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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农业兴村富民

我国首个农业通用大语言模型发布
8 月 1 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

研究所、北京平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

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农业融合出版知识挖

掘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主办的“农业智能

知识服务产品发布暨国家农业图书馆平谷

服务站启用仪式”在北京市平谷区举行。会

上，农业智能知识服务平台、农业知识大模

型正式发布，并启用国家农业图书馆平谷农

业中关村服务站。其中，农业知识大模型是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携手同方

知网共研联创的我国首个农业通用大语言

模型。

记者了解到，农业知识大模型重点解决

现有通用基础大模型知识记忆错误、信息时

效性不足、逻辑推理错乱、缺乏专业知识等问

题，突出专业、安全、可信等特色，赋能知识

密集型行业领域，聚焦“科技创新、科学决

策、学术研究、服务‘三农’”四大核心场景，

设计了以农业知识问答为核心的特色能力体

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赵瑞雪介绍，农业知识大模型可提供智能决

策和知识服务，应用于种植生产管理、农业气

象预警、畜禽疾病诊断、农业育种管理等方

向，不仅可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预测产

能，还能帮助农民高效管理农业资源实现可

持续。

农业智能知识服务平台则着力打造“身边

的农业知识专家”。平台对县域数据、农业专

家、农业动态、政策法规、农业文献、行业报

告、农业专利、科研机构、农业百科、生产数据

等20余类10亿条多模态数据进行了融汇治

理。以农业经营主体智能化信息需求为导

向，以“智能感知+精准服务”为突破口，构建

了具有线上线下交互能力的农情预测、知识

问答、个性化推荐以及产销自适应协同的农

业智能知识服务云平台，面向农业农村提供

多场景服务，实现信息随手握、种养全程导、

在线有人帮。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在会上表示，农业智

能知识服务平台和农业知识大模型的发布，标

志着我国在农业智能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新一代数智技术正在为农业科技创新和

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大的科技动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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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蜜在生活中很是常见，但白色的菠萝蜜

你吃过吗？近日，在海南琼海世界热带水果之窗

基地，该基地培育的菠萝蜜新品种“白玉苹果菠

萝蜜”成功挂果。

顾名思义，这款菠萝蜜新品种果肉为白色，

色泽如玉，口感甜而不腻，肉感如苹果般爽脆带

有淡淡的苹果香气，令人回味无穷。“白玉苹果菠

萝蜜”的果实属干苞型，质地肥厚柔软，果核小，

在口感上更具优势，吃起来十分过瘾。同时，“白

玉苹果菠萝蜜”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具

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海南琼海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基地相关负责

人表示，在培育过程中，该基地通过技术攻关确

保“白玉苹果菠萝蜜”能够在最佳的生长环境下

茁壮成长，为“白玉苹果菠萝蜜”早日实现市场推

广打下了基础。 （陈子仪）

白玉苹果菠萝蜜。

应对猕猴桃热害的方法
果园生草。这是猕猴桃园热害防控的基本措施，可缓

冲上烤下蒸，降低热害。据观察，裸土清耕园在高温临界值
35℃条件下，热害发生率是生草园的2倍。

果园遮阴。遮阳网具有减弱太阳辐射、降低植物周围
温度和风速、增加空气湿度、减轻日灼伤害的作用。有条件
的果园可以用全园遮阳网搭建，采取避光栽培，防止直射光
灼伤果树。遮阴强度一般以遮去自然光照强度的20%-30%
为宜。

合理修剪。针对枝梢量较少的幼龄猕猴桃果树要注意
及时摘心，促进二次发梢，从而增加架面上的枝条覆盖量，
可起到一定的遮阴效果，进一步降低热害发生的几率。

规范架型。在栽培方式上，可采用大棚架型，避免地面
直接裸露。近年来，新西兰推广“超级架式”猕猴桃，因其新
梢全部沿屋脊状引绳向上攀缘，所以结果枝、果实基本上全
在遮阴条件下生长，防止日灼的效果很好。

喷施叶肥。在授粉结束果实坐住后，结合灰霉病、叶斑
病和小薪甲等病虫防控，加喷全营养氨基酸叶肥、有机钙
肥、磷酸二氢钾等，促进营养平衡供给，加快细胞壁生长，提
高树体抗热性。

间作套种。幼龄初果树提倡间作套种，除了能提高果
园前期收益、以园养园外，还能改善园区小气候，避免树
行暴露。保持园区湿度，进而提高抗热能力，也是有效措
施之一。

避免中耕。在施肥、中耕阶段，尽可能采用喷洒施肥的
方式，因中耕存在伤根的危险，会诱发热害，若非必要可以
选择不除杂草，若需中耕则需选择浅耕（深度范围10-15
厘米）。

