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21日 星期五 5编辑：付雅 策划：李丽颖 新闻热线：01084395166 E-mail：kejiaoweekly@163.com 科技创新

中国科学院康乐院士团队
揭示蝗虫聚群成灾的奥秘

近80年来，科学家对蝗群如何形成有许多的假说，分别有
食物、繁殖地、性成熟、群集信息素、气候等假说，但是究竟是
哪一个因素起主要作用以及其中的奥秘和机理并没有在科学
上被揭示。近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康乐院士团队发现了飞
蝗群聚信息素，揭示了飞蝗群聚的奥秘。团队通过分析飞蝗
群居型和散居型飞蝗的体表和粪便挥发物，在35种化合物中
鉴定到了一种由群居型蝗虫特异性挥发的气味，释放量低但
生物活性非常高的化合物，4-vinylanisole（4VA，4-乙烯基苯
甲醚）。通过一系列行为实验确定 4VA对群居型和散居型飞
蝗的不同发育阶段和性别都有很强的吸引力。4VA能够响应
蝗虫种群密度的变化，随着种群密度增加而增加，甚至它的产
生可由4只-5只散居飞蝗聚集而触发，具有很低的诱发阈值。

那么 4VA在户外和自然环境中能够吸引和聚集蝗虫吗？
研究人员将含有 4VA的诱芯布置在田间，通过室外草地双选
和诱捕实验证明 4VA 对实验室种群在户外具有很强的吸引
力。进而，他们将诱芯直接布局到蝗虫野外发生区天津北大
港，大范围的区块实验再一次证明4VA不仅能吸引野外种群，
而且不受自然环境中蝗虫背景密度的影响。

这项研究发现了飞蝗群聚信息素，不仅揭示了蝗虫群居
的奥秘，而且为人们控制蝗灾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方法，使蝗虫
的绿色和可持续防控成为可能。 本报记者 高林雪

线上对接会
搭建中以智慧农业合作桥梁

近日，“2020 年以色列智慧农业商务对接会”在线上举
办。来自以色列的 5 家先进技术公司带来了农业物联网、传
感、成像和机器人等解决方案。来自新希望六和、中信农业基
金、北大荒农垦等公司和机构的130余位嘉宾聆听了路演，并
进行了30余场对接会。

以色列驻华使馆商务处商务公使衔参赞艾晔宾先生出席
并致辞。他说到，中国引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和以色列的创新
技术相得益彰，呈现出巨大的互利潜力。中以双边合作涉及
的领域很广，包括农业、高新技术等领域。相信切实的合作，
将帮助两国提高农业水平以及加强双边关系。

以色列出口协会农业部经理Moti Aatriano先生介绍说，
以色列有近 500家农业技术公司，其中，有 250多家初创公司
是在过去 5 年中成立的，这意味着他们正在使用最先进的技
术。会上，5家以色列企业分别介绍了以色列智慧农业领域的
前沿技术及最新应用成果，并表达了与中方开展合作的愿望。

在对接环节，多家中国企业对以色列智慧农业表达了兴
趣和合作意愿，并详细询问了技术细节、数据来源以及硬件设
备情况等问题。陕西杨凌企业丰源灌溉提到，对以色列的产
品非常感兴趣，也与以色列公司有多年的合作，希望代理以色
列产品。河南省黄泛区实业集团详细询问了Manna公司关于
灌溉和温室的技术，期待未来有所合作。

本报记者 李丽颖

农用地重金属安全阈值
研究方法与应用

在“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农田综合防治与修复技术研
发”重点专项中，“农田系统重金属迁移转化和安全阈值研究”
项目针对我国农田重金属污染问题，系统地开展了重金属在典
型农田土壤固相—溶液—生物—评估终点（农产品、生态）全过
程迁移转化、量化模型、评估方法的研究，和基于农产品、生态
安全的土壤重金属安全阈值研究。项目专家建立了水稻、小麦
和蔬菜的重金属有效性定量预测模型和主控因素，普适性的基
于浓度、形态和影响因素的生物积累与毒害表征指标和方法，
以及基于土壤性质、生物有效性、毒害和物种敏感性分布的土
壤重金属农产品安全和生态安全阈值及计算模型。

