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美1号”
用科技改变健康未来

众所周知，蓝莓是绝佳的护眼食物。其从高端的“舶来水果”
到走入千家万户成为餐桌新宠，也就是近一二十年的时间。蓝莓
原盛产于北方，近年来在南方扩张迅速。记者发现，一个名叫“蓝
美1号”的本土蓝莓新品种，诞生没几年，足迹便遍布多个省份，尤
在南方颇具人气。

近日，在浙江省诸暨市暨南街道的蓝莓采摘园内，“蓝美1号”
的研发者——浙江蓝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活动。其以“蓝美新科技，青春复活力”为主题，展开了“青春复
活节”系列活动。据了解，今后，该活动也将作为“蓝美一号”的特
属节日。

活动在郁郁葱葱的小树林中拉开帷幕。现场温馨雅致的布
置与一个个别出心裁的环节，让人印象深刻。记者发现，因为有
了科技赋能，让“蓝美1号”这个农业新品种有了更多内涵。

杨曙方心系家乡发展，看中蓝莓产业的广阔市场前景后，决
定从安防行业投身农业产业，于2010年成立了浙江蓝美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如今，该公司已成为一家集品种培育、技术服务、精深
加工于一体的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论成果，最为突出的便是唯
一获得国家级林木良种认证的“蓝美 1号”，以及去年成功研发提
取的具有药用价值的“蓝美1号”蓝莓花青素。

中科院南京植物研究所前所长贺善安，被誉为“中国蓝莓之
父”，是国内蓝莓界的泰斗。贺善安评价认为，“蓝美 1号”最显著
的特性在于高产、易种、味甘、抗逆性强，是符合中国蓝莓产业化
栽培创新育种方向、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性新品种，非常适宜在
我国多种不同生态区域进行产业化延伸。

在此基础上，蓝美股份潜心于产品研发，从“蓝美1号”鲜果中
成功提取了花青素。据介绍，其营养成分和纯度达到了世界领先
水平，具有强大的清除自由基的功能，营养保健功能卓越，推动了
蓝莓的健康食品化应用。

“我们举办这次青春复活节，一方面希望扩大‘蓝美1号’的品
牌影响力，另一方面选择在全国护眼日当天，就是希望传递新科
技、新品种带来的青春复活力量。”在杨曙方看来，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后，人们对健康产品产生了更大需求，促进了产业升级，“这
也是我十年中一直坚守与追求的。”

记者了解到，如今的“蓝美 1 号”与“产业扶贫”息息相关。
2018年，浙川两省供销社签署协议，决定以蓝莓为突破口，进行系
统联动，解决40个对口县的长效扶贫问题。该工程就是由浙江省
供销社入股的蓝美股份与四川省供销社的子公司联合组建平台
公司负责具体运营。

数据显示，包括四川在内，“蓝美1号”已在全国9个省50余个
县实现产业化种植，落地17万亩种植面积，直接带动9400多人贫
困户，解决劳务用工 10万人次。在这一模式中，蓝美股份除了提
供种苗、技术之外，还保证收购、布局精深加工中心，确保农户种
得好、卖得出。

敢于承诺的底气背后，不仅源于对品种与花青素的研发，更
来自蓝莓全产业链的经营与布局。除了鲜果，目前，蓝美股份已
开发了 9 大类，总计 30 多种深加工系列产品，并建立起新零售体
系。值得一提的是，以“蓝美 1号”蓝莓花青素为核心开发的各类
复方产品，目前已完成中试，将于 9月开始逐步推向市场，预示着
蓝美股份即将进军大健康领域。 本报记者 朱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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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聚焦

节水小麦：拧紧农业“水龙头”

山东滨州
小麦良种繁育喜获丰收

为提高小麦良种繁育管理水平，加快小麦品种更新换代步
伐，近日，山东省滨州市举行小麦良种繁育基地现场观摩活动。
滨州市及各区县种子、农技、植保、种植业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
种企负责人、种子经销商现场观摩了邹平新大地种业小麦基地济
麦 22、鲁原 502、济麦 44等在繁品种总体表现，基地小麦良种去杂
到位、长势喜人，预计亩产可达650公斤。

