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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现代草种业 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
常秉文  屈璐璐

草种是保障草原生态系统多

功能性和可持续性的核心，是维

护生物多样性和草牧业发展的重

要物质基础。干旱半干旱区实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草种

是关键。强化草种质资源保护利

用，坚持品种创新，构建以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创新为根

本，区域协同合作、产学研深度

融合、育繁推一体化发展的现代

草种业体系，对建设北疆生态安

全屏障，推进自治区经济社会绿

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内蒙古发展草种业

的基础优势分析

（一）政策优势

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

和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

出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

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

开展种业技术攻关，提升规模化

良种繁育的要求，这为我国草种

业 发 展明确了方向。2020 年内

蒙古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大

力发展现代草种业，把内蒙古建

成中国草种的资源库”的战略部

署。《2020—2022 年内蒙古自治

区种业三年行动方案》明确了以

发展现代种产业体系。实施“科

技兴蒙”创新驱动发展计划，建

摘  要 ：本文总结了内蒙古发展草种业的基础优势，分析了内蒙古发展草种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在新时代下有利于内蒙古发展现代草种业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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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内蒙古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

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紧密结合，

为现代草种业创新发展营造了更

好的组织平台和政策扶持。国家

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一系列政

策措施为现代种业发展做出了顶

层设计，为现代草种业发展，筑

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进自治

区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重要的政策支撑。

（二）资源优势

草原是内蒙古生态主体，是

内蒙古面积最大的天然绿色生态

系统，从东向西跨湿润、半湿润

区逐步过渡到半干旱、干旱区，

地理地貌特征和气候条件的差

异造就了植物物种的多样性，不

仅牧草资源丰富，而且药用、蜜

源等功能性植物种类繁多，堪称

是抗逆、优质高产及一些特异性

状的基因宝库。全区分布野生维

管束植物 2781 种，其中种子植物

2208 种，特有和珍稀濒危植物

300 余种。截至 2020 年，通过国

家审定草品种有 64 个，约占全国

的 11%。内蒙古省级审定草品种

有 134 个。目前，内蒙古已初步

建成草种质资源库 3 座，包括由

中国农科院草原所承建的国家温

带牧草种质资源库、蒙草集团承

建的乡土草种种质资源中心库、

自治区草原站承建的牧草品种资

源库，收集保存各类草种子资源

3 万多份，种质资源优势，是产

业化开发利用重要的物质基础。

（三）技术基础

内蒙古野生草种驯化和牧草

栽培具有悠久的历史，也是我国

较早开展生物技术研究和应用的

省 区。 国 家 863 计 划 和 973 计

划开始了转基因育种基础性研

究，2008 年启动“转基因生物新

品种培育重大专项”，2010 年生

物育种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规划”，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

下，在牧草产量、品质改良、抗

逆性、基因表达与调控等转基因

育种技术研究方面具有较好的

基础。目前，中国已全面建立了

育种创新和产业化体系，包括基

因资源发掘与克隆、功能鉴定、

分子设计作物分子育种等环节和

流程，在遗传连锁图谱构建、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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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遗传转化等基础理论研究领域

取得了显著进展，与国际前沿水

平差距在逐步缩小。这些都为新

品种培育创新提供了技术基础。

草种子生产技术研究与实践内蒙

古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对牧草种子生产管

理、质量检验技术等进行深入研

究，针对苜蓿、红豆草等豆科牧

草以及冰草、老芒麦等禾本科牧

草开展了关键生产技术的试验研

究，参与或主导制定了草种子检

验技术规程、草种质量分级等国

家标准，为国内牧草种子的规模

化和规范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四）人才基础

内蒙古 拥有中国农科院草

原研究所、农牧业科学研究院、

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

专门从事草种研究的机构和人才

队伍。新设立的内蒙古草种业创

新中心联合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

所、兰州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西南野生种质资源库、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及区内科研院

