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农作物在田间生长期间，
由于温度、降水等环境因素复
杂多变，加之土壤污染具有一
定复杂性，有时采取单一的措
施可能难以保障治理效果。因
此，需要结合土壤污染类型、污
染程度，集成优化物理、化学、
生物等技术措施，构建适合当
地实际情况的农田安全利用技
术模式。

1.农艺调控：“VIP”安
全利用技术

“经过多年试点试验，我国
在污染农田安全利用技术上取
得了突破，其中以‘VIP’为代表
的稻田安全利用综合技术已比
较成熟，可以有效实现轻中度
污染稻田的安全利用，目前已
在多地开展示范推广。”中国科
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
究员黄道友所提到的“VIP”安
全利用技术，就是以筛选和推
广污染物低积累水稻品种（Va?
riety）为核心，在水稻生长季节
通过科学管理水分（Irrigation），
施用石灰等碱性物质调节土壤
酸碱度（pH值），来降低土壤污
染物活性、阻止或减少水稻对
污染物的吸收，使得生产出来
的大米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有关
标准。近年有万亩实验田数据
表明，与对照组相比，采取了此
项技术的早稻和晚稻达标率均
大幅提高，平均达标率在95%
以上。

“‘VIP’安全利用技术克服
了单一技术在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效果偏
低，以及可能影响正常农作物
种植的缺点，将安全利用技术
与农民的日常耕作有机结合，
实现了边生产边安全利用的目
的。”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
学院教授苏德纯说，目前有研
究将“VIP”安全利用技术与施
用土壤调理剂、有机肥等措施
联合使用，效

果较好。不过，应注意遵
循大面积施用、衔接农时、经济
高效、科学规范等基本原则，避
免大幅增加农民生产成本和劳
动力成本。

2.辨证施治：土壤调
理剂

土壤调理剂是一种用于改
良土壤性质，使其更适宜于农
作物生长的物料，其原料可能
由一种或多种物料组成。“在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中使用的土壤
调理剂与常规土壤调理剂不
同，前者可以降低污染物对农
作物的危害，并阻止污染物进
入农产品。”农业农村部环境保
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徐应明
说，“这种方法成本较低，操作
简便，较少影响农业生产，适用
范围广，可以实现土壤污染物
的定向调控。”实验数据表明，
早稻和晚稻在施用土壤调理剂
后，稻米中污染物含量降幅达
到了50%以上。

“土壤调理剂的效果受土
壤中污染物种类和污染水平的
影响显著，使用土壤调理剂时，
需要建立在完善的试验示范基
础之上，千万不能盲目使用。”
徐应明表示，在大面积应用前，
一是要正确选择土壤调理剂的
种类，精准把握施用剂量；二是
要避免给耕地土壤带来二次污
染，或对土壤理化性质及环境
质量等带来不利影响；三是要
做好跟踪复查，评估土壤调理
剂的长期效应与可能产生的负
面影响。

当前对土壤调理剂的研
发，正朝着功能多样性方向发
展。新型的土壤调理剂，既能
降低土壤中污染物的活性，又
能提高作物产量。值得注意的
是，土壤调理剂种类繁多，效果
差异较大，相关部门应按照相
关规范和要求，加强市场监管。

3.双高模式：稻田“莲
鱼共养”

“莲鱼共养”不仅给种植结
构调整提供了新思路，从实践
来看，还是生态经济效益、农民
积极性“双高”模式。近年一家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与周边农户
采用“莲鱼共养”模式，年产值
150多万元，农民收入同比往年

提高40%。荷田不仅产莲子，
还盛产藕尖，除去养殖收益外，
一亩荷田光莲子和藕尖收益达
3400元。

如果土壤重金属超标，会
不会造成稻田改造后藕池水质
下降呢？湖南农科院研究员纪
雄辉长期监测发现水质没有问
题，“土壤本身能够释放到水中
的重金属比例很低，而且常年
处于淹水状态下，土壤重金属
活性下降，能释放的比例进一
步降低。根据我们监测，水质
完全符合养殖标准。”

“莲鱼共养”模式还为当地
创新了经营方式，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项目积极发展休闲农
业，集中连片的荷花基地是乡
村休闲旅游的好去处，全村顺
势而为打造特色农产品、农家
乐餐饮及乡村民宿，形成知名
地域品牌。

“莲鱼共养”需要坚持政府
引导、市场主导，因地制宜调整
种植结构，鼓励经营主体根据
区位优势、地形部位和水源条
件，改对抗性种植为适应性种
植，加强技术支撑，探索出城郊
特色农业、水旱轮作、稻田综合
种养等结构调整绿色、高质、高
效模式。

4.物理稀释：深翻耕法

深翻耕不仅可以松土、混
土、碎土，加厚耕层，增强土壤
透气性和透水性，促进农作物
根系发育，还可以将污染物含
量较高的耕地表层土壤与下层
洁净土壤充分混合，稀释耕层
土壤污染物含量，减少农作物
对污染物的吸收。

