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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过后，中原大地一片严寒，在位
于河南新乡的中原农谷的试验田地里，科
研人员最新培育的麦苗正在默默生长，这
其中不乏一些“明星”品种。

“666 万元！签约成功！”去年 10
月，河南省中原农谷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原农投”）与中国农业科学
院中原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举行小麦新品种“普冰03”
生产经营权转让签约仪式。这是中原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中心第一单挂牌交
易的品种，也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原研
究中心第一个落地转化的品种。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张锦鹏介绍，“普冰03”是经过研究
团队30多年攻坚克难形成的创新成果。

“‘普冰03’利用远缘杂交技术，将
野生植物冰草中的高产、抗病等基因导
入小麦，使小麦品种具有高产、稳产、多
抗的特点，是我国第一个国审小麦与冰
草属间远缘杂交的新品种。”张锦鹏说。

记者近日在中原农谷采访了解到，自
启动建设以来，中原农谷紧紧围绕国家
级、国际化定位，聚焦“全种业”发力，种业
创新高地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中原农谷
制定了促进种企及科研平台协调创新、成
果转化若干措施，探索出“国有资本+研发
机构+转化公司+科创基金”的成果转化
模式，加快科研成果产出、转化。

据中原农投相关负责人介绍，“普冰
03”是中原农投购买的第一个小麦品
种，具有重要的示范带动意义，他们将推
动“普冰03”在黄淮海区域实现大规模
种植，形成一套“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市
场化、产业化”的有效机制，助力新品种
的发展壮大。

在中原农谷植物工厂内，一个多层
的立体栽培架引人注目，一棵棵生菜在
定植架上整齐排列地生长着。中原农投
总工程师范永胜介绍：“我们依托河南农
业大学园艺学院技术支撑，借助立体种
植，就像给生菜住上了‘楼房’，虽然占地
不到100平方米，却能实现传统田里种
植近百倍面积的产量收获。”

记者还看到，不同的蔬菜由颜色各
异的灯光照射。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张涛
告诉记者，他们看到的蔬菜多为绿色，因
为蔬菜主要吸收红光和蓝光。太阳光
中，红橙光和蓝紫光对蔬菜生长最为重
要，他们通过人工光调节光环境给生菜
实现“阳光定制”。“生菜在田里生长需要
近40天才能成熟，在我们这里只需要
20多天。”张涛说。

据悉，由于种植过程是无土栽培和无
菌管理，生菜生长不易生病，没有虫害，种
植过程也无需打药，同时也不受气候和地

形影响，可实现全年无间断生产。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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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省高唐县尹
集镇老王寨村的种粮大户李
宝刚正在绿油油的农田里查
看蛇床草的幼苗出苗情况。
李宝刚望着麦田高兴地说
道：“我这一亩麦田每间隔35
米就种植80—100厘米宽的
蛇床草，种植了蛇床草的小
麦能减少1—2次的农药使
用，亩均增产40斤—50斤，
算下来每亩能多收益100多
元……”

李宝刚所说的蛇床草又
叫野茴香、野胡萝卜，在国内
多数省份都有分布，具有药
用价值，其果实蛇床子是一
味中草药，可以换取一定的
经济收入。采用每35米小
麦间隔种植80—100厘米宽

的蛇床草种植带，利用蛇床
草涵养瓢虫等天敌控制小麦
的蚜虫，达到“以虫治虫”的
效果。这一新技术不仅减少
了1—2次化学杀虫剂的使
用，每亩降低农药使用成本
约50元，还使得生产出的小
麦品质更佳，售价每斤可比
普通小麦高出0.1元，每亩可
增收100元以上。蛇床草不
仅具有生态防控功能，还是
一味中草药，亩产可达150
斤—200斤。按市场价每斤
10元计算，每亩可实现收益
1500—2000元，为农民带来
了可观的额外收入。

