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除废料 将棚内食用菌生产废料全部清除出棚，
地面打扫干净。没有清理出棚的食用菌废料，不仅容
易滋生杂菌，导致棚内病原菌孢子量增大，不利于消
毒，而且菇蝇等食用菌害虫也大量繁殖，为以后食用菌
生产埋下隐患。

药剂消毒 菇农可选择硫磺、甲醛-高锰酸钾、二氯
异氰尿酸钠等熏蒸杀菌。硫磺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硫
能够起到杀菌、杀虫的双重效果，但使用时产生的二氧
化硫容易与空气中的水蒸气接触，形成亚硫酸，腐蚀菇
棚内的钢丝等。

通风排气 当菇棚杀菌消毒完成后，菇农要注意及
时通风换气，将棚室内的有毒气体排出棚外，便于以后
食用菌的种植。 （刘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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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技术】

首个水稻全景定量蛋白质组图谱发布
笔者7月30日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获悉，该

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联合国内多家单位共同绘

制了水稻全景定量蛋白质组图谱。相关研究

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植物》上。

一直以来，受限于蛋白质组技术的覆盖

度和精度，人们对作物定量蛋白质组以及蛋

白质表达的调控机制理解还不够深入。蛋白

质是作物实现各种生物学功能的主要执行

者，构建全景定量蛋白质图谱在阐释植物生

长发育、逆境响应及代谢调控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

论文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

研究所研究员梁哲告诉笔者，科研人员利用质

谱等技术，量化了水稻主要组织中超过15000

个基因的蛋白质水平，鉴定了8964个蛋白质，

并为另外7077个蛋白编码基因提供了蛋白质

水平证据，从而绘制出水稻全景定量蛋白质组

图谱。

“本研究成功绘制了迄今为止首个作物全

景定量蛋白质组图谱。此前的植物基因表达

调控研究主要聚焦在基因组至转录组层面，

建立了中心法则（生物体内遗传信息的流动

方向）中转录本（RNA）到蛋白质这一关键环

节的多组学研究策略。此次研究发现，蛋白

质的表达量不仅受到转录过程的影响，还受

到转录后修饰的调控。这一研究为水稻的基

因功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蛋白表达量资源，

为基于多组学数据的作物智能设计育种提供

了新思路。另外，研究运用的定量蛋白质组

的方法也给其他作物蛋白质组的深入研究提

供了借鉴。”梁哲说。

（马爱平）

歇茬期菇棚如何消毒

在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沽河街道绿色增粮先

行示范区，种粮大户们连日来忙着播种夏玉米。一

台台高性能玉米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将种子、

化肥一同浅埋在地里。机器一边进行播种，一边在

每两行玉米间，铺上一条黑色滴灌管。这就是当地

推广的夏玉米精准滴灌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

“要采用宽窄行模式种植玉米，宽行保持80

厘米、窄行保持40厘米，把滴灌管铺在窄行中

间，播种结束后需要马上滴出苗水。”青岛市农技

中心高级农艺师孙旭亮现场进行技术指导时说，

眼下土壤干燥，每亩要滴25立方米水，这样能保

证玉米苗全、苗齐、苗匀、苗壮，让每株玉米苗都

“赢在起跑线”。

近年来，随着规模化生产经营加速推进，粮

食生产有了新变化，但浇水追肥也成了困扰种粮

大户的难题。针对玉米生产浇水难、中后期追肥

难等问题，青岛市农业农村局联合青岛农业大学

等单位协同攻关，将滴灌技术与新型种植方式、

现代农业机械等进行优化组合，创新集成冬小

麦、夏玉米滴灌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一根小小

的滴灌管，就能解决种粮大户的烦心事。

近年来，青岛市以种粮大户为主体，在全市

布局建设示范田，以点带面加速新技术落地推

广。滴灌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已从“试验田”进

入“规模粮田”，助力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孙旭亮介绍，应用滴灌水肥一体化栽培技

