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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7月6日从中国农业大学获悉，国

内首个渔业大模型——范蠡大模型1.0近

日发布。

用户可以通过“请问我”“请听我”“请

看我”“请决策”4个模块，向范蠡大模型

1.0提出各种问题。数据显示，范蠡大模型

1.0为渔业养殖工人、管理经营者和政府决

策部门提供了更精准、更全面的人工智能

支持。

据悉，范蠡大模型1.0由国家数字渔

业创新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

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李道亮率领的团队，

联合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3家

运营商，以及相关水产院校和科研机构

共同研发。

“范蠡大模型1.0以27种鱼虾蟹贝主养

品种水产文本语料为主，辅以图像、音视频

等多模态数据，形成大规模渔业专业知识

语料库。”李道亮告诉记者，“大模型通过深

度学习架构和多种技术，实现渔业多模态

数据采集、清洗、萃取和整合，生成丰富的

渔业养殖知识，还可以实现水、饵、病、管等

多方面预测、分析和决策。”

准确监测和评估鱼类的健康状况和

体重异常耗时费力，且可能对鱼类造成

伤害。为此，研发团队开发了基于计算

机视觉技术的鱼类体重估计模型，可以

基于机器视觉实时捕捉水下鱼类图像，

优化构建深度神经网络算法，自动完成

图像中鱼类目标的检测和定位；还能通

过提取形状、颜色、纹理等多维度特征，

以非接触方式实现对鱼类体重的实时、

准确估算，同步完成生长及健康状态监

测和计算，为投饵决策、水环境及能耗优

化控制提供数据支撑。

（科技日报记者马爱平 通讯员 刘铮）

近日，在昌吉市九圣禾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制种玉米示范基

地，纯电玉米去雄机器人正以每

次4行、每小时作业7至11亩地

的高效率持续作业。在远程操

控下，机器人的运行路线十分精

准，抽净率达到了90%以上。在

田间工作的机器人，是我国首台

纯电玉米去雄机器人。相比传

统玉米去雄机械，这台纯电设备

采用智能化和数字化技术，实现

无人驾驶，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

的智能农机空白。

据了解，玉米去雄能减少养

分消耗，使养分集中向果穗运

输，从而增加产量，是制种玉米

生长的重要环节。早前，玉米去

雄依靠人工作业，费时费力。近

年来，国内企业不断攻克技术难

题，成功研发出国产玉米去雄

机。去雄机已在新疆、甘肃等制

种玉米主产区推广使用。新疆

昌吉市已引进110台玉米去雄

机，当地30万亩制种玉米去雄作

业全部实现机械化。

“我们通过前期调研发现，

传统玉米去雄机作业模式较为

粗放，如果将智能化和数字化技

术应用在机械上，效率还将大幅

提升。”新疆九御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马波告诉记者，经过两年

多的持续研发，首批纯电玉米去

雄机器人于日前下线。目前正

值玉米去雄作业期，公司已将设

备运往塔城和昌吉的玉米种植

基地，检验实际应用效果。

马波介绍，纯电玉米去雄机

器人采用高精度北斗定位、激光

雷达点云数据和AI图像识别算

法，可实时生成运行轨迹。这使

得去雄作业更加精准智能，可达

到毫米级的控制精度。此外，机

器人能够适应1.5米至2.3米跨

度的株高，作业时会结合叶片、

穗位自主判断执行下探距离。

机器人采用纯电驱动，国产化率

达到100%，使用和维护成本较

低。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首席专家王玉玺受邀在现场

观摩了作业情况。他认为，这台

设备升降调节和机械臂控制都

是电动助力，能更好地模仿人工

去雄动作。在保证较高抽净率

的同时，它还能将植株损伤降到

最低，为玉米高产提供更好的保

障。他希望纯电玉米去雄机器

人尽快实现规模化量产，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梁乐 移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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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纯电玉米去雄机器人在

