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泽农

2020年 7月 28日，国家马铃薯良种科研联合
攻关新品种展示和示范现场观摩会在内蒙古自治
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举行，共展示和示范了 24
家联合体单位的新品种89个，其中展示新品种59
个，示范新品种30个，总面积36亩，展现了马铃薯
良种科研联合攻关启动以来的丰硕成果。

现场展示的新品种亮点纷呈：中晚熟鲜食品
种中薯 9号，生长势强，商品性好；中晚熟全粉加
工品种中薯 27号，外观品质优异，还原糖含量低
适宜全粉加工；中晚熟鲜食品种中薯 28号，茎叶
健壮，产量潜力大；早熟鲜食品种中薯早 35生育
期短，商品性好，产量高；中晚熟特用品种中薯红
3号，花青素含量高，食味好；中早熟鲜食品种华

颂 34薯块商品性好，休眠期短；中熟鲜食和加工
品种希森 6号，外观品质好，产量潜力大；中早熟
鲜食品种北方 009，商品性好，抗退化；龙薯系列、
克新系列、陇薯系列、东农系列、春薯系列和甘农
薯系列等品种，也各有亮点。

2018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了国家马铃薯良种
科研联合攻关。两年多来，制定了攻关实施方
案、工作任务分工、联合试验方案和种质资源共
享与知识产权保护办法，完善了联合攻关机制；
育成了一批抗病、耐逆、优质、特色、加工专用和
特色营养马铃薯品种，2018-2019 两年期间，攻
关联合体单位共登记马铃薯品种 151个，占同期
全国登记品种 70%，品种类型日益丰富，较对照
平均增产 23.5%；多种形式开展育种人才培养和
信息交流，共培训人员 19909 人次，其中培训农

民 15536人次，科研单位到企业专职或兼职人员
24人次；通过与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马铃
薯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国家马铃薯品种试验体
系、中国种子协会马铃薯分会等平台结合，签订
种质资源共享协议 29份，实际共享杂交亲本、各
类品系和育成品种 29134份次；筛选出绿色优质
种质 1043份次，创制抗病耐逆优质种质材料 267
份次，进入国家和省级品种试验（区试）优良品系
112份；在全国 80个试点进行 7组共 57个优良品
系的品种试验；在山东和河北进行了 2组共 31个
品种竞赛活动。

在同期举行的马铃薯良种攻关座谈会上，
与会专家认为，马铃薯良种攻关工作在联合攻
关机制建设、资源共享和品种选育方面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但当前企业自主育种能力还较弱，

联合体单位开展资源共享和新品种选育主要还
依托于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各类相关项
目和企业自有资金支持，下一步应考虑建立以
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和高技术规程的
绿色种薯生产模式，营造中国种薯品牌的外销
战略格局。

马铃薯良种攻关首席科学家金黎平表示，按
照农业农村部统一部署和领导小组指示精神，下
一步工作主要围绕联合试验和相关知识产权协议
签订、联合体共享种质资源征集和新品种（系）联
合试验和展示开展工作，着力培育具有重大推广
应用价值的新品种，切实提升我国马铃薯种业自
主创新能力。

本次现场观摩会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所主办，乌兰察布市农牧业科学研究院承办。 我国科学家研发出

“一步法”杂交制种新技术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农作物基因资源
与基因改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作物分子育种技术和应用创
新团队”和“玉米遗传改良与新品种选育创新团队”利用基因
编辑研发出一步法创制核不育系及其保持系的新技术，为第
三代作物杂交育种技术提供了更高效的技术方案。相关研究
论文近日在线发表在国际期刊《分子植物》上。

据谢传晓研究员介绍，我国玉米年播种面积超过6亿亩，
大田生产上几乎全都是杂交品种，而创制不育系和利用不育
系制种是杂种优势利用的关键技术。现阶段，作物杂交种创
制技术已发展到了第三代。然而，依赖传统育种方法步骤多，
进程慢，通常需6-8年。因此，研究人员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对
玉米育性基因的功能结构域进行了定点定向删除，从而创制
了核不育系，并巧妙地利用基因编辑技术精确性使之与保持
系技术兼容，从而创制出操控型核不育保持系，由此可提高第
三代作物杂交技术的效率。该保持系具有以下 3个特点：一
是恢复不育系孢子体雄花育性；二是携带的保持系技术元件
仅能通过雌配子向后代遗传；三是籽粒上带有红色荧光标
记。保持系植株自交结实籽粒会产生1∶1的保持系和不育系
后代，保持系和不育系种子因发光特征不同可被肉眼或机器
识别，从而实现保持系与不育系种子无损分拣。分拣的不育
系用于杂交种制种生产的母本，保持系种子用于下一个生产
年份的保持系与不育系生产。用这种技术育成新品种后，在
进行制种时不再需要人工或机械去雄，可以实现“一步法”制
种，降低了生产成本。该研究相关技术已于2019年获得授权
发明专利。 本报记者 李丽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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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转基因科普线上巡讲
广受关注

