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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走进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郑

店街的莲藕育种基地，常能碰到一位在试验

田忙碌的人：头戴草帽、面庞黝黑，裤腿和鞋

子上总是沾着泥巴。他就是我国莲藕育种专

家、武汉市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柯

卫东。

40年来，柯卫东潜心莲藕等水生蔬菜资

源及育种，他带领团队收集保存水生蔬菜种

质资源3000余份，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水

生蔬菜种质基因库；选育莲藕等水生蔬菜新

品种30多个，其中莲藕品种近20个，新品种

全国种植覆盖率达85％以上，近10年累计推

广4000万亩以上，取得社会经济效益2000亿

元以上，显著促进我国莲藕等水生蔬菜产业

发展。

“这是我们培育的莲藕新品种‘香粉’，煨

汤非常粉，口感味道像板栗，亩产可达 4000

斤，是莲藕新品种中的一绝。”柯卫东说，食

用体验关乎一个品种的成败。种子是农业

的“芯片”。在柯卫东看来，农作物种质资源

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也是开展育种工作的物

质基础，没有好的种质资源，就不可能育成

好品种。

每年3至5月是莲藕起种季，柯卫东都要

带领团队开展紧张的资源鉴定评价和选种工

作；6 到 9 月顶着高温酷暑，进行杂交育种和

田间试验。其他时间则要到各大莲藕产区调

研品种应用情况。

一个新品种的诞生至少要花 6 到 8 年时

间。四十年如一日，柯卫东就是这样与莲藕

“泡”在一起。

依托国家水生蔬菜种质资源圃（武汉）的

丰富种质资源，他带领团队选育鄂莲系列莲

藕新品种17个。新品种入泥浅、易采挖，品质

优，产量比传统品种增产30%到50%。

“现在鄂莲系列莲藕新品种通过配套栽

培技术，可使我国消费者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新鲜莲藕。”柯卫东自豪地说。

“他常到田里来，问我们什么藕好卖，教

我们怎样种好藕。”武汉市金水祺良农副产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吴近货与柯卫东相识 20 多

年，“只要他研究出了新品种新技术，我就来

试种。”

提高产量，取得好收成，除良种外，还得

有科学种植方法。“去年，在10亩田中对传统

藕种与莲藕种子做种对比试验。”吴近货说，

结果显示，每亩播种4两莲子的田块与每亩种

植600斤传统藕种的田块所产莲藕产量相当。

作为农业农村部、科技部水生蔬菜国家

重大科研项目首席专家，柯卫东坚持把“论文

写在大地上，成果走进百姓家”。40年来，他

和同事们一起“走南闯北”，为农民推广莲藕

等水生蔬菜新品种，传授新技术。

今年3月初，在武汉市新洲区涨渡湖合作

社莲藕种植基地，工人们采收柯卫东选育的

莲藕新品种“大白胖”莲藕后，种植户熊任权

看到“大白胖”莲藕产量高、商品性好、亩产商

品藕4000斤，第一时间给“幕后功臣”柯卫东

打电话，报告喜讯。

近年来，柯卫东不仅带领育种团队，还组

织湖北省内栽培、植保、机械、加工专家团队，

到洪湖、汉川、蔡甸、嘉鱼、江夏、仙桃等莲藕

主产区开展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为湖北莲藕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据《科技日报》）
【科学家面对面 】

柯卫东：潜心育藕四十载

笔者10月17日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

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空天院”）获悉，我国“宏

图一号”商业遥感卫星搭载的、空天院研制的

合成孔径雷达（SAR）系统，在国际上首次获得

星载单航过多基线干涉SAR高精度地形测绘

数据产品。这标志着我国首个多基线干涉

SAR全球测绘系统成功在轨应用。

今年3月30日，“宏图一号”商业遥感卫星

成功发射，其SAR系统由“一主三辅”4颗卫星

形成车轮式干涉编队。空天院全面承担了

SAR载荷系统设计开发与工程研制，突破了多

星编队基线设计与优化、多星系统协同工作、

空间多基线联合高程测量及多基三维成像等

多项关键核心技术，系统最高分辨率优于0.5

米，具备1∶5万比例尺测绘能力。

据星载SAR团队总师介绍，多基线干涉

SAR是在多个卫星构成编队的基础上，利用多

个卫星之间的位置多样性信息，协同工作提升

高程测绘的精度和效率。该系统一次飞越可

获取4组观测数据、6条有效测绘基线，通过空

间多基线干涉数据联合处理，有效解决陡坡、

断崖等各种复杂地形区域高精度高程重建难

题，大幅提升高程测量精度和测绘效率。

相较传统双星编队干涉测量系统，该系统

完成了全球高精度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

获取，时间可由3—4年提升到1年左右。同

时，该系统将建成最高优于10米网格的全球高

精度数字高程数据库，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

提供高精度地理信息服务。

据悉，“一主三辅”多基线编队卫星的成功

发射和在轨应用为我国后续高精度、高效干涉

SAR卫星的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轻小

型、低成本SAR卫星应用前景广阔，在城市地

质灾害监测、海洋监测、洪涝灾害监测、地表沉

降监测等方面具备极大优势，可极大满足SAR

卫星商业应用的市场需求。

（陆成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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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 10 月 16 日从中国散裂中子源

