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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眉 文/图

亩产 948.48公斤！近日，浙江省衢州江山
市石门镇泉塘村超级稻百亩示范方测产结果
公布。全国超级稻现场观摩交流会同期召开，
与会专家观摩了江山市超级稻双季亩产 1300
公斤示范片，科技增粮“保驾护航”。

1996 年，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启动“中
国超级稻育种与栽培体系研究”项目，揭开
了超级稻发展的大幕；2005 年，超级稻写入
中央一号文件，迎来了超级稻发展的黄金
期。一粒优质水稻种子，从开始筛选到最后
交由农户种植，至少需要 17 年时间。可见，
高产的突破，实属不易。

科技创新，中国碗装满中国粮

多年来，我国水稻科技创新一直引领粮食
作物的科技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以“超级稻”为标志，一大批高产高抗品种大面
积推广应用，全国水稻平均产量突破450公斤，
水稻品种优质化率不断提高，多年多点百亩方
产量突破 900公斤、小面积攻关突破 1000公斤
和 1100 公斤大关。发展超级稻就是要进一步
依靠科技进步，挖掘水稻单产潜力，实现产量、
品质、抗性的协调统一，促进水稻生产提质增
效、转型升级。

浙江省江山市农技服务站技术人员告诉
记者：“以往高产稻最怕倒伏。这几年在推广
甬优系列过程中，曾多次遇到强台风袭击，我
们采取多项技术手段，使超级稻拥有了很强
的抗倒伏能力。”从 2010 年开始，江山市组建
粮油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服务团队，由栽培、
土肥、植保、农机等各方专家组成，不断完善
首席农技推广专家制度，以实施农业科技项
目为抓手，积极发挥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服
务团队作用。2020 年建设 20 个百亩以上高产
创建示范方，示范方两季亩产可达到 1150 公
斤以上，单季稻亩产达到 700 公斤以上，新增
粮食产能 550吨以上。

“发展超级稻的目的就是要把水稻产能
稳住，确保需要之时，产出能供得上，把中国
人的饭碗端牢，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

对安全。”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程式华说。

优质高产，超级稻优势日益凸显

“十三五”以来，超级稻育种材料不断创
新、品种数量不断增多、推广规模不断扩大，为
提高粮食生产科技水平、实现“十六连丰”发挥
了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品种选育取得新突
破，优质高产取得新进展，融合发展取得新成
效，示范推广取得新跨越。

超级稻育种协作组非常重视超级稻品质、
抗逆等性状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挖掘了一批
优质、抗病、高耐（冷、热、盐、旱、淹）以及养分
高效、籽粒低积累重金属与高富集有益元素等
遗传调控新基因，建立了水稻重要农艺性状的
调控网络，揭示了关键基因的相互关系，初步
解决了籼粳稻杂交不育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得
到广泛应用，为超级稻重要性状的全面“超级”
奠定了理论和物质基础。

好种还需种好，良种良法配套是关键。中
国水稻研究所与农机企业合作，研发的超级杂
交稻精准播种机插新技术及装备，每亩播种量
下降了 25%－40%，大大节约了超级稻种子成

本，同时还可增产 5%－10%；华南农业大学和
中国水稻研究所合作研发的超级稻精量穴直
播机具与技术，实现亩均增产100斤、节本增效
100元以上。

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重在推广。截至 2019 年底，全国超级稻累
计种植16.1亿亩，年种植面积由2005年的3837
万亩扩大到了现在的 1.3 亿亩，所占水稻种植
比重由 8.7%提高到了 30%，种植面积翻了将近
两番，实现了超级稻的大跨越、大发展。据全
国农技中心统计，2019年生产上推广面积最大
的10个常规稻品种，有4个是超级稻品种；最大
的10个杂交稻品种，有5个是超级稻品种。

“十三五”以来，超级稻亩均增产65.1公斤，
带动了全国水稻单产水平的提高。扣除种子、
增加肥料农药等的投入，亩均增收130多元，实
现了增产增收的协调统一。现在，在南方单季
稻区，农民轻轻松松就可以种出 600 公斤的产
量，这在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超级稻正在为
各地水稻示范区建设提供品种及技术支撑。

绿色增效，加快稻米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优质的多元化的
口粮需求日趋强烈，希望每天都能吃上适量的
优质大米，特别是中高端优质好大米。

