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数量遗传创新研究组与墨
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合作，
借助高通量测序技术与全球气象环
境因子系统解析近千份玉米基因
组，揭示玉米在进化和传播过程中
的自然选择与适应的生物学过程。
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分子生
态学》上。

9000年前玉米起源于墨西哥南
部，在美洲大陆传播后被哥伦布带
回欧洲，之后传遍世界，成为人类的

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传播过程
中，经历不同温度、热辐射、降雨量
等气候环境的筛选，玉米仍旧“幸
存”。然而研究表明，全球变暖将导
致玉米大幅减产，2050年其全球产
量可能缩减25%，对其遗传多样性
的保持带来巨大压力。

研究人员利用特征值全基因
组关联分析，对来自20个国家的
1143份大刍草、热带玉米地方品
种、热带玉米自交系和温带玉米自
交系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了13

个受选择的基因组区间，其中10个
区间为首次发现；结合7个气象环
境因子，环境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结
果表明，其中2个区间与环境变化
相关。

研究还提出了玉米的多基因
适应模型，丰富了环境变化对玉
米适应性影响的理解。利用该模
型能更好地鉴定适应性位点和预
测表型变异，对于解析作物适应
性的遗传基础、开发广适新品种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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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苹果产业科
技发展论坛暨中国苹果产业
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7
月 22-23日在山东省龙口市
举行。

据悉，此次以苹果科技为
特色的论坛，每两年举行一
次，现已成为业界最具影响力
的科技盛会之一。论坛安排
了苹果育种、生产、加工、质量
安全、数据资源体系建设多个
主题的演讲和报告及一系列
精彩的产业科技交流。

中国苹果产业协会会长
杨易表示，我国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苹
果产业一头连着千万果农，一
头连着亿万消费者。充分发
挥科技手段的作用是发展现
代果业的重要任务。重要的
是，我国苹果产业正承担着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任
务。特别是在贫困发生率高、
程度深的西北地区以及一些
革命老区，地方政府和老百姓
对发展苹果产业，脱贫奔小康
有着很高的期待。

杨易认为，当前，我国苹

果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
键节点，大而不强、多而不优
问题突出，小农经济框架下，
齐头并进提升技术水平和质
量标准的挑战依然很大。年
度内、年度间的价格波动也
比较剧烈。今年的苹果价格
问题还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
高度关注。要按照中央要
求，各地要保持战略定力办
好事，推动我国苹果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

因此，对苹果产业来讲，
在国际竞争格局、国内战略布
局和产业发展变局共同叠加
交织的当前，迫切需要政府部
门、科学家、企业家以及各类
协会社团组织，在努力低头
“拉车”的同时，抬头看路，同
坐一起聚力谋发展。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会长
鲁芳校透露，国家有关部门将
在企业流通环节启动减免税
金的方案，这对业界是一大利
好信息。

科技部农村司原巡视员
王喆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和
原始创新，加快搭建各类科研

平台，突出优势特色产业，培
育壮大乡村主导产业。

西北大学食品学院院长
岳田利教授介绍了突破苹果
加工全产业链安全识别控制
关键技术，构筑苹果全供应
链安全保护屏障，为优化苹
果加工技术提供强大的理论
支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
学院博士高振鹏深入剖析了
低醇苹果酒、低醇起泡苹果酒
及功能化益生菌发酵苹果汁
的菌种选育、苹果品种优化及
关键技术突破等问题，开发出
系列苹果发酵功能新产品。

同时，以信息科技、生物
科技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
新和发展日新月异，新旧动能
转换正在催生苹果产业新一
轮变革。期货市场的发展，
生鲜水果新零售的创新，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
块链技术的应用，农业社会
化服务业的兴起，我国苹果产
业高质量发展迎来前所未有
的机遇。

（报摘）

7月25日，天津市大良镇
田水铺村村民时更生正在做
萝卜种植前的土壤处理工
序。4斤复合菌剂、20斤麦
麸、80斤营养土，时更生将其
混合后，撒在地里，然后用机
械翻地，铺上地膜，利用高温
进行土壤消毒20天后就可以
种植萝卜了。虽然萝卜还没
种植，可时更生却对今年的
收成充满信心。

田水铺萝卜和沙窝萝卜
一样，都内植着天津“卫青”
萝卜的基因，流淌着“卫青”
萝卜的血液。田水铺村种植
青萝卜已经有 30余年的历
史，品种几经更新换代，如今
变成了“七星”水果萝卜。从
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种植萝
卜的时更生信心来自哪儿？
“关键就是用了复合菌剂做
土壤处理。去年，作为天津
市蔬菜产业技术体系（武清）
试验站的试验点，我尝试用
天津农学院研发的复合菌剂
和高温土壤生态消毒技术，
结果萝卜的个头大、品相好，
病虫害更是少有发生，亩产
提高了2000斤。”时更生说，
村里的萝卜种植户看到了效
果，今年有十几户加入了示
范行列。

如何才能减少农药使用
量？如何才能提高果蔬品
质？天津市蔬菜产业技术体
系植物保护岗位专家、天津
农学院园艺园林学院教授王
远宏告诉记者，耕作质量受
土壤中微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三年前，天津农学院开始
有针对性的筛选微生物，研究
应用复合菌剂的绿色防控技
术。“复合菌剂要具备耐高温
和免疫力强的优点，所以在实
验中最终定位芽孢菌和曲霉
菌。芽孢菌耐高温，曲霉菌不
仅耐高温，且能够分解有机
质，促进植株吸收。在实验中
证明，两种菌混合使用明显
比单一使用效果好，能达到
复合增效的目的。”

去年，田水铺村村民任
晓东也参加了试验。他说：
“因为常年重茬种植萝卜，所
以黑根病非常普遍，已经成
为萝卜主要病害之一，导致
萝卜长势弱、形态差、品质
差，采后储藏难。”作为试验
点，任晓东在日常管理中明
显感觉到黑根病发生率大幅
降低，而且线虫病害也得到
控制。

2018年 试 验 点 数 据 显
示：田间施用复合菌剂，经翻
耕、覆膜20天后线播萝卜种
子，黑根病最终防治效果为
84.97%，以往常年发生的线
虫病害也基本不再发生，防
效持续时间较长，表现出了
优良的防治效果。同时，萝
卜平均亩增产1800斤，萝卜
生长匀称，一致性好，亩增收
3000元左右。

王远宏介绍，团队得出
的结论是：充分利用农户7-8
月间土地休闲期和气温高温
自然条件，结合当地种植习
惯，将耐高温菌剂和有机肥
一起施用于田间，土壤消毒
不使用任何化学药剂，后期
防治喷施1~2次绿色化学农
药即可达到全程防控目的。
这一措施可以大幅降低土壤
有害物质、病虫基数，后期土
壤有益菌群上升，有利于萝
卜生长代谢和养分储存。

该套集成技术也可以在
黄瓜、西瓜、甜瓜、草莓、番茄
上应用，对病害防治效果也
非常显著，可在推广应用上
也有难处。王远宏解释到，
目前示范点所用的菌剂都是
实验室小规模发酵出来的，
生产周期长、不利于大规模
示范推广。同时，复合菌剂
还需做成其他剂型，因地制
宜，改善应用方式单一的问
题。今后的研究重点是提高
真菌固体发酵生产能力，方
便剂型使用，为未来大面积
推广应用提供基础。

（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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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菌“养”土
水果萝卜远离病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