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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从小生
长在农村的林琪在1978年顺利地考
上了大学。当时的他懵懵懂懂，也
不会填志愿，阴差阳错地来到了莱
阳农学院。“我一开始也不愿意学
农，非常不甘心。”林琪说。从不
情愿到情愿、到积极、到热爱、到
成为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这对林
琪来说，是一个缓慢的被感化的过
程。

上了大学之后，老师给与了林
琪一系列专业化的教育。在老师的
带领下，他随老师们做起了科研工
作，也逐渐意识到了农业在国家经
济发展中的地位。一批优秀校友也
影响着他。“我的老师们天天含辛
茹苦，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年泡在
农田里。他们的成绩震撼着我，他
们的行动感染着我。”林琪感慨
到，“我在中国农业大学读研究生
的时候，看到大批农业界的科学家
能做出这么大的成绩，逐渐也就愿
意了。通过一步步的研究，我逐渐
有了兴趣。你不做它做什么呢，它
就是你的事业了。”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面，吃
饭永远是第一位的事情。粮食生
产，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商品，更
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政治意义，
关系到社会稳定。”林琪说，“做
好国家的育种事业，我们这些大学
生一定要有这个社会责任。”上个
世纪8 0年代，全国1 1亿人口，有9

亿农民。现在，13亿人口，还有接
近8亿农民。林琪说，为了这些黎
民百姓，更要做好国家的育种事
业，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008年秋天，在农学与植物保
护学院的开学典礼上，林琪给这个
学院的数千名大一新生说，农业工
作是阳光下最光荣的职业。

旱地高产，

有良法更要有良种

我国的耕地是有限的，随着工
业化、城市化进程，农业用地越来
越少。在种植业内部，像山东的一
些县市区，一些优质粮田被改成蔬
菜用地或者其它非粮食作物，大量
挤占了粮食种植面积。但是，国家
的粮食产量又不能降低。在这种大
背景下，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开
始，林琪选择了一个科研上的突破
点，即旱作农业研究。

旱作农业是指在没有补充水源
以及灌溉条件的情况下，单纯依靠
天然降雨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整
个山东省共有5000万亩小麦田，其
中约40%的旱地不具有水浇条件。
全省水浇地小麦平均亩产400～500

公斤，旱地小麦平均亩产200～300

公斤，只有水浇地的一半，这严重
影响了小麦总产量的提高。从上个
世纪80年代初，林琪就开始从事栽
培技术的研究了，即通过合理的耕
作措施，合适的栽培技术，提高土

壤水分的利用效率，使得单位土地
生产率提高。多年的努力下，林琪
的团队研究出了一套旱作生产技
术。“很多旱地，产量只有1 0 0斤到
300斤，我们开发以后，产量均达到
了8 0 0斤。这个过程，我们只用了三
年的时间。”林琪说。三十年如一日
的付出，换来旱地小麦生产的累累
硕果。如今，林琪教授研究的旱地
小麦高产栽培技术被山东省定为旱
地小麦生产主推技术。2 0 0 5年以
来，该技术多次被山东省科技厅、
农业厅列为山东省推广的重大栽培
技术，使全国小麦增产三十多亿公
斤，使农民增收60多个亿。

后来，林琪发现虽然旱作技术
有一定的效果，但解决不了根本问
题。他反复思考，如果通过品种与
旱作栽培技术的结合，是不是更有
效果呢？这种方式，也许就是让旱
作农业增产的根本。1996年开始，
在做好栽培技术的同时，林琪开始
着手抗旱品种的选育。

五月是育种工作者最紧张、繁
忙的时节，只要太阳一出来，麦粒
上的花粉就开始散落，因此，早上
五点到九点是一天工作的“黄金时
段”。刚开始进行杂交育种的那些
年，像大多数育种工作者一样，一
到五月，每个天还没亮的早晨，林
琪教授已经在麦田里忙碌起来。播
种、收获、筛选，再播种、收获、
筛选，选了种，种了选，在成千上
万次艰苦的尝试中，连林琪教授自
己也说不清，到底站过多少个“满
袖子花粉、满裤腿露水”的清晨。

