，他打算今

年再种上 300 亩的冀豆 23。

冀豆 23 是冀豆 12 回交育成的衍生后代品种，也是省农科院粮油所以冀豆 12 为亲本培

育的 10 个品种之一。

聚合了高产高蛋白基因的冀豆 12，转身就成了优质的种质资源。以冀豆 12 为亲本，张

孟臣团队育成了一批适应范围更广、产量更高的优质高蛋白品种和系列创新种质，满足市

场需求。

豆腥味，让有些人对大豆制品望而却步。张孟臣团队将脂氧酶缺失基因导入冀豆 12，

育成了国内外第一个脂氧酶全缺失、高蛋白无腥大豆品种五星 4 号。

如果说种子是大豆的“芯片”，种质资源则是“芯片”的“芯片”。

为解决大豆育种重复杂交困难与遗传基础狭窄的世界性难题，张孟臣利用大豆 MS 雄性

核不育基因，创建了动态种质基因库基础群体及其轮回选择技术。通过多次导入，建立了

以冀豆 12 为主遗传背景的高蛋白大豆多基因聚合选择群体；通过轮回选择，育成了蛋白质

含量高达 48.72%、区域试验增产 17.22%的冀豆 1258 等多个高蛋白品种。

省农科院粮油所大豆中心正在联合全国 27 个省市区，建立遗传基础广泛的全国基础种

质基因库群体。选择 3000 多份优良品种及种质资源亲本材料，分别导入到轮回选择基础群

体，最终建立遗传基础广泛的全国基础种质基因库群体，将大批量优异种质聚集到一个开

放型自然互交群体，供全国大豆育种单位利用。

未来，一个又一个高产优质的大豆品种，将从这里孕育。

代表作 3

一粒谷子的翻身仗

——种子诞生记⑥

河北日报记者 贡宪云

夏之始，万物长。

在张家口经开区沙岭子镇，一块平整好、打好垄的“张杂谷”试验田里，农技人员两

人一组，推着播种机，在黄土地上播下一粒粒谷种。

一身布衣，一双胶鞋，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河北省杂交谷子技术创新中心主

任赵治海，穿梭于研究室和试验田间，观察种子表现，记录变化数据。

这些谷种，是赵治海团队正在试验的“张杂谷”新品种。“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

大事，而谷子不仅起源于中国，曾长期作为主粮，种植面积和产量也全球居首，是中国的

民族种业。”赵治海说，培育更高产量、更高品质的谷子，是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崇高

使命、不懈追求。



中国粮、民族魂。数十年来，通过自主研发创新，“张杂谷”系列品种已在全国 14 个

省份累计种植 3000 多万亩，增产粮食逾 30 亿公斤。

育种新路的苦苦探索

在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展示厅里，收藏着一件珍贵标本——2000 年培育成功的“张杂

谷 1号”，株高 1.6 米，穗长 0.2 米，根系 2 米多长，细枝茂密，谷穗饱满。

“发展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时隔 20 多年，凝视着自己团队的第一代杂交谷子成果，

赵治海追昔抚今，思绪万千。

谷子，古称“稷”，去皮后叫小米，是我国传统粮食作物，具有 8700 多年的栽培历史。

然而，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玉米、高粱、水稻陆续杂交成功，谷子却没有杂交种，产

量存在较大差距。

当时，国家农业、科技部门对杂交谷子期望很高。河北谷子专家崔文生承担了这项科

研项目，带队进行杂交谷子研究。从河北农业大学毕业的赵治海有幸加入了这个团队。

所谓杂交谷子，就是将两种有各自独特遗传优势的谷子，通过杂交授粉培育出新品种，

从而获得比父母本更好的优势、更高的产量。赵治海说，一开始，他们借鉴杂交高粱等的

经验，开展谷子品种间杂交，大量试验后，无功而返。后来，他们又模仿杂交水稻，将谷

子与野生谷种狗尾草杂交，效果同样不佳。

虽然经历重重挫折，可他们没有放弃。在研究攻关中，针对谷子对光照、温度比较敏

感的实际，赵治海提出光温敏实验的设想，就是通过改变光照、温度等条件，培育雄蕊失

去生育能力的谷子。这在当时的谷子育种界是个创举。

1994 年，谷子光温敏雄性不育系“821”选育成功，攻克了谷子雄性不育系的选育难题，

为谷子光温敏杂交育种开启了一扇大门。

以光温敏雄性不育系作为杂交母本，又经过 6 年探索，2000 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