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制种玉米示

范基地作业。 通讯员 叶飞 摄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

究所葫芦科蔬菜遗传育种创新团队在

黄瓜基因组学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首次

完成接近完整的黄瓜参考基因组组装

和基因注释，搭建了第一个黄瓜多组学

综合数据库。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分

子植物》。

黄瓜是葫芦科的重要经济蔬菜作物。

黄瓜基因组中有近30%的区域是由大片段

复杂重复序列组成的，这个比例远高于水

稻、玉米等作物。受测序技术及组装方法

的限制，目前广泛使用的华北密刺型黄瓜

自交系“9930”参考基因组仍有大量未知序

列缺口。与此同时，这些重复序列严重影

响了基因注释的准确度，黄瓜参考基因组

质量亟待提高。

此次，研究人员获得了仅剩1个缺口的

黄瓜参考基因组近完成图。基于大规模三

代全长和二代转录组数据，他们构建了接

近完整的黄瓜参考转录本数据集。通过整

合泛基因组、群体变异组、转录组以及核心

种质材料信息，他们搭建了第一个黄瓜多

组学综合数据库Cucumber-DB，为黄瓜

功能基因组学和分子育种研究提供了全面

的共享平台。

（李晨）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首个近完整黄瓜基因组及多组学综合数据库发布

黄瓜参考基因组“9930”（左）和核心种

质资源。

近日，记者从重庆市水产技术推广总

站获悉，西南大学水产学院李云教授长江

鳜鱼新品种创制团队（下称为创制团队）历

时4年时间，成功创制用于培育速生全雌鳜

新品种的种质素材（即培育新品种所需的

关键种苗），这标志着重庆全雌鳜新品种研

究进入全新阶段，未来有望破解重庆本地

鳜鱼苗种不能自给的难题。

鳜鱼是“中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因肉

质鲜美等特点在市场上广受欢迎，2022年我

国鳜鱼产量40余万吨，产值近300亿元。其

中，全雌鳜鱼品种性别一致、规格整齐，且生

长速度比雄鱼快，是鳜鱼养殖的首选品种。

鳜鱼市场价值高，可重庆的鳜鱼产业

却一直面临没有“重庆苗”的难题。“全国只

有广东‘鼎鳜1号’、湖北‘武农1号’2个国

审全雌鳜（翘嘴鳜）新品种。”重庆市生态渔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市水产技术推广

总站副站长翟旭亮介绍，“因种苗不能自

给，重庆鳜鱼种苗外购比例达95%，但外地

苗种存在品质参差不齐、可能携带病菌感

染等问题，限制了重庆鳜鱼产业发展。”

长江流域是鳜鱼优质原种资源的主要

分布区，培育新品种全雌鳜鱼有天然优势，

为补齐重庆鳜鱼“种业短板”，创制团队依托

市水产科技创新联盟和市生态渔产业技术

体系“鳜鱼优质育种素材创制与核心技术研

发应用”项目，于四年前开始研究创制优质

速生、高食物转化率的全雌鳜鱼新品种。

李云介绍，创制团队组建之初就在思

考，能不能利用长江优质鳜鱼原种资源，先

获得只能繁殖雌鳜鱼的种苗，再根据养殖

户、养殖企业所需选育合适的性状。创制

团队的思路是先从长江流域国家级原种场

找到适合新品种鳜鱼培育的原种（即F1代

鳜鱼），再通过生物技术将收集的原种雌鳜

鱼性别改为“伪雄鱼”，这样一来，利用伪雄

鱼和正常雌鳜鱼繁殖的后代就只有雌性鳜

鱼（即F2代鳜鱼），这也是培育新品种全雌

鳜鱼的关键技术。

四年时间，创制团队攻克了苗种死亡

率高、逆转鳜鱼性别技术不成熟等问题。

今年6月初，创制团队培育的伪雄鱼与正常

雌鱼首次成功产出F2代全雌鳜鱼受精卵约

10万枚；6月中旬，第二批F2代全雌鳜苗种

再次繁殖成功。目前F2代全雌鳜仔鱼正常

生长，体长已超过2厘米。

李云表示：“F2代全雌鳜鱼培育成功后，

标志着创制团队掌握了新品种全雌鳜培育

的关键技术，为继续精准选育优良性状的新

品种奠定了研究基础。” （据《重庆日报》）

西南大学团队成功创制新品种全雌鳜种质素材

鳜鱼苗研究进入新阶段

7月3日，在濉溪

县四铺镇四铺村晓晓

特种养殖场，工人在

饲养鹦鹉。近年来，

濉溪县四铺镇引导农

民大力发展鹦鹉特色

养殖产业，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助力乡村

振兴。目前，该镇养

殖的虎皮金彩、绿颊

锥尾、费氏牡丹、和

尚、非洲灰鹦鹉等 8

个 品 种 3 万 多 对 鹦

鹉，通过电商平台销

往上海、北京等全国

各地花鸟市场，经济

效益十分可观。

通讯员 万善朝 摄

小鹦鹉成小鹦鹉成““致富鸟致富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