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查看所有评论 

作者：刘双双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发布时间：2009-9-10 9:45:37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九十岁时实现超级稻亩产一千公斤，这不是梦想，是我的理想。”七十九岁的“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九月九日在长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于水稻本身的产量潜力和分子技术进步，要实现这一目

标应该没什么问题。 

 

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分三期实施。第一期是大面积示范亩产七百公斤，已在二000年实现；第二期

亩产八百公斤，于二00四年提前实现，现正在国内大力推广；目前，正在攻关亩产九百公斤的第三期目

标。 

 

袁隆平介绍，第三期超级稻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到二0一0年前实现大面积示范片亩产八百三十

公斤；第二步，二0一三年实现亩产九百公斤的目标。“就目前湖南隆回和溆浦两个试验点的实际情况

看，八百三十公斤的目标今年可以实现。” 

 

毕生致力于杂交稻研究的袁隆平并不满足于此，又为自己提出了第四期超级稻计划：到二0二0年实

现超级稻大面积示范亩产一千公斤。 

 

袁隆平认为，按照水稻光能利用率，结合长沙当地的气候、土壤条件，长沙一季稻的产量理论上可

以达到一千五百公斤，所以产量提升的潜力仍然很大；当今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能为产量提高带来奇

迹。 

 

“要实现亩产一千公斤的目标肯定是有难度的，这就像跳高一样，越往上要突破一点点都很不容

易，但是我有信心。”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笑着说。 

 

更多阅读 

 

袁隆平将向世界公布杂交水稻研究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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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九十岁实现超级稻亩产一千公斤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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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生产中少投入情况下得到的产量才有说服力 

靠大量投入肥料、人力、农药得来的产量，不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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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谁还会信这些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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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温饱问题，请记住中国目前为止还不是所有地方都完全能够吃饱，中国的粮食还不能完全自

给自足。我们国家的育种首要目标是产量，其次才是品质。 

不知道情况的人请不要乱说，这里大家都是懂科研的人，不是一般的论坛可以随便乱讲，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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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意见最好中肯，不时为批评而批评。袁老先生为国家做这样大的贡献，还要继续攻关，值得我们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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