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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科学思维之我见 

在20世纪的长空里, 烂如星辰的科技文明造就了许多

奇迹, “东方魔稻”这一神话般的奇迹, 它不仅使一个泱泱

大国——中国走出了吃粮受限的低谷,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

也掀起了一股“绿色风暴”, 给不同肤色的人民带来福音 . 

这是一个中国科学家创造的奇迹, 他就是“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 在世界农业发展史册上已定格了他的名字和成

就, 他的影响将延伸至21世纪或者更久更远.  

回顾袁隆平先生研究杂交水稻的历史, 他的确走过的

是一段开拓者坚定不移、坚韧不拔、创新超越的历程. 自20

世纪60年代初以来50余年的科研生活亦忧亦喜, 使他的经

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而杂交水稻事业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

每一条经验与教训, 所折射的正是袁先生学术思想的光芒. 

以我之见, 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记述袁先生科学思维的特征.  

第一, 质疑, 是袁隆平科学思维方式中最根本的特征. 

许多科学家认为,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质疑是科

学研究的出发点、技术创新的原动力和获得成功的先决条

件. 在杂交水稻的研究中, 可以说往往是在质疑的驱动下, 

袁隆平先生带领大家闯出了一片又一片新天地.  

众所周知, 杂交水稻是我国的专利, 处于世界领先水

平, 袁隆平先生是世界上第一位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

科学家. 在袁隆平先生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之时, 几乎没有

任何经验可供借鉴. 虽然美国人琼斯在90年前发现了水稻

的杂种优势现象, 但后来日本、印度、意大利、菲律宾等

十几个国家先后开展研究, 都因困难重重而搁浅. 1961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隆平先生在稻田中发现了一株“鹤立鸡

群”的稻株, 当时, 袁先生除了上课教学以外, 还做一些实

验研究, 以检验他在大学时所学的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

说. 由于他酷爱看书查资料, 从外文杂志上他也了解到孟

德尔、摩尔根近代遗传学说. 勤于思考的袁先生, 对两种

学说暗暗做了比较, 心目中认为被斥为“反动的”、“唯心

的”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比当时盛行一时的米丘林、李森

科的学说似乎要先进些. 袁先生收集起“鹤立鸡群”稻株的

种子, 第二年又将种子继续进行实验, 可结果却令他大失

所望 . 性状竟发生了分离 , 没有一株超过前代 ! 他知道 , 

经典著作中清清楚楚地界定的“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 没

有杂种优势”概念仿佛已是无争的定论 . 此时此刻 , 如果

袁先生被“水稻没有杂种优势”的理论所禁锢, 就不会有今

日的杂交水稻了. 可是正因为他通过孟德尔、摩尔根的分

离律悟出那本是一株“天然杂交稻”, 为此对“经典”产生了

疑问, 以后, 才有了“要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 首推利用水

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设计思想; 才有了整套培育人工杂交

稻的方案, 即培育出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 然后通过

“三系”配套进行循环杂交, 完成不育系繁殖、杂交制种和

大田生产应用这样一套杂交水稻生产程序. 可以说, 这一

质疑是袁先生拉开杂交水稻研究序幕的前奏, 他促成了中

国人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最终取得了杂交水稻研究

的成功.  

截至1970年 , 袁隆平先生确立杂交水稻研究已6年 , 

他带领助手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 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

的实验 , 却没有能够获得一个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

100%的雄性不育系 . 为什么结果不令人满意? 一串串疑

问涌上心头. 在“文革”中历经逆境磨难也没被吓倒的袁隆

平, 在科研实践中遇到难题, 却使他陷入深深的思索. 面

对问题, 他打开思维的大门, 在遗传学中关于杂交亲本亲

缘关系远近对杂交后代影响的有关理论中找寻, 终于认识

到几千个实验所用的杂交材料亲缘关系太近是问题的本

质. 于是, 他调整研究方案, 提出了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

培稻进行杂交”的新设想 , 这就是后来寻找“野败”作为重

要研究材料的动因. 事实证明, “野败”的发现, 为杂交水稻

科研打开了突破口, 带来了新的契机, 它表明科研探索中

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 尔后仅用了两年, 第一个雄性不育

系——二九南1号A培育成功了, 1973年实现了“三系”配套, 

继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个具有较强优势的杂交组合

“南优2号”便育成了.  

