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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大田芝麻以白花为主，主要用于生产，目标是提高产量，因而株型都非常高大。而观赏芝
麻花色深紫鲜艳、花序饱满密集、植株较小，适合花盆、庭院、绿化带、公园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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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视野 2017 年 7 月 25 日 22 时至 26 日 6 时，黄河中游
山陕区间中北部大部分地区降大到暴雨，其中无定
河流域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小理
河李家坬 8 小时降雨量 253.4mm。受降雨影响，无定
河支流大理河青阳岔水文站 26 日 4 时洪峰流量
1840m3/s，绥德水文站 26 日 5 时 05 分最大流量
3160m3/s，均为 1959 年建站以来最大洪水；同时，这
次暴雨洪水含沙量高，如白家川水文站含沙量达到
872kg/m3，场次洪水输沙量达到 7650 万 t；大理河绥
德水文站到达 849 kg/m3。暴雨致榆林市榆阳、子洲、
绥德 3 县（区）5.8 万人受灾，转移撤离 7.13 万人；子
洲县清水沟水库漫溢决口，造成 4.5 万人临时饮水
困难。农作物受灾面积 2216.2hm2；子洲、绥德城区大
面积积水，部分桥梁、道路、电力、供水中断，榆绥高
速、青银高速以及 210 国道、307 国道临时中断。此次
暴雨洪水对工业、农业、基础建设等各方面造成严重
的经济损失。

7 月 28~30 日，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宝元研究员带队，长江科学
研究院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黄委绥德水土保持监测站等单位的 14 位科研人员
组成的科考队，在“子洲绥德‘7·26’特大洪涝灾害”
发生后立即赶赴受灾严重的绥德县和子洲县及典型
流域开展洪水灾害考察。随后，水保所研究员焦菊
英、黄河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刘晓燕、西安理工大
学教授李鹏、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志强等带队，相
继前往灾区考察坡耕地、梯田、退耕地、淤地坝、水
库、河道等侵蚀、损毁、淤积情况，对 60 年来水土保
持治理效果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调研，借此摸清特
大暴雨造成的黄土高原洪水与土壤侵蚀危害，发现
背后存在问题，为今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及暴
雨灾害的防御提供依据。

8 月 14 日，由水保所所长刘国彬研究员主持，
水保所国家重点实验室组织召开了“陕北特大洪涝
灾害考察研讨会”。来自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办、黄
委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黄河水土保持绥德治理
监督局）、西北大学、西安理工大学、澳大利亚联邦科
工组织（CSIRO）水土所等单位专家以及水保所科研
人员、研究生近 50 余人参加。各个考察组专家交流

“子洲绥德‘7·26’特大洪涝灾害”的初步考察结果，
对此次陕北特大洪涝灾害的影响、发生的原因、应采
取的对策，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和见解。

会后，刘国彬、重点室主任刘宝元、科技办主任
安韶山前往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向司长蒲朝勇汇报
后，决定由水利部水土保持司组织领导，由中国科学
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泥沙研究所、黄河水利委员会牵头，由黄土高原土
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水利部黄土高
原水土流失过程与控制重点实验室组织实施，联合
相关各个单位组成综合考察队伍，对“7·26”暴雨洪
水泥沙、河道冲淤、坝库损毁及淤积、梯田等其他类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损毁、土壤侵蚀状况、植被与土壤
入渗性能、综合治理与管理，以及灾情等进行全面的
考察，回答在黄河水沙多年来持续减少的背景下，为
何会出现如此大的高含沙水流，暴雨洪水的成因是
什么等问题。摸清暴雨洪水基本情况、发生过程和成
因，了解水利水土保持措施损毁情况，对于深入认识
黄土高原综合治理效果，揭示黄河水沙变化成因，科
学评价黄河水沙变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芝麻开花节节高”有着生活越过越好
的吉祥寓意，因而芝麻花也成为了幸福的
象征。通常芝麻花都是白色的，可你见过一
朵朵紫色的芝麻花吗？

近日，在合肥燕庄食用油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燕庄食用油）的芝麻科技园
里，紫色花海中满是游客的身影，这些紫色
的花并非大家熟知的各类花卉植物，而是
国内首个紫花观赏型芝麻品种“H16”。

“H16”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
研究所（以下简称油料所）芝麻与特色油料
遗传育种创新团队选育。该品种的诞生，为
我国芝麻研究和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资源丰富，坚强后盾

芝麻是我国优势特色油料作物，含有
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铁、卵磷脂
和芝麻素等营养物质，具有降低胆固醇、
抗氧化、补血养肾等功效，有利于人体健
康，因而深受人们喜爱。

传统的芝麻一般用于榨油、制芝麻酱、
脱皮芝麻等食品加工。作为我国芝麻研究
领域的排头兵，油料所一直重视芝麻资源
的挖掘和品种培育。

历时 30 年，油料所芝麻与特色油料遗
传育种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张秀荣带领团
队，构建了覆盖全国 30 个省市和世界五大
洲 42 个国家、编目信息达 16 万多条、全球
数量最多的芝麻种质库。

这对于油料所来说是一次飞跃，也是科
研人员开展芝麻研究的“百宝箱”。“我们有丰
富的资源材料，这就为我们对新类型的创制
奠定了扎实的基因资源基础。”张秀荣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几年，油料所将研究方向调整为对芝

