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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数千万分之一的新品种

  大雪时节，农人正忙。
  烟台市农科院粮油作物所所长、国
家甘薯产业体系烟台综合试验站站长辛
国胜培育的“烟薯25”，因品质极佳，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种植户。
  对辛国胜而言，“烟薯25”是令他
感到骄傲的孩子。“每个品种都有小
名，‘烟薯25’的小名叫0579，外号是
蜜薯，‘25’是根据我们培育品种的编
号排序而来。”辛国胜说。
  0579，2005年的第79号株系。那一
年，满大街的烤红薯几乎都是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中国农科院选育的品种———
“遗字138”与“北京553”。这两个品
种“统治”了“烤薯界”大半个世纪，
未曾遇到挑战者，直至0 5 7 9 株系的
出现。
  “曾经地瓜只是口粮的一种，随着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持续升级，农
产品也迎来更大的市场，红薯也要顺应
时代做出品种的改良升级。”辛国胜告
诉记者，早在2003年，当大部分人还在
关注产量时，烟台市农科院便开始注重
烟薯的品质，并在育种的思路和方法上
大胆突破创新，将优质放到第一位，收
集优异的种质资源。
  正如“神农尝百草”，直接品尝是
甘薯育种人在田间地头筛选优良株系的
重要手段之一。
  也正是从那时起，辛国胜养成了生
食红薯的习惯，年均三四百个。品尝
前，他不知道自己的味蕾会经历怎样的
挑战。偶尔，他吃到了令人惊喜的南瓜
味、土豆味；但大多时候，唇齿被苦涩
吞噬。“自己育的种，含泪也要吃下
去。”辛国胜调侃道。
  在烟台市农科院的育种大棚里，辛
国胜和同事们每年通过杂交育种，会得
到一万株全新的甘薯株系。其中，只有
不到5%的株系会被他们“品尝”，而即
便是“万里挑一”的株系，大多数也会
在第二年的鉴定中被淘汰。就像大海捞
针，他们要寻找一种集好吃、高产、颜
值等优点于一身、无限接近完美的
红薯。
  “传统的甘薯育种是将一个母本与
一个父本杂交，培育出若干后代。为了
提高遗传潜能，我们当时还创新了育种
方法，以鲁薯8号为母本，利用创制的
骨干亲本烟15、烟3、烟20等为父本，一
次性获得20个组合。”辛国胜说，他们
一直遵循优质育种的思路，长期搜集优
质品种，建立了“种质库”，每天都向
“如何将亲本优点集中于一个后代”这
一难题发起攻坚。
  在经历过无数次“杂交、培育、鉴
定、淘汰”的循环后，2005年，辛国胜
选择保留“吃起来格外香甜”的第79号
株系。“在当年选择保留的近400株系中
‘多看了它一眼’，是因为它被老鼠啃
了。利用植物的天敌，是农学家提高品
种鉴定效率的诸多手段之一。”辛国胜
告诉记者，那个冬天，他留了一批种薯
在地窖，0579 最招老鼠。“堆了那么多
甘薯，老鼠偏偏喜欢79号株系，相当于
告诉我‘这个好’。”辛国胜笑呵呵
地说。
  彼时，0579还是初生事物，其能力
尚未被精准识别。它诞生的那年，烟台
少雨，0579长得光滑饱满，辛国胜甚是
欣慰。可第二年，雨水频繁，试验地偶
有积水，0579仿佛得了“静脉曲张”，
爆筋了。辛国胜以为，这可能是他无数
次失败中平平无奇的一次。好在，无论
口感还是产量，0579一直在线，稳定在
“学霸”级别。这使其在通过国家鉴定
前的7年间在试验地一直保留自己的
“坑位”，免于被淘汰。
  “品种培育工作的一大痛点在于品
质与产量往往呈负相关。好吃不丰产，
丰产的又不好吃。而0579的惊艳之处
是，它很好地兼顾了食味与产量。”辛
国胜说。在2011年全国性甘薯食用品质
组竞赛中，0579因色美香醇食味甘甜而
夺冠；在国家区域试验栽种过程中，
它 又 力 压 其 他 品 种 ， 摘 得 产 量
第一。
  2012年，通过国家鉴定后，
0579株系被正式命名为“烟薯

