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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赵振振东东：：为为国国增增产产小小麦麦440000亿亿斤斤
所育品种累计推广超4亿亩，覆盖我省一半麦田

儿时挨过饿

长大立志学农业

听说过赵振东名字的人或
许不多，但吃过由他培养出的
小麦做出的面条、面包的人，肯
定不少。特别是被称为“超级小
麦”品种的济麦22，创造了我国
冬小麦单产最高纪录，是30多
年来我国年推广面积最大和应
用范围最广的小麦品种。

“当初我为什么要投身农
业呢，这和青少年时期挨过的
饿不无关系。”赵振东介绍，他
1942年出生，当时抗日战争处
在最困难的时候，又遇上华北
地 区 大 灾 ，就 像 电 影《 温 故
1942》里展现的那样，1942年出
生的人生下来就面临苦难。

1961年赵振东中学毕业，
在报考高等院校时选择了南京
农学院。由于那时候赶上了三
年自然灾害，吃不饱饭，19岁的
赵振东身高只有1 . 52米，体重
41公斤。“现在的小学生也比我
的体重大。现在的年轻人恐怕
不知道什么叫饿。从我的体验
来说，饿得都不知道饿了才是
真正的饿，饿得麻木了才叫饿，
所以考大学时，我就想解决中
国人的饥饿问题，于是报考了
农业院校。”

1965年毕业分配时，赵振
东选择了远赴边疆，此后十多
年的基层工作，为他积累了丰
富的生产经验。1984年，在新疆
从事农技推广近20年后，赵振
东进入山东省农科院，主攻小
麦遗传育种，这一干就是31年。

“1984年对中国小麦来说，是值
得纪念的一年，因为那一年我
们小麦生产首次超过苏联，成
为第一产麦国。”赵振东回忆，
在产量提高的同时，如何改进
小麦的质量就成了育种的主要
方向。

“原先有面粉就是好的，现
在都吃上面粉了，那么人们自
然就会比较哪个好哪个坏。再
一个，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
进了食品工业的发展，食品工
业对原料要求则更严。”赵振东
说，国产小麦总量虽然够了，但
适合做面包的优质强筋小麦仍
依赖进口。为此，他确定了自己
的育种方向，在没有前人可借
鉴的条件下开始了漫长的探
索。

山东各地的麦收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依照初步统计，今年又将是一个小麦丰收年。目前我省50%左右的麦田种植的是济麦系列品种，这个高
产优质的品种正是出自中国工程院院士、省农科院研究员赵振东及其团队之手。从事小麦育种研究31年的赵振东，主持育成的多个小麦品种已累计
推广超4亿亩，增产小麦400多亿斤，新增经济效益400多亿元。

本报记者 张頔

齐鲁时代楷模
赵振东

赵振东，现任省农科院作物研
究所研究员、首席专家，中国工程
院院士。他31年如一日，勤奋敬业、
无私奉献，主持育成多个大面积推
广高产优质小麦品种；累计推广超
4亿亩，增产小麦400多亿斤，新增
经济效益400多亿元；先后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山东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2项，2012年获山东省
科学技术最高奖；所带团队先后获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亚太地区
杰出农业科技奖、中华农业科技奖
优秀创新团队，2009年被山东省
委、省政府评为优秀创新团队，荣
立集体一等功。日前赵振东又被授
予“齐鲁时代楷模”称号。

小麦育种科研条件复杂、
周期很长，平均育成一个品种
需要10年。为了测试品种的广
适性，从山东省最冷的德州到
最热的菏泽，赵振东团队都进
行了穿梭选育。麦农把种子种
下后，到冬天就回家不用管了，
但育种团队却要持续追踪，根
据冻麦的情况来调整育种方
向：有的抗冻，有的受冻后很快
恢复，有的受冻后就坏了。

“我总是说，麦品如人品。
如果你怕热，你育出来的麦子
就不耐热；如果你怕冷，你育出
来的麦子就不抗寒。”赵振东

说，搞育种就要跟麦子一起经
历酷暑严寒的考验，稳住心神，
塌下身子，才能培育出优质、高
产、广适的好品种。

今年5月底，省农科院作物
所副所长李青随赵振东赴省内
5个地市考察小麦增收情况，短
短的几天时间里，这位73岁院
士的敬业和辛苦便让她感受至
深。“5月29日早上，莱州的一块
试验田刚下完一场小雨。我在
麦地里没走几步，麦叶上的雨
珠已经渗透到裤腿里了，当时
的气温只有15度左右，两条腿
冰凉冰凉的。”

这片地里的小麦株高平均
有80厘米了，冷得有些发抖的
李青发现赵院士的裤子已经快
湿到腰间了。“那时候他腰椎刚
刚康复，我真想提醒他看看就
行了，到垄上再探讨去。但是又
怕打断他的思路和兴致，就这
样看着他一直坚持了一个半小
时。”

多年的田野工作将一沓膏
药和几管药膏塞进了赵振东的
随身药箱。“膏药是那种骨痛
贴，药膏则是治疗皮肤炎症荨
麻疹的。”赵振东的儿媳李梦竹
介绍，30多年风里来雨里去，老

人家得了非常严重的关节炎。
“我们无法体会这种病是什么
感觉，但我知道，再热的天他里
面也得穿着秋裤。”

对于家人的关心提醒，赵
振东并不太在意，“这都不算啥
事，当时最难的是要测量麦子
硬度却没有仪器。怎么办呢？靠
咬啊！”他说，籽粒硬度是评判
小麦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拿
牙咬是最快捷的方法。赵振东
指了指门牙说，“1992年我的门
牙就咬坏了，镶上了新牙，然后
再咬再坏，我两个门牙都换过
两次了。”

为测籽粒硬度，两颗门牙被咬坏两次

小麦既要能做面包，也要能做面条

对于小麦育种而言，产量和
品质是一对矛盾。在国外，优质
小麦的产量一般较低，若这种情
况出现在中国，农民便会没有效
益。

“我和赵振东老师合作多年
了，小麦新品种的推广可不是那
么容易的事。”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期，时任阳谷县种子站站长的
吕宗言结识了赵振东。“他最早
育出的济麦884187，品质非常
好，但产量偏低，脱粒时颖壳过

紧难去掉，老百姓不喜欢。”吕宗
言说，得到这样的反馈之后，赵
振东就琢磨怎么实现品质和产
量的共同提高。反复研究后他使
用了品种改良、微量沉降实验等
方法，使得产量农业性状和品质
性状的同代选择，达到了协调提
高。

经过多年的科研奋斗，赵振
东团队育成了我国首个年推广
面积过千万亩的面包小麦———

“济南17”，结束了我国优质面包

小麦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达到
国标强筋小麦标准的济南17，对
照一般的高产品种还要提高产
量5%。

适合做面包的品种有了之
后，赵振东又想到我国北方人主
要的面食是面条，为此，他调整
自己的育种目标，并成功培育了
面条小麦济麦19（当时品种命名
规则做了调整，不能以地名命
名，所以“济南系”变成了“济麦
系”）。当济麦19成功后，他又想

是不是可以把面包、面条兼用的
小麦培育出来。他以此为目标，
又成功培育出了面包、面条兼用
小麦济麦20。

随着城镇化推进的加快，土
地面积不断地缩小，他发觉提高
单产还是维护粮食安全的唯一
途径。为此，他培育出了一个具
有跨时代意义的超高产小麦品
种——— 济麦22。2009年，济麦22
实打亩产达到789 . 9公斤，创一
年两熟制下冬小麦高产纪录。

链接

2015年5月25日，赵振东在观察小麦(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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