在以后的科研实践中也是这样, 袁先生从不忽略任何

一个疑问, 更不放过对问题的解决. 而当一个个疑问获得

解决时, 杂交水稻的研究就一次次产生质的飞跃.  

第二,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这是袁隆平科学思维方

式中富于特色的特征. 科学的假设是一种“逆向”思维, 往

往以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形式出现, 实际上是科学家在

长期的科研实践中形成的逻辑起点而进行推论和思维. 科

学的假设是学科发展的最大前沿问题, 它表明了一种大胆

创新, 加以深入考证, 一旦取得突破, 对本学科的发展势

必产生较大的影响.  

常听杂交水稻研究领域里的专家深有感触地说, 袁先

生总是在杂交水稻处于迷茫或新的转折之时, 提出正确的

思路, 令大家茅塞顿开, 前进的道路豁然开朗. 这就是袁

先生果敢假设 , 胆识过人之处 . 面对困难 , 他不是畏缩 , 

而是善于抓住关键, 凭借丰富的经验, 为下步工作做出合

理的设计, 并进一步在实践中验证. 这一点在两系杂交稻

的研究历程中体现得最充分. 1986年, 袁先生发表“杂交水

稻的育种战略”一文, 提出杂交水稻研究分三个发展阶段

的构想. 1987年, 两系杂交稻作为国家“863”计划立为专项, 

由袁先生担任责任专家, 组织起全国性的协作攻关.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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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的指导思想 , 一批两系不育系迅速育成 . 然而 , 

1989年夏季的异常低温, 使两系法杂交稻研究遭受了严重

的挫折, 一些经过鉴定确认已经过关的不育材料变成了可

育, 出现“打摆子”现象, 这一情况把两系杂交稻研究跌入

低潮. 袁先生在此关头, 将这些不育系进行一一考核, 仔

细分析, 认识到选育实用的水稻光、温敏核不育系, 首先

要考虑的是育性对温度高低的反应而不仅是光照的长短, 

认为导致雄性不育的起点温度要低是最关键的指标. 例如

根据历史气象资料, 确定湖南的可育临界温度为23℃, 并

重新提出了选育不育系的技术策略. 这样的决策使专家们

增强了信心, 扫除了思想疑虑. 经袁隆平先生这位设计大

师的设计,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首先培育出了符合要求

的低温敏不育系——培矮64S, 随后配制出“两优培特”组

合, 成为全国第一个通过省级鉴定的两用不育系和两系先

锋组合. 按照这一技术策略, 一批实用的光、温敏不育系

和两系杂交组合陆续育成, 使两系杂交水稻由实验研究转

为生产应用成为可能.  

随着两系杂交水稻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一个新的问题

显现出来, 出现光、温敏不育系在繁殖过程中产生高温敏

个体的比例逐年增加的现象, 为了防止光、温敏不育系不

育起点温度漂移, 袁先生又及时提出了水稻光、温敏不育

系的提纯方法和原种生产程序: 单株选择→低温或长日低

温处理→再生留种(核心种子)→原原种→原种→制种. 这

种提纯方法和原种生产程序不仅解决了不育系因起点温

度逐代升高而失去实用价值的问题, 而且简便易行, 一株

再生稻可生产出供100亩制种田的原种 . 因此 , 在生产上

推广应用, 迅速成为水稻光、温敏不育系提纯和繁殖的新

体系, 效果很好.  