春去春来，花开花落。经过十
几年的努力，林琪和他的团队终于
迎来了丰收的硕果。2007年，他选
育出了适宜在旱薄地( 土层薄，土
地贫瘠，养分少的旱地 ) 种植的
“青麦6号”。2 0 0 9年，他选育出
了适宜在旱肥地( 土层深厚，土壤
养分也比较高的旱地) 种植的“青
麦7号”。“青麦6号”、“青麦7

号”连续三年列为山东省小麦主推
品种选育的品种，累计推广2000余
万亩，节约农业用水 1 0 0 余亿立
方，增加农民收入80亿元。其中，
“青麦6号”此前曾分别于2 0 1 0年
和2012年创出旱地全生育期无浇水
情况下千亩方和百亩方平均亩产
6 2 0 . 7公斤和7 0 3 . 5公斤的高产纪
录，其中一个十亩方平均亩产更达
到712 . 9公斤。“青麦6号”于2009

年被列为山东省小麦直补品种和旱
地小麦主推品种。林琪本人也在
2011年全国粮食生产表彰奖励大会
上获得了“突出贡献农业科技人
员”荣誉称号。

旱地品种在盐碱地

收获“意外之喜”

2012年，旱地小麦良种“青麦
6号”被选中在科技部、中国科学
院组织的“渤海粮仓”工程中进行
试种。没想到，2013年夏天，作为
“耐旱王”的“青麦6号”却在土
壤盐分含量达0 . 3 %的盐碱地实现

了亩产449 . 01公斤的高产，比山东
省小麦平均亩产4 0 2公斤还要高。
根据国内现有的报告，在同一盐碱
水平上，“青麦6号”的亩产量最
高。9月1 1日，山东省在滨州召开
了渤海粮仓的启动会议。省科技厅
把“青麦6号”列入了“渤海粮”
的两大主推品种之一。据林琪介
绍，山东种业集团、昌邑种子公
司、滨州泰裕种业已经开始繁育
“青麦6号”。今年秋天将在1万亩
种子田播下“青麦6号”，预计明
年产出的种子可供应30到50万亩盐
碱地。

据了解，“青麦6号”以耐旱
为育种目标进行培育的。在盐碱地
里获得高产，这对林琪来说，纯粹
是意外之喜：“2011年的秋天，一
个偶然的机会，我的几个朋友在桓
台的马踏湖边和即墨的一个盐场试
着种‘青麦6号’，本来以为产量
会很低，没想到产量很惊人。所以
才有底气参与‘渤海粮仓’的试
种。”

借渤海粮仓契机，山东省政府
从2 0 1 2年起准备用5年的时间开发
1 5 0 0万亩的盐碱地，将其变成粮
田。今后，渤海粮仓将在滨州、东
营、德州，环渤海湾发挥它的增产
作用。在我省，用于种粮食的土地
面积，几乎是不可能增加了，也难
以复垦。但是，唯一可以增加和利
用的土地是盐碱地。山东有近3000

万亩盐碱地，黄河口就有1000多万
亩的盐碱地。小麦在山东的播种面
积有5000多万亩，如果增加1000万
亩的话，就增加了2 0 % 的播种面
积。这将为我国的粮食安全提供了
重要保障

“这次‘青麦6号’的试种成
功，我们明白了，只要有合适的品
种，适宜的栽培技术，盐碱地也可
以变成粮田。”林琪斩钉截铁地说。

“青麦6号”

下一步目标是突破500公斤

“ 4 4 9 公斤肯定不是最高产
量！2012年试种的时候，管理比较
粗放。距离远，去的次数比较少。
今年从播种环节开始，就加大管
理，良种良法配套。明年突破5 0 0

