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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技术】

安徽首次大面积油菜测产每亩达233.94公斤

科研稻 种植忙

近日，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组织有关专家，

对当涂县建设的油菜万亩提单产绿色高质高

效示范区进行现场观摩交流和机械实收测产

考评。测产结果分别为：护河镇青山村，机械

实收8.26亩，除去水杂，平均亩产251.07公斤；

黄池镇双沟村，机械实收23.25亩，除去水杂，

平均亩产224.88公斤；年陡镇常韦村，机械实

收27.58亩，除去水杂，平均亩产225.87公斤。

三个示范点、片、面共实测油菜面积59.09亩，

平均亩产233.94公斤。

“真没想到我们种植的油菜成了今年的

‘状元’，这都要感谢农业科技专家的全流程辅

导，才保障了高产。”当地油菜种植大户杨云

说，今年总共种了500多亩油菜，选用的是“德

徽油88”品种。从选择的品种到田间管理、病

虫害防治、新型减损收割等一条龙服务，都是

听从了专家的意见建议。通过这些年种油菜

的实际情况来看，收益不比种小麦差，有利于

养地，关键对后茬水稻种植更有利。

“首先是油菜品种抗寒性能好，比较适合

我们沿江地区种植期低温多雨的天气特征。

通过化肥减量增效试验，每亩田在机条播时一

次性施下了35公斤专用肥，就不用再追肥。既

省工省力，又节本增效。菌核病防治使用的新

药用量比以前节省了一半，防治效果却相当

好。”年陡镇油菜种植户汤荣宝说，专家的指点

让自己受益匪浅，油菜种植表现不凡。

本次测产专家组除了有国家级、省级、市

级和县级专家外，还特别邀请了3位当地油菜

种植大户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测产考评。专

家组成员分为3组，分别在护河镇青山村、黄池

镇双沟村和年陡镇常韦村的示范基地进行了

大面积联合机收测产，这次测产采用了示范团

队引进的新型联合收获机械，油菜机收损失率

较之前有了大幅度降低，测产品种为“德徽油

88”。

“今年，我们首次采取三个点同时大面积

连片进行测产，充分显示了这些年科技助力地

方油菜产业单产提升的信心。示范基地推广

应用团队研发的全程机械化化肥农药减施增

效技术模式，优化应用多项技术，实现化肥农

药减施增效。因地制宜，选择应用适宜的油菜

新品种、油菜专用缓释肥、绿色高效生物化学

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与微量元素及新型播

种、植保和收获机械。在连续两年油菜遭受严

重冻害和低温雨雪等十分不利于油菜生长的

条件下，示范区仍能获得油菜丰产丰收，与专

家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有关专家介绍说，

油菜如此进行大面积机械实收测产在国内尚

属首次，实现油菜高产由专家试验田走向大田

生产，助力国家油菜大面积提单产行动，科技

护航端稳“油瓶子”。 （杨丹丹）

5月26日中午，在芜湖市弋江

区安徽中科智能感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智能化无人农场，1100亩冬

小麦通过3台无人收割机只用时1

天半，尽数完成收割计划，避开了

下午如期而至的降雨，保证了粮食

的品质。这一结果得益于田间多

种智能设备协同作战，提前算出降

雨时间，并综合冬小麦成熟度，精

准执行最佳收割时间指令，农业新

质生产力在此澎湃迸发。

当日上午，笔者一行赶到该无

人农场时，中科感知技术人员正在

田间操作后台系统，给加完燃料的

无人收割机输入指令。很快，收割

机调整好割台高度，在麦田中按指

令路径动起来，一个小时多一点，最

后20余亩便收割完。等候在旁的

大货车第一时间将新麦运走，这样

高品质的粮食是抢手货。基地负责

人表示，此次小麦品种为“宁麦资

119”，预计本月底收割，但是近日随

着天气变化，田间微型气象站以及

传感器综合研判即将有雨，结合地

方农事气象服务，人工智能测算出

了最终收割时间，“昨天一天时间，

三山经开区600亩无人智能基地已

完成收割”。

据介绍，该基地是安徽中科智

能感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传感

和人工智能的数字农服基地之一，

围绕农业生产以“人工智能+传感

器”研发为核心。为取得更多第一

手数据，从2021年开始，该公司陆

续在三山经开区、弋江区流转了

600亩和1100亩基本农田，进行无

人化智慧农业的示范、产品迭代研

发和持续性大田测试。基地负责人

介绍：“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实现江淮

千亿斤粮仓的进程中，不断提升安

徽走向农业强省的新质生产力。”