在 6月正式拉开帷幕之后，由中国农学会主办的全国转
基因科普线上巡讲直播今年已在光明网、中国知网教育频道
等平台举办8场。

巡讲活动围绕社会关注度高的焦点问题，邀请专家从种
植、健康、生活、常识、安全、管理、国际、逻辑等8个不同方面，
对转基因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讲解，既澄清谣言流言、为公众答
疑解惑，又普及相关知识、传播科学思想。线上点击量近千万
次，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发展转基因技术太有必要了，我们
决不能落后！”“应该多开展转基因科普，让科学跑过谣言，让
谣言止于智者”……

此次巡讲，得到了农学会组织体系的广泛响应。省级
农学会积极动员部署，组织会员单位及相关人员观看。很
多科研人员、工作人员等听完讲座后纷纷表示，要当好转
基因科普宣传的“二传手”，为农业科技进步和国家产业发
展贡献力量。

中国农学会有关人士表示，于 2018年起开始的全国转基
因科普巡讲活动是受农业农村部科教司委托举办的，受疫情
影响今年暂时转到线上。活动开展以来，积极发出权威声音，
努力回应公众关切，有力打造了社会认可、公众喜爱的宣传品
牌。今后还将进一步运用好农学会系统的组织优势，不断拓
展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手段，在全社会持续推动转基因
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努力提高公众认知水平，为农业转基因技
术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本报见习记者 高林雪

近日，科技部、农业农村部、水利
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科学院、
中国农业银行印发了《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管理办法》（下称《办法》）的通
知。《办法》主要包括园区申报、审核、
建设、管理、验收、监测、评价和评估等
工作。《办法》特别指出，园区申报条件
之一是“要有一批农业高新技术企业
和科技服务机构，有效提高当地劳动
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要
为高素质农民培训提供场所，促进农
民科学素养和技术水平提升；要为大
学生、农民工等返乡创业提供孵化器
和公共服务平台”。

《办法》指出，建设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一项重
要任务，园区建设与管理要坚持“政府
主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农民受益”
的原则。园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制
定出台优惠政策，以推动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科技服务业
和创新创业政策在园区落地生根；要
积极吸引优势企业和优秀人才入驻园
区，着力孵化涉农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园区向高端
化、集聚化、融合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要强化一二三产实质融合，积极推进
产城产镇产村融合；要着力营造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的良好环境，打造一批

“星创天地”。
《办法》提到，园区申报条件还包

括要有明确的地理界线和一定的建设
规模，核心区、示范区、辐射区功能定
位清晰，建设内容具体；要有较强的科
技开发能力或相应的技术支撑条件，
能够承接技术成果的转移转化；要有
较好的研发基础设施条件和较完善的
技术转化服务体系；要有一批专家工
作站和科学测试检测中心，有利于聚
集科技型人才；园区要有健全的管理
服务体系。

在园区验收和评估方面，《办法》
表示园区建设期为三年。园区管理办
公室对通过验收的园区，实行动态管
理和综合评估，原则上每三年进行一次，评估结果分为优秀、
达标和不达标。支持符合条件的园区申请建设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对评估不达标的园区要限期整改（整改期一
般为一年）。整改后再次进行评估，达标则继续保留园区资
格，不达标则取消其园区资格。 本报记者 李丽颖

在“粮食丰产增效科技创新”重点专项中，智
能化精确变量播种施肥技术与装备研发成功并规
模化示范应用，不仅使农业生产变得更加标准化、
精准化、降低成本，也培育出了优质高产农产品。

针对现代作物生产对智能化精确变量播种施
肥技术与装备的迫切需求，根据不同种子、肥料物
理力学参数的离散元模型，粮丰项目专家设计开
发了相应的新型种肥播施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了耦合种肥物料特性与种肥播施器参数的播施量
定量函数表达及其控制方法；设计了种肥播施量
模型在线标定功能，可实现不同类型种肥播施量
模型实时标定；研发了基于电控的液压驱动系统，
利用拖拉机通用的液压输出端口，可满足大型机
具的作业功能复式化、多样化对拖拉机多路动力
输出的需求；同时设计了漏播、堵塞实时监测模
块、北斗/GPS动态定位、CAN总线控制、基于SIM

卡的网络通讯等功能，机手在驾驶室可实时接收
作业地块的播种施肥处方图，结合辅助驾驶系统，
可实现播种施肥作业的“一键化”操作，曾经繁重
的农事活动，如今可以轻点鼠标优雅完成。

