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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目前国内普遍种植的富士、嘎啦等品种,“福丽”有其独特的优势：栽培期间无需套袋就
能全面呈浓红色，口感甜、酸度小、香味浓，耐储藏、抗病性强。

柑桔黄龙病是全球柑桔种植中的毁灭性病害，可防可控但暂时不可治，严重流行时常
使大片柑桔林趋于毁灭。早期在亚洲、非洲流行，2004、2005 年分别在巴西和美国暴发，美
洲产区深受其害，已引起世界范围的高度关注。

日前，国内首例苹果新品种权转让签约仪
式在青岛举行。青岛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戴
洪义领导的课题组历时 21 年选育成功的新品
苹果“福丽”，以 156 万元的价格将其经营权独
家转让给自然农法（上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并将品种权人变更为双方共有。

育种 21年，贵在坚持

“做研究的人要有耐性，贵在坚持。”戴洪
义说。

二十多年前，戴洪义设想将英国“特拉
蒙”（Telamon）和日本“富士”（Fuji）两种苹果
杂交，并于 1995 年开始试验。1996 年在蓬莱

湾子口播种，1997 年定植杂种树，2003
年杂种母树第一次结果，2009 年定植
幼树进行品比试验，2014 年“福丽”通
过专家验收，2015 年经山东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获准在全
省苹果产区种植利用。2016 年 1 月 1
日，“福丽”获植物新品种权证书授权，
保护期限为 20 年。

“经费紧张一度是最大的困难。”戴
洪义介绍，“那时国家在农业特别是品种
选育上的经费投入不多，我们把果树苗
放到农村，让农民朋友们帮我们管着
树。”通过为农民免费提供技术咨询，前
期研究阶段的果树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随着科技发展，国家、山东省、青岛市等
各级政府的支持逐步到位，助力品种选
育工作。

“福丽”果实的发育期为 165 天左
右，在青岛地区一般于 10 月中旬成熟，6

年生树单株平均产量 34.77 公斤，折合亩产量为
1529.92 公斤。果实近圆形，果形指数 0.86；平均
单果重 239.8 g；果面光洁、未套袋果实全面着
浓红色；果肉致密，果实硬度 9.5 kg／cm2，汁
液中多，风味甘甜，香气浓郁，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 16.7％，可滴定酸含量 0.28％。品质优，适于
生食。

经过多年区域栽培试验，其优秀品质已经
非常明显。相比于目前国内普遍种植的富士、
嘎啦等品种,“福丽”有其独特的优势：栽培期
间无需套袋就能全面呈浓红色，口感甜、酸度
小、香味浓，耐储藏、抗病性强。

“我们选育的苹果品种，名字都是以‘福’
字开头，意在造福果农。”戴洪义表示，此次“福

丽”苹果品种权的转让，体现了市场对于植物
新品种权的尊重，也是对完成育种的单位和团
队多年工作的认可。

“希望品种权的转让，能为丰富苹果品种类
型、加大品种结构调整作出贡献，让科技成果更
好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戴洪义说。

“福丽”找到了好婆家

“‘福丽’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很高
兴，它找到了个好婆家。”戴洪义笑得很开心。

自然农法（上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兆法表示，“福丽”市场价值远大，公司计
划在新疆阿克苏投入 20 万亩生产园区种植
50 万株“福丽”果树苗，亩产值预计将达 8 万
至 15 万元，预计三到四年后即可上市。

该公司此前筛选论证了 30 多个苹果品
种，分别来自高校、科研机构和国内外已上市
的品种，最终选定了“福丽”，是因为考虑到“福
丽”品质优良、无需套袋种植，机械化的种植方
式将大幅省工，为公司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
生产效率。

据悉，双方已就果树品种的过程管理、种
质优化、后续推广签署了合作协议，戴洪义团
队将参与“福丽”的后续研究维护。

这是我国苹果品种权转让的首例，也是该
公司首次从高校获得新品种的使用权。在引进
新品种方面，公司采用“两条腿走路”的策略，
自身也有研发团队，前期从国内外引进新品种
较多，将逐步过渡到以自身研发为核心的模
式，希望打造自身的知识产权。

张兆法表示：“我们要求生产过程中不使
用任何化肥农药，所以需要根据自身的商业概

念，整合科研机构的专家及自身研发人员，共
同进行深入的开发研究。”公司重视知识产权
的合法化、规范化，此次可以建立公司与高校
机构的有效合作模式，更有效地推进苹果产业
的规范发展和品种推广。