由于受种稻成本刚性上升和稻米价格有所
趋低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水稻种植比较效益
呈下降态势，影响稻农种植积极性，进而影响到
种稻面积和种稻产量，对国家粮食安全带来隐
患，因此种稻必须要有钱可赚才行。如何种稻
赚钱？关键是生产能赚钱的高价值的稻米商
品。以市场化、中高端化、融合化、集约化为导
向，发展中高端稻米，打造中高端稻米品牌，以品
种品牌、企业品牌、区域品牌来提高稻米商品价
值，满足多元化消费，才能种稻赚钱、多赚钱，才
能加快我国稻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实现粮食高产稳产是项系统工程。”江山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陆天军表示，近些年来，在重
视良种培育开发的同时，开展“两选两做”造就粮
食优质高产，让“金种子”产生更大的效益。

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授张洪程
说：“超级稻发展坚持增产增收与节本增效的
理念，以优质、高产、抗逆、广适品种为基础，配
套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术，实现良种良法良机
有机统一，可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发展超级稻
就是要把过多的资源消耗降下来，把过多的投
入品施用减下来，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
水稻生产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

□□ 本报记者 李丽颖

在湖南省祁阳县官山坪村一个偏僻的小院
落，有一个我国农业科学历史上建站时间最长的
农村实验站——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
站。一代又一代农业科研人在这里舍家离乡、激
情创业已经整整 60 年，求实创新、情系百姓的科
学精神在这里传承生生不息。在 11月 15日召开
的“耕地质量监测与红壤健康创新发展学术研讨
会”上，记者了解到，我国四代科学家坚守祁阳红
壤实验站60年定位监测和科学研究，始终聚焦我
国南方 14 省区、200 余万平方公里红壤大地农业
农村发展重大科技需求，先后攻克南方红壤地区
水稻“坐秋”、水稻缺锌“僵苗”、红壤酸化防治等
重大难题，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科技成果，为南
方红黄壤丘陵区土壤培肥、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
农业持续发展起到了决定作用。

1960 年 3 月，中国农业科学院积极响应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出的“改良低产田”号召，会同湖
南省农业厅（现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农科院等
单位，在祁阳县文富市公社官山坪大队建立了

“低产田改良联合工作组”。1964 年改为祁阳科
学工作站，之后更名为“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
壤实验站”。我国著名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学家
刘更另院士担任实验站首任站长。

红（黄）壤是我国南方主要土壤类型，接近全国
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可是红壤十分贫瘠，曾有国
外专家预言，中国南方红壤地带有机质缺乏，经过
风化雨淋将成为“红色的荒漠”。在十分艰苦的条
件下，祁阳站研究人员攻克了我国南方红壤地区低
产鸭屎泥田、水稻缺锌僵苗、砷毒田等农业生产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让水稻单产从 140 公斤增加到
340公斤，当时仅在湖南省推广面积就达400多万
亩，增产稻谷1.8亿公斤，有力地推动了中南地区农
业生产的发展。1965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农业
工作会议上表扬祁阳红壤实验站“到农村去搞样板

田，祁阳官山坪点的这种做法是对头的”。
1975 年祁阳红壤实验站首次建立红壤水田

施用含不同阴离子肥料长期定位试验，1987年牵
头组建全国性土壤肥力监测网络，是全国拥有长
期定位试验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样品和数据积
累最完整的农业科研实验站。祁阳红壤实验站
站长张会民介绍说：“祁阳站最珍贵的就是一大
批科学观测定位试验，在一个实验站有如次大规
模的长期试验群，这在国内乃至在全世界都是非
常少见的。”目前，祁阳红壤实验站持续时间超过
30年的长期定位试验有 6个，积累了土壤样品超
过2万份，植株样品超过5000份，积累观测研究数
据 160 万个。基于祁阳红壤实验站长期定位试
验，为南方红黄壤丘陵区土壤培肥、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与农业生产持续发展，起到了决定作用，
对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国家制定农
业长期发展规划提供了可靠依据。