在江苏临海农场、兴化、睢宁、太仓等地试验
示范面积累计2万余亩。智能化精确变量播种施
肥装备的播施量控制
精度提高到 0.5%，实
现了种子肥料的精确
处方作业，与常规播
种施肥机相比，实现
了减种 5%-8%，减肥
10%-15%，节约用工
成本 50%，显著提高
了作物生产的精确
化、智慧化水平。

科技赋能引领高质量发展
——2020年农业农村部10大引领性技术速览

国家马铃薯良种科研联合攻关成效显著

聚焦

农业农村部2020年十大引领性技术

玉米籽粒低破碎机械化收获技术

苹果免套袋优质高效生产技术

蔬菜规模化生产人机智能协作技术

北斗导航支持下的智慧麦作技术

水稻机插缓混一次施肥技术

棉花采摘及残膜回收机械化技术

生猪精准繁育生态养殖技术

“集装箱+生态池塘”集约养殖与尾水高

效处理技术

“零排放”圈养绿色高效养殖技术

秸秆炭基肥利用增效技术

权威发布

智能化精确变量播种施肥技术与装备

开栏的话：“十三五”期间，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负责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等四个涉农重点专

项，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成果以科技驱动力促进产业发展，在提升区域农业科技水平和综合竞争力、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推进农业绿色发

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即日起，本版专门开设专栏，从中选择部分成果进行推介，敬请关注。

在“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
发”重点专项中，稻麦田杂草防除化学农药协同
增效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取得显著成效。

在江苏，稻麦田杂草存在化除施药适期短、次
数多、用量高、利用率低、防效差、药害风险高、抗
性严重等问题，严重影响到水稻和小麦产量安全。

“化学农药协同增效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
项目针对稻麦连作区杂草防除存在的难点，明确
稻麦连作田常见杂草种类及其对不同除草剂敏
感性，成功筛选获得了“47%氯吡· 丙· 异WP”“丙
嗪嘧磺隆+氰氟草酯”“氟唑磺隆+氟噻草胺+双
氟磺草胺”“氟唑磺隆+异丙隆+双氟磺草胺”等4
个除草剂协同增效新组合，并对4个增效组合的
使用技术进行了研究。

2018年8月22日-24日，来自中国农业科学
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中国农

业大学等 18家单位的 60多位科研、技术推广以
及技术应用人员参观了项目，在江苏兴化市荻垛
镇、兴东镇和钓鱼镇的稻田杂草防除化学农药协
同增效关键技术及产品验证示范基地，实地察看
了通过47%氯吡· 丙· 异WP或丙嗪嘧磺隆+氰氟
草酯的“一次封杀”技术防控在机插秧、旱直播、
水直播水稻全生育期草害田间防治效果。与农
户自防区、单剂防治区相比，2个协同增效组合可
以减少农药使用量50%以上，增产14%左右，节约
成本50%以上，突出的控草效果得到了与会专家
的充分肯定和种植大户的一致认可。

目前，围绕稻麦田减药控草技术及产品已召
开12次现场示范及培训会议，累计623人次农民
及农技人员得到培训。该技术及产品的推广应
用将会为江苏省稻麦连作田水稻和小麦的生产
保驾护航。 本栏目文字整理 高林雪

稻麦田杂草防除化学农药协同增效关键技术及产品

安徽省太和县“集装箱+生态池塘”养殖尾水处理技术集成示范基地。

“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农业重点专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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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眉 文/图

7 月 23 日，农业农村部在安徽省太和县
举办重大引领性农业技术“集装箱+生态池
塘”尾水处理技术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同时
正 式 公 布 了 2020 年 十 大 引 领 性 技 术 。 从
2018 年开始，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引领性技
术集成示范活动，围绕引领性技术在产业中
的实际应用，着力提升技术的集成性、适用
性、经济性，组建高水平指导团队，打造高标
准示范样板，构建“专家—农技人员—示范
基地—新型经营主体（小农户）”链式技术推
广应用模式，建立政产学研推用多方主体横
向联动、纵向贯通、立体协同的工作机制，实
现集成熟化、示范展示、推广应用无缝连接，
让生产经营主体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用
就灵，发挥推动产业增效和区域农业转型升
级的重大带动作用。

农业生产流程有了农业生产流程有了““智慧大脑智慧大脑””

“上能九天揽月、下能五洋捉鳖”的现代信
息技术正在为传统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江
苏省射阳县临海农场职工徐士忠说：“无人收
割机不用农机手，晚上抢收也不怕累。在后台
智慧麦作系统设定好程序就行，我管理的2500
亩地，比往年能提前一天收割完呢！”

徐士忠说的智慧麦作系统，是农业农村
部十大引领性技术之一——北斗导航支持下
的智慧麦作技术。智慧麦作技术将北斗导
航、现代农学、信息技术、农业工程等应用于
小麦生产耕、种、管、收的全流程，建立以“信
息感知、定量决策、智能控制、精确投入、特色
服务”为特征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管理方式，实
现小麦生产作业从粗放到精确、从有人到无
人方式的转变。

