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用扬鞭自奋蹄！

袁隆平的开题过程 

袁隆平是把他的科研论文写在中华大地上的人、是一个真正的科研人。袁隆平在他的自传[ 1 ] 当中写出他
自己的开题过程，对我们是很有启迪作用的。他大学毕业以后曾经研究麦、薯、稻，最后确定稻子为研究方
向，然后又发现良种非常关键，那么就开始选育良种，这就是“选题”。结合他以前所学、孟德尔、摩尔根遗
传学理论和他本人具体实践与发现，发现杂交稻是水稻高产的关键点，那么如何人工制造这种杂交稻？就成为
了他的“开题”。杂种优势在《齐民要术》当中就有了记载，马和驴杂交的后代骡子要比双亲都健壮，但是骡
子本身不能生育，那么怎么解决骡子的生育问题呢？这就是袁隆平的杂交稻巨大贡献，可以用人工的方法实
现，既有可行性又有必要性，经济性也好、实用性也强。袁隆平并没有否认DNA的作用，但是DNA应该只在同种
当中相互作用，不能乱搞，他没有学习蒙山都那一套，他只是把DNA用到了对的地方。 

 

[ 1 ]
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袁隆平自传，人民出版社，第40页到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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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的形成过程 - 
隆平立志学农









袁隆平开题的过程
包含“选题”、“开题”、努力整个的过
程。杂交稻类别与骡子，马和驴杂交的后
代骡子要比双亲都健壮，但是骡子本身不
能生育，那么怎么解决骡子的生育问题
呢？这就是袁隆平的杂交稻巨大贡献，可
以用人工的方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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