以祁阳红壤实验站长期定位监测平台为依
托，联合南方6个典型省域近30年联网研究，明确
了典型红壤区农田酸化时空演变特征，创建了以

“石灰类物质精准施用降酸、有机肥阻酸、减氮控
酸”为核心的酸化防治关键技术，集成了区域特
色的农田酸化综合防治技术模式，已在湖南、江
西、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六省（区）累计示范和
推 广 应 用 7327 万 亩 ，农 作 物 平 均 增 产 64 公
斤-120公斤/亩，累计新增纯收入82.9亿元。

由祁阳红壤实验站牵头，基于我国五大粮食
产区42个长期定位试验及362个典型农户的长期
定位监测，开展联网研究，探明了近 30 年来不同
区域农田土壤有机质的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构
建了有机质提升的关键技术；提出了13种以增施
有机肥和秸秆还田技术与限制因子消减技术为
核心的具有区域独特性的有机质提升主要技术
模式，大面积推广应用成效显著，为农田土壤有
机质提升提供了技术样板。

首次系统研究了同一生态条件下3种母质发

育旱地的肥力和作物产量演变规律，构建了红壤
区旱地改土培肥与生产力提升的综合调控技术
体系，形成了 7 套高效种植模式，可使作物增产
10%以上、亩增收节支 80-120 元；还大幅度提升
了土壤有机质和氮磷钾含量；相关技术推广应用
4666万亩，新增产值52.7亿元。

祁阳红壤实验站副站长文石林说：“红壤研究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实验难以揭示其规律。”为
此，祁阳红壤实验站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布置一
系列定位实验开展长期观测，许多祁阳红壤实验站
人为这些长期定位实验贡献了毕生年华。长期的
坚持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从这些长期实验中总结
出了一系列原创成果。祁阳红壤实验站先后获得
省部级以上奖励43项，其中国家奖6项，在引领我
国土壤质量监测、南方低产田改良、红黄壤综合治
理和有机质提升、红壤酸化防治等方面成效显著，

极大地促进了红壤地区农业经济发展。
历经60年发展，祁阳红壤实验站先后获批农

业农村部野外站、国家野外站以及产业技术体系综
合试验站、国家土壤质量观测实验站、国家农业绿
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试验站等一系列重大平台称
号。目前，祁阳红壤实验站在基础设施、仪器装备、
生活条件、经费保障等方面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监测队伍不断壮大、创新能力持续提升、运行管
理日趋成熟，已经成为具有较高国际影响力和综合
观测实力的综合性农业科学实验站。张会民表示，
未来，祁阳红壤实验站要进一步聚焦农业野外科学
监测和红壤健康创新发展重大科学问题破解，引领
地方农业绿色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以及土壤和气
候的综合研究和开发治理，将祁阳红壤实验站建设
成为“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农业科学实验站”，成为引
领世界的“红壤丰碑”。

祁阳站：60年定位研究为红壤农业提供科技支撑

祁阳站科研人员在进行野外土壤调查取样。 文石林 摄

□□ 本报记者 郝凌峰

初冬季节，记者走进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
区大村镇黄岭村，蜿蜒崎岖的山路两旁，大多数
的植物都已穿上“冬衣”，然而在新区供销社位于
大村镇黄岭产业园的大棚里，却是一片绿意盎
然，生机勃勃，成片的芹菜、生菜、苦苣等蔬菜长
势喜人，马上就能上市了。

进入温室大棚，记者看到了与传统蔬菜种植方
式不同的场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成排的白色箱
子，蔬菜从箱子上面的孔洞中冒出来，工人揭开箱

子向记者展示，每个箱子里都有水管相连，通过水
管上的喷头，向蔬菜苗根部喷洒雾状营养液，直接
喷施在根系上，种植的蔬菜就在这种环境中生长。

工人介绍说，气雾栽培是一种新型的栽培方
式，是一种无土栽培技术，利用喷雾装置将营养
液雾化为小雾滴状直接喷射到植物根系，以提供
植物生长所需的水分、养分。水肥一体机每15分
钟喷一次，这样可使蔬菜苗不用缓苗，直接生长。

据了解，蔬菜不接触土壤，也就没有土残病；封
闭的环境下，夏天有遮阳网，周边还有防虫网，所以
就没有虫害；无土蔬菜不长草，也就不存在除草剂

问题，因此气雾栽培蔬菜无除草剂、无农药。
“气雾栽培种植好处是太多了，首先是节水

节地。”提起这项技术的好处，新区供销社乡村振
兴办公室主任王文武如数家珍，“水是以喷雾的
方式供给植物根系，经雾化后集流的水分又回流
至营养液池进行循环利用，所以非常节水；可以
通过立柱式的，还有斜式的，可以达到两倍、三倍
的土地利用面积。”

