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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興明和「玉米塔」。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攝攝

◆外國專家到雲南考察交流玉米種植相關情況。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番興明（左一）指導學生進行育種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 攝

玉米是外來品種，目前在中國的種植面積達到6.35億畝，但其實，人類
對玉米基因資源的有效開發利用還不到1%。番興明介紹，很長一段

時間，許多優異的核心種質都掌握在國外的種業巨頭手中，他們選育出市
場需求高的品種，為了保護商業機密，往往只用代號公布，「而我們如果
想要種植這些優質品種，購買種子的成本就非常高」。

攻破技術壁壘 平抑種子價格
「所以，選育出具有『中國芯』的玉米品種非常重要。」番興明潛心研究和
培育多年，終於攻破了技術壁壘，選育出了中國自己的玉米品種。最先得到效
益的，就是玉米種子的價格獲得了大幅下降。「現在很受歡迎的鮮食玉米，以
前那些國外品種，種子能賣到每公斤600元（人民幣，下同），一粒種子就要
0.4元，就這樣，外國的公司還不太願意賣。而我們自己選育出的品種，一公斤
只需要100元至150元」，番興明高興地說。
現在我們在市場上時常能見到不少「花玉米」，也是番興明團隊的傑作。

「『雲甜玉1號』、『瑞佳甜4號』等等，有的一半是甜粒、一半是糯粒，
有的一根穗子結出五顏六色的玉米，不僅受到市場的歡迎，更降低了農戶的
種植成本。更為有意義的是，它們代表着我們國家在鮮食玉米上的突破」番
興明說。

建立育種技術體系 改良品質
為了做好玉米的培育，番興明常年都在田間地頭和村子裏工作。以前有不少
地方的老百姓靠玉米填飽肚子，導致營養不均衡，於是他致力培育出了優質蛋
白玉米。而隨着人們生活條件的不斷改善，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追求吃好，吃健
康。番興明說，「其實這就是我說的吃飽靠大米，吃好靠玉米」。大米、麵粉
可以為人類提供能量，但是想擁有更高品質的生活就需要優質蛋白，而玉米是
畜牧業重要的蛋白來源，在吃飽的基礎上，選育出優質的玉米品種，對提升國
人的生活品質，滿足大家對蛋白的需求格外重要。
番興明建立了玉米品質改良分子育種技術體系，在高油、高維A和優質蛋

白玉米育種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他說，以優質蛋白玉米為例，它產量雖與普
通玉米產量一樣，但內含的蛋白質更易被豬吸收，轉化率能提高30%至
50%。這就意味着，同等條件下，豬的生長周期能縮短30%。不久前實收測
產的「雲瑞408」是西南地區第一個通過國家審定的綠色高效玉米品種，顯
著減少了玉米發霉率，並提升了飼料養分利用率和畜牧生產效率，以及肉蛋
奶的品質。

熱帶種質北移 規避「同質化」難題
番興明深知一直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種質資源的同質化。番興明說，過
去儘管選育出不少玉米品種，但用的種質很相似，一旦某種病害大規模爆
發，對玉米生產將造成巨大損失。要降低這種風險，有一種解決方法就是要
將熱帶種質北移，使得熱帶亞熱帶玉米種質經過培育後，在北方也可以實現
開花結果，這對應對病蟲害有着重要意義。
番興明介紹，最近隨着生物技術的發展和長期不懈的努力，他們發現光周
期的問題，可以用育種家的育種手段來解決。比如說是導入一定比例的溫帶
種質以後，就可以把玉米的熱帶光周期反應給鈍化掉，使一部分熱帶玉米種
質，可以在溫帶地區正常的開花結實，為溫帶育種家所利用，「這個是一個
比較重要的工作，也是一個可以造福千秋萬代的工作」，番興明欣慰地說。

育60餘優質品種 打造中國「玉米塔」
目前，番興明團隊成功培育了60多個玉米品種，獲國家植物新品種和技
術發明專利等知識產權30多項，年近六十的番興明依舊很少在辦公室裏，
他堅信「育種家的成果始終要寫在大地上」，他說，玉米就像自己的孩子一
樣，一生為之奮鬥也不覺得疲倦，未來他希望能培育出更多的「看家品
種」，打造中國自主的「玉米塔」。