如其所言，安徽是农业大省，

麦、稻是主要粮食作物，中科感知

在流转的近两千亩农田上每年稻

麦轮作，田间安装了智能环境系

列传感器、智慧巡田鹰眼、智慧病

虫草害预警系统等智能设备，实

现了种、管、收生产全程农事无人

化，智慧化管理。目前，中科感知

公司还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课题，农业农村部数字农业建设

项目、安徽重大专项等农业科技

攻关项目。

据了解，2023年10月，安徽中科智能感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华南农

业大学牵头，联合来自全国各地逾200家行业组

织、院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共同发起成立

了“中国无人化农业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体””，，旨在旨在

整合整合““产产、、学学、、研研、、创创、、转转、、训训””等要素等要素，，进一步在农进一步在农

业生产中释放新质生产力业生产中释放新质生产力。。

((吴敏吴敏 汪武汪武刘江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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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5月27日，笔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

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获悉，该所蛋鸡遗传育

种创新团队利用原位移植技术，首次实现

鸡冷冻卵巢组织活体复原。团队在白来航

母鸡中成功移植了横斑洛克黑羽鸡冷冻卵

巢组织，并孵化出一只横斑洛克黑羽雏

鸡。这是我国首例通过原位移植技术将玻

璃化冷冻卵巢复原产生的雏鸡。

遗传材料的冷冻保存与复苏是实现畜

禽遗传资源长期安全保护的重要手段。然

而，由于家禽的繁殖特性和遗传材料的低温

生物学特性，冷冻保存与复苏技术难以突

破，长期制约着我国家禽遗传资源的高效保

存。此前，团队突破鸡精液冷冻保存技术，

国家家养动物种质资源库利用该技术成功

收集保存了30余个珍稀濒危鸡遗传资源。

原位移植技术是将供体器官移植到受

体原有解剖位置的手术。中国农业科学院

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蛋鸡遗传育种创新团

队资深首席研究员陈继兰表示，此次团队

利用玻璃化冷冻保存技术，成功冻存了横

斑洛克鸡雏鸡即供体的卵巢组织，解冻复

苏后原位移植到白来航鸡即受体的卵巢并

发生组织融合。随着受体性成熟，可同时

产生由供体卵巢组织中卵原干细胞分化形

成的卵子和受体来源的卵子。研究发现，

在人工授精过程中，这些卵子接受了来自

供体品种横斑洛克公鸡的精液，有一定概

率可以培育出由供体精卵结合而诞生的雏

鸡，这种雏鸡外观为横斑洛克黑羽鸡。

“本次卵巢冷冻和原位移植的成功，突

破了单性别冷冻保存精子难以保存完整基

因组的难题，标志着我国可以通过精液和

卵巢组织遗传材料的冷冻保存，实现鸡种

质资源活体复原。这对我国鸡遗传资源长

期有效保存和濒危资源的抢救性保护具有

重要意义。后续团队还将对复原个体开展

评估，并进一步研究复原效率提升方案。”

陈继兰说。 （马爱平）

我国首次实现鸡冷冻卵巢组织活体复原

不管是温室还是拱棚，因棚内长期处
于温暖潮湿的环境，再加上连年重茬种植，
大多数棚室的土壤会长出面积不等的绿
苔，很多菜农对此习以为常，并没有引起足
够的重视。其实，大棚土壤长了绿苔，说明
土壤中盐分已经超标，菜农千万别轻视。

绿苔主要是大棚土壤盐分高（如氮、磷
超标）和潮
湿导致，其
本身并不
会危害蔬

菜植株，但是生长旺盛的绿苔会“堵塞”土
壤气孔，导致土壤通透性大大降低。那么，
如何避免土壤长绿苔呢？专家建议菜农加
强以下管理：

勤划锄。划锄的主要目的是将土壤表
层的绿苔锄掉，打破地表板结层，起到改善
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土壤透气性的作用。
注意划锄不要太深，要循序渐进的进行，逐
步加深，这样根系有个适应和缓冲的阶段，
利于蔬菜的健壮生长。

平衡施肥。通过测土施肥，缺啥补啥，

可很大程度上减少化学肥料的用量，避免
土壤盐渍化，同时增施有机肥或微生物菌
剂等功能性肥料的用量，逐步改良土壤，缓
解土壤盐渍化。

深翻土壤。使用深翻机深翻土壤，最
好使用能翻地深度在45厘米左右的深翻
机，以打破犁底层，增加耕作层深度。

使用滴灌设备。有条件的菜农可安装
滴灌设备，采用膜下滴灌的方法提高肥料
利用率，降低土壤湿度，减少绿苔的出现。

（逸林）

大棚长绿苔 千万别轻视

6月4日，在合肥市肥东县长临河镇的安徽昇谷农业科研基地，科研人员和当地农民正在试验田里插秧，开始今年50余个成熟水稻

新品种展示和上千份科研材料的种植。该基地目标亩产1500斤左右，在安徽、湖北等省市的推广面积达到200多万亩。 陈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