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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优质多抗冬瓜种质挖掘、创制及其利用研究 

二二二二、、、、    提名提名提名提名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中国科协 

三三三三、、、、    提名提名提名提名意见意见意见意见 

冬瓜是我国最重要的瓜类蔬菜之一，也是重要的食品加

工原料。对于丰富我国菜篮子、调节蔬菜周年供应具有重要

意义。该成果针对我国冬瓜产业缺乏优质与多抗品种等状况，

通过多学科合作，研究制定“广泛收集、挖掘创新、杂优利

用、绿色生产、合作共赢”紧贴市场的产业化育种新路线，

从多个层面挖掘、征集、创制、鉴定冬瓜资源材料 753 份，

类型和数量居国内外首位；探明冬瓜枯萎病抗性遗传规律、

致病分子机理以及抗性分子标记；首创冬瓜免疫金标记、抗

枯萎病筛选与分子标记、多抗筛选、多亲本杂交、耐热耐寒

鉴定及杂种优势利用等 6 项技术，并以此建立高效育种技术

体系，育成 9 个优质、多抗、高产、适应性广、分别比对照

增产 10%以上且大面积应用的新品种，形成类型丰富、熟期

配套的系列品种，引领冬瓜产业化育种方向。集成创新 5 项

与新品种配套的绿色生产关键技术，建立“研发、生产、营

销”平台化的优质品种产业品牌营销模式。至 2017 年底新

品种累计推广面积 31.3万公顷，其中黑皮冬瓜分别占我国、

广东同期面积的 40% 和 60%，新增产值 36.621 亿元，推广

面积、效益居全国第一。 

获国家发明专利 6 件，制定 3 个地方标准，获显著社会



经济和生态效益。该成果育种技术和材料已被其他兄弟单位

应用，是冬瓜育种技术与品种选育的一次重大突破，对提升

冬瓜育种水平、保障蔬菜周年均衡供应、抵御国外蔬菜品种

冲击发挥了重要作用，居国际领先水平。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四四四四、、、、项目简介项目简介项目简介项目简介 

冬瓜原产中国、印度，是我国最重要瓜类蔬菜之一，栽

培面积占世界的 90%，也是我国最大量的北运菜及夏秋季最

主要渡淡菜，还是确保蔬菜周年均衡供应的“稳定器”。针

对我国冬瓜产业存在资源遗传背景狭窄、育种技术单一、品

种创新不足及生产上极端气候常态化等问题，本成果研究制

定“广泛收集、挖掘创新、杂优利用、绿色生产、合作共赢”

