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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一科研项目通过成果鉴定达国际先进水平

2011 年 6 月 21 日，江西省科技厅组织有关专家对我校贺浩华教授主持的“超级杂交晚稻淦鑫 688
等新组合的选育与应用”项目进行了成果鉴定。以福建农科院谢华安院士、江西农科院颜龙安院士、中
国水稻所程式华所长、中国农业大学孙传清教授等组成的省内外专家团一致认为: 该项目的双季稻育种

技术和选育的品种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该项目以基础研究为指导，以新品种选育为重点，以技术配套为依托，以示范推广为目标，取得了多

项成果。首次提出了“性状机能协调型”的双季稻育种思路，选育出大穗优质香型恢复系昌恢 121，育成

江西省首个超级稻淦鑫 688 在内的 3 个晚稻组合。选育的超级稻淦鑫 688 具有株型好、材料高、米质

优、抗性较强、适应性强等特点，通过江西省和广东梅州市品种审定，广西和湖南两省的引种许可，2007
年被农业部认定为超级稻，是江西省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级稻品种，也是当年通过认证的 12 个

超级稻品种中唯一的晚稻品种，并被评为 2007 年度“江西十大科技事件”，江西省改革开放 30 年重大

科技成果之一，2009 年被农业部确定为 17 个水稻主导品种之一。昌恢 121 和淦鑫 688 均获得国家植物

新品种权保护。项目创新“建设销售网络、建立示范样板、层层开展培训、全程跟踪服务”示范推广模

式，促进了成果的示范推广。截止 2010 年，淦鑫 688 等 3 个组合在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等累计推广面

积 96． 6 万 hm2，共增加社会经济效益 14． 8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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