两系杂交水稻基本获得成功以后, 袁先生将选育高产

亚种间杂交稻确定为新的主攻方向. 他指出, 要应用育种

艺术, 克服各种障碍, 将水稻亚种间强大的生物杂种优势

协调地转化为经济产量优势, 特别是要把解决杂种结实率

低而不稳和籽粒充实度不良的问题作为主攻对象, 并提出

选育高产亚种间杂交稻组合的八项原则: 矮中求高、远中

求近、显超兼顾、穗求中大、高粒叶比、以饱攻饱、爪中

求质、生态适应. 这些原则成为全国专家开展深入研究的

指导方针. 1997年, 他又提出了旨在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

超高产杂交水稻形态模式和选育技术路线, 开始了“中国

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 当时他认为利用亚种间的杂种优

势选育超高产组合 , 是最现实的有效途径 , 应该以打“短

平快”为主, 即以培矮64S为重点, 进行更广泛地测交筛选, 

从中选出超高产组合. 在这一技术路线的指引下, 包括培

矮64S系列组合在内的超级杂交稻苗头组合纷纷应运而生, 

取得很大进展, 以“两优培九”为代表的组合于2000年实现

了我国农业部超级稻第一期大面积亩产700 kg的指标. 此

后, 他带领团队奋力攻关, 先后选育出“Y两优1号”、“Y两

优2号”等强优势组合, 并比计划提早, 并于2004和2012年

先后实现了第二期大面积示范亩产800 kg、第三期大面积

示范亩产900 kg的目标. 但他仍不满足, 大胆假设通过提

高株高, 利用优势强大的亚种间杂种优势, 培育新型的高

度抗倒的超高产组合, 指导攻关团队加强攻关, 继2013年

9月在湖南省隆回县羊古坳乡牛形村的第四期超级杂交稻

中稻先锋组合“Y两优900”百亩示范片平均亩产达988.1 kg

以后, 2014和2015年继续进行良种、良法、良田、良态“四

良”配套攻关, 于2014年10月10日在湖南省溆浦县横板桥

乡红星村达到百亩示范片平均亩产1026.7 kg的指标; 2015

年湖南隆回等示范片亩产超过1000 kg, 表明第四期超级

稻目标的实现, 特别是最新育成的超级杂交稻“超优千号”

于9月17日在云南省个旧市大屯镇创下百亩示范片平均亩

产1067.5 kg (即16.01 t/ha)的世界新纪录, 取得第五期超级

稻攻关的重大突破. 云南个旧大屯示范点在2016年再次以

“超优千号”为攻关组合, 于9月14日创下平均亩产1088 kg 

(即16.32 t/ha)水平, 再次刷新水稻大面积种植世界纪录.  

第三, 善用直觉思维, 把握灵感顿悟. 这是袁隆平科

学思维方式中颇具魅力的特征. 直觉思维属于一种创造性

思维 ,  它的表现是 ,  长期实践活动下积累的潜在知识被

“激活”成为一种思维元素参与到新的思维过程之中, 造就

出激动人心的直觉创造成果. 所谓直觉的洞察力、灵感的

顿悟, 正是这样. 爱因斯坦认为直觉的创造性思维是建立

在经验基础上的. 灵感不会来自神灵, 好像现在的根, 深

扎在过去, 具有它得以发生的实践基础. 袁先生对灵感的

领悟是十分深刻的 ,  他曾经这样说 :  灵感在科学研究中 

与在艺术创作中一样, 具有几乎相等的重要作用. 灵感是

知识、经验、追求和思索综合在一起的升华产物, 往往由

某一外界因素诱发而产生, 即所谓触景生情. 同时灵感常

以一闪念(即思想火花)的形式出现. 因此, 在科学研究过

程中, 切勿放过“思想火花”. 正因为如此, 他时常在灵感

火花的闪现中书写神奇.  

如前所述, 1961年袁先生对一株“鹤立鸡群”稻株产生

顿悟, 灵感告诉他是一株“天然杂交稻”, “天然杂交稻既然

存在 , 那么就可以探索出其中的规律 , 培育出人工杂交

稻”, 这个灵感传递给了袁先生莫大的信心和动力 , 他一

生选择了研究杂交稻, 就因为他认定了水稻不仅具有杂种

优势, 而且可以通过人工培育成功.  

袁先生曾做过一个梦: 杂交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 穗

子像扫帚一样大, 谷粒像花生米一样大, 他及同事们便在

杂交水稻下面乘凉、散步. 他做这个梦, 可说是他追求杂

交水稻的超高产, 日思夜想, 达到了梦寐以求的境界. 对

于这个高难度课题, 袁先生于1985年就跟踪国际上的发展

动态, 提出过选育超高产杂交水稻的目标. 30多年来, 他

一直不畏艰难, 孜孜追求. 今天, 四期的超级杂交稻目标

均已付诸现实了. 曾经在1997年, 一个具有超高产潜力的

两系亚种间组合培矮64S/E32选育出来时 , 袁先生分外地

兴奋, 他经过认真地观察分析, 灵感突现, 悟出超高产杂



 
 
 

 

  3737 

交水稻在形态上最主要的是上部3片功能叶要长、直、窄、

凹、厚. 在这一重要启示下, 他将增“源”提到了与扩“库”

