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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种业种业

当下，正是为春耕备种的关键
时节，位于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的中国中化先正达集
团中国杨凌技术中心格外忙碌。走
进国内种业行业首创的LED无极
调光温室，只见顶部一排排小灯泡
的照射，让不同生长阶段的玉米笼
罩在紫红色的光中。

“他们是根据玉米生长所需的
红橙光和蓝紫光合成的，可以实现
光强动态调节，突破季节限制。在
这个占地12000平方米的温室里，
玉米育种一年可以达到四到五代的
水平，相较传统育种提速超 2.5
倍。”先正达集团中国玉米性状开发
团队助理总监梅文倩介绍说。

记者注意到，有科研人员正在
对温室内移栽的幼苗进行取样，之
后这些样品将被送往实验室。育种
人员带上“基因眼镜”，就可以精准
筛选出潜力性状好的“优等生”，再
经相较传统育种少得多的若干轮测
试，最终选育出新品种。

这个“基因眼镜”就是分子检
测。育种，其实就是将作物优秀的
基因组合到一起的过程。在传统模
式下，育种大多靠“拆盲盒”，需要通

过观察性状的田间表现，不断地筛
选、组合，周期漫长，且充满偶然
性。但通过分子检测等新技术，育
种创新变成了一种相对可控、可预
期的过程。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具备工厂
化、集成化智能育种能力的平台，杨
凌技术中心的高通量检测平台不仅
分子检测能力高、检测速度也快，单
日检测通量就高达数十万，每年数
据检测通量更是达到了数千万。借
助分子标记技术，育种人员可以快
速准确地从数十万乃至数百万材料
中筛选出所需基因，而不再单纯依
赖田间观察和验证。

除了上述技术和设施，这里的
生物育种“黑科技”比比皆是：国内
转育通量最大、速度最快的生物育
种性状快速整合平台，每年可实现
4-5代的“迭代”能力，远超国内行
业平均水平，其中的单倍体耦合基
因编辑技术，仅用1-2代便可完成
目标品种的性状改良；国内最大的
单倍体工厂化生产平台，年产百万
株单倍体苗和数十万双单倍体，可
以批量化创制优良种质，加速育种
流程。 （据《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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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男子乘坐山地轨道车喂鸡
的视频在社交平台火了。看着视频中主
人公借助轨道车，“丝滑”穿梭于山间坡
头，网友纷纷点赞：“省时又省力，新农人
真幸福。”

这并不是个例。近年来，网络上频
频涌现出许多令人振奋的故事，讲述着
一批批新农人利用科技追梦广袤乡野，
将务农变得省心省力。

在我国最大的油橄榄种植基地甘肃
省陇南市武都区，科技让油橄榄种植变
得更加高产高效。眼下，正值油橄榄冬
春季管护关键期，农户们正忙着给油橄
榄树施肥、松土。

伴随着发动机阵阵轰鸣，一辆辆满
载化肥和农具的运输机，沿着一条银色
轨道，缓缓攀升至层层叠叠、种满油橄榄
树的梯田上。

“这里山高坡陡。过去上山施肥，摘
果子下山，都得靠人力背负，腰酸背痛不
说，还很危险。现在政府帮我们建起了
这个轨道运输机，只要加足油，就能轻松
完成所有运输工作。”话语间，武都区桔
柑镇贺家坪村村民赵词平从运输机上卸
下两袋化肥和一台旋耕机，朝着自家的
油橄榄园走去。

武都区油橄榄产业开发办公室主任
赵海云介绍，一条轨道一次运输量为200
公斤，爬坡500米仅需11分钟。这款山
地单轨运输机由当地农机部门联合企
业、高校研发而成，有效解决了大坡度山
地生产资料及农产品运输难题，降低了
生产成本，提高了产业效益。目前，陇南
大地已铺设106条、共计66.7公里的山
地单轨运输机线路。

（据新华社）

科技“上新”务农省心

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在中国中化先正达集团中国杨凌技术中心中国中化先正达集团中国杨凌技术中心温室内对移温室内对移
栽的幼苗进行取样栽的幼苗进行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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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她园火龙果种植专业
合 作 社 运 营 经 理 郭 娟
茹，喜悦间透出几分感
慨，能将原产于中美洲
并在东南亚广泛种植的
火龙果引入西北，成为
合作社增收和群众致富
的“幸福果”，“太不容
易了”。

