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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杨凌示范区工委主管主办

9月1日，第30届杨凌农高

会筹委会扩大会议在陕西西安召

开。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本届农

高会将于2023年9月19日-23

日在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举行，目

前各项筹备工作总体进展顺利。

本届农高会初步确定乌兹

别克斯坦为主宾国，确定山东

省、湖南省为主宾省，榆林市为

主题市，以“土壤健康与粮食安

全”为主题，着力搭建农业高新

科技成果创新、示范推广应用

和对外合作交流平台，力争在

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

自强、推动高水平农业对外开

放中展现更大作为，为联通国

内国际双循环、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

建设农业强国作出新贡献。

在会议论坛方面，围绕土

壤健康发展、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农业高新技术成果展示交

流、国际合作等，安排了开幕

式、2023 年全球土壤健康论

坛、中国—中亚农业部长会议、

中国（杨凌）—非洲之角国家农

业合作交流会、2023农业科技

创投峰会、第六届杨凌国际种

业论坛、2023乡村振兴（杨凌）

论坛、商标品牌赋能高质量发

展论坛、第十七届杨凌国际农

业科技论坛、第八届丝绸之路

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年会暨

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农业

大学校长论坛、第三届农商银

行董事长圆桌会议等。

在招商投资方面，围绕将

本届农高会打造成招商引资大

会的目标，共安排中国杨凌农

高会推介大会、上合组织国家

农业合作与发展大会、秦创原

农业板块系列活动、未来农业

产业发展大会、洽谈签约系列

活动、2023功能农业与食品产

业发展大会、产销对接等7项

活动。

在展览展示方面，通过线

上线下融合、馆内馆外结合方

式，全方位展示国内外农业科

技新理念、新成果、新装备、新

应用、新模式。主展区共设置4

个室内展馆和2个室外展区，

主要举办农业高新技术成果

展、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应用展、

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展、国际农

业智能装备展、农业中小企业

展、农业特色产品展等。农业

技术田间推广展在杨凌示范区

内设置农业科技示范、乡村特

色产业、乡村振兴示范引领田

间参观点，直观展示农业科技

在良种繁育、智慧农业等方面

的示范推广应用成效。云上体

验展今年全面提升了云上农高

会平台数字化服务功能，通过

3D虚拟导览沙盘、VR展厅等

形式，开展云上展览展示、云上

活动直播、云上管理服务和云

上宣传推介等活动，并将数字

化应用到洽谈交易中，实现线

上撮合服务。

在宣传推介方面，将举办

杨凌农高会 30 年系列活动、

“走出杨凌看示范”媒体行活

动，继续开展后稷奖评选、农科

专家服务“三农”咨询培训及闭

幕成果发布会等活动。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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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届中国杨凌农高会
9月19日-23日举行
本届农高会初步确定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确定山东

省、湖南省为主宾省，榆林市为主题市，以“土壤健康与粮食安
全”为主题

8月24日，从湖北省襄阳市召开

的全国花生控毒固氮提质增产关键

技术交流会传出好消息：由中国农科

院油料所自主研发的“花生ARC控

毒固氮耦合技术”（简称ARC技术）

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大幅降低黄曲

霉毒素与固氮增产的双重目标。

我国食用油严重依赖进口，

2022年自给率仅有35.9%。现场，

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新友为组长的

专家组一致认为，这是我国花生种植

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具有前沿性、革

命性和颠覆性，对保障我国油料安全

意义重大。

会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公布 2022 年在全国 40 个应用

ARC技术示范点测产结果，花生黄

曲霉毒菌降低60%以上；存储半年

后 检 测 ，黄 曲 霉 毒 菌 污 染 下 降

80%。固氮效果明显，每亩平均增产

19.67%。

花生是我国第三大油料作物，出

油率远高于油菜和大豆，但因易受黄

曲霉毒素污染，产业发展受到制约。

黄曲霉毒素是迄今发现毒性最大、致

癌力最强的一类真菌毒素，防控难度

极大，在花生的种植、运输、储藏与加

工环节都可能发生污染。

“研发历经20多年，太不容易

了！”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武感

慨万千。多年前，他带领团队收集、

分析全国花生主产区的3000多份土

壤样本，建立花生黄曲霉毒菌株库，

找到与黄曲霉毒素发生有关的53种

影响因素，最终把阻控黄曲霉毒素的

目标锁定在土壤毒菌上。

这也给科研人员攻克植物固氮

难题带来启发。氮是提高农作物产

量最重要的营养元素之一，花生等豆科作物的根瘤能把

空气中的氮直接转化，但自然生长状态下的花生根瘤数

量少，固氮效率很低。

两大难题都与土壤相关。李培武院士大胆提出将黄曲

霉毒素阻控与结瘤固氮耦合的科学设想。此后，团队反复

试验，最终成功研发出由4种土壤益生菌协同组合而成的微

生物菌剂，形成ARC技术。试验中，将ARC微生物菌剂施

入土壤后，表现出明显的控毒、固氮、提质增产效果。

2020年至2022年，团队连续3年在全国花生主产区

示范应用ARC技术，均实现控毒与固氮双重目标：花生

黄曲霉毒素大幅降低；结瘤数量增多、固氮时间延长、固

氮酶活性显著提高。今年，该项技术被遴选为全国农业

主推技术和湖北省农

业科技引领性技术。

（据《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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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览科技

控制菌种和温度
猴头菇可以工厂化种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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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金秋
秋风送爽，山东省枣庄

市山亭区迎来金色收获季

节，农民们抓住当前好天气

抢收谷子、花生等，田野里

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图为9月2日，枣庄市山亭区

桑村镇大郭村农民在田间

收获谷子。

本报通讯员 刘明祥
摄

时间：2023年9月19日-23日
地点：中国·陕西·杨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