气雾栽培以人工创造作物根系环境取代了
土壤环境，有效解决了传统土壤栽培中难以解决
的水分、空气、养分供应的矛盾，作物根系处于最

适宜的环境条件下，从而发挥作物的增长潜力，
生长量、生物量得到大大提高。比正常的生长期
能缩短一半，可以达到露地产量的10倍以上。

不仅如此，还能大大节省劳动力，大棚管理起
来也方便。“几乎不用人工，电脑化操作，定时加水、
加肥，这个2000多平方米的大棚平时只需要一个
人管理，出菜的时候再找几个人帮忙。”王文武说。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支撑。黄岭村这里
有水库，天然无污染的生态资源得天独厚。通
过引进气雾栽培，环境得到了大大改善，蔬菜品
质得到了大大提高，价格能比市场高 30%到
50%，生菜市场价 5 元/斤，我们的定价 8 元/斤。”
王文武说，“当蔬菜成熟可以采摘的时候，产业
园还会请黄岭村里的剩余劳动力来干活，也能
带动村民增收。”

气雾栽培技术助力农业增效

小麦测土监控定量施肥技术

“北方小麦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项目研发
了小麦测土监控定量施肥技术，被农业农村部推荐为主推技
术。该技术针对我国主要麦区小麦生产经营主体规模大小不
一、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氮磷肥过量、土壤养分残留和环境污
染严重等问题，确定了不同麦区麦田由于养分含量过高而不
宜再施肥的土壤氮磷钾养分临界值，以及土壤养分含量低而
需要培肥的土壤养分临界值；确定了不同麦区测土监控、定量
施肥的小麦监控施肥技术关键参数、施肥模型；开发了手机
APP系统，可根据农户的小麦产量目标、土壤养分测试结果，
结合农户所在的麦区，评价农户的土壤养分供应能力和施肥
状况，推荐小麦科学的氮磷钾肥料的用量和基追肥比例，并给
出小麦耕作栽培与病虫草害防治的要点与建议。

2018年以来，结合国家化肥农药双减项目实施，在山西、
陕西、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宁夏、新疆、青海等省（区），该项
目组与当地科研人员、农技推广部门、种植大户、种植专业合
作社及农业服务组织合作，开展技术示范培训和推广应用。
在维持小麦丰产优质的前提下，减少氮肥19%，肥料44%，钾肥
26%，氮磷钾肥生产力分别提高了20%、52%和35%，1米土层的
硝酸盐残留减少了 15%，累计推广面积超过 600万亩，为维持
北方麦区小麦连年持续丰产、优质绿色生产提供了保障。

高山蔬菜减施增效技术

2018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露地蔬菜化肥农药减施技术
集成研究与示范”（2018YDF0201200）在我国西南高山高原露
地蔬菜产区开展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集成试验示范取得显
著成效。

针对高山番茄栽培中雨水多、雨传病害重、大肥大水增产
效果差等问题推广的高山番茄避雨栽培“三改”技术，即改品
种（改有限为无限生长型品种），改施肥方式（水肥一体化配方
精准施肥），改栽培方式（开花结果期顶部薄膜覆盖，切断晚疫
病、细菌性斑点病、溃疡病等雨传病害侵染路径），示范效果十
分显著：亩用药成本由约每亩 2000元降到每亩 50元，晚疫病
病情指数降低了 59.1％，细菌性斑点病指数降低了 68.7％，化
学农药施用量减少 40%以上，亩
复合肥由每亩 150 公斤-200 公
斤降低到每亩 60 公斤。与此同
时，产量由每亩 5689 公斤增加
到每亩 6126 公斤，增产 7.68%，
亩收入达到1.8万元。此项技术
在四川阿坝州、湖北恩施、湖北
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贵州毕
节威宁彝族回族自治县精准扶
贫地区,培训 20 余场次、5000 余
人次，累计示范推广7.5万亩、亩
增收2000元。

