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王毓洪来说，西甜瓜等瓜类育种是
甜蜜的事业，当然也是需要长期坚守的事
业。要育成一个好的品种，不但要有高深
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更要有不图名
利、甘于清贫、耐得住寂寞的奉献精神。

他说，人是十月怀胎，育种则是十年
为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而这十多

年中，育成一个新品种只是占整个育种过
程的三分之一，研究配套技术占三分之
一，而其余的时间要花在不同生态区域试
验和示范应用。

像 “ 甬 甜 5 号 ”， 从 2003 年 开 始 培
育，2009 年育种成功，2011 年通过品种
审定，到 2016 年获得国家级新品种权，
历时长达 13 年。

好在育种是一项新生命的创造工程，
在这个漫长的“造物”过程中，其中的乐
趣，如果不是沉浸其中的人，是不能深切
体会的。

与王毓洪聊瓜，聊育种，他滔滔不
绝，总是意犹未尽。他说，育种之事有时
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可能你博士毕业
十年，也育不出一个好的品种。”

育种是科学，也是艺术。“农业科研
是一种百思不得其解之后的顿悟。做科研
既需要脚踏实地的韧劲和专注力，也需要
有天马行空的发散性思维。”他举例说，
培育一个新品种，我们事先就要想象，育
成后的瓜型什么样？如果立架栽培，叶柄
与茎的角度如何？像甜瓜需要充足的光
照，若爬地栽培则叶柄与茎的夹角接近
90 度 为 宜 ， 而 立 架 栽 培 其 夹 角 30 度 合
适。砧木品种，还得考虑育成的品种的抗
病性、亲和性和对品质的影响等，如何从
恒河沙数的品种中去“拉郎配”。

王毓洪说，育种需要几代人瞄准一个
目标，不轻言放弃，需要持续的工匠精
神，耐得住寂寞，方能修成正果。“如同
打一口井，你认准了方向，也许 120 米深
的地下就是水，你花了许多时间，打了
100 米还是没有水，但你不能就此放弃。”

正因为有这样的恒心，育种者才会用
心，才会异想天开地琢磨出许多常人难以
想象的办法，来攻克育种中的各种难关。

在王毓洪团队的新品种示范瓜棚中，
都会放置一只蜂箱，这是为了给瓜果授粉
所用。由于宁波天气湿热，有时蜜蜂授粉

能力会打折扣，于是，王毓洪他们养起了
苍蝇，让这个人们心目中的“四害”之一
去授粉。“其实，苍蝇在大棚里挺环保
的，它们授完粉就会死去，可谓功成身
退。”

现在许多土地里的重金属超标，那么
瓜类会否带有危害人体的元素？为此，王
毓洪指导的一个博士生搞起了实验，培育
了既能吸收土壤里的重金属，以达到治理
污染的效果，又能确保果实可以安全食用
的砧木南瓜品种。现在，他们培育的“甬
砧 8 号”砧木能将黄瓜中重金属镉的含量
降低 80%以上。

跑田头，钻大棚，是王毓洪的日常
“功课”。即使当了副院长，除了一些必须
的行政事务，王毓洪的现场“办公室”就
在田头地间。王毓洪引以为傲的是，在他
的带领下，他的科研团队也深深扎在了田
头一线，学会了与西甜瓜亲密“交流”。
像人工授粉这样的活，也是科研人员亲力
而为。因为育种圈内有一句话，“授粉不
纯，半年白干”。所以，王毓洪和农科院
的科研人员在授粉季节，往大棚里一钻常
常就是三四个钟头。夏天，棚内异常闷
热，但在种质材料的关键生长环节，再热
也必须去田间观察。这几年来，王毓洪就
发生了好几次中暑晕过去的情况。

在中国农科界，杰出代表是杂交水稻
专家袁隆平。而在瓜类育种界，吴明珠则
是业内的灵魂。这位中国厚皮甜瓜育种的
第一人，60 多年扎根在新疆育种一线。
对王毓洪来说，吴明珠既是宁波市农科院
瓜菜省级院士工作站的导师，更是他精神
上的领袖。

“瓜就是我的孩子，创新是我哺育孩
子的乳汁”——这是吴明珠的一句名言，
而王毓洪也正是这么做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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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毓洪的甜蜜事业
这几天，贵州黔西南州龙广镇柘伦村瓜农韦照方开心得合不拢嘴，好像吃了蜜瓜一样。腿有

残疾的他种的“甬甜5号”甜瓜收获了第二季：一个大棚，仅200来平方米的土地，卖瓜收入
达8000元。这样一来，加上第一季两个大棚收入的12000元，今年，他在种甜瓜一项上，毛
收入达2万元。

同样感到“甜蜜”的是数千公里以外的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王毓洪研究员——“甬甜5
号”就是以他为主的宁波农科院瓜菜科研团队育种推广的。“你要知道，当地农民脱贫的标

准是每人年收入4000多元啊，也就是种了一年的瓜，一户农家有5个人脱了贫。韦照方一家四
口，可说是彻底告别了贫困。”说这话时，王毓洪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甬甜 5 号”是名副其实的宁
波明星瓜类品种，而它的扬名立万
则是在 6 年前的中国瓜果之乡新
疆。2013 年，作为宁波援疆的农业
项目，“甬甜 5 号”被引种到了库车。