走進番興明的辦公室，一座「玉

米塔」惹人矚目，「『玉米塔』展

示的是我們培育的玉米品種，它們

要解決的是玉米種業的『卡脖子』

問題」。番興明是雲南省農業科學

院首席專家、雲南省玉米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近40年來，他潛心

從事玉米遺傳育種研究，在熱帶亞熱帶玉米種質創新、玉米品質改良、優

質專用玉米新品種選育等方面取得多項突破性成果。番興明說，玉米是我

，未來要打好種業翻身仗，就要

在生物技術方面下大功夫，培育我們國家自主的核心骨幹

，而這正是他和團隊努力的方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雲南報道

在番興明眾多的獎項中，
有一張「老撾共和國傑出貢
獻獎」的榮譽證書讓他頗為
感慨。他說，「以前我們四

處去跟別人學習，而現在不少地方的專家也來
跟我們學，在『一帶一路』發展進程中，我們
更加能用自己的種子去幫助有需要的國家和地
區，這是中國種業的驕傲。」

「我是幸運的，年輕的時候有很多機會到國
外去學習，」1988年番興明就到墨西哥國際玉
米小麥改良中心參加培訓，那時讓他認識到玉
米育種大有搞頭。後來他又多次到這裏學習交
流。1998 年，他又以訪問學者身份到泰國學
習。在這些難得的機會中，番興明結識了許多
國外玉米界的專家， 「過去是我們出國學，現
在外國專家也來跟我們學。」番興明自豪地
說。

累計向國內外 發放種質14000多份次
2010年以來，他帶領團隊在老撾開展抗逆雜

交玉米新品種選育，累計篩選出7個適合當地種
植的雜交玉米新品種，並通過老撾農林部審
定；還建立了境外優質高產雜交玉米示範和雜
交種製種基地，培訓了一大批老撾玉米科技人
員；經他改良的玉米種質表現出優異的抗病
性、抗旱性和豐產性。

幾十年來，番興明走過了多個國家，他和團
隊累計向國內外發放玉米種質14,000多份次，
為玉米育種提供了豐富的種質資源和遺傳材
料。目前，他們正加強與南亞、東南亞交流合
作，希望通過科研攻關，培育更多品種。

番興明說， 「我們有責任和義務幫助第三世
界國家，把好的種質進行交流共享，能讓更多
的人過上更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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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來，番興明率領團隊累計選育出60餘個玉米品種，
推廣優質玉米超1.4億畝，新增產值超過170億元（人民
幣，下同）。更為重要的是，科研成果成功轉化為產品，
實實在在帶動了農民的脫貧致富。在雲南墨江孟弄村，他
和團隊逐步建立起的2,000畝玉米製種基地，帶動整個村年
產值從120萬元提高到600萬元，戶均增收6萬多元。
番興明和團隊在墨江孟弄村一邊研究玉米的品種改良，

一邊向農戶傳授製種技術，同時實行訂單種植，讓種植戶
放心種植不愁銷路，當地農村和現代化農業的有機結合，
促使全村156戶農戶80%以上都建起了新房。「把自己的
成果帶到千萬家，我們就一直是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
於農民的脫貧致富。」番興明說。
玉米在雲南的種植面積約為3,000萬畝，番興明和團隊在

玉米品種領域不斷攻堅定克難取得的成就，為保障我國少
數民族地區的糧食安全、促進農村增產增收、助推脫貧攻
堅作出了卓越貢獻。

科研成果轉化
新增產值170億元

◆番興明和團隊在墨江孟弄村一邊研究玉米的品種改良，一邊向農戶傳授製種技術。圖為雲
南村民在剝玉米。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番興明（中）帶
領團隊人員進行育
種。 香港文匯報

雲南傳真

農業科學家番興明潛心研究40載

番興明，男，1963年3月出生在雲南省梁河縣，研
究員，博士生導師，雲南省農業科學院首席專家，雲
南省現代農業玉米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長期從事玉
米遺傳育種研究，在熱帶亞熱帶玉米種質創新、玉米品質
改良、優質專用玉米新品種選育等方面取得多項突破性成
果，成功解決了玉米生產上面臨的一系列重大技術難題。

先後主持國家和省級重大科研項目50多項；育成國家和
省級審定品種60餘個；獲國家植物新品種權及國家發明專
利30多項；主持選育的玉米新品種累計推廣1.43億畝，在
保障糧食安全和推動畜牧業發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榮獲國家傑出專業技術人才、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有
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全國農業科研傑出人才、全國先
進工作者、全國糧食生產突出貢獻農業科技人員等榮譽稱
號。2008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技創新獎獲得者、2021年
2月，老撾農林部授予番興明傑出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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