本栏目文字整理 高林雪

亩产948.48公斤！“金种子”迸发大能量
——从全国超级稻现场观摩交流会上看科技增粮

重点专项成果撷英

“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农业重点专项成果
选介二维码。

浙江省江山市石门镇泉塘村超级稻单季亩产千公斤示范片“甬优12”收割现场。

科技特派员活跃在贫困村一线

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发挥科技创新对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支撑和引领作用，因人因村因户施策，以科技创新驱动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把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该区精准把握各村和各贫困户的科技需求，因势利导。
去年以来，该区共组织10多名种养专家，因地制宜开展牛羊、
珍珠、网箱养殖、豇豆、辣椒等技术培训，带动300多名养殖户
（贫困户）运用科技实现脱贫。该区还瞄准贫困村发展中存在
的科技和人才短板，派出 8 名科技特派员深入贫困村一线帮
助种养户、种养基地、专业合作社等解决栽培管理及产业发展
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该区还加强与科学院、研究院开展合作，打造脱贫攻坚创
业载体，开发沃柑、南美白对虾、青蟹等3个产业富民项目，辐
射带动周边柑橘产业发展，橘农户均年收入超过5万元；推动
8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拎包入驻”基地开展创业，户均年实现
收入8万元以上。 陈传栋 陈建伶

现代化冷库带动贫困户增收

“有了高科技含量的冷库，我们发展生产更有底气！”北童
庄村的村民说。山东冠县东古城镇北童庄村在第一书记鲁绪
连驻村帮扶下，积极争取上级帮扶资金，因地制宜启动低投入、
低能耗、低污染、高科技、高效益的“三低二高”保鲜冷库扶贫项
目建设，以冷链产业带动北童庄村集体增收、贫困户脱贫。

北童庄村保鲜冷库采用聚氨酯泡沫彩钢夹心板材料，导热
系数低、强度高、造价低、隔热效果好，外形光滑、细菌不易附
着，符合食品卫生要求；控制操作系统先进，采用无线网络控制
模式，无须专人现场监护，操作管理技术十分简便；制冷设备智
能化，采用风水两用式V型冷凝器和双击串联、多机并联制冷
机组，自动开机、停机，无须专人操控。扶贫保鲜冷库自今年3
月运行以来，吸引周边商户来此仓储、冷藏大蒜、蒜薹、苹果等
农产品累计750吨，为北童庄村集体增收6万元，全村12户贫困
户、33人共计分红2.4万元。 李维彩

《会吃才有健康》教你科学健康饮食

11月14日，由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会吃
才有健康——把健康之勺掌握在自己手上》在北京图书大厦举
办了新书发布会。书中主要讲述了健康饮食的理念和九大饮
食误区，并进行了若干案例分析，详细而生动地告诉读者怎样
吃才是最健康的。书中还有极为实用的健康饮食小妙招、小知
识，并提供了一些简单易操作的食谱，帮你解决关于“吃什么”
和“怎么吃”的问题，引导大家正确地吃、吃出健康来。

在发布会上，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李
祥洲介绍了该书的出版背景。该书作者、国家食物与营养咨
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陈萌山研究员分享了该书的
创作初衷。如今人们不再满足于吃饱，还要吃好，吃得营养、
吃得健康、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他表示在全球抗疫的特殊时
期，通过这种形式的分享，让大家进一步树立合理饮食理念，
养成健康饮食习惯。该书作者、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
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孙君茂研究员详细介绍了当代中国人饮
食存在的误区，以实际案例讲解了怎样才能正确地吃、吃出健
康来。 本报记者 李丽颖

编后：为促进超级稻品种品质改良提
升，加快优质超级稻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
近期，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开展了2020年超
级稻品种品质鉴评活动。经样品征集、理
化检测、专家品鉴和现场品鉴，最终鉴评出
2020年十大优质籼型超级稻品种和十大优
质粳型超级稻品种。

十大优质籼型超级稻品种：H 两优
991、深两优 870、泰优 871、华浙优 71、华浙
优1号、宜香优2115、嘉丰优2号、晶两优华
占、Y两优900、盛泰优722。十大优质粳型
超级稻品种：扬粳 4227、吉粳 511、甬优
7850、龙粳 21、宁粳 7 号、沈农 9816、甬优
538、镇稻18号、苏垦118、南粳5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