产业化育种新路线，创制优质多抗种质，建立高效育种技术

体系，选育顺应产业发展趋势及广适性强的优质、抗病抗逆

新品种，集成创新配套绿色生产关键技术体系与建立“研发、

生产、营销”平台化的优质品种产业品牌营销模式，引领冬

瓜产业化育种方向，居国际领先水平。 

（1）广泛收集资源、深度挖掘种质，建成世界上资源

最丰富的冬瓜种质库，并多层次研究冬瓜抗性机理：收集、

保存国内外各种冬瓜材料 753 份，其中国内 584 份，境外 46

份，自创 123 份，种质资源数量和类型居国内外之首，并作

为国家种质安全战略贮备保存在广东省蔬菜种质资源库；利

用历年 3 万余个调查数据率先制定冬瓜种质资源评价体系，

深度挖掘 32 份优异资源、13 份珍稀资源（如苦冬瓜、香芋

冬瓜、绿肉冬瓜、硬皮冬瓜）及 24 份骨干自交系，首次创

制出多倍体冬瓜及多抗（抗枯萎病、疫病、病毒病）冬瓜材



料；引进濒危古老冬瓜种质--硬皮冬瓜，补充延伸我国冬瓜

属植物学种类分类内容。利用资源优势率先开展转录组测序，

构建冬瓜第一张高密度遗传图谱，并对果皮颜色、种子形状

等重要农艺性状进行定位，获得了与枯萎病抗性连锁的分子

标记；率先探明枯萎病遗传规律、寄主与镰刀菌的互作关系，

首次报道侵染冬瓜的病毒种类以及华南地区冬瓜主产区致

病病毒株系。采用标记辅助选择，结合遗传图谱、多抗筛选

技术、病毒种类鉴定及细胞壁 HRGPs（富含羟脯氨酸糖蛋白）

含量，阐明冬瓜抗性机理，为加快多抗性材料选育与精准配

制抗病杂交组合提供理论基础指导。 

（2）建立高效育种技术体系，选育类型丰富、熟期配

套的系列品种：首创冬瓜免疫金标记、抗枯萎病筛选与分子

标记、多抗筛选、多亲本杂交、耐热耐寒鉴定及杂种优势利

用等 6 项技术，并以此建立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应用优异种

质、骨干自交系与育种技术体系结合，育成 9 个优质、多抗、

高产、适应性广新品种，分别比对照增产 10%以上，其品质、

产量、抗性等方面优于国内外同类品种，形成类型丰富、熟

期配套的品种系列，引领冬瓜产业化育种方向。其中黑优 1

号是我国第一个杂交黑皮冬瓜品种，铁柱是目前最耐贮运、

优质、抗枯萎病、商品性最好、栽培面积最大的黑皮冬瓜品

种；黑优 2号是我国第一个结合早熟、抗枯萎病及中抗疫病、

优质等特性的黑皮冬瓜品种；墨宝 2号是国内外唯一的无籽

冬瓜品种；夏冠一号是华南地区夏季推广面积最大的耐热节

瓜品种，玲珑是我国第一个利用耐热强雌系选育的耐热、出

口内销通用品种。 

（3）集成创新与新品种配套的良种生产、促进发芽、



嫁接育苗、病虫害高效防控、采后贮藏增效的 5 项绿色生产

关键技术：率先研制出与冬瓜新品种推广集成配套的产前壮

苗、产中绿色防控、产后增效的冬瓜产业链绿色生产关键技

术，首次应用植物疫苗(5%海岛素)抗寒防病技术、利用生物

制剂（防真菌性病菌和病毒）提高冬瓜的抗病抗逆能力，对

冬瓜害虫应用黄/蓝板色诱、太阳能杀虫灯光诱、昆虫性激

素诱为主的“三诱杀”技术。 

（4）建立“研发、生产、营销”平台化优质品种产业

品牌营销模式：至2017年底，在国内18省区市累计推广31.3

万公顷，并出口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其中黑皮冬瓜

分别占我国、广东同期面积的 40% 和 60%，新增产值 36.621

亿元，推广面积、效益居全国第一。 

发表论文 65篇，其中 SCI收录 5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6

件，制定 3 个地方标准。本成果育种技术和材料已被兄弟单

位应用，是冬瓜育种技术与品种选育的一次重大突破，对提

升冬瓜育种水平、保障蔬菜周年均衡供应、抵御国外蔬菜品

种冲击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五五五、、、、客观评价客观评价客观评价客观评价 

1111、、、、与国内外相关技术的比较与国内外相关技术的比较与国内外相关技术的比较与国内外相关技术的比较    