25”。“全国100多家从事育种工
作的甘薯科研单位，60多年的时间

都没能培育出一个可以替代‘遗字
138’的甘薯新品种。以每个科研单位每
年淘汰9000株系计算，找到一株‘烟薯
25’的概率是数千万分之一。”辛国

胜说。
  新品种的培育九死一生，新品种的
推广同样艰难。虽有明星潜质，但走出
试验地的“烟薯25”同样面临市场的
考验。
  “刚开始，‘烟薯25’仅在北方甘
薯优质产区种植，山东烟威、河北唐山
等产区表现优异，但产量只能供应部分
国内市场。”辛国胜说。
  北方有种“蜜薯”特别好卖，这个
“线报”其实早就传到了南方。但遗憾
的是，正如“橘生淮北则为枳”，海
南、云南等地最初种出的“烟薯25”，
口感竟不如普通菜薯。
  为了防止“烟薯25不是烟薯25”的
现象，辛国胜等科研人员倡导使用脱毒
种苗。“由于甘薯属无性繁殖作物，无
论大田苗还是高剪苗都面临病毒侵扰致
使种性退化的问题。而脱毒种苗由甘薯
茎尖进行诱导培育而得，血统纯正，能
够更好地表现品种特性。”辛国胜
介绍。
  “病毒的复制速度赶不上茎尖的生
长速度，依照这个原理，脱毒涉及的一
项重要工作就是茎尖剥离，我们现在的
技术能剥离出0 . 3 毫米的茎尖，跟头发
丝差不多。”辛国胜说。近年来，烟台
市农科院在国内首次提出“一刀切”甘
薯茎尖剥离法，与传统剥离技术相比，
剥离速度提升3 倍以上，茎尖成苗率提
高了429 . 7%。
  除了推广脱毒种苗，辛国胜和团队
成员还在南方产区大规模普及深耕、覆
地膜、铺设滴灌等科学种植方法。例
如，覆地膜是辛国胜最先想到的除草小
妙招。以前，甘薯田常长杂草，打药残
留多、不健康，徒手拔草又费人力。这
个问题让种植户蹙眉，直到辛国胜给甘
薯田覆上一层黑色地膜，效果果然
不错。
  线上市场的倒逼以及科研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2016年至今，“烟薯25”终
于“成长”出它的另一关键能力——— 优
良的适应性。目前，“烟薯25”已在全
国绝大多数省（市）均有种植，种植面
积突破1800万亩，并能做到全年供应。

