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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不毛地，今朝豆滿倉。進入8

月，黃河三角洲鹽鹼地大面積種植的

大豆「齊黃 34」長勢正旺。 2021

年，該品種在鹽鹼地的畝產高達

605.2斤，當年全國大豆的平均畝產

量只有260斤左右。鹽鹼地不再難出

糧，許多種植戶對今年的豐收充滿了

希望。而這一切，離不開「齊黃

34」的育種人徐冉。 徐冉是山東省

農業科學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員、豆類

研究團隊學術帶頭人，國家大豆產業

技術體系濟南綜合試驗站站長。他培

育的大豆品種「齊黃 34」現已種植

到 20 多個省份，在全國累計推廣

3,300餘萬畝。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殷江宏、胡臥龍 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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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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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冉徐冉，，男男，，19671967 年年 1212 月生於山東鄄月生於山東鄄

城城。。現任豆類研究團隊學術帶頭人現任豆類研究團隊學術帶頭人、、研研

究員究員。。兼任農業農村部種植業專家指導兼任農業農村部種植業專家指導

組成員組成員、、中國作物學會大豆專業委員會中國作物學會大豆專業委員會

理事理事、、國家大豆產業技術體系濟南綜合國家大豆產業技術體系濟南綜合

試驗站站長試驗站站長、、黃淮海大豆育種協作網副黃淮海大豆育種協作網副

主任委員等職務主任委員等職務。。

先後主持和承擔國家先後主持和承擔國家「「863863」」計劃項計劃項

目目、、國家轉基因重大專項國家轉基因重大專項、、國家現代農國家現代農

業產業技術體系業產業技術體系、、國家公益性行業國家公益性行業（（農農

業業））科研專項科研專項、、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國國

家科技攻關計劃家科技攻關計劃、、中國博士後科學基中國博士後科學基

金金、、國家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等國家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等

3030 餘項餘項。。獲得省獲得省（（部部））級以上科技獎級以上科技獎

勵勵 66 項項；；育成大豆新品種育成大豆新品種 1111 個個，，88 個品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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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徐冉從山東農業大學畢業後到山東省水稻研究所從事水稻高產栽培研
究，工作地點位於山東省濟寧市南陽湖附近一個
偏僻的農場裏，條件十分艱苦。徐冉沒有選擇市
區的單位宿舍，而是住在了農場，這樣不僅有更
多的時間學習英語和專業知識，還可以每天比同
事提前半小時到達工作現場，去觀察試驗田的變
化情況。兩年後，他被調入山東省農業科學院作
物研究所，跟隨老專家們從事大豆遺傳育種與栽
培研究工作。從青絲到白髮，他穿梭於田間地頭
和實驗室之間，為大豆豐產打造了硬核「芯
片」——「齊黃34」。

2020年畝產353.45公斤
創大豆高產紀錄

培育「齊黃34」是從1996年做雜交開始的，凝
聚了徐冉20餘年的心血。每年大豆播種後，徐冉
就開始日復一日地往試驗田裏跑。播種後一行一
行地去看出苗率，出苗後要看有沒有病蟲害，開
花期要去看開花早晚，成熟期看結莢情況以及豆
莢裏的豆粒多少，據此分析它的產量潛力。尤其
7、8月份，正是濟南最熱的時候，徐冉和團隊成
員在試驗田裏給大豆「去雄」（去除母本花朵的
花瓣和雄蕊，編者註），進行人工雜交授粉，大
汗淋漓卻甘之如飴。
每年十幾萬棵各世代大豆育種材料，徐冉需要
了解它們的全部生長過程，然後從中選出符合要
求的目標植株。在其看來，最笨的方法也是最有
效的辦法，「基因編輯一般只能改變一個性狀或
者少數幾個性狀，真正要育成綜合性狀好的品
種，還得通過田間一代一代的選擇。」
2006年，徐冉團隊成功育成了「齊黃34」，之
後繼續進行廣泛的試驗、示範、觀察、高產創
建，終於破解大豆高產「密碼」。2012年、

2013年「齊黃34」分別通過山東省和國家
審定，2015年「齊黃34」獲得植物新品
種權，隨後通過江蘇、貴州、四川、
安徽、河南、山西、甘肅、國家熱
帶和亞熱帶地區等審定和引種審
批，進入廣泛種植階段。2019
年「齊黃34」畝產達到了341.6
公斤，2020年畝產 353.45公

斤，創造了全國夏大豆高產紀錄和全國大豆主產
區高產紀錄。

蛋白脂肪含量高 適應地區範圍廣
專家測算，中國有近15億畝鹽鹼地，約佔全

球鹽鹼地面積十分之一。另一方面，近年來中國
大豆產需缺口不斷拉大，進口量持續上升，大豆
自給率已由 2003 年的 47.6%降至 2021 年的
14.52%。提升大豆產能，種子是其中重要一環。
而「齊黃34」的成功，為中國大豆的產能提升帶
來更多可能。在高產的同時，「齊黃34」具有高
蛋白、高油等特點，其中蛋白質含量45.13%、脂
肪含量22.48%，同時超過國家優質高蛋白和高油
品種標準。經實驗，用「齊黃34」大豆加工豆腐
的產出率比一般品種增加30-100個百分點，腐竹
產出多4-8個百分點，豆漿的產出率和口感亦高
於其他品種，很適合加工豆製品。
「齊黃34」的另一突破，則是其適應範圍特別

廣。俗話說「千里麥，百里豆」，大豆是短日照
作物，對光照反應敏感，一個品種能適應的地區
範圍較窄，一般只有1-3個緯度。而「齊黃34」
審定種植範圍跨越20多個緯度2,000多公里，是
國內審定區域最廣的大豆品種。