1.1 本成果应用研究制定的产业化育种新路线，从多个

层面开展冬瓜资源收集挖掘创制，建成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

冬瓜种质库，多层次研究冬瓜抗性机理：收集、保存国内外

各种冬瓜材料 753 份，其中国内资源 584 份，境外资源 46

份，资源数量与类型居国内外之最，作为国家种质安全战略

贮备保存在广东省蔬菜种质资源库，为品种持续改良提供优

良基因储备，并利用资源优势率先制定冬瓜种质资源评价标



准。首次创制出多倍体冬瓜及多抗（抗枯萎病、疫病、病毒

病）冬瓜材料；引进濒危古老冬瓜种质--硬皮冬瓜，补充延

伸我国冬瓜属植物学种类分类内容。利用资源优势率先开展

转录组测序，构建冬瓜第一张高密度遗传图谱，并对果皮颜

色、种子形状等重要农艺性状进行定位，获得了与枯萎病抗

性连锁的分子标记；率先探明枯萎病遗传规律、寄主与镰刀

菌的互作关系，首次报道侵染冬瓜的病毒种类以及华南地区

冬瓜主产区致病病毒株系。采用标记辅助选择，结合遗传图

谱、多抗筛选技术、病毒种类鉴定及细胞壁 HRGPs（富含羟

脯氨酸糖蛋白）含量，阐明冬瓜抗性机理。 

国内外同类研究有：Marr等（2007）从两个驯化地采集

样品：（1）中国南部/东南亚，以云南南部和老挝北部为代

表；（2）印度次大陆，以尼泊尔为代表。结果表明，这些品

种在等位酶水平上多样性较低。康德贤等进行 36 份冬瓜种

质资源枯萎病鉴定并评价，但资源份数少也未涉及国外资源。

Pandey 等和宋世威等利用 RAPD 标记进行冬瓜、节瓜资源多

样性分析，但 RAPD标记重复性差。Gertagh等报道冬瓜枯萎

病病原物，但未开展枯萎病遗传规律及连锁标记研究，也未

见开展冬瓜抗病抗逆性育种技术综合研究的报道。其他如冬

瓜抗性生理指标、病毒病种类、耐热强雌系选育与多亲本杂

交未见除本项目外国内外其他单位报道。 

1.2 本成果建立高效育种技术体系，选育类型丰富、熟

期配套的系列品种：首创冬瓜免疫金标记、抗枯萎病筛选与

分子标记、多抗筛选、多亲本杂交、耐热耐寒鉴定及杂种优

势利用等 6 项技术，并以此建立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其中多

抗筛选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应用优异种质、骨干自交系与



育种技术体系结合，育成 9 个优质、多抗、高产、适应性广

新品种，分别比对照增产 10%以上，其品质、产量、抗性等

方面优于国内外同类品种，形成类型丰富、熟期配套的品种

系列，引领冬瓜产业化育种方向。有我国第一个杂交黑皮冬

品种；最耐贮运、商品性最好、栽培面积最大的黑皮冬瓜品

种；第一个结合早熟、抗枯萎病及中抗疫病、优质等特性的

黑皮冬瓜品种；国内外唯一的无籽冬瓜品种及夏季栽培面积

最大、耐热的节瓜品种。国内外如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园艺研

究所利用杂交和回交定向的方法选育冬瓜新品种，未涉及多

抗筛选、多亲本杂交、杂优利用等技术。四川省农科院经济

作物研究所开展关于冬瓜种质资源对枯萎病的抗性鉴定评

价，未涉及冬瓜育种技术方面的研究。长沙市蔬菜科学研究

所报道的黑杂 1号、黑杂 2号虽属于黑皮冬瓜品种，但其涉

及面小，在性状方面，属于中晚熟品种，与本成果的冬瓜品

种不同。 

1.3 本成果集成创新与新品种配套的良种生产、促进发

芽、嫁接育苗、病虫害高效防控、采后贮藏增效的 5 项绿色

生产关键技术：率先研制出与冬瓜新品种推广集成配套的产

前壮苗、产中绿色防控、产后增效的冬瓜产业链绿色生产关

键技术，首次应用植物疫苗(5%海岛素)抗寒防病技术、利用

生物制剂（防真菌性病菌和病毒）提高冬瓜的抗病抗逆能力，

对冬瓜害虫应用黄/蓝板色诱、太阳能杀虫灯光诱、昆虫性

激素诱为主的“三诱杀”技术。广西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等报道冬瓜无公害栽培技术，高产栽培技术和高产育苗