“新疆是哈密瓜的故乡，还需
要种宁波的小哈密瓜吗？”当时，
分管农业的库车县副县长许亮就是
当地的甜瓜栽培专家，听闻此事，
一脸狐疑。

“大田先种个 200 亩，温室种 2
亩 试 一 下 ， 所 有 的 费 用 ， 我 们
出。”驻库车的宁波援疆指挥部领
导一锤定音。

这个底气，缘于王毓洪对培育
了十年的“宝贝儿子”有着十足的
信心。在他心中，“甬甜 5 号”不
仅“口感脆过薯片，甜度赛过初
恋”，关键是在宁波及周边地区种
植成功了。

“甜瓜种植，需要空气干燥，
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宁波早春
光照不足，温差不大，湿度却大。
适合在宁波种植的品种，到了新疆
后表现肯定会更上层楼。”果不其
然，大棚种植的“甬甜 5 号”收获
后，立马受到“一口馕就一口瓜”
的库车吃瓜群众热捧，2 亩温室出
产的甜瓜竟卖了 4.6 万元，而大田
的收获也同样令人惊异。

王毓洪回忆道，那年甜瓜的收
获季节刚好是斋月过后。在斋月

里，维吾尔族瓜农们是禁食不干活
的，也就是说，在“甬甜 5 号”收
获前近一个月时间里，瓜田处于无
人 看 管 的 抛 荒 状 态 。 尽 管 如 此 ，

“甬甜 5 号”还是生长良好。收获
之时，瓜农们从杂草中“搂”出一
只一只甜瓜，大呼小叫的场景，让
王毓洪更加甜蜜喜悦。

许亮服了。当年，库车县和宁
波援疆指挥部特地为“甬甜 5 号”
举行了现场品鉴会，请来了全国各
地的甜瓜专家。“甬甜 5 号”由此
在全国一炮打响，更被誉为“甬库
民族团结瓜”。

2016 年，“甬甜 5 号”获得国
家植物新品种权，这也是宁波收获
的第一个瓜类国家级甜瓜新品种。
今年，在库车，“甬甜 5 号”种植了
3000多亩，在全疆种植了5000余亩。

而在另一处宁波结对帮扶的贵
州黔西南州，当地政府已把“甬
甜”系列甜瓜和“甬蜜”系列西瓜
作为产业扶贫的重点项目。宁波市
农科院还与黔西南州联合申报了甬
产西甜瓜“这方山水”商标。同
时，王毓洪团队还赴吉林省延边州
开 办 “ 黄 瓜 嫁 接 栽 培 技 术 培 训 ”
等，提升当地脱贫“造血”功能。

如今，王毓洪团队以新品种和栽
培技术，带动国内贫困地区西甜瓜种
植达1.6万亩。他们培育的西甜瓜品种
成了实实在在的宁波对口“扶贫瓜”。

（一）

王毓洪此生注定与农业育种有
缘。他名字中的那个“毓”字，本
义是“稚苗嫩草遍地”的意思，引
申义是“孕育”。

从小时候起，他就与农业结下
不解之缘。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常
山的老家分了地，当时王毓洪的父
亲因为在四川服役，承包地无人耕
种。作为长子的他，从读小学起就担
起了家里的农活。没有人教，他自己
买了农作物植保栽培方面的书琢
磨。到后来，才十多岁的他，竟能教
邻居的大人们种地了。他风趣地说：

“读大学前，我实际上已经从田间地
头的‘农业实践大学’毕业了。”

大学时期，他顺理成章地选择
农业专业就读，毕业后进了当时的
宁波市农科所工作。1997 年，王毓
洪去了日本，成为半年一期的农业
研修生。日本的研修经历对他触动
很大，特别是亲眼看见日本西瓜、黄
瓜 100%采取嫁接栽培。由此他想
到，宁波人多地少，瓜类嫁接栽培将
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虽然早在 2000 年前，人类就已
经掌握砧木嫁接技术，但现代砧木
育种技术特别是在瓜类上的应用，
是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人发明的。所
谓砧木，是指果蔬嫁接育苗时，承受
接穗的植株。果树嫁接是为了改良
品质。为什么要在瓜类蔬菜上实行
嫁接栽培？这实际上是要解决瓜类
种植中的一个世界性难题——以枯
萎病为代表的连作障碍问题。

王毓洪解释说，瓜类种植，如
果用自根苗栽培，同一块地第二年

种植死株率在 20%以上，高的地块
达 50%。因为枯萎病是典型的土传
病害，在土壤中能存活 5 年以上，
而且没有特效药，这无疑会制约瓜
类产业持续化、规模化、品牌化生
产发展。

人们于是想到了以那些高抗枯
萎病特性的南瓜、葫芦等品种为砧
木，以西瓜、黄瓜和甜瓜等枝条品
种为接穗。像南瓜砧木根系发达，
抗病力强，让西瓜、黄瓜和甜瓜在
南瓜的根上长出果实，当然可以起
到减药、减肥、节本、增效的作
用，有效地解决瓜类作物连作障碍
的难题，促进瓜类产业持续发展。