（CSNS）获悉，CSNS探测器团队利用自主

研制的磁控溅射大面积镀硼专用装置，近日

成功制备出满足中子探测器需求的高性能

大面积碳化硼薄膜样品，单片面积达到

1500毫米×500毫米，薄膜厚度1微米，全

尺寸范围内厚度均匀性优于±1.32%，是目

前国际上用于中子探测的最大面积的碳化

硼薄膜。

基于硼转换的中子探测器因其优异的

性能已成为当前国际上研究的热点，随着

CSNS二期工程即将启动，拟建的中子谱仪

对大面积、高效率、位置灵敏的新型中子探

测器需求紧迫。如何制备出高性能中子转

换碳化硼薄膜是其中最核心的技术，目前也

只有美国、欧洲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掌握了

该项技术。2016年，在核探测与核电子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持下，CSNS探测器团

队与同济大学朱京涛教授合作，开始研制一

台磁控溅射大面积镀硼专用装置，镀膜厚度

范围为0.01—5微米，同时支持单、双面镀

膜，支持射频和直流镀膜。2021年6月，该

装置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

据了解，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和工艺试

制，团队利用该装置制备了多种规格的碳化

硼薄膜，并成功应用于CSNS多台中子谱仪

上的陶瓷GEM中子探测器，实现了中子探

测器关键技术和器件的国产化，为接下来研

制更大面积的高性能新型中子探测器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龙跃梅 张玮）

高性能大面积碳化硼薄膜研制成功

10月15日笔者获悉，南京工业

大学（以下简称南工大）郭凯教授团

队近日与连云港杜钟新奥神氨纶有

限公司、苏美达轻纺国际集团携手设

计并开发出全新生物基氨纶材料，该

材料各项性能达到优等品级。项目

还开发形成了三个牌号的生物基氨

纶新品种，相关产品的新结构已获授

权国内外发明专利保护。

纺织服装行业素有“无氨不成

布”的说法。氨纶被誉为纺织品中

的“味精”，全球含有氨纶纤维的纺

织品产值每年超过3300亿元。

郭凯介绍，与常规氨纶相比，生

物基氨纶取代不可再生的石油基原

料，采用可再生的生物质为原材料，

具有环境友好、原料可再生、生产碳

足迹少、可降解等优势，是国际纺织

材料领域的重点在研产品。然而，

现有的美国和韩国同类产品价格极

高，生物碳含量低于40%。

“常规的制备生物基氨纶的思

路是以生物基的聚四氢呋喃来制

备，其工艺路线长，产品成本高。我

们利用全新的生物基原料和氨纶制

备思路，经过分子结构设计和聚合

工艺改造后，让生物基氨纶保持了

与传统莱卡纤维相同的性能参数，

生物碳含量达76%以上。”该项目团

队成员、南工大教授孙戒介绍，氨纶

纤维对纺丝原料和产品性能的要求

极为苛刻，纺丝原液黏度要适中，所

纺出来的纤维在伸长率、回复率、张

度、张力衰减率等方面均要达标。

研究团队经过近5年的联合攻关，

数百次调整实验方案、技术配方、工

艺路线，才开发出这款生物基氨纶

新材料。

郭凯介绍，为了进一步加快生

物基氨纶产品工业化进度并加大市

场推广力度，团队日前联合连云港

杜钟新奥神氨纶公司、苏美达轻纺

国际集团和南京先进生物材料与过

程装备研究院，正在就“生物基氨纶

研发、工业化及推广”项目进行进一

步合作。 （金凤 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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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矿山救援技术竞赛的参赛队员在安徽省淮南市进行呼吸器操作竞赛。当日，第十二届全国矿山救援技术

竞赛在淮南市举办。全国26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相关中央企业共派出36支代表队400多名队员参赛。

竞赛期间，矿山组、隧道组参赛指战员将分别围绕理论考试、指挥员战术、模拟救灾、技术员技能、医疗急救、综合技

能、呼吸器操作7个项目和综合技能、医疗急救、小导硐救援通道作业3个项目展开角逐。 通讯员 胡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