据了解，滨州市小麦种植面积常年在400万亩左右，2019年全
市共安排小麦繁种基地 9万余亩，主要集中在邹平市、滨城区、博
兴县、阳信县、无棣县等地，品种为济麦22、鲁原502、济南17、师栾
02-1、临麦 4 号等主推品种及济麦 44、裕田麦 119等新审定品种，
预计产种4000万公斤以上。

近年来，滨州市加快标准化种子生产基地建设，截至目前已
发展新大地、金种子、泉玉种业等 9家小麦繁种企业，各种企不断
加大科研育种投入，加强与农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小麦科研
育种不断取得新突破，近年来裕田麦 119、秋田 116等一批小麦新
品种通过审定并推广种植。同时，形成了相对集中稳定的标准
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种子生产基地，并配套建设和改造升
级了一批现代化种子生产加工中心。 本报记者 祖祎祎

□□ 本报记者 祖祎祎 文/图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在河
北邢台举办“中麦 578”实产验收现场会。会上，
全国优质专用小麦产业联盟组织山东省农科院、
河南农业大学、河北省农技推广总站等相关专
家，对优质强筋小麦新品种“中麦 578”示范区进
行了实收测产。

来到邢台市南和县郝桥镇的金沙河种植合
作社示范田基地，麦田里一派丰收景象。“虽然今
年病虫害高发，但防治措施到位，小麦品质也没
受太大影响。”邢台市金沙河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李江坡对“中麦578”信心满满，“今年风调雨
顺，小麦长得不错，示范区总面积 2.5 万亩，估摸
着平均亩产1200斤没啥问题。”

随后，专家组听取万亩示范区基本情况，实
地察看田间长势，随机抽取 3 个田块，每块面积
不少于 3亩，并参照农业农村部全国粮食高产创
建测产验收办法进行测产。“通过严格丈量、机械
收获、称重、去除杂质和水分测定后，经测算，‘中
麦 578’测量亩产 737 公斤。”石家庄市农林科学

院研究员郭进考在会上宣布。
产量是基础，品质过硬才能得到加工企业的

青睐。“在保障小麦产量的基础上，将面筋强度、
延展性等烘焙品质作为育种目标对品种品质加
以改良，是我们的育种方向。”中国农科院作科所
研究员张勇告诉记者，有了先进的分子育种技
术，不但育种进程大幅缩短，也很好的协调了育
种目标中产量和品质之间的矛盾。

“这品种粒大饱满，外观商品性好，面包品质
可以达到进口加麦水平。”张勇表示，“中麦 578”
品质指标均达到国家优质强筋小麦标准，曾在农
业农村部组织的全国小麦质量鉴评面包品质一
项评比中夺魁，现已逐渐得到大成良友、益海嘉
里、金沙河等面业企业的认可。

品种受欢迎，农民最受益。“咱头一年种优质
麦，这品种抗风抗倒，粒子又大又饱满，不光品质
好，产量也很高。今年真是个丰收年！”捧着沉甸
甸的麦粒，金沙河小麦种植合作社种植户薛占超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中麦578”示范基地
里，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腰，遍地的金黄为今年
的丰收画卷又增添了一抹亮色。

“不光品质好，产量也很高”
——“中麦578”实产验收现场见闻

测产专家在田间察看即将收获的麦粒。

□□ 本报记者 祖祎祎

节水“本领”看品种
高产稳产是基础

“河北省水资源极度匮乏，人均水资源量
仅为全国平均的 1/7。”河北省农技总站粮油
科科长孟建告诉记者，由于可用水量远不能满
足用水需求，每年超采地下水50亿立方米，多
年地下水超采形成了大面积地下水漏斗，威胁
着河北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河北省冬小麦种植
面积常年保持在 3500 万亩左右，而冬小麦生
长季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6月上旬，是一年中
最干旱的时期。每季小麦普遍亩灌溉定额
200 立方米，年灌溉用水 70 亿方，占到了河北
省农业年用水量的一半。作为河北省农业灌
溉用水最多的作物，小麦成了当之无愧的节水