本成果揭示了重金属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过程，确定了
我国土壤重金属农产品安全和生态安全阈值，建立了土壤重
金属风险评估方法，为农田重金属污染风险精准诊断提供了
依据。不仅填补了本领域的国内空白，也为我国重金属污染
土壤治理和安全利用有关标准制定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基于本成果，已经编制并颁布了国家标准 3 项、省部级标准 2
项，累计发表高水平论文30余篇，与其他项目联合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2项。

促进苹果、葡萄果实提早成熟的
技术

在“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重
点专项中，“多年生园艺作物无性系变异和繁殖的基础与调
控”项目研发的促进苹果、葡萄果实提早成熟的技术，通过喷
洒人工合成的类生长素物质，能促进苹果、葡萄等果实提早成
熟，使果实提前成熟20天-25天，且果实品质与正常成熟的苹
果相当，适用于全国产区的各类品种。

在促进苹果提早成熟的技术中，于苹果开花后95天左右，
选择天气晴朗但阳光不是特别强烈的上午（8:00-11:00）或下
午（4:00-6:00），将 4mMNAA（人工合成的类生长素物质萘乙
酸）均匀喷洒在树体上的苹果果实上，待风干后再喷洒一遍，
风干。喷施后的第 30 天果实可达到成熟状态，可以正常采
收。以正常“金冠”苹果果实采收期为花后150天计算，能使果
实提前成熟25天左右。

在促进葡萄提早成
熟的技术中，在花后 30
天左右，用 0.5mM/L 的
核 黄 素或 300mM/L 的
H2O2喷施巨峰葡萄，果实
能够提早成熟 20 天左
右。核黄素和H2O2比乙
烯等激素效果要好且安
全，且见光易分解，果实内
无残留，对果实无伤害。
此技术在其他果实的促
早栽培上也可应用。

“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农业重点专项成果详见二维码

□□ 本报记者 李丽颖

8 月 16 日，中国农科院田间大课堂启动暨
桦川科技帮扶现场会在黑龙江省桦川县举
行。在桦川科技帮扶示范点星火乡燎原村、
苏家店镇新胜村以及悦来镇双兴村的水稻、
玉米、大豆、食用豆等绿色生产技术示范现
场，参会人员现场观摩了 11 位专家围绕水稻
优质丰产、玉米提质增效生产、功能型大豆丰
产增效以及食用豆绿色生产关键技术进行的

“田间大课堂”授课，并与农民开展了技术交
流互动。

桦川县是中国农科院的 4 个脱贫攻坚示
范县之一。从 2019 年开始，中国农科院作科
所牵头组织水稻所、加工所、植保所、麻类所
等 8 个研究所与黑龙江农科院、东北农业大
学等 4 个地方院校共 14 个科研团队 40 余位
专家开展了桦川科技帮扶工作，构建了由院
领导、院机关、研究所共同牵头，N 个专家团

队科技帮扶的“3+N”结对帮扶机制。中国农
科院将支部建在创新团队上，支部书记由党
员首席担任，作物栽培与生理、作物耕作与
生态两个创新团队党支部分别与桦川县新胜
村、双兴村党支部开展了联学共建、结对帮
扶，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和科研人员接地气、
知农情，对桦川优质新品种、高产高效生产
技术、高附加值农产品加工技术等需求进行
联合攻关，初步打通了当地主导产业发展限
制瓶颈。2019 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对桦川派
专家、送技术、出主意、做示范，建设水稻、玉
米、大豆和食用豆 4 个示范基地的同时，开展
了“田间课堂”活动，在春季播种、夏季田管、
秋季收获等重要时节组织田间观摩、技术服
务 40 多次，培训农民 2 万余人次，展示新品种
30 余个，实施 23 项关键技术，推动当地农业
增产增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吴孔
明将桦川科技帮扶工作概括为：党建引领、科

技支撑。一是接地气，通过创新团队党支部和
村党支部对接，调研摸清当地农业生产的主要
问题和技术需求，确定工作方案；二是工作模
式化标准化，组织团队协同攻关，形成全产业
链的科技帮扶；三是可复制，通过关键技术集
成示范，对农民进行现场及线上技术培训，并
在更大范围辐射应用。