术，小麦、玉米两季平均每亩节约劳动用工2-3

个、增产10%、节本增效300-400元。采用该技

术，青岛市绿色增粮先行示范区“超吨半粮”示范田今年创

造了小麦平均亩产875.8公斤的高产纪录，加上2023年玉

米示范田平均亩产1116.2公斤，创下小麦玉米两季亩产

1.99吨的超高产纪录。据悉，夏玉米精准滴灌水肥一体化

栽培技术已进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4年农业主导品种

主推技术名单，冬小麦滴灌水肥一体化轻简高效栽培技术

连续两年入选山东省农业主推技术。 （陈烛光）

新
技
术
创
下
玉
米
亩
产
超
高
产
纪
录

给庄稼“看病”，农技人员一般先要

到田间地头去实地采样，再到实验室化

验分析，找出致病的真菌、细菌等，然后

根据经验来判断病情，给出防治办法。

这种方法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预报时

效性和准确率、防控效果难以让人满意。

能不能采取智能化的办法对农作物

病虫害进行预测预报？早在上世纪80年

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就开始了小麦赤

霉病的监测预警研究，先后建立了小麦

赤霉病机理模型和多个经验模型。朝着

该方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

院教授胡小平带领团队继续探索这方面

的工作。

在胡小平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各种

仪器设备，并用密密麻麻的线缆连接到

窗户外的太阳能板上。原来，这是胡小

平团队研制的小麦赤霉病自动监测预

报器，能根据小麦抽穗期间的气象因

子、初始菌源量、小麦抽穗始期、品种开

花期值等，自动预测小麦蜡熟期赤霉病

病穗率。该团队还利用物联网与云计

算技术开发了小麦赤霉病自动监测预

警系统。

预报器高约1.5米，由一根不锈钢金

属作支柱，上面分别配着数据发射器与

太阳能板，操作简便。每年3月，农技人

员到田间调查小麦赤霉病初始菌源量，

随后在手机软件上输入小麦抽穗始期、

品种类型等相关信息，就可以随时随地

查看小麦赤霉病发生情况。当监测结果

超过防治指标时，系统会自动将预报信

息发送到相关负责人手机上，预报准确

率达到90%以上。

能准确预报小麦赤霉病，能不能用

于小麦条锈病、小麦白粉病、玉米大斑病

等作物疾病的预报？胡小平团队再接再

厉，连续攻克这些农作物的病害预报难

题，累计向全国粮食主产区大面积推广

应用各类农作物病害自动监测预警系统

600余套，预测准确率达到80%以上。目

前，该预报器获得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

型专利6项、软件著作权7个。

胡小平介绍，团队与中国农业科学

院、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等多家

单位合作，开发出一系列作物主要病害

监测预警系统，同时开展了对苹果、猕猴

桃、茶叶、蔬菜等作物的主要病害监测预

警。此外，他们还开发了一套自动监测

系统搭载多种作物病害的监测模式，可

实现“一机多用”。

胡小平说，未来团队还要把害虫监

测预警集成进来，应用先进的传感器、物

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开发出可以

监测作物病虫害的“全科医生”，更好防

控病虫害。

（蒋建科）

智能化预测预报农作物病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团队持续攻关

由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制造的番茄收获机近日在乌鲁木齐实现

批量生产并交付首批产品。这款国产番

茄收获机每小时可收获番茄80吨，并能

解决地膜缠绕等难题，整体技术指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意味着，在新疆番

茄采收期，国产机械将大显身手。

新疆是国内最大番茄产地。长期以

来，国内市场的番茄收获机械依赖进口，

存在售价较高、维修服务周期长等问题。

为改善这一状况，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

持续开展科研攻关，在研制采棉机、青贮

机等高端农机的基础上，成功研发出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番茄收获机。这款

设备收获效率高，最高田间作业速度可达

每小时9千米，最大卸料高度达4.2米，收

获幅宽为1.35米—1.65米，适合采收国内

绝大多数种植宽度的番茄。

从外形上看，高达3.65米的橘红色

国产番茄收获机“体格”庞大，但由于设

计巧妙，农机手操作起来毫不费力。

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

春源表示，设备釆用四轮驱动，爬坡能力

强，通过性好。收获机可实现前轮、向

心、蟹行3种转向模式，转向灵活，转弯半

径小，可有效覆盖采收盲区。此外，收获

机加装北斗导航等智能化设备，让操作

更精准便利。

张春源介绍，针对新疆番茄种植特

点，这款国产番茄收获机进行了全方位

技术创新。新疆番茄种植大面积使用地

膜，但进口设备没有配备专门的除膜装

置，容易造成地膜和植株缠绕，影响采收

效率。这款国产番茄收获机对机械前端

的割台设备进行了优化，可在采收时彻

底清除地膜。相比进口设备，国产番茄

收获机在价格上低了三分之一，性能却

毫不逊色，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梁乐 朱彤）

国产番茄收获机红火上市

“植物工厂”绿色高产
7 月 28 日，航拍

的肥东县桥头集镇

现代雾耕农业科技

示范园，鸟巢形植物

工 厂 等 科 技 感 十

足。该项目基于无

土气雾栽培智能化

工厂化种植技术，目

前产品以生菜、小番

茄为主，循环种植供

应市场，亩年产量约

为传统种植的 10 倍

以 上 ，主 要 销 往 上

海、合肥、芜湖等长

三角地区。近年来，

当地大力发展智慧

农业、数字农业，带

动更多农民就业增

收，促进乡村振兴。

方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