转让科技成果，促进产学研结合

“除了‘福丽’之外，如果戴洪义团队还有
新的好苹果研发出来，我们还想要。”张兆法对
该课题组的科研能力高度认可，期待更多品种
方面的合作。

戴洪义课题组的品种选育研究目标包含
四个方向———加工苹果、无袋化栽培及省力
型、不同成熟期的鲜食苹果、功能性苹果。目前
共已审定前三类方向的十个品种，接下来将审
定功能苹果（红肉苹果）。

“如果有公司看好，我们也乐于转让。”戴
洪义说，“我们能培育出‘福丽’苹果，离不开学
校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

据青岛农业大学副校长杨同毅介绍，“福
丽”苹果是青岛农大众多科技成果转化产品之
一，“十二五”以来，青岛农业大学积极与地方
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转让科
技成果，开展社会服务，转让科技成果 15 项，
转让金额近 2600 万元，其中玉米新品种“青农
105”以 1000 万元价格转让，创造了当时国内
玉米新品种转让最高价格。

为激励教师开展成果转化，该校要求每个
老师在每个职称阶段，都要有不低于三个月的
社会实践经历，目的是让老师与产业紧密地接
轨。此外，该校还制定了科技成果转让的奖励
制度，转让收入按照 4:5:1 的比例分配。

进展

中国农科院
研究推出绿色高效防治韭蛆新技术

本报讯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在山东
省寿光市召开“日晒高温覆膜法”防治韭蛆新技术示范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剑平、李天来，农业部种植业司副司长杨
礼胜，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首席张跃进等出席会议。

新型防治韭蛆技术———“日晒高温覆膜法”由中国
农科院蔬菜所副所长张友军研究员团队研发，主要针对
韭蛆不耐高温的特点，在地面铺上透明保温的无滴膜，
让阳光直射到膜上，提高膜下土壤温度，当韭蛆幼虫所
在的土壤温度超过 40℃，且持续 3 小时以上，则可将其
彻底杀死。该技术自 5 月份实施以来，效果极为显著，也
得到了示范农户与当地农技推广人员的极高评价。

与会专家给予该项技术高度肯定与评价，一致认
为，这是一项绿色、经济、简便、实用的根部害虫防治的
革命性新技术，是害虫绿色无害化防控的典范，建议大
力宣传，迅速在全国韭菜蛆虫发生区推广应用，并进一
步加强深入细化研究，为其它蔬菜土居害虫的防控提供
借鉴。 （兰欣李海芬）

我国第一艘养殖工船“鲁岚渔 61699”启航

本报讯 为了加快深蓝渔业产业发展，日前，中国水
科院渔机所联合中国海洋大学和日照市万泽丰渔业有
限公司研制了我国第一艘冷水团养殖科研示范工船“鲁
岚渔 61699”号。这一科研创新成果在创新养殖模式方面
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在构建深远海养殖模式方
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开创了海水养殖新纪元。

“鲁岚渔 61699”号近日在日照港启航，开始养殖工
船科研示范应用试验，启航 20 小时后将到达预定的冷水
团养殖示范海区，开展三文鱼养殖试验，为养殖工船系
统优化和技术推广积累养殖基础数据和工程经验。

为使推进海水养殖走向深远海，渔机所依托鳌山创
新计划，开展了 10 万吨级、20 万吨和 30 万吨级系列养
殖平台研究，完成了工船总体设计、经济技术评价和模
型试验。首先研发设计了“鲁岚渔 61699”号，该船总吨位
3000、船长 86 米、型宽 18 米，具有深层测温智能取水与
交换、饲料仓储与自动投喂、舱养水质环境监控以及养
殖鱼类行为监测等功能，可为市场提供更加优质、安全
的水产品。项目的研制充分体现了深蓝渔业健康、高效、
生态、绿色的发展理念。 （兰欣）

每年超过 700 万吨软
体动物的壳作为无用的
废料被海产品行业丢弃，
绝大多数的壳不是被丢
在垃圾场就是被倾倒在
海里。

现在，比利时皇家自
然 科 学 研 究 所 的 James
Morris 博士和合作研究团
队正考虑这些生物材料
在环境上和经济上可持
续的用途。

“在水产养殖业和海
产品行业中，软体动物的
壳是‘麻烦的废物’，被大
量地丢弃在垃圾场里。”
Morris 说，“这不仅是一种
昂贵且对生态有害的做
法，而且是对潜在的生物
材料的巨大浪费。”

软 体 动物 的 壳 含 有
超过 95%的碳酸钙，而碳
酸钙在农业工程中有很
多应用。碾碎的贝壳可以
铺撒到农田里来控制土
壤酸度，或被喂给蛋鸡用
来补钙。碳酸钙还是水泥
的一种组成原料，在废水
处理中也有有效应用。不
过可惜的是，世界上绝大
多数的碳酸钙来自对生
态有害且难以为继的石
灰石开采。

