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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科技创新重大成果展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 

注。此外，国稻 1号入选 2005年深圳第七届中国国际 

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并与神州 6号、龙芯2号等人选 

2005中国十大自主创新技术。申报品种权 20个，获准 

品种权 11个；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400余篇，其中 

SCI 20篇，出版专著 l0本。 

育成组合在省内外累计推广面积超过 667万 hm ， 

其中在省内推广面积超过 133万hm ，按平均单产比当 

地推广品种增产25 kg／667m2．每kg 1．5元计，农民增加 

收入达37．5亿元。此外，新品种权转让直接收入 2000 

多万元 ，项 目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目前，该 

项目育成的组合在浙江省年推广面积，籼型杂交稻占 

75％左右，籼粳型杂交稻占88％以上，彻底改变了外省 

品种在浙江省推广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4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水稻作为浙江省第一大粮食作物，约占粮食总量 

的 85％左右，是浙江人民的主要 口粮。近年来，全球性 

粮食供给趋紧，水稻育种研究不但肩负实现种粮增效、 

稻农增收和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使命，而且 

将担当确保全省粮食安全的重任。充分发挥浙江省水 

稻育种科技优势，为保障浙江省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 

撑任重道远。 
一 直以来，浙江省十分重视水稻新品种选育研究， 

特别是“8812”计划，经过四个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 

巨大的成果，是当前中国超级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一是全省单产依然偏 

低，近年来，虽然项目组选育了一批新组合，多次创造 

了示范方的高产纪录，但全省水稻平均产量仍只处于 

国内中上水平；二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米质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育种中高产与优质结合问题 

依然存在；三是新品种产业化速度偏慢，由于企业利益 

驱使，新组合的推广速度受到一定影响。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项目攻关组将继续应用高新 

技术，加强自主创新，特别是种质创新，加快单季晚稻 

与连作晚稻的超级稻选育步伐，总结研究配套栽培技 

术，切实做好新品种、新组合示范与展示工作，加快产 

业化步伐 ，使超级稻为浙江省水稻生产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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