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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技术】

我国春小麦育种取得多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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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来到位于铜陵市郊区陈瑶湖镇

花园村的凌家花园家庭农场，在其育秧大棚

内，全自动喷洒装置正在不停运转，细密的水

珠从喷头均匀地喷洒出来，喷头下，一盘盘绿

油油的再生稻秧苗长势喜人。

“今年，我们家庭农场首次试种 100亩

再生稻，眼下这些秧苗都已长好，这两天正

忙着插秧呢。”在该家庭农场负责人凌大玉

的指引下，笔者看到不远处两台插秧机正

在水田里来回穿梭，一株株秧苗从插秧机

苗盘上依次滑落，稳稳地插入田中。插秧

机过后，一排排整齐嫩绿的秧苗在稻田里

随风摇曳。

凌大玉介绍，他种田已有30余年，机械化

种植水稻也有8年时间，“机械化插秧省工、省

时又省力，我们两台机械两天就能种完100亩

再生稻。”

提及为何要种植再生稻，凌大玉坦言，再

生稻是在收获一季稻后，利用水稻的再生特

性，让稻桩再次发芽和抽穗，短时间内再收获

一季稻的高效稻。

“经过前期考察，再生稻的二茬产量虽然

略低，但是生长期间施肥少，总体上看具有省

种、省肥、省工等优点，所以我今年开展试

种。如果效果好，明年将会扩大种植面积，同

时也会将经验分享给周边的农户。”凌大玉告

诉笔者。

凌大玉家庭农场所在的陈瑶湖镇是省产

业集群（糯米精深加工）专业镇、省现代农业产业园、省粮食

加工业示范基地，全镇耕地面积5.6万亩，水稻种植面积

5.14万亩。

“我们选取种粮大户开展示范，将机插秧、再生稻种植

相结合，以新技术、新品种的应用助力农业提效、保障粮食

增收。”陈瑶湖镇农机推广站站长赵学正表示，该镇将持续

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将其与新品种、新模式的推广相结

合，带动更多大户科技种粮，实现丰产丰收。

（刘洋 陈磊）

我国首个龙井茶
国家标准样品发布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4月15日在杭州发布了“龙井茶感

官分级标准样品”，它是我国首个龙井茶国家标准样品，从

此龙井茶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品控标准。

龙井茶国家标准样品研制从启动到批准，历时整整

8年。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向全国标准样品技术委员会

提出了龙井茶国家标准样品的研制申请，获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批准立项。研制团队严格按照GB/T15000

《标准样品工作导则》系列国家标准的要求，获得均匀

性、稳定性良好，特性值符合GB/T18650《地理标志产品

龙井茶》的国家标准样品，于去年5月13日通过全国标

准样品技术委员会审定。今年3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批准了该

标准样品。

本次公布的龙井茶国家标准样品共有6个等级，从低

端到高端，分别设立五级、四级、三级、二级、一级、特级，龙

井茶国家标准样品均为机器炒制的龙井茶，但从外观颜色

区分，嫩绿或糙米色为上等，黄绿色为最低端。 （安轩）

“机械化种植马铃薯，间隔合理、养

分均衡，苗出得又齐又壮。”近日，在蒙城

县岳坊镇胡寨村马铃薯种植基地，种植

户刘立想看着一垄垄长势良好的马铃薯

幼苗，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施肥、播种、起垄、喷药、滴灌、覆膜一

体成型，1个小时就能播种4亩多马铃薯，

效率是人工的20多倍，同时能够做到精量

播种，提高播种质量。”刘立想告诉笔者，今

年春耕使用了新型马铃薯种植机，他家300

多亩马铃薯播种时间缩短了一半。

在蒙城县春耕现场，不仅有农机具

升级带来的效率和质量提升，还有智能

科技前来助力，一台台安装了北斗导航

的大型农机摇身一变成为无人驾驶的

“播种神器”，让农民轻松种地的同时，实

现农业生产节本增效。

“像这台安装了北斗辅助导航驾驶

系统的拖拉机，只需在显示屏上设定好

耕作路线和地块数据，再将马铃薯种放

置在种植机里，就可以实现自动驾驶、精

量播种。”蒙城县农业机械事业发展中心

办公室主任陈明表示。

近年来，随着高效智能的农业机械

广泛投入农业生产，科技已成为农业农

村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新质生产力

全面赋能春耕备耕。今春，蒙城县1万多

亩马铃薯春茬种植实现全程机械化，提

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节省了生产成本。

“今年，我们争取到上级农机补贴财

政资金1.2亿元，同时精准实施购机政策，

积极推广大型复式智能高效新机具、新产

品、新技术，鼓励本地农机装备制造企业

加大技术引进和关键环节装备研发。”蒙

城县农业机械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毕正林

告诉记者，随着科技加持，农民从会种地

到“慧”种地，实现数字农业技术覆盖农作

物耕、种、管、收各个环节，为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注入新动能。 （任雷代慧康）