适当疏果。树体超负荷挂果是猕猴桃日灼病产生的原
因之一，尤其是树势不旺、抗性不强的品种，控制挂果量是
减少或消除日灼病的有效措施。当果实膨大幅度不大、生
长明显缓慢时，应随时进行疏果，减轻负载。 （魏志）

笔者7月26日从中国水稻研究所获

悉，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培松团队成功创

制了籽粒中镉和砷超低积累的两系杂交

水稻，为镉砷等重金属复合污染地区生

产重金属不超标稻米提供了解决方案。

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期刊《植

物生物技术》。

稻米中镉和砷过量积累将严重威胁

大米消费人群健康。由于水稻生长环境

及土壤中镉砷的化学特性等因素影响，

水稻籽粒中镉和砷含量通常存在负相关

性。研究人员很难筛选到镉和砷同时低

积累的水稻品种。

“目前，关于水稻重金属低积累的研

究通常针对单个基因或单个重金属元素

展开，在生产应用中仍存在一定局限

性。创制镉砷同步低积累的杂交水稻

品种，使其能适宜镉砷等复合污染地区

种植并推广，在保障水稻产量前提下，

对提升稻米品质安全和确保大米消费

人群健康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通讯作

者胡培松说。

研究人员首先在中嘉早17和C两优

17系列杂交稻中，分别研究了相关镉调

控关键基因的降镉能力，获得了降镉效

应最优且综合农艺性状优良的低镉品种

株系。同时，利用水稻砷吸收转运主效

基因创制了携带不同镉和砷调控基因的

植株。

“利用上述植株进行配组，并对后续

杂交稻组合籽粒进行重金属元素测定。

在大田种植环境下，携带镉调控基因的

水稻籽粒中，镉含量分别降低了64.6%—

85.2%；携带砷调控基因的水稻籽粒中，

砷含量分别降低了42.3%—48.2%；同时

携带镉砷调控基因的水稻籽粒中，镉和

砷含量也显著降低，镉含量下降了

72.9%—78.8%，砷含量下降了42.9%—

53.2%。”论文第一作者、中国水稻研究所

研究员胡时开表示。

最终，结合稻米品质测定和综合农

艺性状考查，研究人员筛选出镉、砷同步

超低积累且综合性状表现优良的杂交稻

品系及最优等位基因型组合。

（马爱平）

镉砷超低积累两系杂交水稻创制成功

“这款通过分子设计育种的大豆在

2023年种植试验中，实现了亩产244公

斤！今年开始示范推广。”7月24日，在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杨树林乡东白鸰村

500亩大豆示范田里，大豆的复叶伞状展

开遮住了垄地，白色的花藏在层层叶面

下，农安县浩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王浩对大豆未来长势信心十足，“今年

大豆长势明显比过去更浓绿健壮。大豆

能改良盐碱地，但却十分娇气，旱涝都

怕、光温敏感的高风险让许多农民不敢

种，但这个大豆品种就是为了攻克这些

难题而设计的！”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种业振兴是

关键之举。王浩所说的这种被设计出来

的大豆，正是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

农业生态研究所（以下简称“东北地理

所”）将2000余种大豆，通过分子设计育

种技术，从中重度盐碱地里挑选出的新

品种。

与常规育种不同，分子设计育种排

除选育中未知的因素，避免了优势基因

的筛选和品种选育周期长的问题。“原

来培育一个品种需要8年，这个技术只

需要2年。不仅如此，这个技术是定向

育种，能控制大豆的蛋白质含量。”王浩

说，这个品种既抗旱、抗涝又抗倒伏，十

分难得。

“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完善联合

研发和应用协作机制，加大种源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加快选育推广生产急需的

自主优良品种。”种子选育和推广在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被重点提出。今年春

耕，东北地理所与多家种子企业合作，在

吉林省西部盐碱地加大新品种的推广应

用。“我们今年计划推广10万亩，能够带

动当地大豆产量提升。”东北地理所高级

工程师冷建田兴奋地说。

（张欣禹）

分子设计育种高产优质大豆

7 月 30 日，芜

湖市鸠江区沈巷

镇凤城村，一座座

蔬菜大棚，连片分

布，错落有致，蔚

为壮观。 近年来，

芜湖市鸠江区沈

巷镇充分利用资

源优势，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大力发

展设施农业和大

棚蔬菜产业，推动

传统种养业向现

代农业转型升级，

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

梁彧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