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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移完这些蔬菜小苗，28天后就能吃

了。”在浙江嘉兴平湖，有一座全透明玻璃包围的

大型植物工厂，这里的蔬菜苗不是种在地里，而

是种在一个3米多高的海运集装箱中。这个可

移动的集装箱，就是浙江东郁广陈果业种植部门

经理、90后小伙马新远的“魔法实验室”。

“这次实验的蔬菜有生菜、菠菜、罗勒、甘蓝

等。”马新远边说，边与同事一起把幼苗移入集装

箱内。箱内两侧安装了两层苗床，顶部有灯光装

置，通过手机或电脑能够调节实验所需要的水量

和光谱。“一般情况下，蔬菜成熟大概需要40天

左右，在集装箱里种植的蔬菜则不需要那么久。”

马新远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毕业于荷兰

瓦格宁根大学，2019年从荷兰回国后，他在浙江

平湖当起了一名“新农人”。

被问到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时，马新远回

答：“我学的是设施农业，学生时代主要研究的就

是灯光对植物的影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

自己掌握的技术能在平湖派上用场，就决定来到

这里。能把自己所学所专真正应用到实际生产

中，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满足感。”

马新远介绍，标准化集装箱适合人工模拟环境，箱内配备了植

物所需要的光、温、水、肥、气。“多少参数的‘配方’能让植物长得更

好，是我现在的研究方向。”马新远说，通过每天记录实验数据，他的

团队已经积累了十几种农作物的30多种配方。不同的光谱、营养液

配方能改变植物的性状，让其风味更佳、产量更高。在上一轮结束

的研究中，马新远与团队发现，红蓝光的改变能提高芝麻菜的维C

含量，这让大家非常兴奋。“如果实验成功，就可以在我们大的实验

单元进行直接复制和量产。”他说。

除了能作为实验室，据马新远介绍，在拥有水、电、网络的情况

下，类似的集装箱种菜模式还能应用于更多场景，让一些种植环境

并不理想的地方也可以拥有新鲜蔬菜。

据了解，在嘉兴，像马新远这样的农业高科技人才有2800多

名。当地7个县市区都建有农业开发区，仅在平湖农业开发区，像这

样的农业项目就有40多个，总投资额50亿元左右，成为参与当地乡

村振兴的一股重要力量。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日，在山东省诸城山东烟草工商研

融合创新园，多款烟苗移栽机亮相田间地

头，现场观众争相观看。

其中，由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

研制的智能自走式烟苗井窖注水移栽机和

智能自走式井窖多穴成型机，由于人工作

业轻便、成穴效果好，在当天举行的黄淮海

烟区烟苗机械化移栽培训暨现场观摩会

上，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

山东省农机院田间作业装备团队李慧

博士介绍，智能自走式烟苗井窖注水移栽

机集成了履带差速转向技术、远程遥控技

术和井窖直立成穴技术，实现了地头小半

径转弯、多地形低损伤作业。同时，这款

机器还能够实现井窖连续成型注水，解决

了以往井窖人工成穴或间歇打穴速度慢

的问题。

据了解，智能自走式井窖多穴成型机

是由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工程师贾

振超牵头研制的。他介绍说：“这款机器通

过间歇行走、多穴同时成型，使得井窖移栽

成穴速度超过20穴/分钟，为井窖移栽高

效分段作业提供了适用机型。另外，它在

砂壤土、黏重土等地区的作业优势明显。”

（据《农村大众》）

5月 4日，顶尖学术期刊《细胞》报道了中国

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黄三文团队

的最新研究成果，题为“利用进化基因组学鉴定

有害突变进而指导杂交马铃薯育种”。该研究

发明了一种新的“进化透镜”技术，给育种专家

一双“火眼金睛”，能够及早发现阻碍马铃薯育

种的基因组“暗礁”，避免育种“走错路”。该成

果标志着我国马铃薯育种率先进入基因组设计

育种新时代。

该团队收集了大量茄科物种资源，完成了38

个茄科基因组的组装，并利用大数据技术，将100

个茄科物种的基因组进行比较，最终开发出了新

的进化透镜技术。该团队利用该技术鉴定出17M

高度保守的位点，研究人员利用这些保守位点信

息，结合马铃薯群体的信息，构建了马铃薯有害突

变二维图谱，将人们对马铃薯基因组的认知从一

维的线的认识升级到了二维的面的认识。

科研人员开发了新的预测模型——只需要马

铃薯幼苗期的DNA，科研人员就可以预测马铃薯

育种材料的产量、株高、薯块等性状，有助于更好

地制定早期育种决策，指导马铃薯育种材料选择

及表型预测，尽早淘汰不合适的育种材料，缩短马

铃薯育种周期。

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实验室主任、中国科

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洋表

示，该团队包括这项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奠定了我

国在马铃薯遗传育种研究领域的国际优势地位。

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对马铃薯，还将会对粮、油、果、

蔬、茶等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这次研究中，该团队创新性地应用了茄

科的比较基因组学与进化生物学来指导马铃薯

育种，思路新颖，引领了马铃薯育种研究，对我国

种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主任韩

斌表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研究员钱前说：“这项研究基于茄科植

物进化基因组学手段鉴定了马铃薯基因组上的

有害突变，并将其应用到马铃薯育种中，大幅提

高了马铃薯全基因组预测效率，这将实现杂交

马铃薯育种的早期决策，加速育种进程，有望在

短期内通过基因组设计创建更多高产优质的马

铃薯。”