校，形成了技术领域布局较为完

整的产学研融合团队，外聘技术

指导专家 30 余人，共建单位参

与技术人员近 30 人。牵头单位

及合作单位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

29 个，内蒙古自治区级科研平台

10 个，重点实验室 8 个，为草种

业创新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团

队和工作平台。

（五）产业基础

内蒙古是我国草种子主要产

区之一，目前，全区从事专业化

生产草种子的企业有 18 家，年

产各类饲草良种 9300 吨。种子

扩繁及品种选育基地有 45 处，

拥有 70 万亩的牧草种子田。自

2000 年以来，在国家政策扶持

下，内蒙古科 研院所和企业加

快草种质资源保护与良种选育，

已初步建立种子生产、加工、营

销、质量监管等草种产业体系框

架。蒙草公司设立 18 个特色草

种研究院开展野生乡土植物种质

资源开发和利用，在内蒙古、北

京、西藏等地区建成种质资源

圃、草种生产基地 5 万多亩。在

草种质资源收集、评价、鉴定的

基础上，已筛选抗性强、兼具饲

用价值的草种 200 多个，成功引

种驯化乡土植物 150 余种，登记

国家及自治区品种 25 个，获得国

家植物新品种权 4 个，并总结形

成乡土植物种质资源挖掘开发、

野生驯化技术体系和标准化工作

流程。同时，在内蒙古东、中、

西部建有品种比较试验基地和区

域试验基地。

（六）市场广阔

我国有 60 亿亩草原。长期

以来，由于对草原的过度利用和

气候等因素影响，90% 的草原出

现不同程度的退化，需要通过补

播或重新建植的方式修复草原植

被。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核心是有

足量的抗逆性强、适应性广和有

竞争力的优势乡土草品种和高质

量种子作为保障。据测算，若每

年补播修复退化草原 1 亿亩，则

需要这类草种约 10 万吨，即在

现有草种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至少

还需翻一番。内蒙古是畜牧业大

区，也是饲草生产大区、草种用

种大区，根据 2020 年全区草原

生态修复项目及退牧还草、风沙

源治理项目需求估算，全区需草

种约 695.5 万公斤，其中生产性

用种 429.5 万公斤，生态建设用

种 266.1 万公斤 ；生态建设用种

涉及种类较多，需求量较大的有

优良羊草、冰草等品种，缺口均

在 60% 以上，还有一些在适合内

蒙古生态建设的草种如沙打旺、

草木樨、驼绒藜等，全区库存采

收量缺口更大。目前全区草种基

地保留面积不足 11 万亩，其中

7.95 万亩为苜蓿草种生产基地，

其他草 种类基地为 2.45 万亩，

草种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满足草牧

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需求。随着

畜牧业的加速发展，饲草产品的

需求日益加大、缺口逐年增加，

给草种业市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

空间。

二、发展现代草种业存

在的主要问题

农牧 业现代化， 种业 是 基

础。从全国看，内蒙古草种业在野

生种质资源收集保存、新品种培

育、产业化发展、产业标准化体系

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

仍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草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

用不足，种质资源消失风险加剧

种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

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现代

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

我们最大的隐患”。草种业同样

如此。草种质资源收集保存体系

不完善，一些珍稀濒危的种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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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特色乡土草种消失严重，技