据高唐县农业农村局党
组书记吕兴忠介绍，高唐县
对接中国农业科学院、山东

省农业科学院、山东农业大
学及全国知名专家教授，建
设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
实验站、小麦种植专家孔令
让教授试验点等平台，积极
推动科技成果试验示范。今
年，高唐县与山东省农业科
学院植保所戈峰研究员团队
合作，推广小麦蛇床草间种
新技术，实现麦田的生态化
生产。为了实现蛇床子播种
机械化，高唐县改良蔬菜播
种机以及棉花盖膜播种机，
成功实现蛇床子播种覆膜机
械化操作，降低了播种成
本。目前，高唐县的示范区
小麦苗情长势良好，新技术
应用效果初显。

（据《农民日报》）

1 月 7 日，记者从辽宁
省农科院获悉，由该院作物
所自主选育的大豆新品种

“辽豆 70”“辽鲜豆 25”，日
前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
定委员会审定，具有完全知
识产权。两个新品种将有
效满足国内对高油广适大
豆新品种及广适鲜食大豆
新品种的需求。

据介绍，“辽豆70”是以
铁 02007- 5 为 母 本 、铁
97118-2为父本杂交选育而
成，北方春大豆晚熟高油型
品种，生育期平均128天，平
均亩产221公斤。“辽豆70”
适宜在辽宁省中部和西南
部、山西省中西部和东南部、
陕西省延安市、宁夏回族自
治区中部、甘肃省陇东地区

春播种植。
“ 辽 鲜 豆 25”是 以 辽

00126 为 母 本 、Seaky-
gangputkong 为父本杂交
选育而成的鲜食大豆品种，
生育期平均87天，口感鉴定
香甜柔糯型A级，平均亩产
850.1公斤。“辽鲜豆25”适宜
在辽宁、四川、湖北等区域春
播种植。 （据《辽宁日报》）

“李专家，你们这机器能
给我们一台吗？刚好最近播
种需要用！”

“孟总，不好意思，这台
机器还没有量产。我们这台
先留给你们用嘛，用完还给
我就行。”

近日，正值马铃薯播种
的季节。近日，重庆市巫溪
县尖山镇大包村，重庆市农
科院农机所高级工程师李平
带着最新研发的马铃薯播种
微耕机进行演示后，现场就
有了这样一组对话。

让大包村马铃薯种植合
作社负责人孟廉心动的，是
在当地还未进行高标准农田
改造的情况下，这台农机可
为马铃薯产业解决了机械化
播种的大难题。

马铃薯是山区农民增收
致富的重要产业之一。近年
来，重庆市在马铃薯机械化
播种上加大研发力度，推出

了一些农机。“但山区还有很
多没有改造的农田，那些中
小型机器并不适用，农户需
要微型农机来过渡，减轻作
业强度。”李平说。

因此，在重庆市薯类产
业技术体系的支持下，李平
开始了马铃薯播种微型农机
的研究，并于去年在日本的
考察中得到了灵感。

李平说，马铃薯播种，
一般要先开沟，再施肥、放
入种薯，最后覆土掩盖。但
他在日本看到，当地人就用
一台微型农机，直接在平地
上播种薯，更换作业机具
后，在行间进行开沟，就直
接把泥土抛撒到两边的种
薯上了。

“这样一来，更改了我们
传统的作业步骤，机械化作
业更简便！”李平按照这一思
路，回国后很快选择了一台
市面上常见的微耕机平台，

对配套的播种、开沟机具进
行研究。

播种机具相对简单，关
键是调试、匹配好播种速
度，避免漏播。难点在于开
沟机具。

“开沟得够深，翻出来的
泥土量才能足够覆盖种薯。
其次，还要考虑泥土抛洒半
径，确保能够盖住种薯。”李
平说，根据现有开沟机具，他
对开沟的刀片进行了升级，
确保挖得深，同时对种薯播
种行距进行了测试、匹配。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试
验，终于赶在这一季马铃薯
播种之际推出了这台新机
器。根据实地操作情况看，
种植户仅需先平地，就可在
微耕机上加挂播种机具播撒
种薯，然后更换开沟机具完
成覆土，较人工播种效率提
高5倍以上。

（据《重庆日报》）

轻便易上手
山区“来”了马铃薯播种新农机

以草养虫，以虫治虫
蛇床草种到麦田里，这地做法挺新鲜

两个大豆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