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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品种由科研人员创新棉花品种遗传改良关键技术，攻克早熟、高
产、优质、抗逆、适采等性状协同改良的难题，历时十余年选育而成

高效栽培技术
支撑水稻单产提升

博 览科技

11月26日，江苏省如东县大
豫镇一门闸村村民在一门闸村
种植基地装运刚刚采摘的金丝
皇菊。

眼下，在大豫镇一门闸村金
丝皇菊种植基地和烘干中心，村
民忙着采摘、分拣、烘干、包装金
丝皇菊。金丝皇菊产业是一门闸
村的乡村振兴特色产业，产品通
过电商直播间销往长三角各地。

新华社发（许丛军摄）

“通过播种育秧、耕整地作业、插秧
作业三个环节智能化的集成运用，水稻
智能化高效丰产栽培技术试验田最高
亩产达到766.2公斤，比对照田块增产
78.35公斤，增产率达到13.4%。”日前，
重庆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在开
州区临江镇响石村、永川区大安街道二
郎坝村、巴南区石龙镇大兴村的3个水
稻智能化高效丰产栽培技术试验示范
项目先后通过专家组测产验收。

开州区、巴南区试验田为优质稻
品种“宜香优2115”“野香优莉丝”，永
川区试验田为优质高产品种“神9优
28”。测产结果显示，两种智能化生产
模式优质稻品种、优质高产品种以及
专用育秧剂试验示范片较对照片增产
效果显著，其中优质稻品种的两种智
能化生产模式试验示范片较对照片亩
均增产61.97公斤，增长11.03%。

据悉，该站集成创新的水稻智能
化高效丰产栽培技术主要采用了智能
化气吸式精量精准播种设备、智能化
暗化催芽系统、北斗农业机械自动导
航驾驶系统，实现了播种育秧、耕整
地、机械插秧环节的智能化作业，显著
提升了育秧播种质量、种子发芽率、秧
苗质量、耕地插秧质量及生产效率。

（据《农民日报》）

记者从中国气
象局获悉，11月26
至28日，寒潮影响
我国大部，28日前
后最低气温0摄氏
度线将南压至苏皖
北部至河南南部一
带等地；并伴有 4
至6级风、阵风7至
9 级；西北地区中
东部、华北西部和
北部、东北地区及
黄淮东部等地将先
后有降雪或雨转雨
夹雪或雪，部分地
区有大到暴雪。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还将有较强冷
空气影响中东部地
区，最低气温 0摄
氏度线可能压到长
江以北地区，对露地蔬菜生长和经济
林果采收不利。

建议北方冬麦区根据苗情、墒情
做好田间分类管理，长势过旺田块要
及时镇压，控旺转壮，确保形成冬前壮
苗。南方地区及时趁墒完成秋冬种工
作，加强油菜苗期水肥管理；同时抓住
降水过程做好库塘蓄水，确保后期农
业生产用水。 （据《农民日报》）

棉花新品种“源棉8号”
单产突破500公斤

记者11月21日从新疆农业
科学院获悉，该院自主选育的棉
花新品种“源棉8号”喜获丰收。
新疆轮台县万亩示范田测产结果
显示，“源棉 8 号”平均单产达
564.1公斤/亩，实现了新疆单产
提升行动万亩棉花籽棉 500 公
斤/亩以上目标，为该品种进一步
大面积推广奠定基础。

据了解，“源棉8号”由新疆
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以
下简称“经作所”）棉花分子遗传
改良团队历时 10 余年选育而
成。团队创新棉花品种遗传改良
关键技术，攻克早熟、高产、优质、

抗逆、适采等性状协同改良的难
题。2022年，该品种通过农业农
村部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2023年，该品种以500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新疆国欣种业有
限公司和新疆金丰源种业有限公
司。2024年，“源棉8号”入选农
业农村部发布的2024年农业主
导品种主推技术名单，开始进入
全面推广阶段。

此次测产的万亩示范田由经
作所棉花分子遗传改良团队、新
疆棉花产业技术体系与新疆国欣
种业有限公司联合创建。示范田
采用干播湿出、水肥高效、适时打
顶、绿色病虫防控等关键种植技
术，结合集中成熟、脱叶催熟等综
合农艺配套技术，实现了产量、品

质协同提升。
测产专家组组长、南京农业

大学教授周治国认为，该示范田
的成功创建，为新疆棉花大面积
单产均衡增产提供了示范样板。

新疆棉花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专家、经作所研究员李雪源介绍，
近年来，团队为棉花生产提供了
品种和技术支持，下一步将继续
聚焦棉花产业集群建设对棉花品
种的需求，以培育宜机采、高产、
高品质、抗逆性强、综合性状优
良、适宜市场需求的棉花新品种
为目标，强化棉花生物育种技术
研究应用，选育适宜区域产业发
展的棉花品种，为新疆棉花产业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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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在云南省昭通市
巧家县马树镇小米地村的昭通美
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国家现代
农业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
学家、农业农村部薯类作物生物
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金
黎平郑重宣布，全国第一条土豆
米生产线正式投产，标志着全国
马铃薯全产业链有了全新突破，
相信随着土豆米生产线的投产运
行，未来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动力
将会越来越强劲。

“这是中国从新鲜马铃薯变成
干燥大米的第一条生产线，之前没
有这个技术，这是我们自己的技

术。”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分子物理
化学家吴奇兴奋地说。

该公司总经理李昱霖给记者
算了一笔经济账：“经测算，2.5吨土
豆能加工1吨土豆米，首条土豆米
生产线投产后，预计年加工新鲜土
豆2500吨左右，生产土豆米1000
吨，实现产值3000万元左右。”

据了解，土豆米是吴奇带领
团队实施“新型薯类杂粮主食化
加工技术产业化研究项目”的最
新成果。团队历经 5年半的时
间，聚焦植物多糖、蛋白复合体系
高水分挤压重组技术研发和产品
创新，融合大分子物理理论、食品

大分子加工与高分子挤塑造粒技
术，从物理层面改变大分子的特
性，重塑薯类作物的淀粉链，把百
姓普遍认知下饭菜的新鲜土豆变
成了在保障口感的同时兼具美
味、营养、价格惠民三大特点的主
食——土豆米。

吴奇院士团队独创的将新鲜
土豆低成本直接加工成可长期存
储的土豆米技术，把辅粮变主粮、
饲料变食料，突破了向耕地和亩
产要主粮的传统思维，从“0到1”
实现了向加工要粮食，并做到了
既好吃、有营养、还便宜。

（据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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