（据新华网）

近段时间气温不稳定，短时间内

大幅降温或连续多天阴雨、低温天气，

容易引起辣椒苗冻害、沤根或病害。

危害症状

冷害：辣椒生长期间，长期遭遇0

摄氏度~5摄氏度低温时，会出现叶绿

素减少或在近叶柄处出现黄色花斑、

植株生长缓慢的低温障碍，称为冷害。

冻害：辣椒生长期间遭遇0摄氏度

以下的低温时，就会发生冻害。幼苗

的生长点或上部真叶受冻，一般表现

为顶上的嫩叶出现坏死的白色斑痕或

者淡黄色斑痕。受冻严重的话，还会

让叶子和茎的部位出现水渍状态，慢

慢就会干枯死亡。

管理措施

做好保温防冻工作：播种后出苗

前主要是做好升温保温工作，苗床封

闭，只是每天用细枝条轻轻打掉膜内

水珠，有灰尘时掸扫薄膜表面灰尘，以

增强透光性，提高苗床温度。

增强辣椒苗抗寒能力：在连续降

雨、低温期间，也要尽可能揭掉草帘，

每天至少有1小时-2小时让幼苗照到

阳光。寒潮来临前要控制苗床浇水，

以提高幼苗抵御低温的能力。

适时喷施叶面肥：辣椒苗喷施

0.5%-1%的红糖或葡萄糖溶液，可增

强抗寒力。在 3 叶-4 叶期喷施 2 次

（间隔 7天）0.5%的氯化钙溶液，增强

抗寒性。

病害防治

猝倒病：猝倒病是辣椒苗期重要

病害之一，常因低温、高湿引起，发病

严重时常造成幼苗成片倒伏死亡。发

现病株及时拔除，为防止病害蔓延，用

草木灰撒于苗床上或在天气晴好的

中午前后逐渐揭去全部覆盖物，促使

床面水分蒸发，降低苗床湿度。发生

病害时用 72.2％普力克水剂 400 倍

液或 64%杀毒矾可湿性粉剂 600 倍

液喷雾。

灰霉病：典型症状是病苗色浅，幼

茎、子叶和叶片发病处呈水浸状，子叶

先端变黄，后扩展到着生子叶的幼茎，

幼茎染病，病部缢缩灰白色，组织软

化，表面生有大量灰色霉层，病部扩展

绕茎一周时病苗折倒，其上端枝叶枯

萎、腐烂或枯死，别于猝倒病。发现病

苗及时挖除减少菌源，并及时喷洒

50%灰霉宁可湿性粉剂500倍液、76%

灰霉特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棚内湿

度过高时可改用15%腐霉利烟剂。

沤根：幼苗根部不发新根，原有根

系表皮发黄，逐渐变成锈色而腐烂，幼

苗易枯萎。其主要原因是幼苗生长期

的低温高湿、光照不足、通风排湿不及

时等。辣椒出苗后注意在连续阴雨天

对苗床的通风排湿，加强通风换气，控

制浇水量，调节湿度，特别是连阴天不

要浇水；做好保温工作，加速根系发

育，促使幼苗健壮生长。

（民和）

番茄苗期主要有哪些病害？
番茄苗期病害主要有猝倒病、立枯病

两种：

猝倒病：主要症状是茎基部出现水渍

状病斑，很快变成黄褐色，病部缢缩呈线

状，病害发展迅速，湿度大时，成片幼苗猝

倒。病苗残体表面及附近床面上长出白色

絮状菌丝。

立枯病：主要症状茎基部产生褐色椭

圆形病斑，发病初期白天萎蔫，晚上恢复正

常，病部有轮纹，病斑渐凹陷，扩大到绕茎

一周时，基部干缩，但不产生白絮状霉层，

这是与猝倒病的不同之处。

粮食仓库霉菌很重
该如何消毒？

粮食仓库发生霉菌与环境和气温有

关，消毒方法以常规消毒为主，主要用甲醛

法，其步骤为：

1.对仓库要彻底清扫，清扫仓库表面

灰尘和霉菌，先用水浸湿后再清扫。

2.甲醛重蒸，先将仓库内表面用水喷

湿，然后用甲醛－高锰酸钾重蒸，让挥发甲

醛与墙壁水结合，使甲醛渗透于表面下层，

杀灭菌丝体。

3.严防甲醛外溢，甲醛消毒后要在仓

库内维持一段时间（几天），为防止外溢，应

用报纸把漏气洞眼封闭并反复消毒。

4.硫磺消毒，在甲醛消毒后，可用硫磺

再消毒一次。

5.保持仓库通风干燥。 （本报综合）

透
明
集
装
箱

透
明
集
装
箱
，，智
能
调
灯
光

智
能
调
灯
光
，，参
数
作

参
数
作
﹃﹃
配
方
配
方
﹄﹄

九
零
后
海
归

九
零
后
海
归
﹃﹃
魔
法
魔
法
﹄﹄
种
菜
种
菜

阴雨寡照，辣椒如何应对

烟叶种植
有了新机具

新技术有望缩短
马铃薯育种周期

马新远在做实验。 王志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