尝到了“烟薯25”的甜蜜

  “烟薯25”走红后，辛国胜一度担
心它昙花一现。而随着精深加工企业
的加入，这一品种衍生出从传统的地
瓜干到饮料、酒类、冰烤薯、薯蜜、
果胶等创新产品。当初地窖一隅被老
鼠咬了一口的地瓜如今成就了大产
业，市场对“烟薯25”的需求进一步
扩容。
  据辛国胜回忆，最早种植“烟薯
25”的首批种植户中，有人拿到电商平
台上卖，考虑到品相不佳，并没有抱多
大希望，甚至把种苗都销毁了。没想到
这一卖好评不断，用户复购率很高，这
位农户第二年不得不再找他要种苗。
  辛国胜会不时打开电商App 看下面
的评论，“除了个别物流导致的损坏之
外，没有任何人觉得这个品种不好吃，
好评率100%”。辛国胜说。
  2016年，整个“烟薯25”的播种面
积不过20万亩，由于市场反馈极佳，相
关种植户赚得盆满钵满。辛国胜和同事
说，单靠“烟薯25”赚了上百万元的种
植户，差不多有数十家，这在过去是无
法想象的事情。
  “当时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3
元，让传统甘薯黯然失色。”辛国胜告
诉记者，对“烟薯25”报以冷眼的种植
户也发生了改变，纷纷扩大种植面积。
一方面，种植户自己拿到拼多多上卖，
建立了口碑；另一方面，一些中间商收
购后，也大多走拼多多等线上渠道销
售，借助电商，“烟薯25”名声大振。
  “我们特别愿意种，因为好卖。”
在济南市商河县怀仁镇，说起“烟薯
25”，韩王村党总支书记韩成金连连点
赞。作为商河县重点打造的10个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村之一，韩王村过去主要种
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近年来，该
村探索“村企党建联合体”模式，发展
甘薯订单农业，向电商平台供货。千余
亩土地全部以销定产，都种上了“烟薯
25”。
  2016年，辛国胜到河北省开第一次
“烟薯25”的技术培训会时，台下100多
人，有种植户，有种植企业，也有种植
单位。其间有家炸薯片公司的经理一直
在给“烟薯25”泼冷水，说这个品种不
行。辛国胜私下了解后才发现，原来
“烟薯25”加工的产品，市场价比一般

甘薯价格高了两倍，企业想把价钱打下
去。自此，他开始关注“烟薯25”深加
工，也是在那一年，他吃到了第一块冰
烤薯。
  “红薯烤熟了以后，经过速冻，然
后在冰箱里冷藏，夏天可以当冰激凌
吃，冬天拿出来自然解冻后，再加热10
分钟，跟烤红薯一个味道，所以叫冰烤
薯。这实现了全年吃烤红薯的梦想。”
辛国胜团队用相同的工艺尝试了其他品
种，只有“烟薯25”的口感最好。
  谈及原因，辛国胜表示，由于“烟
薯25”的果糖含量是其他甘薯的1-5倍，
糖蛋白与果胶含量也非常高，加工的产
品易于保存，减少了防腐剂的使用，而
且深加工后价值很高。比如将淀粉去掉
后，可以精制为一种名为薯蜜的饮料，
亦可以用于酿制黄酒和发酵饮料等，大
大拓宽了该品种的应用范围，市场空间
进一步打开。
  “作为一个烤薯品种，‘烟薯25’
有明显的季节性，不适合全年烘烤，所
以产业化就成为必由之路。如果没有产
业化，那么‘烟薯25’就只能限定在已
有规模，进一步挖掘潜能就成了空
谈。”辛国胜说。好在，相比鲜食，
“烟薯25”的加工品质也非常好。辛国
胜指出，优秀的加工特性是“烟薯25”
最大的亮点，为下一步的产业化奠定了
基础。
  根据市场统计，每年约70%的“烟
薯25”作为商品薯通过电商和线下渠道
走向消费者，而剩下的30%、大约240万
吨残次薯块有待开发。
  “这些残次品，虽然因为品相问题
不适合作为商品薯，但营养价值是一样
的，通过深加工，也能达到或超过商品
薯的价值，所以它们的增值潜力非常
大，只要开发成合适的产品，前途不可
限量。”辛国胜说。目前，已有企业瞄
准这块“富矿”进行深加工，开发出地
瓜干、黄酒、薯泥、薯蜜、油炸薯片等
一系列产品，备受市场欢迎。
  目前，“烟薯25”深加工市场已经
形成，而且起步良好、势头迅猛，许
多 工 艺 也 正 在 改 进 ， 口 感 会 逐 步
提升。
  辛国胜说，随着推广面积的扩大，
种苗供应也是重要一环。目前市场上出
现一些自繁种苗，造成种性退化和产品
品质下降，所以下一步还要科学推广健
康的脱毒种苗，打造完善的种苗供应
体系。
  对不少市民来说，满街的烤地瓜摊
都号称自己的是“烟薯25”，真假难
辨。那么，应该如何辨别“烟薯25”
呢？辛国胜说，从外观看来，正宗的
“烟薯25”大部分表皮有轻微的条筋。
掰开后，薯肉肉色较红，外观漂亮。烤
熟后，薯肉晶莹剔透、软糯香甜。但这
只是初步判断，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到授
权单位购买纯正的种苗，经科学种植结
出来的才是正宗的“烟薯25”。那么，
市民在买回来后，应该如何储藏呢？辛
国胜说，“烟薯25”储存简单，在不低
于10℃的常温条件下，放进通风良好的
纸箱里即可。
  小红薯种出甜蜜大产业。如今，改
变了乡村的“烟薯25”也改变了辛国
胜。“过去，坐在实验室的冷板凳上，
我曾怀疑过自己。但2016年后，一些农
户因为种植‘烟薯25’赚到了人生的第
一个100万元。他们给我送了锦旗。那
时，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尝
到了‘烟薯25’的甜蜜。”辛国胜说。