未來培育更耐鹽鹼大豆品種
徐冉坦言，因鹽鹼地不可控因素較多，加之過
量鹽分危害到大豆的全生育期，目前中高度鹽鹼
地種質資源仍非常缺乏。未來將在保護生態安全
的前提下，圍繞國家戰略需求，培育更耐鹽鹼的
大豆品種。
「我們今年在東營安排了4個試驗點，都是在
中高度鹽鹼地上。」徐冉每年會前往東營多次，
為鹽鹼地大豆繼續高產提供技術支撐。耐鹽試驗
要不斷地取土樣，測土壤鹽分含量，經常一身泥
一身水，有時甚至陷入泥裏出不來。雖然辛苦，
卻感覺收穫頗豐。
他說，「在鹽鹼地上，濃度差0.1%，可能產
生的就是物種之間的差異。我們需要建立更完
善的鹽鹼地育種技術體系，打造大豆全生育期
的耐鹽精準鑒定平台，從而解決中高度鹽鹼地
種質資源『無米之炊』的現象。」而他正在朝
着這個方向努力。

2021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到黃河三角洲農業高新技
術產業示範區考察調研。他走進田裏，彎腰摘了一個豆
莢，剝出一粒大豆，放在口中細細咀嚼：「豆子長得很
好。」這就是「齊黃34」。「齊黃34」在鹽鹼地上的突
破，為常年因地「受傷」的種植戶注入一支強心劑。

高產優質抗澇強 收益可觀受歡迎
「『齊黃34』產量高，品質好，很受大豆加工企業的青

睞，每噸比其他品種可多賣200元左右，平均每斤多1毛錢
左右。」山東匯邦渤海農業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華斌
說。常言道，糧食過分賽黃金。對於種植大戶而
言，這1毛錢的收益已是相當可觀。張華
斌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公司自
2009年開始試種「齊黃34」，
現已成為「齊黃34」示範基
地和耐鹽品種篩選試驗基
地。去年，公司在鹽
鹼地種植的大豆畝產
遠超全國大豆平均
畝產量。而在不
遠的墾利區，
「齊黃34」在
鹽鹼地的畝產
高 達 605.2
斤，差不多是
全國平均畝產
量的兩倍。今
年公司在山東

省東營市利津縣的鹽鹼地上種植了1.1萬畝「齊黃34」。
而其抗澇的特性，亦經過了大自然的大考。去年山

東、河南、山西、河北等地遭遇罕見暴雨，多數品種的
大豆減產過半甚至絕產，「齊黃34」的產量並未受到太
大影響。山東省東平縣的一個家庭農場種了600畝大
豆，因暴雨被淹了20多天，收穫時仍達到畝產400多
斤。農場主高興地給徐冉打來電話要請他喝酒。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大力實施大豆和油料產能提升

工程。推廣大豆玉米帶狀複合種植，是破解耕地資源制
約、統籌玉米和大豆兼容發展、提升大豆產能的重大舉

措。今年全國有16個省份推廣這一新種植模
式，大豆玉米帶狀複合種植達1,500萬

畝以上。而「齊黃34」耐蔭、抗
倒伏、抗病的特性很適合這
種新模式，在玉米行間
種植受到的影響較
小，是農業農村部
篩選出的拳頭品
種之一。

在徐冉眼裏，育種不僅
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
術。生活中的徐冉喜歡讀
歷史書和哲學書，他常常
把《史記》和《中國思想
史》帶在身邊，書中的故

事和哲理伴隨着他克服了一道道人生和科研
難關。徐冉還記得在2000年前後，由於科研
體制改革等原因，當時很多同事或轉行、或
下海、或出國，13人的團隊只剩下徐冉一個
「光桿司令」，培育大豆良種的重擔就落在
了他的肩上。

摒棄雜念搞研究為百姓增產增收
徐冉說：「我是從一而終的，一輩子嫁

給大豆，嫁了30 年。當時最大的問題是沒
人，想幹的工作幹不了。其次是沒錢，最
困難的時候，一年連 2 萬塊錢的經費都沒
有。」雖然工作非常艱辛，但徐冉從來沒

叫過苦，摒棄一切雜念一心撲在大豆研究
上。 每一粒大豆，在徐冉眼中都是有生命
的，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6月份是大豆播
種的季節，也是一年中白天最長的時候。
凌晨5點多鐘，徐冉就帶着一個臨時工到試
驗田工作。幾乎每天晚上回到家裏還要記
錄觀察數據、整理申報科研項目的資料，
有時候要加班工作到凌晨。

再苦再難，徐冉都沒有想過要退縮，他
說：「其實我這個人幹一件事，既然接手了
就想把它幹好。我沒有半途而廢的習慣，也
不會這山望着那山高改換研究領域。」看着
自己一手培育的大豆每天都在生長，每年都
有收穫，徐冉感到非常滿足，想到能為種植
大豆的老百姓增產增收，徐冉更是感到非常
有成就感。「齊黃34」審定推廣後，徐冉也
跑遍了大半個中國，在田間地頭授課，對農
戶進行技術指導，想農戶之所想，急國家之
所急，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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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而終的從一而終的「「大豆司令大豆司令」」

◆徐冉研究大豆育種30多年。 受訪者供圖

◆展會上展
示 「 齊 黃
34」 大 豆
做的豆腐。
受訪者供圖

◆徐冉跑遍了大半個中國對農戶進行技術指導。 受訪者供圖

◆徐冉（左二）與他的團隊觀察
大豆生長情況。 受訪者供圖

齊黃34入選國家糧油主導品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