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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近日刊发文章《“黄

金种子”绽放“一带一路”——青藏高

原优质种源出海记》。全文如下：

近期，由中国青海自主培育的“青

杂系列”油菜杂交种首次通过青海本

地海关自主出口蒙古国，创造了“青杂

系列”品种在海外种植面积、出口量最

大的纪录。此外，“青杂系列”油菜杂

交种还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试种多

年。“青杂系列”油菜杂交种成功出海

的背后，是青海持之以恒培育种质资

源、深耕农业科技研发的成果。

围绕全面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建设，青海持续加强油菜、马铃

薯、蚕豆等特色农业的国际合作，越来

越多的“青字号”优质种源越洋出海，

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落地生根。

“青字号”种子走出国门

5 月 14 日，青海互丰农业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生产的青杂 5 号油菜种子

经西宁海关所属西宁曹家堡机场海关

检验检疫合格后出口至蒙古国。此次

油菜种出口量 120 吨，计划在蒙古国

示范种植 30万亩。

“你们青海的油菜杂交种品质

特别好！我今年种了 3 万亩的油菜，

用的都是你们的种子。”5 月底，贺生

平接到一个来自蒙古国种植户的电

话，他对来自青海的油菜种给予高

度评价。

这通电话也让贺生平倍感振奋。

作为青海互丰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他常年和油菜种植户打交

道。除了销售，他还要负责油菜种植

的技术指导。

“事实上，我们同蒙古国的种植

户已经合作多年。早在 2020 年，我们

就在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试

种，每年试种面积在 100 亩左右。实

践证明，由青海大学油菜研究团队研

发的‘青杂系列’油菜杂交种很适宜

这些地区的土壤环境和气候条件。”

贺生平说。

青海互丰农业科技集团是一家以

油菜、马铃薯、蔬菜、豆类等农作物新

品种引育、制繁种、示范推广和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互

丰集团每年种植小麦、青稞、马铃薯等

面积达 7万亩，油菜年产量达 500万公

斤，其中 80％以上是“青杂系列”油菜

杂交种。

“通过发展农作物产业，我们每年

带动农民增收近 10 亿元。互丰集团

立足青海大地，只做‘青字号’产品。”