“实施时间一般为冬闲或
春耕翻地时，无需占用农时。
实施周期则需要因地制宜，对
于稻田等不适用于连续两年深
翻。同时，在不损坏犁底层的
前提下，深翻耕土壤深度一般
在25厘米以上。”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研究员邹国元表示，由于
土壤有机质与养分多集中在耕
地表层，深翻耕会降低表层土
中有机质和养分含量，随后应
配套施肥。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
中心研究员陈卫平认为，深翻
耕可与土壤调理剂等其他安全
利用技术在同一时段使用。
深翻耕需要通过农技人员操
作深翻耕机械来完成，对作业
人员的技术性要求较高，而且
还需要熟悉当地土壤环境状
况的工作人员或农户在一旁
指导，防止深翻耕过度破坏犁
底层。他建议，深翻耕一般由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统一安排，
集中开展作业，这样既能保证
技术的到位率，也能减轻农民
的耕作负担。

实践证明，对污染稻田进
行深翻耕后，耕层土壤中重金
属含量明显下降，较浅耕土壤
中含量平均下降10%以上，且
土壤耕层厚度平均增加 25%
以上。

5.原生态法：植物修复
技术

植物修复是利用植物固
定、提取、挥发或降解土壤中污
染物技术的总称。对于受重金
属污染的土壤，植物提取是目
前主要采用的植物修复方式，
具体是利用超富集植物即一类
能主动从土壤中过量吸收重金
属的植物，比如常用的超富集
植物包括印度芥菜等芸薹属植
物、蜈蚣草、东南景天、龙葵
等。这些平时不起眼的植物可
以生长在重金属污染的土地
上，扮演着“清道夫”角色，更接
近“原生态治疗”方法。

据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
研监测所研究员孙约兵介绍，
应选择合适的栽培措施，包括
育苗、翻耕、种植密度、除草、间
套作、刈割等。根据植物的特
点与当地气候结合做到科学种
植，才能提高污染土壤的修复
效率。近年来，在多地土壤重
金属污染修复的实践已经形成
了蜈蚣草—桑树间作、蜈蚣草
—甘蔗间作、东南景天—玉米
套种等多种模式，既能利用超
富集植物去除土壤中的重金
属，同时又能促进农作物的生
长和保障农产品重金属含量符

合标准，达到农产品质量安全
要求，实现边生产、边修复、边
增效目的。

下一步筛选或培育生长周
期短、生物量大和适应性强的
高效超积累植物。另外，对植
物富集后的生物量的处理还没
有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如处
理不当，存在污染物通过“植物
—动物”食物链进入自然界的
可能。

6.严格管控：种植结构
调整

对于重度污染耕地土壤，
深翻耕、植物修复等措施难以
达到效果，可以通过调整种植
结构来管控风险。南京大学教
授周东美认为，种植结构调整
并不是简单的不种了，而是经
综合考量土壤污染状况和农
作物特性等因素，将不宜种植
的食用类农作物调整为其他
作物。

周东美认为，受污染耕地
种植结构调整的适用情况应遵
循“一条底线、两个兼顾、三大
对策和四项原则”原则。“一条
底线”是指要保证国家粮食安
全和耕地安全的底线；“两个兼
顾”是指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三大对策”是指调优、调制和调
布局；“四项原则”则是产供平衡
原则、市场适应原则、效益至上
原则和因地制宜原则。需要充
分考虑当地实情及上下游产业
状况，切忌“一窝蜂”盲调。

种植结构调整的方法主要
有粮食作物（水稻改种为玉米、
马铃薯、红薯）、粮油作物（水稻
改种为葵花、芝麻）、粮经作物
（水稻改种为棉花、蚕桑、麻类、
花卉苗木）之间的调整。我国
南方丝蚕产业较为发达，可将
水稻产地利用桑树替代种植，
既改善生态环境，又保障农民
增收。

周东美表示，种植结构调
整以后，还需要做好后续管理，
加强对调整区域的跟踪调查，
验证调整方法的有效性。

（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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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本报讯 日前，拜耳公司公
布了拜耳作物科学事业部（以
下简称拜耳）产品研发线和专
项研发线的相关进展。其中，
一种全新的除草剂分子受到
瞩目。

据悉，这是30年来首款新
型大田苗后除草作用方式。多
重杂草控制作用方式，对管理
除草剂抗性和促使形成免耕农
业等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实

践，具有重要意义。
发现新除草剂作用方式是

一项行业挑战。拜耳经过持续
投入，运用领先的化合物库和先
进的筛选能力，取得了突破。目
前，这种分子正处于早期研发第
2阶段。早期研发表明，该分子
能有效控制主要杂草。

拜耳此前承诺，在今后十
年内投资约50亿欧元研发多种
杂草对抗方法。与该化合物的

研发密切相关的是一项与其对
应的抗除草剂生物技术性状研
发项目，初步方向目前正在评
估中。

据悉，2019年，拜耳产品研
发线取得逾55项主要项目和配
方进展，为全球种植者提供450
多种全新玉米、大豆、棉花和蔬
菜商业杂交品种及新品种。拜
耳作物科学年度研发投资达23
亿欧元。 （科学网）

据“医学新闻简报”（MedicalNews
Bulletin）网站报道，美国宾西法尼亚的科
学家得出结论称，被认为吃了易发胖的
土豆事实上能改善人体健康指标。

专家进行了实验，将志愿者分成两
组，四周内，第一组只吃米饭在内去谷皮
的谷物，第二组吃蒸熟或烤熟的土豆。

实验结束后，科学家衡量了志愿者
的心脏代谢风险，为他们测量血糖、胆固
醇、血清胰岛素和血压。

结果发现，吃土豆的志愿者各项数
据指标比吃谷物的小组好。 （辑）

拜耳研发一种全新除草剂分子 科学家发现土豆有益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