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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技术】

育种改良技术助小麦抗“癌”
近日，在江苏扬州和南京召开的全国小麦

抗赤病育种工作推进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家小麦育种联合攻关首席专家许为钢透

露，我国已攻克了限制赤霉病抗性改良的关键

难点，且创造出一批高抗赤霉病、综合性状优

良的优异新种质，有效确保了小麦主产区对各

类气象灾害和病虫害的防范应对能力。

小麦赤霉病，又称小麦“癌症”、烂穗病。

2000年以来，我国有9年赤霉病发生面积超过

5000万亩。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录

祥研究员介绍，针对小麦赤霉病高发的现状，

我国成立了国家小麦育种攻关联合体，组织农

业科技人员，开展系统性研究，在赤霉病育种

改良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南京农业大学马正强教授介绍，Fhb1基因

具有抗扩展并降低籽粒中毒素积累效应。运

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方法，将Fhb1导入到

来自我国中感或高感赤霉病小麦品种中，可使

这些品种的抗扩展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中国农业大学倪中福介绍，在抗赤霉病品

种选育方面，黄淮麦区选育的“郑9023”“西农

511”“中科166”等品种抗性达中抗水平；长江

中下游麦区新育成的抗赤霉病品种“扬麦33”，

成功地聚合了多种抗赤霉病位点，在国家小麦

良种重大联合攻关试验中鉴定为高抗赤霉病，

比对照增产5%以上，实现了赤霉病抗性和丰

产性协同提升。 （李诏宇 孙嘉隆）

大棚果树要健康
二氧化碳不可少

二氧化碳是果树进行光合作用不可缺少的原料之一。
在设施果树栽培中，气体交换受到限制，果树的生长、开花、
结果处于二氧化碳的饥饿状态。若能给密封的棚室内输送
一定量的二氧化碳，则可大大改善果树的二氧化碳营养，制
造出更多的光合产物，促使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施放“干冰”法。也就是释放固态二氧化碳。将固态二
氧化碳在棚内经过升华后化为气态二氧化碳，供作为吸
收。优点：操作简单、容易控制、气量足；缺点：成本高、安全
性差，贮运条件严格（需要冷藏运输、贮存）。

增施有机肥法。通过增施有机肥，利用微生物发酵分
解产生二氧化碳。优点：原料可以就地取材、成本低；缺点：
产气缓慢、无法控制气量、容易产生氨气等有害气体。

燃烧法。主要是燃烧天燃气、液化气、沼气、蜂窝煤等
燃料产生二氧化碳气体。优点：供气量大、操作较方便；缺
点：基础设施投资大、难以控制气量、容易产生一氧化碳、二
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危害果树生长。

化学法。在塑料桶内利用碳酸盐跟酸反应产生二氧化
碳。优点：成本低、产气快；缺点：操作方法不易掌握，操作
不当易造成对人和作物的伤害、安全性差。

土壤颗粒气肥。产品有：“双微”、二氧化碳颗粒气肥
等，是一种利用微生物资源，采用工业微生物发酵技术制取
的生物气肥，施入土壤后，即能产生二氧化碳气体；优点：使
用安全可靠、方法简便、无毒害、不污染环境，同时还能起到
改良土壤的作用；缺点：土壤要保持一定的湿度。 （朱明）

大棚番茄科学浇水有方法

大棚番茄定植后，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合理进行
灌溉。

垄间膜下浇水。一般可采用宽窄行起垄盖地膜栽培
法，宽行距80厘米，窄行距50厘米，垄高10～15厘米，每垄
栽一行苗。将相邻的两垄用二幅地膜盖上，在宽行间(操作
行)同时覆地膜或覆盖干燥的麦秸、稻草等。据测定，采用
垄间膜下浇水，可提高地温五摄氏度左右，降低空气湿度
9%～10%，减轻病害30%以上。

浇水次数和浇水量。因番茄生育期不同，应掌握适宜
的浇水次数和浇水量。当棚内气温和地温都比较低时，浇
水量就要小，间隔时间要长，切勿大水漫灌，以防低温高湿
导致沤根。在幼苗定植时及时浇缓苗水，低温番茄发棵期
要适量控制浇水;第一批果实开始膨大时，要逐渐增加浇水
量;结果盛期始终要保持充足的水分，棚室内土壤含水量不
能低于20%。

浇水时间的选择。浇水时间应选择晴天上午进行，浇
水要尽量采用井水。尽量避开下午或连阴天，否则会因棚
内湿度过大而引发病害。

阴天晴天浇水有区别。晴天气温高，应逐渐加大浇水
量，阴天少灌或不灌，连续阴雨天气请勿浇水。当天气由晴
转阴时，水量要逐渐减少，间隔时间适当拉长;最好能做到浇
水与施肥结合进行，施肥浇水后应合理通风换气。 （张鑫）