“担当”。如何解决缺水和用水的矛盾？
“要节水，首先要在品种上下功夫。正常

灌水情况下，产量相似的品种在节水‘本领’上
可能差距很大，有的节水品种浇2水却可以达
到常规品种浇 3-4 水的产量。”国家小麦产业
技术体系节水抗旱育种专家、河北省小麦育种
首席专家郭进考道出了关键，品种节水“本领”
的秘诀在于水分利用率的提升。“节水小麦叶
片较窄较厚，以此减少蒸腾量，同时根系强壮
发达，一般能扎进地下 2、3 米深，这样才能充
分利用土壤水分。”

“用水量少了，但产量一定不能下降。”郭
进考表示，节水小麦选育的基础还是稳产，粮
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要同时兼顾，才能保障缺
水地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为此，河北省及时启动实施“冬小麦节水
稳产配套技术推广”项目。根据抗旱节水性
能、产量表现、抗逆性、适宜区域等，组织专家

筛选出“石麦22”“邯6172”“衡观35”等一批抗
旱节水小麦品种并向项目区推介，由农民根据
当地条件和种植习惯自主选择。

“10 年前河北种小麦一季灌 6-7 次水，通
过节水品种和节水技术的逐步推广，现在大体
只浇 2-3 水，单产由曾经的 200 公斤涨到了
400 公斤，用水量少了一半，产量却翻了一
番。”郭进考告诉记者，今年，节水小麦品种推
广在河北省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据统计，目前河北省小麦总产量达到
1400 万吨以上，占全国小麦总产的 11.2%，单
产连续五年跨上 400 公斤台阶，居全国第二
位。在这份成绩的背后，节水小麦功不可没。

因地制宜重实效
“打包”推广提效益

“在小麦生长的过程中，两个时期的浇水
一定要跟上。”提到小麦生长过程中灌水的两
个关键期，郭进考告诉记者，拔节期和抽穗期
的水分供给对小麦穗数和穗粒数的影响很大，
而这两个数值是决定产量高低的关键。“要实
现小麦种植的节本增效，除了有好品种，还需
要科学管理和节水技术的完善和普及。”

良种还需良法配。要让品种的优势充分发
挥出来，科学高效的种植技术、低成本且适用范
围广的节水设备缺一不可。通过研究灌溉时期、
播期播量、测墒灌溉梯度等对小麦产量和水分利
用效率的影响，河北省明确了小麦节水关键栽培
技术措施，组装集成了节水小麦稳产栽培技术体
系，目前累计示范面积达2999.87万亩。

项目实施以来，在小麦面积减少 90 万亩
的情况下，通过节水品种与技术体系的推广，
河北省在种植面积和灌溉用水双减少的前提
下，总产仍然稳定在280亿斤以上。

在陕西，旱地小麦生产技术应用实行“打
包”推广，成效显著。“陕西光热资源丰富，但旱

灾频发，导致旱地小麦单产水平普遍不高。”陕
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科长杨林告诉记者，
陕西旱地小麦常年面积约600万亩，占全省小
麦播种面积的40%，但由于气候干旱少雨常年
亩产平均只有150-200公斤。

针对播种质量不高、良种良法结合不紧密、
农机农艺融合不深入、新技术推广渠道不畅等问
题，陕西省历时7年开展旱地小麦节水增效关键
技术研究，以全省农技推广体系为技术支撑和推
广网络，推动了陕西旱地小麦的绿色发展。