术评价指标体系缺乏，评价工作

缓慢，良种基因标识储备严重不

足是制约草种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 二） 优 质草 种质 创新不

足，育种手段单一育种效率低

生物育种技术应用不够，原

创性成果少，特质性、区域性、

高质量的品种匮乏，进口依赖性

大，国产良种的供需矛盾十分突

出。自主创新是草种业发展的关

键，与国际种业巨头相比，我们

在种质资源深度鉴定评价、育种

材料和育种技术及综合利用方

面 存在较大 差距。从全 球 看，

虽然登记数量逐年增长，但与发

达国家每年数以千计的新品种审

定相比，我国育成草品种不仅数

量少，而且质量不高、同质化严

重、特异性与抗逆性不强。缺乏

优良品性突出、竞争优势强、品

质好的品种，是目前草产业发展

的主要瓶颈。

（ 三） 草 种业 产业链 不健

全，生产的集约化程度低

优势品种规模化生产区和生

产基地较少，生产成本高，产出

效益低。种业市场发展滞后，种

子质量低。草种产业链不完整，

短、小、弱、散的现象普遍。草

种业市场发展滞后，种子质量低

等问题严重影响草种业健康发展。

（四）草种业技术成果研发

转化缓慢

种业科技成果转化慢，科技

成果价值评估体系不完善，未建

立良好的科企合作模式。提高草

种业质量效益的关键因素就是品

种创新和丰产扩繁的问题，而国

产草品种原种数量少，原种供给

不足，很难形成量产推广应用。

除此之外土地、机械化 水平也

是制约种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

素。好种子不但是育出来的，更

是好企业加工出来的。许多登记

的品种，因各种原因仍然在育种

家手里保存，没有形成产业化推

广应用。

（五）草种行业标准体系不

完善

在现行的国家、行业和地方

涉及的草种业标准中，由于不同

草种间差异大，导致已有标准在

具体实施操作上存在很大难度。

在品种选育方面，现有引种、区

域试 验、审定等指导性标准和

DUS 测试标准仅有 20 个，在抗

逆鉴定方面，只包含了耐热、耐

酸性能，抗旱、抗 寒等其它 抗

性指标标准较少，缺乏生态修复

型、能源用型、观赏型等草品种

的区试、审定及指纹图谱鉴定技

术方面的标准。在种子生产繁育

上，现有标准较为笼统，在种子

检验标准中，许多生态草种缺少

检验规程。

（六）草种业发展资金支持

不够

作为农业最基础产业，种业

与其他行业相比效益较低，草种

业与其他种业相比效益更低。如

生态建设最常用的冰草、羊草等

良种扩繁播种当年不结实，第二

年开始亩产种子 25 公斤，市场价

格 50—80 元 / 公 斤， 土 地 租 金

高，产出效益低，投资回收慢。

日前，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发布

2021 年重点就粮食生产发展、种

业创新发展、农业全产业链提升

等 9 大领域 35 项强农惠农补贴

政策，仅作物种子生产补贴奖励

比往年翻倍增长。而对草种业的

补贴奖励与林木种苗、粮食作物

种业相比差距较大。

三、大力发展现代草种

业的对策建议

大力发展现代草种业，是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绿

色发展、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

要任务。

（一）加强草种质资源收集

保护与评价

结合国家种质资源普查和自

治区草原资源监测评价，全面开

展草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工作。加

强种质资源系统性收集保护，进

一步完善提升种质资源保存库、

资源圃和原生环境保护区等基础

建设，构建种质资源长期库、中

期库及配套资源圃保种体系。加

大特色濒危物种群落保护力度，

采取活体保护和基因保存相结合

的方式，确保珍稀、濒危、特有

资源与特色地方品种不丧失。同

时系统开展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工

作，建立资源性状基因评价和种

质资源保护名录。

（二）加速草种质资源创制

与新品种选育

以草品种创制与育种技术

创新为核心，在分子标记辅助选

择、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

等方面原始创新，以含优异基因

资源为供体，通过常规育种、远

缘杂交、理化诱变、基因工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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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等技术，创制遗传稳定、目标

性状突出、综合性状优良的新种

质。建立基因快速检测、转移、

聚合和追 踪的技术体系，促 进

创新种质的高效利用。努力把资

源优势转化为基因优势和产业优

势，提升国产草品种的育种速度

和品种技术含量，突破 生物技

术育种“卡脖子”问题，加强基

础技术研究，切实解决产业和生

态建设中存在的技术难题，加强

草种业标准化建设，健全标准体

系，补足当前短板。

（三）加快优良草品种生产

基地建设

草种繁育不同于一年生的

农作物生产制种，种粒小、后熟

硬实性播种难，裂荚落籽性收获

难，对生产机械设备要求严格。

科学布局种子生产优势区域，适

地适种，良种良法，完善基础设

施，针对草种生产特点和规律，

确定一批优势草种，集中物力、

财力建立一批优势草种生产区和

生产基地，提升不同区域不同应

用方向的良种供给能力。加强草

种原种保纯和繁殖技术、高产

栽培技术、生产加工，配套高标

准管理措施及草田轮作模式等研

究，实现草种生产良种化、集约

化、机械化、标准化，快速生产

出高质量的生态用草种子和各类

用途的功能性草种子。

（四）促进优质草种的转化

应用

建立产学研用合作机制，加

快成果转化落地，推动科技成果

的产业化发展。坚持以企业创新

为主导，促进种业科技成果市场

化、产业化。建立草种育种与生

产销售的补偿机制，发挥草种企

业与育种家积极性，共同促进草

种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提升成

果转化效益。掌握产业发展的主

动权，着力做好草种业补链、强

链、延链。补链方面应着重解决

草种产业链短、弱、散，生产集

约化程度低等短板，推进种子精

选、加工、包衣、包装等技术改

造和升级换代，加强制种的自动

化及智能化，保证种子的高质、

高产。强链方面应逐步建立以企

业为育种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

和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

种子，实现从试验田到大田量繁

转化，促 进草种业重大基础研

究成果产业化，形成一批自主可

控的生物育种关键核心技术，培

育一批满足高质量发展、多元化

需求和国际竞争需要的战略性

品种。延链方面应强化草种生产

和科学技术相结合、和生产效益

相结合，形成草种业成果快速转

化机制，建成集育种创新、生产

加工、营销服务于一体的现代草

种产业化创新联盟，从新品种选

育、良种扩繁，到种子收获、加

工、应用推广服务等，形成“以

市场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

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的现代

草种产业体系。

（五）加大草种业资金支持

国家财政 应在继续加大支

农投入的同时，加大草种业资金

支持，加强惠草政策支持力度，

强化项目统筹整合，推进重大政

策、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顺利实

施，发挥政策引导的作用，促进

现代草种业发展。贯彻落实中央

“打好种业翻身仗”总体部署，以

提升草种良种化水平和建设国家

级现代草种生产基地为目标，提

高种业基地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为

抓手，聚焦草种品种创新、良种

生产加工的短板弱项 , 强化新技

术、新工艺、新装备应用，推动

草种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

展。重点加强草种制种基地基础

设施、草种业产业链条现代化水

平提升，质量控制能力与国际接

轨。支持一批有实力、有市场、

有创新的龙头 企 业，培育形成

“打好种业翻身仗”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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