把科技推广、科技服务的课堂建在田间，
是中国农科院一以贯之的坚持和做法。中国
农科院党组书记张合成表示，桦川科技帮扶工
作通过把科技扶贫与党建工作相结合，支部建
在创新团队上，打造了党建业务互融互促的工
作模式；通过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关键技术集成
展示，打造了接地气的技术扩散模式；通过打
造“田间大课堂”，创造了服务农户新机制；通
过加强基层农技人员和种田能手系统培训，带
动普通农户学习新技术、应用新成果，依托科
技的力量实现脱贫致富。中国农科院将把这
种做法持续下去、推广出去，让科技成为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中国农科院将以

更大力度在桦川开展科技帮扶工作。支持
桦川县率先转为中国农科院乡村振兴示范
县，持续以科技支撑桦川县尽快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继续落实“3+N”的科技帮扶机
制，全面助力桦川县创建乡村振兴示范县；
建立中国农科院桦川专家咨询委员会，为桦
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高层次智囊团队
支持；全面推动和介入桦川“十四五”发展
战略与规划的制定，为农业产业绿色发展与
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技术支持；进一步发挥辐
射带动效应，依托技术示范基地，全面开展
全产业链技术集成服务，系统打造农业特色
品牌；不断创新“田间大课堂”模式，全力推
动“一团队一课堂、一所一样板”的复制机
制，让新技术、新成果可复制、可落地、可推
广，让科研工作者进一步扎根乡村，更好地
服务国家农业主战场。

□□ 李晓君 本报记者 孙眉

八月高温多雨，是四倍体泡桐生长的关键
时期。王迎像往年一样,钻进山东省泰安市宁
阳经济开发区大周村的四倍体泡桐育苗基地，
观察泡桐的长势情况。

高温下户外作业，汗水浸透了衣背。今年
是王迎来宁阳科技扶贫的第 5 个年头，先后帮
助东疏镇潘茂村等 7 个贫困村走上致富路，创
立了“当年栽植、当年销售、当年脱贫”的科技
扶贫新模式。

“这是去年底埋下的种根，今年都长到了5
米高，王教授给村里带来了‘神奇的树’。”大周
村村民秦传河说。大家熟悉的王教授，正是泰
安市泰山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
王迎，在村里，他有另一个身份：科技特派员。

谈起当科技特派员的初衷，王迎脸上满是
自豪。原来，由他参与的《四倍体泡桐种质创
制与新品种培育》成果获得了2015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如何实现“国家科技奖”成果
在乡村转化落地、把科技的希望种到农民心
里，激发了王迎干事创业的热血。此时，泰安
市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把王迎拉进了人才下
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的队伍。

2016年春，踌躇满志的王迎来到“新战场”
东疏镇潘茂村，田间地头已尽是青青麦苗。让
农民除掉麦苗，种上不熟悉的泡桐，哪怕是“高
科技品种”，他们也一万个不情愿。“种的东西
能卖了吗？”“这值多少钱？”“种得麻烦吗？”村
民的种种担忧和顾虑让初来乍到的王迎屡屡
碰壁。

“农民种粮食不容易，让他们不折本才能
起到示范效果。”作为林业科研战线的老兵，王
迎对自己的科技成果四倍体泡桐有信心、对带
领群众致富有底气，决定发展10亩地先试验后
推广，并保证每亩产出 4000 元以上，收益不够
自掏腰包给农民补贴。这时候的王迎，心里有
底，但也做好了“兜底”的准备。

做 给 农 民 看 ，带 着 农 民 干 ，帮 助 农 民
赚。王迎盯上种植、浇水、施肥、打杈的各
个环节，通过面对面讲解、传授新技术，让
农民逐渐愿意接受新事物，增强农民致富本
领。这一年的四倍体泡桐尤其“争气”，每
亩平均纯收入 6000 元以上，保证了“试验”
效果，“当年栽植、当年销售、当年脱贫”的
目标初步达成。

“科技特派员一头连接科技创新，一头
连接生产实践，通过‘高位嫁接，重心下移’
的服务模式，为农村引进实用技术和新品
种，提升农民运用技能脱贫增收的能力，真
正把科技创新的动能注入田间地头。”宁阳
县科技局局长刘钦虎说。王迎科技扶贫的
新模式得到了山东省科技厅的支持与大力
推广，目前全省 16 个市 32 个县（市区）新建
四 倍 体 泡 桐 苗 木 培 育 和 试 验 示 范 基 地 45
处，规模达 3250 亩，数量达到 92 万株，带动
了 800 余名贫困人口脱贫致富。2019 年底，