“烟薯”家族再添爆款

  割去藤蔓，掘开土壤，一串地瓜露
出。轻轻掰开，乳白色的内瓤露出，一
股清香扑鼻而来。
  “这是最新选育的‘烟薯29’，是
目前市场上唯一一个高淀粉率、高产、
淀粉黏度高且洁白、抗病性好的高淀粉
型地瓜品种，食味非常好。”辛国胜骄
傲地说，在国家区域试验20点次品质指
标鉴定中，“烟薯29”7个指标高居第
一，有望成为继“烟薯25”之后的又一
爆款。
  “‘烟薯25’在食用领域获得了巨
大成功，但我仍想挑战一下，培育一款
淀粉型新品。”时间拨回几年前，随着
“烟薯25”的迅速走红，辛国胜开始给
自己寻找新目标。
  有了新目标，辛国胜开始了“白加
黑，五加二”的科研作息模式，每天早
上不到8点就来到实验室，奔波在实验
室与试验田两点一线间，不断进行杂

交、田间筛选和品质鉴定。辛国胜每年
会从培育的1000棵实验株系里挑出200个
品系进行筛选，然后接着观察、试验，
直到挑出最满意的那株。
  怎么判断哪株甘薯瓜苗的淀粉量最
多、食味性最好呢？最有效也是最简单
的办法就是尝。“生瓜口味好，熟瓜一
定好吃。”辛国胜笑着说。每次有新的
实验瓜，他都会尝一尝。多年来，辛国
胜尝遍百薯，甜的、苦的、涩的都吃
过，只为找到最优良、可靠的品种。
  功夫不负有心人。耗时7年，他终
于从10000多株系中选出一株表现最好
的。“算是万里挑一。”辛国胜说。
2016年，“烟薯29”通过了国家鉴定委
员会的鉴定，2 0 1 9 年获得了品种权
保护。
  如今，打开各大电商平台，“烟薯
25”依然高居红薯类销售榜榜首。作为
“烟薯25”的“兄弟”，“烟薯29”的
表现究竟如何？
  作为两个品种的育成人，辛国胜给
出了自己的评价：这两个品种涉足的领
域不同，“烟薯25”适合烤着吃，加工
成地瓜干和饮料都不错；而“烟薯29”
主要用于淀粉加工，加工的地瓜粉条、
全粉品质都很高，品相好，蒸来吃
很香。
  “‘烟薯29’的甜度达76.1、香味达
74.9，高居榜首。”他介绍说，国家区
域试验20点次品质指标鉴定结果表明，
“烟薯29”占据了7个指标的第一位。薯
干洁白度、平整度、烘干率、甜度、香
味、纤维含量、食味总评分均为本轮区
域试验中最高的品种，是真正的“全能
型选手”。
  作为一种重要农作物，在保证品质
稳定的同时，高产和高抗病性也十分重
要。“烟薯29”同样表现不俗。“2015
年，‘烟薯29’参加国家北方薯区生产
试验，其鲜薯平均产量1955kg/亩，比对
照增产6.21%；薯干平均产量686 .6kg/
亩，比对照增产19.39%；淀粉平均产量
476.1kg/亩，比对照增产24.51%；平均烘
干率35.31，比对照高4.12个百分点。”辛
国胜说。
  高产增收的实现离不开“烟薯29”
高抗病性的特点。“通过4年的实验，
我们发现‘烟薯29’有很强的抗病性，
尤其对抗茎线虫病和高抗根腐病的抵抗
能力很强。”辛国胜说。