公斤大有可能。”林琪说。青麦6

号的试种成功带给林琪和他的团队
一致认为，在盐碱地上提高小麦产
量，还有进一步的空间和余地，他
们会去不断地探索。

现在，林琪已经把耐盐碱列入
了育种目标。他们正在科学上探讨
耐盐机理，以期培育出更加高产优
质的耐盐品种。林琪说，“可以肯
定的是，随着育种方法的改变，今
后的育种速度比青麦6号和青麦7号
要快。”孟祥浩刚刚考上林琪的研究
生：“虽然才研一，林院长现在已经
安排我们进行耐盐碱试验了。”

据了解，整个中国尤其沿海省
份和新疆、内蒙古等地现在有3亿
多亩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如果这3

亿亩盐碱地都变成粮仓，那中国的

粮食安全可以得到很好的保证。
“青麦6号”的试种成功给了我们
一个重要的探索和启示。

育种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作为老一辈育种家，林琪对新一代
育种家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做育
种，一定要热爱育种要事业，这是
最重要的。另外，要做好吃苦的准
备，要甘于寂寞，因为在所有农业
科研中，育种是最辛苦的。如果不
在生产一线做杂交试验，做不到天
天观察，也许好的材料就被你挂一
漏万了。要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
把好的材料找出来。

林琪教授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敬

佩的育种科学家，三十年来，他立
足旱地和盐碱地小麦育种，在由责
任与奉献撑起的广阔天地里，不知
疲倦地书写了一份独特而精彩的麦
田春秋！

育出的青麦系列旱地品种节约农业用水100余亿立方，增加农民收入80亿元，“耐旱王”青麦6号在盐碱地实打亩产449 . 01公斤———

林琪：旱地和盐碱地里的“麦田守望者”
本报记者 刘真真 本报通讯员 周维维

这是一位像老黄牛一样的淳朴人，低调、内敛，心无旁骛地做着自己所爱的育种事业。他是一名教师，在三尺

讲台上一站就是30年，粉笔灰染白了双鬓；他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在干旱的麦田里一忙就是30年，风霜催老了容

颜。女儿说，“老爸最爱他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孩子。”妻子说：“老伴最爱他的麦子，麦子就是他的伴侣。”他就就是

青岛农业大学农学与植物保护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旱地和盐碱地小麦育种专家——— 林琪教授。

他用半生的心血，育出了旱地高产品种“青麦6号”和“青麦7号”。研究的小麦旱作高产栽培技术在山东及周边

累计推广7000余万亩。2013年夏天，旱地品种“青麦6号”在沾化县收获“意外之喜”：在土壤含盐量3‰左右的盐碱地

里实打亩产449 . 01公斤。当地农民称之为“神奇小麦”。这是上天赐予一个育种家最好的礼物。9月15日，记者走近了

这位育种家的实验室。

林琪，男，山东乳山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山东省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青岛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现任青岛农业大学农学
与植物保护学院院长、山东省旱作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先后获得
国务院“全国粮食生产突出贡献农业科技人员”、“山东省富民兴鲁
劳动奖章”、“山东省突出贡献科学家”等荣誉称号。自上世纪八十
年代开始致力于旱地作物高产栽培理论技术及旱地作物育种研究
工作。先后主持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公益性行业专项、
国家“863”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省良种工程、青岛科技支撑项
目等科研项目30余项，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9项，主持选
育出“青麦6号”、“青麦7号”两大旱地小麦新品种。2013年，“青麦6

号”因在盐碱地获得高产，被誉为“神奇小麦”。

林林琪琪（（右右））与与种种植植户户亲亲切切交交谈谈

林林琪琪（（右右一一））介介绍绍““青青麦麦66号号””的的栽栽培培技技术术

林林琪琪（（右右三三））和和他他的的团团队队在在麦麦田田里里记记录录试试验验数数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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