围绕半干旱、不饱和灌溉区域特点，陕西
省创新了旱地小麦节水补灌增效新技术。陕
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科长杨林表示，陕西
多年多点开展灌期灌量等试验，筛选了机动性
强、低成本、适用范围广的移动式小麦喷灌、滴
灌节水设备，实现了旱地小麦关键生育期的定
量补灌，为全省旱地小麦生产灾年稳产提供了
关键技术支撑。

要把技术推广到田间地头，就要切实了解实
际情况和农民需求。除了技术创新，陕西还针对
不同区域技术差异、推广成本、农民生产生活习
惯等因素，将抗旱品种、种植技术、节水设备搭配
成套，集成了三种新的应用方式和技术模式。

一是以节水补灌为重点，集“良种选用、宽
幅播种、机械镇压、氮肥后移等”于一体的节水
丰产综合技术，推荐以中麦 175、西农 928、中
麦895等为主的优质丰产品种；二是以镇压提
墒为重点，集“良种选用、机械镇压、免耕覆盖、
生物抗旱等”于一体的抗旱丰产综合技术，推
荐以西农 928、铜麦 6 号等为主的抗旱节水品
种；三是以蓄水保墒为重点，集“深耕深松、宽
幅条播、秸秆还田、病虫草害综合防治等”于一
体的抗旱稳产综合技术，推荐以晋麦 47、长旱
58为主的传统优质抗旱品种。

通过应用方式的集成推广，因地制宜，对症
下药，技术实用性和接受度明显提升。2013年

至2017年，陕西省旱地小麦较同期同等地力田
块增产60.00公斤，共增产粮食近两亿公斤，增
产率达23.10%，总经济效益达约两亿元。

创新推广“接地气”
打通“最后一公里”

要把好技术应用到田间地头，就要有规模
化示范基地和“接地气”的推广模式。

在河北，小麦节水品种和相关技术的推广
示范为全省节水共13亿方，在这背后，多方参
与的推广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14年河
北省委办公厅、河北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

《关于加快小麦节水品种推广的意见》以来，全
省在8个小麦主产市和67个产麦大县，研究集
成并示范应用了以“节水品种、足墒播种、播后
镇压、精准播量、减次灌溉”为主要内容的小麦
节水稳产技术体系，创建了以“行政+科研+推
广+企业+农户”五位一体的推广模式，全省小
麦种植生育期内平均减少灌溉1-2次，为河北
农业用水拧紧了“水龙头”。

在陕西，为增加抗旱品种和技术推广力
度，全省建立固定技术集成基地20个，全省集
成示范项目累计推广面积354.58万亩，核心技
术推广度达97.33%。

为了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到田间地头，陕
西省在构建“核心技术基地——万亩示范方
——推广展示田”三级试验示范推广机制基础
上，构建了“新型经营主体+”技术集成、专家
领军、项目带动等推广新模式，加速了龙头企
业、加工企业及专业合作社的三产融合，拓宽
了技术服务领域，提高了技术到位率，加速了
成果的转化和大面积应用。

“这种模式充分调动了种粮主体的自身能动
性，使他们乐于接受、自愿投入。”杨林表示，在新
的推广模式下，新品种、新技术推广速度明显加
快，有效推动了推广“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化解。

□□ 本报记者 李丽颖

日前，记者从在北京召开的“小麦藏粮于
技计划优异抗逆种质资源田间展示暨研讨会”
获悉，我国现已收集保存小麦种质资源5万多
份，通过田间和人工模拟干旱、高温条件，对
2.4 万份材料进行了抗旱性鉴定评价，筛选出
一批抗旱性和耐热性比较突出的种质资源，其
中抗旱耐热材料110余份，为培育最“耐渴”小
麦品种提供坚实支撑。

小麦是我国的主要口粮作物，干旱缺水和
后期高温等逆境严重影响小麦生产的发展。
小麦是我国北方农业用水大户，用水量占农业
用水的70%；旱地和非充分灌溉小麦约占总面
积 60%，常年受旱约 1 亿亩，减产 50 亿公斤。