互丰集团董事长蔡有华说。

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省拥有独特

的高原冷凉气候、纯净的生态环境、丰

富的种质资源，得以孕育出抗逆性强、

含油量高、适应性广的优质春油菜品

种。近年来，青海依托科技赋能，打造

了集育种、生产、加工于一体的油菜全

产业链，成为全国重要的春油菜制种

基地。

此次合作不仅基于中蒙毗邻地区

高度相似的自然条件，更源于“青杂系

列”相较于其他国家品种拥有更显著

的增产优势和生态适应性。

“蒙古国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

其他国家油菜品种在蒙古国种植平均

亩产在 70 公斤左右，而我们的‘青杂

系列’同等条件下亩产可达 150 公斤，

含油率也高出 3 个百分点。”贺生平

说，正是由于“青杂系列”油菜杂交种

产量更高、品质更好、环境适应性更

强，才能在同俄罗斯、德国等国家的油

菜品种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处

长李香菊认为，此次青海油菜种子跨

越山海、远赴蒙古国，既是双方深化农

业合作的新起点，更是青海筑牢粮食

安全、加快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的生动实践，也标志着青海农业

特色产业在拓展国际市场、推动农业

产业国际化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多年研发铸就金字招牌

走进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春油菜

研究所研究员唐国永的办公室，很难

不注意到到处堆放的油菜培育书

籍、论文和各种实验仪器。他谈

起油菜便滔滔不绝，一副标准的

学者模样。而走进试验田，他又

头戴草帽、挽起裤腿，不时蹲下来

仔细查看油菜长势，与地里其他

的农民并无二致。

“我们团队为了研发油菜杂

交种，已经在这块试验田试种了

近 30年。”看着一望无际的沃野，

唐国永脸上泛着一丝笑意。

1997 年大学毕业后，唐国永

便来到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现青

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工作，开始接

触杂交油菜的培育。在当时，青

海本土的油菜以“白菜型油菜”为

主：早熟、耐寒但是产量低，每亩

产量不过百公斤，制约了油菜规

模化生产。

唐国永介绍，通过实验和试

种发现，将不同品种的油菜进行

杂交，可培育出“甘蓝型油菜”，产量可

以大幅提升。中晚熟品种“甘蓝型油

菜”平均亩产在 260 公斤左右，最高产

量可达每亩 450公斤。

同时，结合青海不同地区的海拔、

气候、土壤条件差异，青海大学农林科

学院油菜研究团队成功培育出青杂 3
号、4 号、7 号等特早熟双低甘蓝型油

菜品种，推广种植后使得青海海拔

2750至 3000米区间的平均单产提高了

35％左右。这些油菜品种也使得我国

甘蓝型春油菜种植区域的海拔上限提

高了 350 米，双低甘蓝型春油菜的种

植区域进一步扩大。

如今，唐国永和他的团队已推动

全国春油菜种植进行了三次品种改

良，油菜平均亩产增加了 50 公斤左

右。高产优质甘蓝型油菜杂交种青杂

12 号是目前青海春油菜区的主栽品

种，“青杂系列”油菜品种在我国春油

菜区和蒙古国等海外地区年推广种植

面积 400多万亩。

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是我国春油

菜区最早开展春油菜科学研究的单位

之一。目前，研究所拥有研究人员 15
人，其中正高级研究员 6人，建立了品

质分析、小孢子培养、分子生物学和细

胞遗传学等 4 个专业实验室，并与青

海相关种业公司联合建立我国最大的

杂交春油菜制种基地，年制种面积约

1.5万亩。

“我们团队和互丰公司联合培育

生产的‘青杂系列’油菜品种销售到全

国大部分地区，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市 80％以上的杂交油菜用的就是

我们青海的品种。”唐国永介绍，由于

蒙古国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土壤等

和呼伦贝尔很相似，当地一些种植户

便自发引入青海的油菜种进行种植，

发现效益很好，这才促成此次的大规

模出口。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也是促进

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根本。唐国永表示，他和团队正

加快更多油菜品种的研发和培育，为

提升油菜单产、改善种源品质做更多

贡献。

国际种业合作扩面加速

“青杂系列”油菜杂交种的出海、

“出圈”，正是青海深入推进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缩影。

除了种质培育，青海省正依托

区位优势，拓宽产业发展空间，积极

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油菜

花海旅游观光节和农旅项目，在全面

提升油菜产业综合产能、促进区域经

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不止油菜，青海培育、生产的马铃

薯、蚕豆、高原冷凉蔬菜等特色农畜产

品也正在走下高原、走出国门。

2024 年，由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

副院长王舰团队和秘鲁合作育成的青

薯 9号，以 717万亩荣登全国马铃薯种

植面积第一，在新疆高产示范测产平

均亩产达 6508.93 公斤，创造了青薯 9
号国内种植单产新纪录。

“秘鲁所在的安第斯山区与青藏

高原自然地理相似，双方在种质资源、

马铃薯育种、加工技术等领域有着广

泛的合作基础。”王舰说，2006年，双方

的合作结晶“青薯 9 号”问世，成为中

国西北乃至全国推广的抗旱抗病名优

产品。

2024 年，青海门源瑞辉高原现代

农业种植养殖有限公司与韩国两家公

司签订了 52 万棒香菇菌棒销售合同，

首批食用菌菌棒销往韩国，出口实现

创汇 566.28 万元；青海三江沃土生态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培育的藜麦种子出

口至丹麦、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是国内

首批获得出口资质的藜麦种子……以

高校和科研院所种质资源培育研发为

基础、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为牵引，青海

农业海外市场得到不断拓展。

“青海将继续深化农业品种选育、

技术推广、精深加工等领域的科技支

撑，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打

造注入新动能。”李香菊说。（记者：周

盛盛 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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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

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拍摄的

万亩油菜花。 （张龙 摄）

▲5 月 22 日，青海大学农

林科学院春油菜研究所研究

员唐国永在试验田查看油菜

长势。 （周盛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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