王迎受到科技部通报表扬。
东西好不好，农民说了算。“新品种根系

好，长得快，收益可观。”2018 年春天，家住磁
窑镇枣庄村的贫困户范兆友从亲戚那里听说
后，通过实地考察，从东疏镇潘茂村自发引种
1200 条四倍体泡桐种根，当年长成的苗木平
均达到 6米高、6厘米粗，每年每亩纯收入一万
元。范兆友脱贫致富吸引了附近十几户村民
自发引种达到 40多亩，数量 2万多株。新品种
的优越性和发展前景让农民从不情愿地种到
自发扩大种植规模，从最初几百棵发展到几
千棵、几万棵，泡桐摇身一变，成了老百姓的

“摇钱树”。
谈及发展，王迎信心满满：“四倍体泡桐产

业化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把育苗、造林、加工做
成完整的产业链，国家储备林造林需要和农民
脱贫致富结合将带来无限的光明前景。农民
只要种出来，符合造林需要的规格，我们就有
办法让它销出去。”

中国农科院“田间大课堂”科技帮扶桦川

赵德英：扎根果园的巾帼科技特派员

山东宁阳：把科技种子播撒在脱贫攻坚主战场

聚焦

赵德英（中）在果园技术指导。 资料图

□□ 本报记者 李丽颖

“赵老师，可把您给盼来了！”辽宁省绥中
县果树科技特派团团长赵德英来到绥中县前
卫镇三山村，刚进村就被热情的果农围住。正
值三伏天，烈日灼灼，赵德英和村民们在果园
里穿梭，现场示范修剪技巧。“七月不修剪，后
悔一整年。”赵德英耐心讲解：“这个时候树体
要长果、发枝，还要进行花芽分化。通过夏季
修剪结合拉枝、摘心、疏剪等栽培管理手段，可
以有效调控树势、分配营养、优化树体结构，不
但当年能获得优质高产，还能为来年丰产打下
良好基础。”

赵德英研究员供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
果树研究所，从 2009 年至今，先后承担了果
树研究所驻绥中果树科技特派团的特派员、
联络员和团长，长期深入生产一线，脚踏实
地帮农民解决技术难题。多年来，像这样的
下乡现场示范培训已经成了她这个科技特
派员的“常规动作”，很多果农都是她的“老
朋友”。

立起“看得见”的样板

果树栽培技术如何让果农“看得见、摸得
着、学得会”，赵德英一加入科技特派行动就
在琢磨这个问题。为此，她决心亲手打造一
个矮砧密植栽培的核心示范园，整地、栽树、
修剪、施肥、灌溉每一项工作都留下了她的
足迹和汗水，从品种的引进、示范和筛选到
砧木的评价、筛选和应用，从水肥的需求到
精准调控到病虫害防控到机械应用，每一个
关键技术和成果的开发都凝聚了她的心血和
智慧，使得荒滩大变样成为现代栽培模式的
样板园。

从参加科技特派行动以来，赵德英亲自
建设了 3 处核心示范园有，分别是绥中沙河
高科技示范基地，绥中县秋子沟乡群英果业
产销专业合作社示范基地，绥中前所核心示
范基地，总面积 245 亩。目前，这些基地引进
大量新技术、新品种进行试验和示范，树立
了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样板，吸引了

“眼见为实”的朴素农民竞相仿效。周边果
区合作组织成员、农村党员和村干部纷纷到
示范基地观摩学习，赵德英总是一遍又一
遍，不厌其烦地进行讲解、技术指导和咨询

服务。这些基地也通过雇佣周围农民来基地
务工，学中干、干中学，不出家门口就能挣到
钱，不花费分文就能学到新技术。赵玉庭是
绥中水泉子村的一名普普通通的果农，作为
雇工经常参加前所核心示范基地的日常管
理，真正参与到现代矮砧苹果栽培生产管理
的各个环节。5 年前，根据示范基地的新型
栽培模式，赵玉庭建立了 8 亩左右矮砧寒富
苹果园，2019 年进入盛果期，亩产达到 5000
斤左右，赵玉庭和儿子都由衷感叹：“新技术
太重要了！树体矮小，但结果早了，摘果打
药都省劲儿。”

