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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强农 问农事 急难愁盼 帮产帮销

上千名农科专家2+365线上线下服务

汇集全国上千家媒体“三农”资讯

热线时段：每周一至周五 上午：9:00—12:00 下午：3:00—6:00

农事指导：抓紧时间进行小麦冬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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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农热线 029029--8703660387036603

兔子球虫病有哪些症状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2月15日，世界著名学术

期 刊《科 学》（Science）公 布

202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中

国科学家的一项原创成果名列

次席，这就是云南大学研发的多

年生稻。

在多数人的认知中，水稻和

小麦、玉米都为一年生作物。而

云南大学选育的多年生稻种植

一次，可以像割韭菜那样，陆续

收割3-5年，6-10季。其间只

需浇水、施肥、喷药，进行科学的

田间管理就行。

20世纪末，云南大学农学院

教授胡凤益带领团队成员用自

己创制的一年生栽培水稻种质

材料（RD23）作为母本，用源自

非洲大陆的具有地下茎生物学

特性的多年生长雄野生稻作为

父本，进行杂交，结合地下茎分

子标记辅助选择，终于在1997

年成功培育出一种水稻新品系。

起初，这种水稻新品系产量

低、品质差，性状也不稳定。团

队科研人员又经过多次自交筛

选，前后花费了十几年时间，提

高它的产量和品质，2012年获

得性状稳定的品系，暂名为

“PR23”。再经数年区域、生产

等试验，2018年通过云南省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定名

为“多年生稻23”。

多年生稻与常见的栽培稻

有显著的不同，它拥有十分发达

的地下茎。在作物遗传育种专

家眼中，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

常见的栽培稻繁殖后代的方式

是有性繁殖，而新品种多年生稻

繁殖依靠的是营养器官——地

下茎，上面的腋芽形成新的个

体，属于无性繁殖。

运用这套多年生稻技术，从

第二季开始，在生产上便省去了

买种子、育秧、犁田耙田、插秧等

环节，只需要浇水、施肥、植保等

田间管理以及收获两个生产环

节，同时土地免耕，轻简化栽

培。试验示范结果表明，每亩可

节省5-6个劳动力、节约人工投

入500-600元。同时，产量并没

有降低，多年生稻一般连续种植

4年，每年收获两季，平均亩产

907公斤，与一年生稻（平均亩产

893公斤）大致相当。

经示范推广，多年生稻陆续

在云南、河南、湖北、浙江、广西、

贵州等10个省区结果。它还走

出国门，在南亚、东南亚、非洲国

家成功落户。据统计，迄今为

止，多年生稻累计推广应用20

余万亩，惠及5.5万余农户。

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多

年生稻技术的推广应用产生了

显著的生态效益。团队经过试

验发现：持续3-4年免耕，改善

了稻田耕层土壤结构，培肥了地

力，其土壤中的有机质和全氮每

年分别以每亩63.33公斤和7.33

公斤的速率增加。

（据《农村大众》）

种植1次收割8次，多年生稻价值几何
中国科学家原创成果入选世界“十大科学突破”榜单

休刊启事
因元旦放假，本报2023年1月2日、3

日休刊，2023 年 1 月 4 日起恢复正常出

刊，特此敬告读者。

本报编辑部

西葫芦幼瓜从头上变质、腐烂
怎么回事 羔羊大肠杆菌病如何防治

产业兴农民富 乡村振兴擘画新图景 2版

市面上的蘑菇
含甲醛不能吃？
专家郑重辟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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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河 北

省邢台市南和区积

极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 ，高 标 准 建 设 现

代 农 业 园 区 ，加 快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采

用 智 慧 化 、数 字 化

管 理 体 系 ，对 农 作

物生长实现智能化

管 理 ，提 升 农 产 品

附 加 值 ，助 力 乡 村

振兴。图为 12 月 27

日 ，在 邢 台 市 南 和

区贾宋镇一家现代

农 业 园 区 ，工 人 在

采摘西红柿。

新华社发 张驰 摄

解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农业品牌要培育
更需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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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人”用循环水
养出“跑步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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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赋能乡村振兴智慧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