她 说 ，随 着 消 费 水
平不断升级，西北地区
对 热 带 水 果 的 需 求 量
快速增长，但长途运输
往往带来品质下降、口
感变差等问题。

在认真分析了南北
方种植条件差异、不同
水 果 对 适 生 环 境 的 需
求后，合作社负责人王
艳 发 现 了 在 杨 凌 种 植
火 龙 果 的 机 遇 ：“ 西 北
地区温差大，适合水果
糖 分 积 累 ；温 度 较 低 ，
适合防虫除菌；生长周
期拉长，肯定能保障水
果品质……”在西北农
林 科 技 大 学 园 艺 学 院
教 授 李 建 明 团 队 支 持
下，王艳开始了种植火
龙果的尝试。

考虑到西北地区积
温较低、火龙果在南方
基本上是露天种植，王
艳 从 为 火 龙 果 藤 蔓 提
供更大生长空间、保证
透风性入手，将新一代
日光温室大棚棚高，由
3 米 提 升 到 7 米 ；将 大
棚 跨 度 由 7 米 扩 展 到
30 米 …… 一 项 项 革 新
技术的采用，不仅为火
龙 果 提 供 了 优 渥 的 生
长环境，也提升了合作
社机械化水平，更奠定
了 如 今 总 面 积 超 200
亩、包括 35 个大跨度双
拱 双 膜 大 棚 组 成 的 基
地基础。

正在大棚带领家人
体验火龙果采摘的西安
游客李政伦说，对他而
言，西北地区还能生产
火 龙 果 是 件 新 奇 事 ，

“ 尝 过 以 后 ，觉 得 杨 凌
火龙果果肉紧实、口味
更甜。”

无 独 有 偶 ，位 于 陕
西 省 长 武 县 亭 口 镇 的
左岸壹号生态农业园，
也 在 农 历 新 年 前 完 成
了 首 批 引 种 的 15 个 大
棚甘蔗的收获，抗病性
更 强、甜 度 更 好、产 量
更 高 ，成 为 这 批“ 北 方

甘蔗”留给人们的深刻
印象。

据左岸壹号生态农
业 园 负 责 人 武 孝 鹏 介
绍，甘蔗喜温、喜光，年
积温需在 6000℃以上，
平 均 空 气 湿 度 也 要
60%。在年降水量只有
400 毫 米 的 黄 土 高 原 ，
进 行 露 天 种 植 ，“ 肯 定
是死路一条”。但长武
土 壤 肥 沃、温 差 适 中 ，
只 要 为 它 提 供 水 源 充
足、温暖湿润的生长环
境，一样能保障足够的
糖分积累。

郭 娟 茹 说 ，她 们 生
产的火龙果，果芯颜色
各异，面向不同消费群
体 的“ 红 水 晶 ”“ 燕 窝
果”等品种实现了规模
化种植。以种苗扩繁、
技术推广为内容的标准
化种植体系已覆盖到全
国各地。

2023 年 ，合 作 社 生
产火龙果超 500 吨、收
入超 700 万元，不仅为
周 边 近 30 名 农 民 提 供
了就业岗位，保证了他
们 总 计 60 多 万 元 的 工
资收入，也为田东村提
供 了 土 地 流 转 收 入 超
20 万元。

杨陵区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张海峰说，经过
多年发展，目前杨陵全
区 火 龙 果 种 植 面 积 超
300 亩，以品种培育、种
植示范、产品研发为一
体的规范化、现代化北
方 设 施 火 龙 果 高 新 技
术示范基地，不仅带动
了 当 地 新 的 产 业 类 别
形成，更成为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有效抓手。

近年来，随着热带水
果种植技术日臻成熟和
设施农业生产方式更新
换代，将南方水果种质
资源优势和北方地区种
植条件相结合的“南果
北种”，在全国呈范围扩
大之势。

陕西省果业中心主
任赵广柱表示，在科研
专 家 和 职 业 农 民 共 同
努力下，甘蔗、木瓜、凤
梨、蓝莓等水果在陕西
关中地区引种成功，一
些 品 种 还 实 现 了 规 模
化 生 产 。 这 使 他 们 对
于打造品种多元、品质
更 佳 的 现 代 果 业 体 系
更具信心。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