2000 年 ， 宁 波 市 农 科 院 成
立。王毓洪向当时的院长皇甫卫国
提出，要开展瓜类砧木育种等资源
节约型绿色育种生产技术的研究。
当时，市农科院特地从院长基金中
拨出经费扶持这一项目。

在国内，宁波市农科院研究瓜
类砧木育种起步，仅比郑州果树研
究所晚了几年。而通过近 20 年的不
懈努力，如今宁波市农科院的瓜类
砧木育种技术已走在了全国前列。

德 国 的“ 拜 耳 ”，如 今 已 兼 并
“孟山都”，成为全球第一的农业集
团。2016 年，它的首席育种官通
过中国农科院找到宁波市农科院。
王毓洪团队育出的中印杂交南瓜砧
木种子，已经由“拜耳”在全球进行
种植测试。如果测试成功，宁波产的
瓜类砧木种子将通过代理权转让在
全世界推广。这将是中国瓜类育种
划时代的大事件！

（二）

农业科研育种，追求的是高产、高
质、高效。对王毓洪来说，高品质是奉献
给吃瓜群众的，优质和高效则是他对农民
一辈子的承诺。

王毓洪说，瓜类育种其实是“甜蜜的
事业”。像他培育的“甬甜 7 号”甜瓜，
属于哈密瓜与日本皇室专供网纹甜瓜的杂
交品种。哈密瓜松脆，日本网纹甜瓜如冰
激凌般透着一股奶油味，并且耐高温和湿
热。最终，王毓洪团队培育出的“作品”
皮薄、松脆、香味绵长。

“这就是超亲优势，关键是这个品种
还能接茬种草莓。比如在奉化尚田种植，
农民 5 月到 8 月种甜瓜，9 月到次年 5 月可
以种两季草莓，地头不落空。”王毓洪说。

王毓洪对一些与高效农业和农民效益
相关的数字，可以说是“门儿清”：水稻每

亩净收入三四百元，种甜瓜可达万元，一亩
地的甜瓜产生的效益相当于 50 亩的水稻；
买砧木种子成本高一些，但种瓜不用换地
搭建大棚，瓜地租金每亩少交了，还可减少
农药和化肥的用量，算下来可节约成本
1000 元以上，农民还是上算了⋯⋯

在宁波市高新农业技术实验园区的大
棚里，笔者看到了一只只如拳头大小、模
样可爱的小西瓜，这是王毓洪团队培育的

“苹果西瓜”。它们是为当今时兴的农家乐
采摘项目“定制”的新品种。而宁波市民
喜爱的“8424”西瓜也是用王毓洪团队培
育的砧木嫁接生长栽培的。更神奇的是，
王毓洪团队用专用南瓜作为砧木，分别嫁
接了西瓜和甜瓜幼苗，创下了“一砧双
穗”的奇迹。

除了追求高产高质高效，王毓洪的

“甜蜜事业”也是一项传承的工程。在宁
波市农科院的瓜菜种子库里，藏有许多浙
江地方种质资源，像舟山登步的黄金瓜、
温州白啄瓜、宁波的老鼠瓜和海冬青等。
一些蔬菜种类，譬如宁波人熟知的绿带、
黑茄、雪里蕻、黑油桐青菜也被他们所收
藏了。

不久前，鄞州区东吴镇的领导找到王
毓洪，询问能不能恢复老宁波记忆中的小
白西瓜。这一问，还真问对了地方——在
王毓洪的种子库里，几百份的小白西瓜种
子静静地“待字闺中”。这些种子是 2005
年农科院的科研人员在天童附近的一个小
村的山上，从一位老人种植的几垄瓜地里
采集来的，提纯复壮保留至今。

王毓洪说，小白西瓜过去很受青睐，
宁波人喜欢它沙甜的口感，但它皮厚、生
育期长，显然已不适合当下农业生产的节
奏和现代人的口味。现在，王毓洪的团队
正在通过优异的种质来杂交改良小白西瓜
品种，培育新一代的小白西瓜。

（三）

王毓洪，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研究员，国家西甜瓜产
业技术体系执行专家，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

他长期从事瓜菜育种技术研
究、新品种选育、配套栽培技术研
究等工作，先后主持承担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子课题、国家农业成果转
化基金、行业专项和重大攻关专项
等科技项目30多个。

王毓洪瓜菜科研团队先后育成
瓜菜新品种 36 个，7 个获国家植物
新品种权，12个获国家品种登记证
书，5个被列为浙江省主导品种。团
队试验总结出瓜菜关键技术 12项、
高效栽培模式 15 套。瓜菜新品种、
新技术和新模式累计推广146.59万
亩，新增社会效益9.56亿元。

汤丹文/文

王毓洪王毓洪
（（汤丹文汤丹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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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毓洪与吴明珠王毓洪与吴明珠 （（右右）） 一一
起展示起展示““一砧双穗一砧双穗””

宁波市农科院专家赴黔西宁波市农科院专家赴黔西
南州田间指导西甜瓜栽培南州田间指导西甜瓜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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