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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盐碱水稻从青岛“开枝散叶”，今年种植约2万亩喜迎最美丰收季

近50种海水稻正抢着上餐桌

□文/图 半岛记者 高芳 谷朝明
通讯员 杜德乐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10月
中旬，李沧区的海水稻试验田迎来了它
一年中最黄金的季节——— 收割季。来，请
跟半岛记者一起走进位于李沧区的青岛
海水稻研发中心，打探海水稻的奥秘，感
受丰收之美。

将在2亿亩盐碱地推广种植

进入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的大门，
就看到整个海水稻水田示范基地喜披
“黄金甲”。沉甸甸的麦穗迎风起舞，黄灿
灿的稻浪起伏一片丰收的景象。
2012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带

领团队来到青岛，开始了耐盐碱水稻品种
的研发选育。七年过去，从青岛“走出去”
的耐盐碱水稻交上了斐然成绩单：2019
年，在全国5大类型盐碱地区，共种植耐盐
碱水稻材料近两万亩；有23个水稻材料参
加了今年的区域种植试验。由袁隆平领衔
的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已在6‰盐度灌
溉水条件下培育出亩产超过600公斤的品
系。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研发副主任李继
明博士介绍说，“目前海水稻材料正在全
国主要盐碱地进行品种区域试验，预计
明年会向更大面积推广。”
海水稻只能种在海边吗？李继明博

士解释说：很多人以为海水稻只能在海
边种植，这其实是个误会。海水稻真名叫
“耐盐碱水稻”。因为它的种植环境是盐
碱地区，实验基地离海比较近，就起名叫
海水稻。纯粹用海水是种不了水稻的。
“一般水稻生长环境是ph值7～ 8，现在
我们希望培育出的品种是要耐强碱，ph
值要到9～ 10的品种，这样的水稻材料
还在筛选中。”
对于海水稻和常规水稻的一些外观

上的区别，李继明博士也给出了答案：海
水稻的插秧时间和正常水稻时间相同，但
是海水稻因为生长环境盐碱度高，普遍发
育延迟。常规水稻在一般非盐碱地上长得
高，抽穗早，海水稻在盐碱地里长得矮一
点，也比非盐碱地晚熟5～ 10天左右。
李继明博士还介绍说：“我们希望培

育出更多好的品种，中国有15亿亩盐碱
地，将来在1～ 2亿亩盐地或碱地上推广
种植，因为盐地和碱地一般是分开的，盐
地指的是滩涂，碱地一般分布在内陆西
北、东北等地，我们这个区试平台已经有
近50个海水稻品种参加区域试验，第一
批报审的至少有7个品种。”据了解，今年
5月，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在山东青
岛城阳区、新疆喀什岳普湖、黑龙江大庆、
山东东营和浙江温州等地同时插秧。目
前，青岛“海水稻”已在全国五大类型盐碱
地、八个海水稻试验种植基地种植约2万
亩，都迎来丰收。

受得了高温更要能耐寒

2018年1月，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
选取了几十个杂交水稻材料，在迪拜近郊
沙漠进行了小范围种植。经过5个月的生

长，最高亩产达到了520公斤，还有两个水
稻材料亩产量超过400公斤。这是全球首
次在热带沙漠实验种植水稻取得成功。
李继明博士说，“那个地区气候比较

恶劣，一是温度比较高，夏季的最高温可
达50℃，地表温度超过60℃更是‘家常
便饭’，另外比较干燥，还有就是地底盐
分太重。”在这样极端气候的沙漠里种水
稻，可以说“难于上青天”。
今年9月份“海水稻”首个寒地育种