并重的高度, 而不仅只是重“库”, 片面追求一定的穗数、每

穗粒数和千粒重 , 结果是难以实现超高产 . 不但要有大

“库”, 还要提高最大的有效叶面积指数和光合功能, 以开

足“源”, “库”大“源”足才是超高产的前提, 于是袁先生提出

了超级杂交稻选育形态模式和技术路线. 这一超级杂交稻

的研究思路与研究进展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和关注, 国

际权威杂志Science曾以“作物学家正在寻求一次新的革命”

为题, 对世界的粮食生产现状和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作了

一个综合评述, 认为解决未来的粮食问题的途径有: 袁隆

平提出的超级杂交稻、国际水稻所提出的新株型稻和基因

工程提高作物光合作用效率. 尔后又发表专刊, 仅只介绍

中国的超级杂交水稻, 而认为国际水稻所雄心勃勃的新株

型稻计划已走入困境, 受到挫折. 世界银行也致信说, 见

到Science杂志刊登的文章后, 对超级杂交水稻典型植株模

型照片很感兴趣, 希望登载出来; 美国CNN有线电视新闻

也来中国进行超级杂交水稻的现场采访.  

第四, 善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指导科研实

践, 这是袁隆平科学思维方式具备科学性的特征. 我们看

到, 但凡在近代现代科学上能独树一帜, 在理论上有重大

发现、在技术上有划时代发明创造的卓越科学家和发明家, 

往往都十分重视在哲理思维引导下的科学思维. 20世纪的

科学巨人爱因斯坦, 从科学探索中深知哲学“是全部科学

研究之母”. 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也曾经说过: “马克思

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件宝贝, 是一件锐利的武器. 我们搞科

学研究时, 如若丢掉这件宝贝不用, 实在是太傻了”. 袁隆

平先生也如中外许多科学家一样 , 十分重视哲学的学习 , 

他学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毛泽东的《矛盾论》、《实

践论》, 并善于以先进的哲学思维为导向, 依托多种科学

思维形式, 指导实际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 杂交水稻研

究进入重要的攻关阶段. 当时, 所配的一些杂交组合优势

很强, 但因结实率不太高, 产量与对照持平, 稻谷没有增

产而稻草的产量增加了一倍, 有些对杂交水稻持怀疑态度

的人对“草多谷少”开始冷言嘲讽了, 说: “可惜人不吃草, 

要不然杂交水稻就大有发展前途了”. 但袁先生并不灰心, 

而是进行认真地考证, 认为: 水稻有无杂种优势, 这是个

大前提. 我们的实验表面上失败了, 但本质上我认为是成

功的, 因为这说明了水稻有强大的杂种优势, 至于优势表

现在稻谷上还是稻草上, 这是技术上的问题. 有优势, 我

们通过技术上改进, 可以把优势转到稻谷上来. 袁先生以

辩证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 及时解决了观念上和技术上出

现的偏差, 使研究获得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支持, 对杂交水

稻的最后成功而言可谓意义重大.  

袁先生曾总结长期从事水稻育种研究的实践经验, 得

出这样的体会: “迄今为止, 通过育种提高作物产量, 只有

两条有效途径: 一是形态改良, 二是杂种优势利用. 单纯

的形态改良, 潜力有限; 杂种优势不与形态改良结合, 效

果也差. 其他育种途径和技术, 包括基因工程在内的高技

术 , 最终都必须落实到优良的形态和强大的杂种优势上 , 

否则 , 就不会对提高产量有贡献 . 但是 , 另一方面 , 育种

进一步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又必须依靠生物技术的进步”. 

这是袁先生重于实践, 积累经验的结果. 这段富于哲学思

辩的话, 对于杂交水稻研究领域是至理名言, 而对于作物

遗传育种领域来说也无不是真知灼见, 它告戒育种家们要

有清醒的认识, 把握好方向, 避免走弯路, 这又是多么可

贵的铺路石精神！ 

袁隆平先生当之无愧是我国科技界的杰出代表, 他的

事迹无疑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的理想、追求也是我们效

仿的目标, 他的科学思维更是我们最宝贵的思想财富、力

量源泉 . 正如美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唐· 帕尔伯格所

说: “袁隆平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我们

认为, 他给予我们的还有健康而丰富的思想宝库, 引导着

我们走进一个崇高而充满智慧的精神世界.  

 

 
辛业芸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长沙 41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