技术，均不是包括冬瓜产前、产中、产后相关集成技术的研

究。 



1.4 本成果建立“研发、生产、营销”平台化的优质品

种产业品牌营销模式，推广应用效果好，未见国内外其他相

关研究报道。 

综上所述，本成果居国际领先水平。 

 

  

2、第三方成果评价机构评价报告 

2016 年 8月 31日，中国农学会在北京组织了该成果的

科技成果评价会。李天来院士、邹学校研究员（现院士）、

李跃建研究员、张振贤教授、张晓伟研究员、陈劲枫教授、

缪南生研究员、陆建中研究员等 8位专家组成的评价专家组

对该成果形成以下评价结论： 

冬瓜是我国最重要的夏季渡淡蔬菜作物之一，是粤港澳

地区主要蔬菜。该成果针对我国冬瓜种质资源缺乏、育种技

术滞后、品种不能满足产业需求等状况，系统开展了冬瓜种

质资源收集、鉴定、创新与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

并取得了重要进展，总体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2.1、该成果收集国内外冬瓜种质资源 630 份，采用自

主制定的冬瓜种质资源评价标准，鉴定出优异资源 32 份、

珍稀资源 13 份，包括绿肉冬瓜、苦冬瓜、硬皮冬瓜等，在

国内保存冬瓜种质资源数量最多；采用多亲本杂交、物理化

学诱变等技术创制优异资源 123 份。 

2.2、基于免疫金技术建立了冬瓜枯萎病抗性鉴定方法；

开发了抗枯萎病 RAMP 分子标记；明确了冬瓜主产区致病病

毒种类；发明了冬瓜枯萎病、病毒病、疫病等多抗鉴定筛选

技术。建立了冬瓜高效育种技术体系。 



2.3、利用上述资源及育种技术，育成了铁柱、黑优 2

号、墨宝 2 号、四季粉皮冬、玲珑、丰冠 3 号等 6 个品种，

分别比对照品种增产 10%以上，已大面积推广应用。其中铁

柱冬瓜是目前我国最耐储运、商品性最好、栽培面积最大、

品质优良的冬瓜品种；黑优 2号冬瓜具有优质、多抗、早熟

等特性；墨宝冬瓜是国内外唯一的无籽冬瓜品种。 

2.4、发明了打破冬瓜种子休眠的技术、改进了适宜华

南地区的冬瓜嫁接技术。集成创新了与新品种相适应的产前

壮苗、产中防控、产后贮藏的绿色生产关键技术体系，应用

效果良好。 

至 2015 年底，新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达 24 万公顷，分别

占我国、广东省同期面积的 40%和 60%，创社会总产值 150

多亿元，新增产值 23 亿元，推广面积、效益居全国首位。

发表论文 65篇，其中 SCI收录 5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制定 3 个地方标准，获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六六六六、、、、    推广应用情况推广应用情况推广应用情况推广应用情况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主要应用单位情况主要应用单位情况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表表表    