果农郝德继是绥中前所示范基地的日常
管理人员，自家也经营着 10 多亩果园，种植着
苹果和梨。他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又心细爱学，经常听赵德英研究员讲课。郝
德继说：“我们思想太老旧了，新品种、新技术
得听赵博士的。”2019 年示范基地新引进玉露
香梨新品种，味道、口感非常不错，出园价一
般在 4-5 元/斤。“那价钱可真不错，我也要引
种点儿。”郝德继说。

如今，示范园已经成为新技术、新品种
不断进入绥中果区的桥梁和纽带，越来越多
像赵玉庭和郝德继这样的果农，依赖示范基
地的引领示范作用，学习新技术、引进新品
种，不断提质增效，走上依靠果树种植的致
富路。

提供农民急需的产业技术

“研发推广的每一项技术都必须立足于果
农的需求和产业的问题。”这是赵德英给自己
立下的工作准则。赵德英常年深入在果树生
产一线，农民的需求是什么，产业的痛点在哪
里，她掌握着一手材料，因此研发推广的技术
都是针对性强，适用性高，也受到农民欢迎的。

针对绥中果区普遍存在的果园郁闭、病虫
害严重以及优质果率低等问题，她研发并推广
了提干、落头、疏密枝等为主的控冠改形修剪技
术；针对果园负载量过大，优质果率低、果实品质
差等问题，她研发并推广了简易且高效的花果
管理技术；针对果农套袋技术不规范，摘袋和套
袋时间把握不准等问题，她研发并推广了果实
套袋技术和免袋栽培技术；针对传统果园以清
耕为主，导致土壤肥力日益衰退、果实品质下降
等现象，她研发并推广了果园生草技术；针对果
价低迷，果农生产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她示范并
推广了富硒等功能果品生产技术。这些技术攻
克了绥中县果树生产中存在的一系列技术难
题，解决了一批制约果实品质提高的关键技术，
为果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绥中县西甸子镇杨家村的果农牛德新，果园
问题较多，大小年严重、着色差、重产量轻品质，原
来一直认为自己果园管理还可以，听完赵德英的
讲课，他逐步重视科学技术，注重果品的提升，控
产稳产。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果园现在每亩产量
都能达到3吨以上，且连年稳产；果品质量提高
了，重视有机肥施用，果品甜度提升了，同时套优
质果袋，铺反光膜，摘叶转果，秋季要清膛等促进
着色综合技术的运用，使得全红果率提高到30%
以上，每亩效益达到8000元-9000元。

绥中李家乡吕明果业专业合作社依靠赵
德英示范推广的富硒苹果生产技术，每公斤苹
果单价卖到了 12 元-14 元，带动了 500 余户果
农年户均收入达到了 10 万元。社员们纷纷称
赞：“这才是我们农民需要的好技术！”

培育“扎住根的”专家和技术员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自从成为科技特
派员，赵德英一直考虑如何通过长效机制为果
区培养“扎住根的”专家和技术员。赵德英创新
了“科技特派员+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技术服
务模式，强化与果农合作组织的合作与联系，重
点对这些新型经营主体进行技术服务和指导。
实施科技特派行动以来，赵德英亲自扶持建立
并签订技术协议的合作组织达到13个。

为给绥中县果农和基层农技人员传授实
践经验和操作技能，赵德英下田间，去地头，针
对果农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技术培训和田间指导，累计培训技术骨干学员
达 6120 人次，受训果农达到 2.5 万人次。为增
加技术推广的覆盖面，赵德英充分利用黑土
地、农博士在线、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手段进行
技术培训与服务，扩大了特派团的影响力。

对于天天和果园、农民打交道的果树栽培
行业来说，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是可想而知的。
赵德英笑着说：“我也爱美，也爱逛街，也想穿
漂亮的裙子，但我的工作注定了和高跟鞋和裙
子无缘，注定了天天和土地打交道，注定了天
天穿着带泥的长裤和运动鞋，我不怕吃苦，只
希望踏踏实实为农民干点事，运用自己的科研
成果帮助农民多产点果，多挣点钱。”相信，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赵德英和她的绥中果树科技
特派团会以昂扬的姿态和努力的拼搏为绥中
县乡村振兴、绥中果业转型升级和绥中果农脱
贫致富添上更加浓重的一笔。

重点专项成果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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