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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构建我国构建““金字塔金字塔””式农业科学观测体系式农业科学观测体系
本报讯 近年来，农业农村

部加快推进农业基础性长期性
科技工作，构建农业科学观测体
系，分两批正式确定了100个国
家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围绕土
壤质量、农业环境、植物保护等
10个领域开展观测任务。目前，
已逐步构建起以农业科学观测
数据中心为“塔尖”、农业科学观
测实验站为“中坚”、农业生态环
境国控监测点为“塔基”的“金字
塔”式的工作体系，为农业领域
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研

发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
据悉，该体系依托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和相关技术机构等单位
建设，实行“系统布局、分类管理、
信息共享、动态调整”的运行机
制。其中，在全国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科学布设了4万多个
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国控监测
点，涵盖全部产粮大县和主要土
壤类型。100个国家农业科学观
测实验站，涉及到中央、省、地市
各层级的农业科研院校，持续开
展长期定位观测监测工作。11

个科学数据中心已积累了海量的
各类基础性数据和材料。

为进一步规范农业科学观
测工作，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国
家农业科学观测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该《办法》确定了科学
观测的工作功能定位、工作体
系、观测领域，明确了农业农村
部、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承建单
位、观测实验站在国家农业科学
观测工作中的职责，设置了数据
中心和观测实验站的遴选条件，
规定了建设和运行管理要求，强

化了分类评价的考核导向，进一
步规范农业科学观测工作的运
行管理。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围绕
科学问题、产业问题、方法问题加
强统筹谋划，进一步健全数据共
享应用、分类评价考核等机制，加
大基础条件建设的支持力度，加
快推进农业基础性长期性科技工
作，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
农村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据了解，我国自20世纪50
年代开展土壤肥力长期定位观

测工作以来，经过60多年的发
展，基础性、长期性科技工作在
南方红壤改良、草地贪夜蛾等重
大农业病虫害预警、小麦条锈病
有效防控及黄淮海区域中低产
田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塑造出令人钦佩的“祁阳站精
神”，涌现出刘更另、董玉琛等杰
出科学家代表，形成了一支“扎
根基层、服务三农”的农业科学
观测研究队伍，对推动我国农业
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南京农业大学日前发布了一项新
型冷杀菌保鲜包装技术，采用了先保鲜
包装后冷杀菌的方法，将食品放在低温
等离子电场中“过”一下，在保证生鲜高
品质的前提下，大大提高杀菌率和货架
保鲜期，该技术目前已经获得国内外发
明专利授权4项。

技术开发团队负责人、南京农业大
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章建浩表示，生鲜
肉、鲜切果蔬等荤素混搭的“生鲜调理食
品”因其新鲜方便、搭配合理，越来越受
“上班族”的喜爱，成了生鲜超市货架上的
“香饽饽”。但保鲜期短、缺少安全有效的

冷杀菌保鲜包装技术，以及二次污染等问
题成了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这套全新的保鲜包装技术采用的是
高压电场低温等离子体冷杀菌，与目前广
泛采用的热源等杀菌技术相比，杀菌过程
中温度不升高或升高很低，能量消耗少，既
能高效杀菌又保证了产品的色、香、味等。

章建浩教授介绍，团队最新开发的
低温等离子体冷杀菌核心技术装备与
MAP气调保鲜包装紧密结合，产生杀
菌作用的等离子体来源于包装内部气
体，食品通过生产线被输送到高压电场
“过”一下，利用食品周围介质产生光电

子、离子和自由基团，与微生物表面接
触导致其细胞被破坏，从而达到杀菌效
果；整个过程一改传统的先杀菌、再包
装，变为先包装、后杀菌，大大降低了包
装过程中的二次污染和化学残留。

章建浩介绍，团队通过实验证明，该
技术对大肠杆菌、沙门氏菌、李斯特菌等
常见的食品致病菌杀灭效果理想，并且能
大大提高食品的保鲜期。生菜的保质期
能从2~3天延长至8天以上，杀菌率超过
90%，降解农药51%以上，整个杀菌过程能
耗很低，30秒即可完成一次杀菌，非常适
合大规模自动化生产。 （科技日报）

在高压电场“过”一下 食品保鲜期延长 近日，国家柑橘黄龙病综
合防控协同创新联盟工作会议
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与广西创
新驱动专项协作会议在广西桂
林召开。2019年联盟科研开发
取得新突破，针对柑橘黄龙病
防控中关键技术难点，组织科
研力量在国际上首次观察到纯
黄龙病菌形态，改进了定量
PCR快速检测技术，初步建立
了田间速测技术，研发出木虱
抗性监测试剂盒和农药沉积利
用率方法等。

联盟理事长、西南大学学
术委员会主任周常勇介绍说，
自2017年6月成立以来，联盟
在黄龙病防控科研协作、面向
产业社会服务、构建国际合作
网络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
工作，推动了柑橘产业跃居国
内水果行业第一，有力支撑了
农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据悉，2019年联盟通过技
术示范、成果应用与推广，降低
了柑橘生产中的农药投入，各
项技术在柑橘优势产业带示范
推广50余万亩，示范区内黄龙
病发生率控制在2%以内。联
盟因地制宜构建了华南黄龙病
重度流行区、华东低度流行区、
四川宜宾屏山阻截带、非疫区
防控技术模式，并先后与广西、
云南、广东等地方政府签订120
余份科技合作或技术服务协
议。同时，在柑橘主产区举办
黄龙病防控等各类技术培训
110多场次，培训5.8万余人次。