“尤其因为贝壳是一
种很有价值的生物材料，
对贝壳类废弃物的再利用是循环经济
的完美范例———不仅促进了水产养殖
行业向前可持续发展，而且也向贝类的
养 殖 者 和 加 工 者 提 供 了 二 次 经 济 收
益。”Morris 说。

通过研究软体动物的壳可作为碳酸
钙的次要来源，Morris 和他的团队希望
为开采石灰石提供可持续的替代。他希
望他的工作会使这些被丢弃的贝壳的
经济价值得到重视。

“在垃圾场进行壳废弃物的处理耗
费很多资金，对贝类的养殖者和海产品
的生产者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Morris 说，“为避免它们被带去垃圾场而
应用这些废弃物，就已经产生经济价值
了。” （胡璇子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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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是世界第一大水果，中国是世界第一
大柑桔生产国，柑桔大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农民
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更是南方农村脱贫致富
的支柱产业。

然而，柑桔产业发展却被柑桔黄龙病这个
噩梦时刻包围，有过百年发展史的柑桔黄龙病
是柑桔产业的头号杀手，更是世界性的难题，对
柑桔产业造成了严重冲击。

为精确打击号称“柑桔癌症”的柑桔黄龙
病，近日，由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西南大学
牵头主办的“国家柑桔优势区域黄龙病综合防
控协同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在江西赣州
成立，搭建全国性大平台，协同形成合力，共同
拯救柑桔产业。

让全世界都头疼的头号杀手

柑桔是我国种植规模最大的水果，现有种
植面积近 3800 万亩，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年产
1.36 亿吨柑桔，其中就有 1/4 产自我国。

据了解，柑桔在包括重庆在内的我国南方
地区分布极为广泛，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是南
方丘陵地区、边远地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作物。

柑桔黄龙病是全球柑桔种植中的毁灭性病
害，可防可控但暂时不可治，严重流行时常使大
片柑桔林趋于毁灭。早期在亚洲、非洲流行，
2004、2005 年分别在巴西和美国暴发，美洲产区
深受其害，已引起世界范围的高度关注。

“在美洲多个柑桔生产国，该病正处于流行
状态。其中美国佛罗里达州已高度流行，近百亿
美元产业几乎完全被毁。”长期从事柑桔黄龙病
研究的西南大学副校长周常勇介绍。

而此病正不断地包围地中海地区的柑桔生
产国。比如 2002 年在摩洛哥发现非洲种黄龙
病，2008 年在伊朗发现亚洲种黄龙病，2010 年
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发现亚洲种黄龙病。位于大
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直处在有亚洲种
黄龙病的国度包围之中。

国际上的形势十分严峻，国内也是如此。近年
来，该病在我国南方 10 个省区的约 289 个县（市）
不同程度发生，一直以来是中国柑桔产业发展的
重大障碍，对我国柑桔产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作为柑桔主产区的江西，2013~2016 年全省
砍掉病树超过 4000 余万株，广西近十年砍掉的
病树累计也超过 5000 万株，广东柑桔产业损失
更大。据统计，柑桔黄龙病每年都会给我国柑桔
产业造成数十亿元的重大损失。

最近，位于金沙江中段的四川屏山县发现
黄龙病，已对四川宜宾、泸州柑桔主产区及整个
长江柑桔带构成了巨大威胁。

一次次惨痛而深刻的教训沉重地撞击着科
研工作者的内心，防控已迫在眉睫。

困难重重亟须攻坚克难

6 月 26 日，记者在江西省赣州市赣县王母
渡镇潭埠基地了解到了柑桔黄龙病防控的新进
展，赣州柑桔黄龙病发病势头已得到有效的控
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过，反弹的压力和威
胁依然存在，柑桔黄龙病全国的防控形势、各种
挑战仍旧十分严峻。

据周常勇介绍，当前，我国柑桔黄龙病防控
中存在“对柑桔黄龙病危害性认识滞后、研究预
算不足，种子法存在盲区、管理力度不足，普查
检疫预算不足、管理权责不对等，锯枝惜砍、肥
料矫治、丢荒处置滞后”等诸多难点。

对此，周常勇提出应当加强种苗检疫，同时
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加强区域间联防联控、区域
内综合治理。此外，还要建立部门间启动重大病
虫害防控协作联动机制，可以有机衔接各类资
源，积极探索防控协同机制创新，从而保障产业
可持续发展。