温敏两系杂交品种“张杂谷 1 号”诞生。“张杂谷 1 号”比常规种子增产 30%以上，最高亩

产突破 600 公斤，被誉为谷子杂交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

对谷种，赵治海怀有很深的感情。他常常将自己比作一粒埋在地下的谷种，根须往地

下繁衍，茎干向天空伸展，慢慢生长，直至长出胜利的果实。

谷子品种的代代更迭

距离“张杂谷”试验田 1.5 公里之外，是赵治海在沙岭子镇的办公场所。在一楼大厅，

陈列着他们团队研发成功的“张杂谷 3 号”“张杂谷 5 号”“张杂谷 13 号”“张杂谷 24 号”

等品种。

“好种子都是田间地头试验出来的。”赵治海说，这次“张杂谷”试验田种下了 4000

多个试验品种，就为了选出最好的那一粒“张杂谷”。

谷种培育周期漫长，从测配、繁育到推广，至少需要 6 年时间。为了缩短科研周期，

他们在气候温暖的海南建立了繁育基地，在冬季北方不能种植时，在海南再种植研究一次。

去雄、授粉、观察不育株……每年冬季，像候鸟一样，赵治海都在海南繁育基地里度

过。今年 4 月 28 日，同往年一样，他从海南返回张家口进行育种。他称之为“南繁北育”。

通过不同品种的母本父本测配，他们最终培育成功“张杂谷”系列品种 20 多个，形成

了适应水、旱地，春、夏播，早、晚熟配套的品种格局。



“张杂谷 2 号”是世界上第一个抗除草剂杂交谷子，解决了谷子除草费工的世界性难

题；“张杂谷 5 号”最高亩产 811.9 公斤，创当时世界谷子最高纪录……对于每一代“张杂

谷”的特性，赵治海都如数家珍。

“张杂谷”节水、耐旱、耐瘠，尤其适宜在我国北方干旱少雨地区种植。已在河北、

山西、河南、辽宁、新疆、内蒙古等地大量种植，国内“张杂谷”种植规模约 300 万亩。

南有袁隆平，北有赵治海。

分别由两人领头研究的杂交水稻和杂交谷子一南一北，一水一旱，让国家粮仓装上更

多“中国粮”，共同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市场推广的步步深入

品种选育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推广应用。

在“张杂谷”20 余个品种里，“张杂谷 13 号”最受种植户欢迎，种植面积占到总面积

的三分之一。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杂交种不如农家种好吃。”赵治海说，可是，“张杂谷 13 号”做

到了既高产又好吃，香味浓、口感好，获评国家一级优质米，这是它市场制胜的重要优势。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既要拼产量，也要拼品质。

米色黄亮、味香易熟的“张杂谷 8 号”，硒元素含量比其他小米高一倍的“张杂谷 16

号”……贴合市场需求进行研发培育，越来越多的“张杂谷”获评国家一级优质米。

“我们最新研发的‘张杂谷 26 号’，正在进行国家谷子综合试验，主打的也是口感和

品质。”赵治海说。

谷种从试验田走到田间地头，离不开市场推广平台。

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与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依托企业的市场资源、

销售渠道，打通研产销供需链，让“张杂谷”迅速发展壮大。

随着名气越来越响，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张杂谷”走出国门、惠及世界。

凭借高产、耐旱、节水、适应性强的优势，“张杂谷”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成为

我国重要的农业援非项目，已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种植成功。

“中国谷子总产量占世界的 80%，育种和栽培技术水平全球领先。”赵治海说，让高产

节水优质的“张杂谷”走出去，这是缓解粮食危机、造福全球人类的大好事，为世界粮食

安全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