我省700多万亩油菜正在加紧收割——

订单农业助油菜丰产增收
冬播“一粒籽”，夏收“万斤油”。近

日，走进望江县雷池镇雷江村的一处农

田，轰鸣的收割机作业不停，收割、脱粒、

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一片片油菜籽尽收

“机囊”。

“在村里统一安排下，根据油菜品种

生长成熟特性，分批分片实现机械化收

割，收割的油菜籽也将被运到附近的一

家大型油厂进行销售。”种了760多亩油

菜的雷江村种植大户程正兵说。

让种植大户和小农户踏实种好油

菜，前提是“不愁找买家”。为了促进油

菜生产扩面提质，雷池镇提前谋划，依

托12个村的村“两委”搭台，让全镇近

80位种植大户与8家菜籽油加工企业

达成“订单种油”的合作，实现油菜订单

种植面积 2.3 万亩，年可产商品菜籽

4300吨。

“如果不签订单，油菜收割时就要四

处问价，关键是收割时间耽误不得。”程

正兵告诉笔者，他种植的油菜全部是当

地农业农村部门推荐的出油率高、抗病

能力强、油质口感好的品种，根据企业品

种和质量要求采取“订单式托管”，严格

按照化肥、农药施用标准，规范落实生产

各项措施，确保优质专用油菜商品质量

性状一致，亩产可以增加约50斤油菜

籽，每亩增收100多元。

油菜籽加工企业也在订单合作中得

到实惠，有了稳定的、一致性较高的油菜

籽作为生产保障。

“每到夏收时节，我们油厂最头疼

的就是油菜籽收购，要到处联系种植

大户寻找品质好的油菜籽，费时费力

还增加了成本。”雷池镇一家油厂负责

人谢振峰告诉笔者，如果油菜籽品种

不一，且没有规范化、规模化种植，就

会导致油菜籽品质不够稳定，难以保

障口感。如今，在实行与种植户的订

单合作后，不仅有了品质高的油菜籽

供应，产能得到提升，产品价格也得到

提升，预计今年菜籽油价格比去年每

斤可增加0.1元。

“通过订单合作的方式，提高了种植

大户的积极性，同时也为镇里做大做强

油菜加工产业提供优质油料来源，实现

了互利共赢。”雷池镇党委书记董玉军表

示。

截至目前，望江县油菜夏收已进入

尾声，油菜总产预计与去年持平，油菜实

现及时颗粒归仓。近年来，望江县大力

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推进稻油轮作，

在稳定种植面积基础上连续7年实施国

家油菜绿色高质高效行动。该县还建立

了1个万亩片、10个千亩方、23个百亩

田和4个科技攻关区，全部实现绿色高

产高效一体化种、管、收，全方位夯实“油

瓶子”，有效保障种油菜的农户有销路，

及时得效益。

笔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当前我

省700多万亩油菜正在加紧收获，截至

目前，全省油菜收获进度已过八成。

（许昊杰 石时兵）

近日，“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重点专项课题——“巫溪县马铃薯

产业绿色高效轻简化生产关键技术集

成与示范”项目传来消息，核心示范片

增产幅度 50%左右。课题负责人、国

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重庆综合试验

站黄振霖研究员介绍，课题是对“优良

品种+脱毒种薯+地膜覆盖+科学施

肥+精准防控+全程机械化”进行集成

技术研究。

黄振霖介绍，课题组研发了马铃薯

脱毒种薯主要病毒病及细菌病害快速检

测技术及诊断产品，可以快速识别种薯

是否带毒，示范基地脱毒种薯覆盖率

100% 。2024年示范基地品种增加至

97个，其中彩色薯共14个。

针对丘陵山区马铃薯生产机械化存

在的难题，课题组研发了适应山地作业

基于红外光电技术的大垄双行马铃薯精

量播种机，其漏播率低于5%，漏播监测

准确率达95%以上，播种环节每亩节约

人工成本40元以上。

在晚疫病防控方面，课题组通过筛

选和开发高效农药助剂并在田间进行对

比实验，发现了具有较好增效效果的有

机硅助剂，能有效减药31.2%，且能有效

延长药剂的持效期，14 天防效高于

60%。

据了解，示范基地2023年马铃薯亩

增产33.32%，户均增收3109.50元，今年

已拓展到6000亩，课题组将力争实现户

均增收5000元的目标。

（魏星）

绿色高效轻简化关键技术集成让马铃薯变“致富薯”

“三夏”时节麦收忙

5 月 23 日 ，

芜湖市湾沚区六

郎镇永丈村高标

准农田里，收割

机 正 在 收 割 小

麦。“三夏”时节，

芜湖市60余万亩

小麦陆续成熟，

农民抢抓晴好天

气，驾驶收割机

等农业机械在田

间穿梭，收获小

麦，到处呈现一

派忙碌景象。

王玉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