柑桔黄龙病主要是靠一种昆虫“木虱”来传
播，经过科研人员多年来的研究发现，最有效的防
控手段为“三板斧”，即种无病苗、防木虱、砍病树。

实际上，科学家与果农之间一直没有达成
共识，这严重阻碍了对黄龙病的防控。科学家调
研发现，许多果农容易犯一个通病，即为了眼前

利益不愿意砍树，当发现感染黄龙病时，只是把
部分枝条锯掉。然而，柑桔黄龙病是一种系统性
疾病，锯掉部分枝条只是“掩耳盗铃”的一种做
法，一株树有可能感染周边 10 株树，这 10 株树
可能再感染 100 株树，几何级扩散可以让柑桔
黄龙病以一传百，危害不言而喻。

“果农短视是当前防控技术难以推广的一个
重要原因。科学里的很多东西是经过长期实践得
出的，‘三板斧’经验必须要落实。”周常勇说。

目前，喷洒农药是杀灭木虱、防治黄龙病的
主要方法，有些地区一年甚至喷药多达 28 次，
这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了一定影响。

对此，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萌山表
示，尽管目前黄龙病菌全基因组测序等工作已
完成，但病原纯培养仍未突破，制约了对病原菌
理化性状的深入研究及病原治理技术的研发；
不同生态区域柑桔木虱发生消长成灾机制及其
抗药性现状，要通过研发智能监测、大数据、建
立模型等技术手段，尽快掌握规律，为木虱防控
药剂研发及综合治理技术提供技术支撑；研究
病原—媒介昆虫—寄主互作机制，为柑桔生产
布局等提供科学依据，为抗病育种和新药开发
奠定科学基础。

攥紧一个拳头集中力量办大事

为了更好地攻克柑桔黄龙病这一世界性难
题，缩小病害带来的经济损失，6 月 27 日，联盟

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全国以柑桔黄龙病的综合
防控为己任的相关力量凝聚在一起，共同为攻
克这一世界性的难题而开展协同创新。

柑桔黄龙病综合防控是 2016 年底国家农
业科技创新联盟工作会议上现场签约的 12 个
项目之一，也是 2017 年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20 个重点任务之一。

此次成立联盟是定位于国家农业科技创新
联盟框架下的专业联盟，整合了西南大学、中国
农科院植保所、华中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江西农科院等柑桔黄龙病产学研优势资源，覆
盖农业科研机构、涉农高校、技术推广单位和企
业等 60 余家单位。

专家表示，联盟是柑桔黄龙病协同创新、集
成示范、产学研用一体的全国性大平台，可以解
决各自为战、各地为战、低水平重复的科研弊
端，从而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家攥紧一个拳头，
同搭一个台，同下一盘棋。

会上，担任联盟理事长的周常勇代表联盟与
江西、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柑桔优势区域的地
市级农业管理部门签订了《国家柑桔优势区域黄
龙病综合防控协同创新联盟合作协议书》。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陈友权对联盟
寄予了厚望，他希望联盟加强柑桔黄龙病科学
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统筹规划，分类施策，
科学划分柑桔黄龙病重病区、低度流行区和非
疫区，阻截和防控相结合，不断完善防治策略
和防控体系。

农业部科教司调研员窦鹏辉则要求落实联
盟工作“有任务、有队伍、有经费、有机制、有考
核”和“有说头、有干头、有看头”的“五有三头”
目标要求。

陈萌山强调，联盟要发挥独特作用，明确破
解柑桔黄龙病防治科学问题、加强协同创新、建
立综合基地三大任务，落实四项工作举措。

这四项工作举措分别是：建立开放的联合
攻关团队，实现专家团队成员跨专业、跨学科、
跨领域的交叉组合，提高联盟的创新效率；落实
协同创新工作经费，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加强资
金整合；建立高效的运行管理和考核评价机制，
激发联盟的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确保联盟创
新工作有序开展；加强技术落地示范和推广宣
传，布局建立一批固定的开放的展示示范基地，
开展现场观摩活动，切实发挥示范基地的带头
引领作用。

“接下来，联盟将在柑桔优势产业带核心区
构建黄龙病持续治理技术体系，致力于将赣南—
湘南—桂北等核心示范区和技术辐射区的黄龙
病控制在发病率小于 1%的低度流行状态，同时
加强长江及湘西—鄂西柑桔优势区阻截带建设，
切实保障我国柑桔产业安全。”周常勇表示。

科技重拳战“黄龙”
姻本报记者 张晴丹

青岛农大：为新苹果找到“好婆家”
■本报记者廖洋 实习生曹曼

农科视野 环球农业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王母渡镇潭埠基地的柑桔。目前，该地柑桔黄龙病发病势头已得到有效的控制。
张晴丹摄

“福丽”苹果 青岛农大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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