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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推广种植月季的晋宁区还被列为云南
省“一县一业”花卉产业示范县。

    

自主培育新品种不足
    
虽然云南月季产业发展迅速，成效

显著，但其背后存在的种质资源问题引
人深思，亟须引起重视。

“目前，云南乃至全国月季产业
发展中，没有自主培育的好品种是最大
的‘拦路虎’，大多数品种依靠进口，
甚至个别品种90%以上都要依靠进口。
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引进一个品种，就
要拿出销售额的 10% 作为专利费用支
付给对方。”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
究所研究员晏慧君说，没有自己的优势
品种，很容易被国外“卡脖子”。因此，
自主培育优质月季品种势在必行。

据了解，云南有丰富的物种资源，
尤其是丰富的蔷薇属资源，为创造育
种亲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也为选育月季新品种奠定了基础。然
而，我国相关研究工作起步较晚，法国、
荷兰等很多国家从 18 世纪开始就在世
界各地采集月季亲本，并不断进行杂
交选育出优质品种，其中大部分亲本
来自中国。

近年来，我国许多高校以及科研院
所的相关专家通过杂交培育出不少新品
种，然而绝大多数都无法进行推广种植。
“由于市场认可度不高，种植户对新品
种不了解，担心存在风险，种植意愿不
高。”晏慧君说，“导致这一问题的原
因，就是产学研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

此外，在国外，月季花品种选育、
推广工作都由家族式企业来完成，历经
数百年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培育出优质
品种，并在全世界适于种植的区域进行
推广。而在我国，这些工作是一般企业

无法全部承担和完成的。“除了要投入
科研经费，还要组建科研团队，最重要
的是选育新品种需要时间积淀，但企业
往往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晏慧
君说。

    

加强产学研结合
    
要破解月季种质资源自主培育不

足、依靠进口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解决
好产学研结合的问题。

晏慧君认为，在科研方面，应尽快
建立一套高效的育种体系，加大项目支
持力度，促使尽快出成果。“我国相关
的研究工作才开展三四十年，而且很多
研究项目断断续续，这也是科研部门选
育优质月季新品种的制约因素之一。”
晏慧君说，这些问题都亟须破解。

同时，科研考核机制亟待调整。“比
如，科研考核只注重是否有专利以及品
种权等，实际上相关考核机制也应该进
行修改和完善，使其真正发挥‘指挥棒’
的作用。”晏慧君表示。

不过，科研机构和人员只能解决品
种选育问题，而推广种植等环节需由农
技推广站、种植企业等单位协助完成。
因此，科研机构应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企业建立联动机制，共同解决问题。

晏慧君建议，在推广种植月季新品
种的过程中，政府应给予相关企业和种
植户一定的资金补助，最大限度激发他
们的种植积极性。同时，还应给予一些
政策方面的支持。“目前，昆明大街小
巷以及道路两侧种植的月季，建议优先
选用云南自主培育的品种，这些品种已
完全达到视觉观赏效果。”晏慧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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