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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人物

怀揣梦想，踏上研究路

胡凤益从小亲历农村辛苦的劳作，目睹父母和乡

亲为了口粮、生计付出的艰辛。怀揣着从事农业科研

工作的梦想，胡凤益发奋读书。1991年，他从西南农

业大学（现为西南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如愿来到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从事陆稻基础研

究和育种工作。

当时，陆稻生产实际上是一种相对落后的稻作生

产方式，生产过程中还会造成水土流失，但山区群众

需要以此为口粮，矛盾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困扰着

胡凤益。他心想，培育多年生稻也许是解决这一矛盾

的有效方案。

野生稻靠自身生命力繁衍生息，根系极为发达，

能够多年生长，但产量和质量并不可观，胡凤益团队

希望利用现代栽培稻与多年生野生近缘种进行杂交，

提高产量。为此，他专程前往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

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回国后，到海南三亚建立研究

基地。围绕野生稻地下茎无性繁殖和多年生特性，探

寻着一个个遗传生物学难题的破解之道。

历尽艰辛，梦想结硕果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把水稻从一年生培育

成多年生，是“从0到1”的突破，要解决的难题犹如

一座座难以攀登的高峰。

一方面，研究经费短缺几乎是“家常便饭”，研

究也屡屡受挫，团队成员逐渐丧失信心。一个个年轻

人加入团队后又陆续离开，给胡凤益带来很大的打击。

另一方面，水稻生产过程繁复，“种粮比较效益低”

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胡凤益深知，要解决这些问

题，急需轻简化的稻作生产技术，多年生稻的研究刻

不容缓。

2015年，胡凤益来到云南大学农学院工作，他

把研究基地从海南搬回云南。次年，多年生稻首次种

植到农户的大田里。冬季的时候，所有稻桩成了枯黄

的一片，胡凤益原以为失败了，意外的是，第二年春

天，所有的稻桩竟然奇迹般地“活”了。

“前一年，多年生稻实际是休眠了。”胡凤益研

究20多年的水稻多年生产模式终于实现。此后，多年

生稻的适应性、稳定性、丰产性和病虫害抗性等不断

得到验证。

绿色高产，农民广受益

“多年生稻技术是利用长雄野生稻发达的地下茎

培育的多年生稻品种及其配套栽培技术，可以实现水

稻种植1次、连续收获3至5年。这是一种绿色、轻简

化、可持续的稻作生产方式。”胡凤益说。

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组织下，从2017

年起，多年生稻在云南12个州（市）76个县（市、

区）累计种植20多万亩。连续多年的试种研究证明，

多年生稻连续种植4年8季，平均产量达6.8吨/公顷，

每季每公顷节约劳动力约77人次，节约生产投入近51%。

“试验证明，多年生稻能改善稻田耕层土壤结

构，培肥土壤，并减少水资源投入。这一创新研究有

助于维护粮食安全和生态完整性，是实施‘藏粮于

技’战略的有益探索。”胡凤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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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是科技攻关的“领头雁”，身为一名党员，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胡凤益
和团队经过多年探索研究，育成了种植一次、通过越冬和免耕、可连续收获多
次的多年生稻，实现了多年生粮食作物品种选育领域“从0到1”的突破。2022
年12月，《科学》杂志公布的“202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中，胡凤益团队的多年
生稻研究成果入选榜单，成为当年中国唯一入选，也是全球农业类唯一入选
的重大科研突破成果。

胡凤益  

让多年生稻从云南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