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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更是产业的‘芯片’。”李淑

斌暗自立下目标：回国后一定要做品

种研发，让新品种月季花在祖国大地

上绚丽绽放。

    

    踏上新品种研发之路
    

“目前，在云南乃至全国月季产

业中，众多品种都要依靠进口。”李

淑斌表示，没有自己的优势品种，没

有产权，不搞育种，月季花种得再好，

也容易被人“卡脖子”。

2015 年，李淑斌从法国学成归来

后，带着 10 多个大学生成立了月季新

品种研发创新团队。他们在晋宁区一

座偏僻的大山中开辟了 200 亩土地，

在这片“秘密花园”里开始了中国月

季新品种的研发之路。

从开挖荒地到平地建棚，从修路

开渠到种苗入地，李淑斌从一个实验

室的研究员，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土

专家”。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背着家

里人偷偷变卖了昆明的房产用于新品种

研发。在团队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先

后研发出 10 个环保月季新品种。

“全球蔷薇属种质资源约有 200

种，只有不到 10% 的资源参与了现代

月季的培育。我们认为现代月季品种

选育需突破的关键是，将更多具有优

异性状的蔷薇属资源引入到品种选育

中来。”李淑斌说，“目前，我们团

队已成功将部分野生资源和中国古老

月季品种的基因引入到新培育的品种

之中。经过培育，获得了几千份抗性强、

耐低温的中间育种材料，为获得突破

性的月季新品种奠定了基础。”

2020 年，李淑斌成为中国青年科

技工作者协会农业专业委员会委员，

晋宁区委组织部将其科研团队认定为

“环保景观月季育种创新团队”。

    

探索“产学研”模式
    

“回顾近 30 年来的中国月季新品

种选育之路，很多育种工作只是进行

品种间的杂交。”李淑斌说，现代月

季遗传背景相对狭窄，即亲本遗传多

样性不够丰富，仅品种间的杂交很难

选育出具有突破性的品种。

李淑斌表示，近年来许多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相关专家通过杂交培育出

不少新品种，然而绝大多数都很难进

行规模化推广种植。

“一个新品种问世，如果市场认

可度不高，种植户得不到实惠，就没

有人愿意种植。”李淑斌说，“导致

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品种选育没有

质的突破，产、学、研没有很好地结

合起来。”

李淑斌告诉记者，目前法国等一

些欧洲国家的月季新品种选育工作的

主体是企业，甚至不少研究工作直接

由企业承担，因此研发品种市场导向

很明显。深受启发的李淑斌，在团队

成立伊始就注重走产、学、研相结合

的月季新品种研发之路。

近年来，李淑斌带领团队从国内

外收集到超过 2000 份种质资源，在

宝峰基地每年杂交育种收获种子 20 万

粒，育种规模与国际中等育种公司相

当。目前，基地每年可优选 3~5 个新

培育的月季品种申请专利、开展市场

推广，且已实现将部分古代月季、野

生蔷薇的基因引入新培育的月季品种

中，并尝试进行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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