育种是一项没有终点的事业

  从1997年进入烟台市农科院工作，
辛国胜至今从事甘薯育种研究二十多
年。他说，红薯比他的儿子更让他
操心。
  “甘薯是粮食安全的底线作物，20
世纪60年代曾被称作‘救命薯’，如何
把小甘薯发展为可以致富的大产业，是
我和我的团队一直追求的目标和理
想。”辛国胜说。
  在辛国胜的办公室门后，挂着一件
白大褂、一顶麦秸编的大草帽。这套行
头，是他下田的装备。
  甘薯的田间工作大半在骄阳似火的
夏天。选育“甘薯25”的那些年，辛国
胜顶着盛夏的日头来到试验田里，弯腰
挖起一株株红薯，不多一会儿就满头
大汗。
  除了育种，做产业、抓市场，在辛
国胜看来，也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
“如何把甘薯的经济效益充分挖掘出
来，做成完整的产业链，这些问题，农
民可能没有能力琢磨，我们必须琢
磨。”他说，作科研不只是做项目，成
果研发出来，留在实验室、试验田里是
不行的，一定要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
收益。
  “我一直都很在乎老百姓的口
碑。”辛国胜说。多年来，辛国胜交了
很多农民和企业家朋友，他时刻捕捉着
田野和市场的需求，从未停下研发新品
种、新技术的脚步。即便是已备受好评
的“烟薯25”，辛国胜仍在解决农户和
企业生产中遇到的新问题。
  多年来，辛国胜先后主持或承担了
国家“863 ”课题、农业农村部公益性
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甘薯标准化栽
培技术研究”、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甘
薯原原种建设项目”、山东省创新团队
“薯类育种岗位”、山东省甘薯示范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省市科技计划项目
合计20多项；主持育成了通过国家和山
东省审（鉴）定品种共计10个，分别是
烟薯23、 24、 25、 26、 27、 28、 29 以
及烟紫薯2号、 3 号、 4 号；获得发明专
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
  辛国胜还提出了甘薯人工昆虫二次
授粉法、一刀切的甘薯茎尖剥离技术、
甘薯分层施肥技术、甘薯黑色地膜覆盖
栽培技术、甘薯轻简化覆膜栽培技术，
获得省部级成果3项、市级成果7项，其
中“甘薯高花青素特异种质创制与新品
种选育应用”解决了当前紫甘薯产量和
色素含量低的问题，“人工昆虫多次授
粉法”促进优质基因多次聚合的育种理
论获得农业农村部中华科技三等奖；
“优质高产食用型甘薯品种‘烟薯25’
选育及轻简化栽培技术研究与应用”选
育出的“烟薯25”通过国家鉴定和山东
省审定，在国家区试中，鲜薯产量和食
味均居第一位，被评为全国最好吃的烤
薯品种，解决了高产与优质矛盾的育种
瓶颈，获得烟台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育种是一项永远没有终点的事
业。”辛国胜希望将他的甘薯育种事业
和人生完美相融，书写甘薯育种事业的
下一个辉煌。

  “过去，坐在实验
室的冷板凳上，我曾怀
疑过自己。但2016年之
后，一些农户因为种植
‘烟薯25’赚到了人生
的第一个100万元。他们
太高兴了，甚至给我送
了锦旗。那时，我觉得
自己找到了人生的价
值，尝到了‘烟薯25’
的甜蜜……”

辛国胜（左一）在田间地头指导育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