马铃薯“播种神器”省时省力

大棚樱桃病虫害防治方法
大棚樱桃生长环境相对封闭，通风

透光条件差，容易感染花腐病、灰霉病、
褐斑穿孔病等病害；另外，介壳虫、食现
虫、叶螨等虫害也经常发生，特别是食心
类害虫，如不提前预防，等到发现时已钻
入花器内部蛀食子房，而此时正值花期，
棚内放蜂授粉，无法进行药剂防治，因此
会造成很大损失。

防治大棚樱桃病虫害首先要加强温、
湿度调控，防止空气湿度过高，经常通风
换气，改善生存环境，防止病菌滋生。

其次，在大樱桃生长的不同物候期，
杀菌剂与杀虫剂科学混配防治，具体做
法是：萌芽期彻底清园，打好基础，在芽
露红头时用戊唑醇+代森锰锌+哒螨灵+
杀扑磷矿物油按药品说明推荐剂量兑水
混配，全园喷雾，务必均匀细致，不留死
角。芽露青时，用复配型杀菌剂+杀卵能
力强的杀虫剂，预防褐斑穿孔病和食心

虫，还可添加补硼的叶面肥，壮蕾孕花。
棚内有少量开花时，喷一遍腐酶剂，

预防灰霉病，添加壳聚糖或海藻酸等优
质叶面肥，提高座果率。谢花后，喷腐霉
利+百泰+劲彪（高效氯氟氰菊酯），添加
壳聚糖或海藻酸等优质叶面肥，提高座
果率。幼果期，再喷泰+壳聚糖或海藻
酸优质叶面肥，减轻生理落果。采果
后，补喷一次保护性杀菌剂，如甲托或大
生防止落叶，添加高磷的叶面肥，促进花
芽分化。 （赵磊）

农业“芯片”培育忙

4月21日，淮北

市濉溪县百善镇道

口村内的柳丰种业

试验田里，农业科研

人员正在对小麦良

种进行授粉杂交。

近年来，濉溪县紧紧

围绕做好农作物优

良品种“育、繁、推”

关键环节，攥紧农业

“芯片”，加快国家

制种大县奖励项目

建设，已培育种业企

业 19 家，育成农作

物新品种 45 个，其

中 20 个通过省级以

上新品种认定，制种

面积达 52 万亩，良

种覆盖率 100%，自

主选育品种种植面

积占比超过95%。

李鑫 摄

笔者近日从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研究所获悉，由该所和中国农业

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共同承担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研发项目“利用

新型生物技术改良宁夏小麦白粉病

抗性与品质研究”取得多项突破，获

得了一批农艺性状优良、白粉病免疫

和条锈病高抗的小麦新品系；进一步培育

出高抗白粉病和条锈病新品种“宁春 66

号”和高产优质新品种“宁春 63 号”。其

中，“宁春 63号”新品种已经通过国家初步

审定。

据悉，此项研究在国内首次创制了两类小

麦——高大山羊草染色体臂发生重组的新材

料，成功将高大山羊草中携带的优质高分子

量麦谷蛋白亚基和低分子量麦谷蛋白亚基分

别转入小麦中，获得一批农艺性状优良的新

材料。面包烘烤品质测定发现，新材料面包

体积增大，细腻程度更好，对面包品质改良效

果明显。

构建了小麦高效转化技术体系，尤其成

功转化了“宁春4号”等遗传转化率低的顽拗

型小麦品种，突破了小麦遗传转化中对基因

型的依赖性难题。项目还通过基因编辑首次

创制了新型小麦单倍体诱导系，实现了小麦

单倍体植株可视化鉴定，提高了小麦

单倍体育种效率。

此外，双方科研人员利用分子标记

和回交育种策略，将源自簇毛麦中的

Pm21抗白粉病基因转入了“宁春4号”

“宁春47号”和“宁春50号”的遗传背

景中，获得了一批农艺性状优良、白粉

病免疫和条锈病高抗的小麦新品系，进一步

培育出高抗白粉病和条锈病新品种“宁春66

号”和高产优质新品种“宁春63号”，在宁夏灌

区及内蒙古、新疆和甘肃等周边春麦区具有

较大推广前景。

（林新）

获得了一批农艺性状优良、白粉病免疫和条锈病高抗的小麦新品系
培育出高抗白粉病和条锈病新品种“宁春66号”和高产优质新品种“宁春63号”
首次创制了新型小麦单倍体诱导系，提高了小麦单倍体育种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