会上，来自国家柑橘苗木
脱毒中心、广西特色作物研究
院、重庆绿康果业有限公司等5
家柑橘育苗行业代表发出倡
议：做好柑橘新品种保护利用，
尊重知识产权，遵守相关行业
准则；实施柑橘优质种苗行业自律，加强
优质种苗管理，开展优质种苗技术研发和
协同创新，实现柑橘苗木无毒化，生产规
范化，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
培育有知识产权、品种纯正、健康无病苗。

下一步，联盟将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等科研项目，重点推动湘西南黄龙病阻
截带建设，着力完善黄龙病分区治理技术
模式并大规模示范推广；构建完成挂靠于
全国农技中心的柑橘黄龙病和木虱监测
预警平台，提升全国柑橘产区黄龙病治理
能力；加强对育苗行业监管、建立信用评
价制度，适时启动优质苗工程，进一步完
善联盟内部建设与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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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个辣椒杂交品种“早丰1
号”，连续多年栽培面积占全省70%的
“苏蜜1号”西瓜，享誉华东的“苏椒5
号”辣椒、“春丰”甘蓝……近日，记者从
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江苏
农科院）获悉，该院蔬菜研究所（以下简
称蔬菜所），累计育成省级以上审鉴定
品种220个，蔬菜品种与技术覆盖全省
65个县市蔬菜主产区。

“新时代，饭碗里有饭了，还要有菜
才能吃得更好更香，吃得更有味道、更
加健康。”江苏农科院副院长孙洪武告
诉记者，消费需求迭代正在驱动蔬菜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格局发生新变化，
“一村一品、一乡一特、一县一业”让人
们的饭桌对新奇特异蔬菜品种有了更
多期待。

破解种子要靠“别人”的尴尬
近年来，我国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

3亿亩左右，年产量在7亿吨以上，年销
售量占世界总量的50%。作为蔬菜生产
与消费大省的江苏，2018年蔬菜播种面
积2136.7万亩，蔬菜总产量5625.1万吨。

过去，我国许多蔬菜品种都是从国
外引进，打破蔬菜种子种苗依靠“别人”
的尴尬局面，成为全国农业科研单位的
重要攻关任务。

针对华东和江苏市场的需求，蔬菜
所确立了育种主攻方向，重点开展辣
椒、番茄、茄子、西甜瓜等近30种蔬菜
作物的遗传育种、栽培技术研究及科技
服务工作。建所40年来，一大批优良
蔬菜成果和高效栽培技术，大大推动了

江苏乃至全国蔬菜产业的发展。该所
诞生了我国第一个辣椒杂交品种——
早丰1号；苏椒5号则备受种植者和消
费者追捧，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主栽品
种。近年来，科研人员加紧开展辣椒抗
疫病和病毒病候选基因克隆及功能验
证工作，为抗病育种加码助力。

作为我国最早开展番茄抗病育种
的单位之一，江苏农科院在上世纪70
年代牵头完成全国番茄病毒种类鉴定
及分布研究，随后成功育成苏抗1-9号
番茄，相关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等
多个奖项。

新型栽培模式告别靠天吃饭
在加强品种选育的同时，配套栽培

技术也成为研究热点。蔬菜栽培研究专
家沈善铜介绍，江苏农科院研发出江淮
地区大棚蔬菜高效栽培与综合利用、营
养液无土栽培等技术，在生产上得到广
泛推广。近年来，在蔬菜设施栽培、无土
栽培及设施农业规划设计、蔬菜高效精
准LED光质光谱研究及蔬菜超高产营养
机理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蔬菜种植有了科研助力，菜农再也
不用靠天吃饭。

“科技服务与科技创新是我们工作
的两大主线。2003年，蔬菜所成立了江
苏省江蔬种苗科技有限公司，2005年，
蔬菜所又在院知识产权平台上，以转让
品种权、合作开发等形式从事科技成果
转化，协助种子企业繁种与技术服务。”
蔬菜所所长王伟明介绍说。

成果转化是走向生产、服务生产的

必由之路。如今，蔬菜所已在苏州、宿
迁、无锡等地共建产业研究院5个，为地
方专项、特色蔬菜产业发展提供服务。

2018年1月，盐城响水县与江苏农
科院共同成立了江苏首家西蓝花产业
研究院，目前，已推广试种新品种60余
个，推广新技术8项，大大提高了西兰
花种植的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为响
水西兰花供应国内各地市场，输送海外
市场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持。

智能机械让种植省时省力
过去，科研人员为提高产量，在育

种技术上苦下功夫；如今，“省时”“省
力”成为了蔬菜培育的新命题。

“前几年国内蔬菜产业非常兴旺，
因为当时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如今人工
成本上涨后，竞争力大大降低。因此，
急需推广蔬菜产业的机械化与智能化，
研制出适合国内种植条件的农业机
械。”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所长张友军认为，江苏农科院在蔬菜产
业机械化方面已进行了有益探索与逐
步推广。

专家表示，蔬菜机械化水平是一
个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结合支撑。
经济适用的装备技术、完备先进的园
区规划、方便作业的棚室内设施结构、
简化规范的栽培技术、因地制宜的农
具选择、完整统一的质量作业要求等，
都是蔬菜产业实现机械化需要考虑的
问题。

2019年10月，江苏农科院装备所
承担的“设施蔬菜生产关键技术与装备
配套技术研发”通过验收。这一在淮安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实施的项目，让人
们感受在蔬菜培育中，机械化几乎贯穿
了全过程。 （科技日报）

新型栽培模式告别靠天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