应用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 应用的起止时间 应用单位联系人/电话 应用情况 

广东省农业技

术推广总站 

本项目冬

瓜节瓜品

种 

2002-01-01 至

2015-01-01 

林绿/13902211113 推广 17.5 万公顷/新

增利润 20.475亿元 

广西桂林市明

鑫种子有限公

司 

本项目冬

瓜节瓜品

种 

2003-01-01 至

2015-01-01 
刘友明/13807739077 

推广 2.8 万公顷/新

增利润 3.276亿元 

海南绿禾丰种

子种苗有限公

司 

本项目冬

瓜节瓜品

种 

2003-01-01 至

2015-01-01 

梁振国/13907558798 推广 2.7 万公顷/新

增利润 3.159亿元 

湖南湘妹子农

业科技有限公

司 

本项目冬

瓜节瓜品

种 

2004-01-01 至

2015-01-01 

李明/13807314582 推广 2.5 万公顷/新

增利润 2.925亿元 

江苏盐城市金

农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 

本项目冬

瓜节瓜品

种 

2004-01-01 至

2015-01-01 

万锦龙/13815569202 推广 2.0 万公顷/新

增利润 2.34亿元 



成都市丰裕种

业有限责任公

司 

本项目冬

瓜节瓜品

种 

2004-01-01 至

2015-01-01 

刘萍/13708035466 推广 2.2 万公顷/新

增利润 2.574亿元 

重庆市益农农

业有限公司 

本项目冬

瓜节瓜品

种 

2004-01-01 至

2015-01-01 

廖斌/13108984765 推广 1.6 万公顷/新

增利润 1.872亿元 

 

 

七七七七、、、、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知识产权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利有效状态 发明专利（1） 一种多抗冬瓜的选育方法 中国 ZL201110

186672.2 

2012年 11月 7日 证书号第
1071868号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谢大森，何晓明，彭庆务，刘文睿，赵芹，姜丽 有效 发明专利（2） 一种快速筛选节瓜抗枯萎病变异体的方法 中国 ZL200910

192306.0 

2011年 09月 28日 证书号第
847482号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何晓明，谢大森，彭庆务，赵芹 有效 发明专利（3） 一种节瓜雌性基因的分子标记方法 中国 ZL031265

81.2 

2010年 04月 14日 证书号第
608096号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谢大森，陈清华，何晓明，彭庆务，赫新洲 有效 发明专利（4） 一种节瓜抗枯萎病变异体的离体筛选方法 中国 ZL200410

052566.5 

2006年 12月 06日 证书号第
296840号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何晓明，谢大森，彭庆务 有效 发明专利（5） 一种用于玲珑节瓜杂交种子纯度鉴定的 SSR引物及方法 中国 ZL201410

119286.5 2016年 01月 20日 证书号第
1925987号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何晓明，彭庆务，郭明鑫，谢大森，江彪，罗少波，黄智文，刘文睿，林毓娥，刘洪标 有效 发明专利（6） 一种冬瓜种子的发芽处理方法 中国 ZL001308

81.5 
2005年 05月 04日 证书号第

206960号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谢大森，何晓明，林毓娥，彭庆务 有效 地方标准（1） 冬瓜种子生产规程 中国 DB44/t16

8-2003 

2004年 01月 20日 备案号
14855-2

004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谢大森，何晓明，赫新洲，郭汉权，彭庆务，刘洪标 有效 地方标准（2） 黑皮冬瓜生产技术规程 中国 DB44/T22

5-2005 

2005年 02月 24日 备案号
16778-2

005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谢大森，何晓明，彭庆务，何裕志，赫新洲，刘洪标 有效 



地方标准（3） 冬瓜采后贮藏技术规程 中国 DB44/T12

44-2013 

2013年 12月 20日 备案号
42127-2

014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谢大森，何晓明，龚浩，刘洪标，彭庆务 有效 
 

 

 

 

 

 

八八八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主要完成人情况表主要完成人情况表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谢大森 排名 1 行政职务 所长 技术职称 研究员 工作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完成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提出项目总体思路、实施方案并主持实施，冬瓜种质资源收集、创新、应用理论研究及新品种选育；“一种多抗冬瓜的选育方法”专利及技术规程第一完成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8篇关键论文，是主要科技创新点 1、2、3、4 主要贡献人，本人在该项目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90%。佐证材料见其他附件 1、3、4等。 
 姓名 罗少波 排名 2 行政职务 副所长 技术职称 研究员 工作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完成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课题组织申请与协调实施；新品种示范。对成果主要科技创新点 1、4 有重要贡献，本人在该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60%。佐证材料见其他附件 1、3、4。 

 姓名 何晓明 排名 3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研究员 工作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完成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资源收集与新品种选育及新品种示范，对主要科技创新点 1、2、3有学术贡献，本人在该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其总工作量 50%。佐证材料见其他附件 1、3、4。 
 