站在黑龙江铁力市成立，李继明博士介
绍说：“海水稻要往北推广的话一定要耐
寒。中心在黑龙江肇源这样的重度盐碱
地基地共种植了66个高代水稻品系，从
中筛选到6个强耐碱水稻品系，8月中旬
已经正常抽穗。”铁力市位于黑龙江省中
部、松嫩平原与小兴安岭过渡地带，寒温
带大陆性气候，辖区内覆盖多个积温带，
寒地水稻育种优势明显，在此开展寒地
育种项目，能够满足内蒙古自治区、黑龙
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水稻种植区域需
求，对进行耐碱水稻品种的耐寒性研究
推广具有较强的区域代表性。
李继明博士介绍，海水稻的米质是

非常好的，因为生长在盐碱地地区，它的
生长环境其实更有机。盐碱地土壤没有
耕种过农作物，土壤成分富含多种微量
元素，而且土壤没有农药污染，盐碱地区
也没有虫害，不需要打农药，施点有机肥
就行了。而且盐碱地地区水源相对比较
纯净，盐碱地里长出来的水稻可以称得
上是天然的“有机米”。
目前海水稻稻米品牌“袁米”已经在

天猫超市线上销售，每公斤售价在十几元
到三十几元之间。记者在天猫超市“袁米”
品牌的买家评论区看到了诸多好评，“海
水稻确实好吃，一家人赞不绝口”，“米很
好吃，软软的，煮稀饭干饭都不错。”
记者在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的展厅

内还看到了用海水稻米做的酒“海水稻
酒”，目前定价100元、300元、600多元
不等，已有销售渠道在运营，相信很快就
可以走进广大消费者的视线。

扫描二维
码，观看本新闻
精彩视频

揭秘

在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有一
个有趣的实验室叫做稻米食味实验
室。试验田里的海水稻成熟后，就在这
里进行口味的测试。实验室工作人员
专门研究海水稻稻米的食味品质，检
测粒型、光泽等理化数据，是否符合消
费者购买时的需求，比如说白、透亮这
样的基本需求。
记者在这个实验室看到桌子上摆着
好几个电饭锅，项目主管赵清源介绍说，
测试口味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把稻米
蒸熟后品尝，随着海水稻陆续成熟收割，
他们每天都要吃好几碗蒸熟的海水稻米
饭，“还没有咸菜就着，”赵清源说，“不光
我们实验室的人要品尝，有时候还‘呼朋
唤友’把整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喊下来品
尝，大家再打分评价品种的食味。”赵清
源打趣道：“每年丰收季节，收得多就吃
得多。一天要吃掉好几碗饭，撑得肚儿
圆，晚上回家都不用吃饭了。”

不用去三亚避寒
水稻“宝宝”过冬无忧

过了秋收季，马上就要入冬了，大田
里的水稻作业基本都结束了。常规条件
下，水稻的一生一般需要4～5个月，所以
研究水稻全生育期在青岛一年只能研究
一代。这样的速度对于科研来讲太慢了。
如果在冬季，到海南再种植一季的话，一
年可以开展水稻两个生命周期的研究，
加快育种速度，提高育种效率。在青岛海
水稻研发中心海南三亚的南繁基地，9月
底就已经在开始整理田块，准备今年下
半年的南繁育种实验工作。10月底，科研
人员将像候鸟一样，陆续飞往海南三亚
南繁基地正式开展水稻繁育试验工作。
那青岛实验室里的海水稻材料是不
是也要“冬眠”了呢？记者在青岛海水稻
发展中心看到一个人工气候实验室。青
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研究主管齐双慧
介绍说，进入冬季后，海水稻材料除了送
到海南三亚加代育种以外，还会用光照
培养箱继续进行小材料的繁殖，这个培
养箱可以模拟外界的气候环境，温度、光
照等在这里都可以进行调节，以适应水
稻的生长，“我们在这里对水稻苗进行扩
繁，从而获得更多的种子。光照培养16个
小时，暗培养8个小时，模拟外界白天和
黑夜的光照环境。它是专门为海水稻宝
宝们过冬用的。”

品尝稻米是赵清源每天的工作。

吃饭也是工作
每天撑得肚儿圆

李沧试验田海水稻喜迎丰收。

近观海水稻稻米。

光照培养箱里的海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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