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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国家杂交水稻中心大院内，几位科研人员在采集水稻光合作用的数据。王潇 摄  

 

猝不及防——“老实说，攻关900公斤的消息，本不想这么快报出来。” 

 

袁隆平秘书辛业芸向记者坦言，实在是“关注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离农业部验收还有3天，有媒

体播出将冲刺900公斤，各地记者接踵而至，辛业芸压力很大。她担心的是，万一没成功，怎么办？ 

 

不慌不忙，袁隆平实地看了看，给辛业芸算了一笔账，“小辛，我先说服你噢，我给你三种算法，

哪一种都能过900公斤。”他当着辛业芸的面，把三种算法都演算了一遍，辛业芸如释重负。 

 

有人出于担心，建议把“900公斤验收”改称“高产验收”以避免突出这个“硬指标”，袁隆平大为

光火：“我就是要搞900公斤验收！”最终，农业部经过严格的测产验收规程后，测得18块试验田共

107.9亩“Y两优2号”平均亩产达926.6公斤。袁隆平在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来临之前，实现了大面积亩

产900公斤这个世界杂交水稻史前无古人的高峰。 

 

但质疑始终没有消停：关于转基因、关于“公开信”、关于化肥、关于农药……尤其，在这次900公

斤消息之后。 

 

能否有一个机会，记者悉数直接问，袁老本人直接答？苦候三日，在临上飞机前两小时，记者终于

与刚刚回来的袁隆平面对面。 

 

一一一一问问问问：超：超：超：超级级级级稻究竟是不是稻究竟是不是稻究竟是不是稻究竟是不是转转转转基因？基因？基因？基因？ 

 

新闻视点：袁老您好，说到超级稻，最近大家对这个转基因的问题比较关心…… 

 

袁隆平(一听就大笑，截口道)：哈哈，又是转基因！ 

 

新闻视点：呵呵，我总结您之前有说到一些，似乎主要是两点。一是这次900公斤的这个品种，绝对

不是所谓“转基因品种”(袁隆平边听边说“对，对”)。二是对转基因也应该认真研究，不能片面。是

不是这个意思？ 

访袁隆平：超级稻究竟是不是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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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好，好……我们说消灭病虫害，最好的办法就是培育抗病虫害的品种、少打农药，而最有

效的办法，就是转基因种子(笑)。2007年，我考察过一个抗病虫害的转基因品种，效果就很好。可是人

有一个心理呀——抗病虫害的基因，人吃了有没有问题呢？再加上，比如现在有个杀虫作用很好的Bt基

因，翻译却叫做“毒蛋白基因”，我的天呐，“毒蛋白”啊，老百姓听了都觉得这“毒蛋白”怎么吃

哦。再说现在用小白鼠做实验没有发现问题，但人是人啦，小白鼠是小白鼠啦。所以，还是会对“抗病

抗虫的转基因农作物能不能吃”存有疑问。这个完全可以理解。 

 

新闻视点：那么抗虫抗病的转基因大米，到底能不能吃？ 

 

袁隆平：单从过去的实验来看，没什么问题。但不是要人来做实验吗？我愿意为科学献身，我来吃

那个抗虫的转基因大米，来证明没有问题。我也号召年轻人来吃。利用生物技术开展农作物育种是农业

科技的发展方向。必须加强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转基因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转基因是为了提高

产量。比如水稻属于碳3植物，玉米属于碳4植物，而碳4植物光合效率要比碳3植物高30%—35%，所以我

们正在研究把玉米这种高光效植物的碳4基因，转到属于碳3植物的水稻上。这也是转基因。这有什么问

题呢？玉米也是可以吃的嘛。所以说不能一概而论。(袁隆平学生、育种专家邓启云补充：培养抗病虫害

的转基因品种，就是通过实验室的遗传操作手段，将一些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如Bt基因，整合到

农作物的基因组中；而目前的杂交水稻品种，都是通过自然杂交来改良品种，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二二二二问问问问：超：超：超：超级级级级稻用肥料稻用肥料稻用肥料稻用肥料农药农药农药农药究竟究竟究竟究竟怎怎怎怎么么么么看？看？看？看？ 

 

新闻视点：这次攻关900公斤成功，肥料起了很大作用吗？ 

 

袁隆平：去年没用超级肥，是870多公斤。今年用了超级肥，一下提高了四五十公斤。超级肥有纳米

技术在里面，肥料利用率高一些，一般的如氮肥利用率只有30%，超级肥可达50%左右，关键是在这里。 

 

新闻视点：有人质疑杂交水稻使用大量农药、肥料，破坏土壤，与发展绿色食品怎么权衡？ 

 

袁隆平：说有机食品就应该是不施化肥的，这比较片面，应该是有机跟化肥结合起来。化肥是人类

19世纪的一大突破。没有氮磷钾，光靠农家肥，产量是上不去的。至于农药，水稻是病虫最多的一种植

物，目前还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打药。哎呀，那个虫好厉害啊，三天，水稻一下就枯了。前两年啊，你

们上海落下来那个飞虱啊，有几吨，那个繁殖快得不得了。你怎么办哩？暂时还没有抗这类虫灾的品

种，不打药，就没有收成了，只能说尽量少打药，而且多半打的是低毒、无毒的农药。现在尽量在研发

一些抗虫的品种，这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 

 

三三三三问问问问：超：超：超：超级级级级稻的口感究竟差不差？稻的口感究竟差不差？稻的口感究竟差不差？稻的口感究竟差不差？ 

 

新闻视点：很多人说，超级稻产量高，但口感不好，是不是这样？ 

 

袁隆平：我们现在这个“Y两优2号”，口感好得不得了咧！我这里有那个种植户王化永拿来的大

米。(袁隆平迅速站起身，跑出房间，叫秘书拿来大米。)小陈，你给大家每人分两斤米，回去煮煮尝

尝。这可是国家二级优质米。你们回去吃吃就知道了，放水是1：1或者1：1.1，这是普通打米机打的，

没有抛过光的，所以没有外面精加工后的大米好看。(记者看到，这个大米没有白粒，透明度高，呈长条

形，形状如泰国香米。回沪后，记者试煮品尝，口感偏软、较糯。) 

 

新闻视点：上海人习惯吃粳米，什么时候能尝到您的这个杂交稻米？ 

 

袁隆平：新品种的推广首先要通过省里品种联会审定才可以推广，“Y两优2号”现在已经通过湖南

省级的审定，下一步是通过国家的审定，之后就可以向全国推广。我估计，今年我们生产种子“Y两优2

号”大概明年种植面积可以达到50万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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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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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老这是德高望重的国之栋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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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抗虫BT基因转入超级杂交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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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老就是讲科学，不像有些人，生怕社会不乱，不负责任的乱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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