“智慧麦作，让种地变得更智能。”江苏省
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分公司总经
理黄礼庆说，“通过实施这套技术，今年小麦生
产实现精确播种、施肥、施药、灌溉和收获，既
省成本，效果又好，每亩地增产5%，算下来每亩
节本增收100多元。”

在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国家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展示基地，露地甘蓝无人化采收作业展
示了现代农业科技大数据驱动下的“智慧大
脑”决策。无人驾驶拖拉机带动甘蓝自动收获
机精准对行，一排排甘蓝依次准确进入自动收
获机的采集器中，由高速旋转的割刀将甘蓝的

根部切断，割下的甘蓝由升运装置、传送带直
接采收入筐。

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智能化管理
岗位科学家吴华瑞研究员介绍说，无人化采
收作业，每天可以收获 10-15 亩，相较人工采
收作业人均 1 亩/天，对于规模化种植效益提
升明显。

产业升级换代有了产业升级换代有了““加速器加速器””

“集装箱里能养鱼？”“养鱼不用换水？”
“养过鱼的水里还能种菜？”在安徽有机良庄农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示范园记者一一找到
了答案。

穿过安徽有机良庄玻璃温室，一排排蓝色集
装箱首先映入眼帘。集装箱上张贴的宣传画上
标注“箱式养鱼，零污染、零排放、零用药、零肥料、
零损伤、零土腥味”。“别看一个养殖箱只有23平
方米，却相当于5亩水面鱼塘产出的鱼。里面养
了鲟鱼、罗非鱼、鲤鱼等10多个品种。”董事长陈
金良告诉记者，集装箱经过特殊处理，80%的淡水
鱼都可在集装箱进行高密度养殖。

这里的集装箱暗藏乾坤，科技感满满。作
为集装箱生产商，广州观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舒锐道出了奥秘，“箱体就分为面板、隔
温层以及内板三层。隔热板的导热系数低，能
够提供适宜的温度体感；控制中心能科学系统

地调控臭氧、温度、pH值等鱼类生长环境所需
的指标。排出的污水经过过滤、照射及藻类的
光合作用，形成富含各种微量元素的有机养殖
用水，然后，水流进入集装箱，又为鱼提供最适
宜、最有营养的水质。”

顺着集装箱的管道，水流经过多层硝化床
后，便来到了“鱼-菜生态循环”大棚里。大棚
里，一根根的白色塑料管上，长满了富贵菜、奶
油生菜、紫背天葵等各种蔬菜。拨开蔬菜，根
须尽显，却没有一点泥土。原来是水培蔬菜。

“鱼生活的水里氮含量很高，特别适合浇菜，又
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瓜果吸收氨氮的同时，也
为流水补充了溶氧量。

“集装箱+生态池塘”养殖尾水处理技术以
生态池塘为依托，在岸基上搭建集装箱养殖装
备进行循环养殖，通过与生态池塘进行水循
环，实现养殖尾水净化。配套物联网控制系
统，监控养殖全过程及水质变化、尾水处理效
果等，实现养殖生产信息化管理。

全产业链绿色发展有了全产业链绿色发展有了““安全带安全带””

山东省烟台市是中国最早进行苹果栽培
的地方，至今已经有148年的历史。眼下，烟台
莱州市朱桥镇琅琊岭的苹果已经挂满枝头，即
将丰收。过去为了防虫，果农们要为每个苹果
套上纸袋，现在在当地农技推广专家的努力

下，这里有800亩的苹果地，正使用一种新的不
套袋的苹果栽培和管理方式。奥秘之一就是
一片片特意留下的杂草，他们吸引了本应该钻
入苹果的虫子，也同时引来了它们的天敌。利
用大自然的生物链，通过以虫治虫的果园管理
方式，再加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减少了农
药的喷洒次数，大大地提升了苹果的产量和品
质。如今，这种不套袋的苹果因为经历了风吹
日晒，口感更甜。每斤的市场售价也能比平均
价格高出20%。

免套袋苹果不仅品质得到了市场认可，价
格较为可观，管理成本也大大降低。莱州市琅
琊岭小龙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景
波说：“免套袋技术采用化学疏花、疏果方式，
可以节省80%人力，每亩地从买袋、套袋、摘袋、
转果、摘叶等方面算下来，可以节省成本大约
6000元。”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发布的 10 项技术，主要聚焦绿色增
产 、节 本 增 效 、生态
环保、质量安全等方
面，大力推广先进实
用技术，充分发挥科
技支撑力量，提升产
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
现代化水平，进一步
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
发展。

重点专项成果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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