选育利用抗逆高产稳产品种能有效提高小麦
中低产田的生产水平，是抵御逆境、保障粮食
安全的重要途径。其中抗旱耐热优异种质资
源是高效育种的物质基础。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钱前介
绍说，2020 年，中国农科院正式启动“藏粮于
技”重大科研任务，其中“小麦基因资源挖掘与
利用”团队承担着为整个小麦“藏粮于技”项目
提供小麦共性新技术、抗逆新种质的重任，责
任重大。

在中国农科院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实验
基地，记者看到展示的455份小麦种质资源已
近成熟，高矮胖瘦各不相同，这里集中种植了
我国最大规模的小麦抗旱耐热种质资源。景
蕊莲研究员告诉记者，这些材料是几代农科人

历时 39 年从 2.4 万份小麦种质资源中筛选出
来的优异种质，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抗旱和耐热
基因资源。比如，苗期强抗旱种质可以耐受约
4%土壤含水量的水分胁迫，而一般的植物在
土壤含水量低于7%的凋萎系数时就出现永久
萎蔫。强耐热种质在灌浆期高温胁迫条件下
的叶片持绿性强，功能期长，千粒重与非胁迫
条件下相当。

对于小麦多样性的抗旱耐热种质资源如
何利用呢？景蕊莲进一步解释道：对于综合农
艺性状良好的抗旱耐热种质，经过简单改造后
可以推荐给育种单位直接利用；对于抗旱耐热
性突出但有少数缺点的种质，例如植株偏高，
或者感病等，需要进行改造之后在育种中应
用；但对于抗逆性突出而缺点较多的种质，例

如农艺性状较差、抗病性弱等，需要把其中的
优良基因导入到良好的遗传背景材料中，然后
才能有效利用。

作物的抗旱性和耐热性都是复杂的数量
性状，需要多年多点的重复鉴定才能准确评
价，费时费力效率低。为提高对目标基因选
择的准确性，科研人员不断创新和完善抗旱、
耐热性鉴定方法，同时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
克隆了优异基因，开发功能分子标记。研究
表明，利用功能分子标记选择优异等位基因，
能提高作物遗传改良效率，提升育种水平。
钱前表示，希望通过种质展示和共享加速优
异抗逆种质资源在育种中的应用，提升小麦
中低产田的生产水平，促进实施“藏粮于技”
战略。

挖掘小麦抗旱耐热种质资源 推进“耐渴”品种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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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小麦是夏粮主要作物，同时也是耗水较高的作
物之一。近年来，针对小麦灌溉时间不合理、灌水
次数偏多等造成水分利用效率不高的突出问题，我
国育种家相继筛选出一批抗旱、耐热种质资源，培
育一批节水小麦新品种，不断创新小麦节水抗旱种
植模式，品种、技术齐上阵，实现了节水、增产两不
误，取得了节本增效的良好效果，也为小麦育种提
供了一个新方向。

中国农科院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实验基地，集中种植了我国最大规模的小麦抗旱耐热种质
资源。 本报记者 李丽颖 摄

新疆兵团
制种玉米抽雄工作全面展开

6月15日，笔者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四三团五连3号
条田制种玉米制种田看到，地里处处忙碌着职工抽雄的身影。

近年来，一四三团把玉米制种产业作为职工脱贫致富持续增
收的支柱产业来抓，由于该团注重产品质量、信誉度高，赢得了山
东、河北、辽宁、吉林、四川等地的客户。

今年一四三团制种玉米面积达 6万多亩。目前，已进入抽雄
的关键时期。为保证抽雄工作的顺利进行，该团高度重视，认真
做好制种玉米的抽雄去杂工作，确保种子玉米质量。同时，由团
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连队“两委”人员配合种子公司技术员对抽雄
方法、要求及质量标准进行了现场指导，对抽雄工作的重要性进
行了讲解，要求制种农户要严格按照抽雄技术规程操作，做好充
分的劳动力准备，确保本月底抽雄工作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以此
推动全团制种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王仁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