 姓名 彭庆务 排名 4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研究员 工作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完成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种质资源的收集、创新及新品种选育、示范，对主要科技创新点 1、3、4有学术贡献，本人在该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60%。佐证材料见其他附件 1、3、4。 
 姓名 江彪 排名 5 行政职务 副主任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工作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完成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冬瓜种质资源收集、纯化、评价创新；新品种选育及示范推广；对主要科技创新点 1、2有学术贡献，本人在该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总工作量 85%。佐证材料见其他附件 1、3、4。 

 姓名 刘文睿 排名 6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助理研究员 工作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完成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种质资源的收集、纯化、评价、创新；新品种选育及示范推广；对主要科技创新点 1、2、
3有学术贡献，本人在该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85%。佐证材料见其他附件 1、3、4。 

 

 

 姓名 李华平 排名 7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 完成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资环学院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冬瓜枯萎病病原菌鉴定、抗性筛选及分子标记研究。对创新点 2有贡献。本人在该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10%。佐证材料见其他附件 3。 
 

 姓名 黄智文 排名 8 行政职务 总经理 技术职称 高级农艺师 工作单位 广东科农蔬菜种业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广东科农蔬菜种业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新品种示范、推广，宣传，对创新点 4 有贡献。本人在该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15%。佐证材料见其他附件 1、4。 
 

 

 姓名 徐春香 排名 9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 完成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抗性筛选及分子标记研究，对创新点 2 有贡献。本人在该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20%。佐证材料见其他附件 3。 
 

 

 姓名 周曼 排名 10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高级农艺师 工作单位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完成单位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冬瓜品种选育及绿色生产，对创新点 3、4 有学术贡献，本人在该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20%。佐证材料见其他附件 9。 
 

 

九九九九、、、、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单位名称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排名 1 
法定代表人 谢大森 所在地 广州市天河区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1.主持申报项目，提供本项目全部科研设备，负责整个项目的实施； 
2. 独立完成资源收集创新、新技术研究究及新品种选育； 
3.主导项目产前、产中及产后体系研究，负责新品种试验示范。 

 

    单位名称 华南农业大学 排名 2 
法定代表人 陈晓阳 所在地 广州市天河区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1. 参与冬瓜枯萎病遗传规律研究，获得冬瓜枯萎病抗性连锁的 RAMP标记； 
2. 参与冬瓜多抗筛选技术体系的建立，选育多抗冬瓜材料。 
3. 探明侵染冬瓜的病毒病种类。 
 

    单位名称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排名 3 
法定代表人 梁振深 所在地 海口市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1. 育成冬瓜新品种 1个； 
2. 参与研制冬瓜产业链绿色生产关键技术并示范推广。 
    单位名称 广东科农蔬菜种业有限公司 排名 4 法定代表人 姚伟英 所在地 广州市天河区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1. 建立稳定的良种繁制基地与种子质量保障体系； 
2. 负责新品种示范推广 
 

十十十十、、、、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备注 

1 主持 谢大森 2002-2015 品种、专利  

2 立项 罗少波 2002-2015 材料、专利  

3 育种 何晓明 2002-2015 品种、专利  

4 育种 彭庆务 2002-2015 品种、专利  

5 基础研究 江彪 2011-2015 品种、专利  

6 育种 刘文睿 2010-2015 品种、专利  

7 基础研究 李华平 2004-2008 抗逆材料  



8 产业示范 黄智文 2005-2015 品种推广、专利  

9 基础研究 徐春香 2008-2011 论文  

10 育种 周曼 2009-2015 品种、技术  

11 产业示范 田永红 2008-2015 品种材料  

12 
产业示范 林毓娥 2002-2015 品种推广、专利  

13 产业示范 何裕志 2002-2015 品种推广标准  

14 资源 郭巨先 2005-2015 品种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