麻特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也正符合国家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形势。沿着这个
脉络，张秀荣带领团队埋头于实验室和田间
试验，开始探寻一种新的可能。

研究团队不断加大资源开发和创新力
度，挖掘芝麻新功能。他们利用发掘的紫花

黑芝麻资源“武宁黑”为母本，与引进的美国
资源“me den”杂交，终于选育出我国第一个
紫花观赏型芝麻新品种“H16”，填补了这一
领域的空白。

在张秀荣看来，这一成功离不开油料所
几代人研究精华的积淀，一切都来之不易。

一粒多用，潜力无限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上的
追求也超过以往，观赏芝麻的闪亮登场，让
许多人爱不释手。“观赏芝麻有很多的优势
所在。”张秀荣表示。

一般而言，传统普通花卉的花期结束于
5、6 月份，观赏芝麻的花期则集中在夏季 7、8
月份，天气越热，正是芝麻花繁盛时节，这就
为喜爱赏花之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为了让赏芝麻花变成家庭园艺的乐趣，
研究团队开始重点突出“观赏”特性。“传统大

田芝麻以白花为主，主要用于生产，目标是提
高产量，因而株型都非常高大。而观赏芝麻花
色深紫鲜艳、花序饱满密集、植株较小，适合
花盆、庭院、绿化带、公园种植。”张秀荣介绍。

不仅如此，观赏芝麻还有一个亮点就是
观食两用，花谢了，结的种子依然有大用处。

“我们这款‘H16’是一种黑芝麻，花凋谢后，
老百姓可以用结的芝麻做食品，既绿色又放
心。”张秀荣说。

同时，观赏芝麻也是药食两用的品种。
自古以来就有对芝麻效用的介绍，而最新研
究表明黑芝麻富集黄酮类物质，可以抗氧
化、抗衰老等。

据透露，除了目前的这款黑芝麻外，团队
还将深入挖掘芝麻特色资源，开发金黄、特小
粒、乌黑等特异类型芝麻，并融入高营养内
涵，在餐食、保健方面有很大发展空间。

而在花朵和叶子的颜色开发上，则有
更多的潜力。“除了这款紫色芝麻花外，后

续我们将推出不同花色、不同叶色、不同
叶片形状的观赏芝麻品种，花朵的颜色有
粉色、栗色等，叶色有深绿色、淡黄色等，
再将不同的花色与叶色组合，必定十分漂
亮。”张秀荣表示。

这个紫花观赏型芝麻品种只是第一步，
将来，团队还将在不同用途芝麻的特异资源
挖掘和利用方面继续往前走。

休闲观光，大有可为

多年来，油料所与燕庄食用油合作密
切，围绕企业需求，研究所定向育种，开发
高含油量、高芝麻素品种，双方合作培育
出适合企业做基地的高品质品种，如高油
品种“燕庄 1 号”、高芝麻素“燕庄 2 号”，
确保了原料的优势。

在燕庄食用油技术研发总监徐彦辉看
来，这是一项颠覆性的研究成果，应该在很
多场合加以应用。这次，在燕庄食用油芝麻
科技园展示的紫花观赏型芝麻品种“H16”，
即将被赋予新的使命。

“因为芝麻花寓意很好，我们打算把
这批种子与公司销售活动‘绑’在一起，将
种子放入宣传册里，并附上种植说明，通
过抽奖或者赠送的形式把种子‘传播’出
去，这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观赏芝麻。”徐
彦辉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据徐彦辉透露，目前市面上还买不到
的紫花观赏芝麻种子有望在今年年底与
公众见面。

时下，休闲农业的热度一直高涨，张秀
荣表示，未来观赏芝麻还可以在休闲农业领
域大展拳脚。

燕庄食用油以打造芝麻全产业链为
目标，正计划拓展休闲观光领域。“公司起
步于肥东县，肥东县又是我国‘芝麻油之
乡’，因此我们计划在肥东县建设一个芝
麻小镇。芝麻小镇要有芝麻的种植，更应
该有芝麻的观赏。这种紫花观赏芝麻品种
可以与白花芝麻品种相互搭配，再做一些
独特的造型，加上花期较长，非常适合游
客观赏留影。”徐彦辉表示。

观赏芝麻惊艳登场
姻本报记者 张晴丹

国内首个紫花观赏型芝麻品种“H16”。 张秀荣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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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农民每年生产豌豆 1000 万 ~1300
万吨，这使豌豆成为第三大豆科作物，仅次于大豆
和鹰嘴豆。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度持续上
升，热应激已经成为豌豆栽培的主要限制因子。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具有某些特殊性状的豌
豆植株，如开花时间更长、豆荚数量更多，可能对
热应激更有抵抗力。研究人员对豌豆耐热性的遗
传学也有了新的认识。

“在一些年份，老品种豌豆因为热应激没有长
好。”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
学植物学家 Rosalind Bueckert 表示，“我们就想能
不能找到一些新品种，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能有
更稳定、更持续的产量。”

据 Bueckert 介绍，豌豆对热应激的耐受力似
乎取决于相当多的性状。他们的研究发现了其中
最重要的两个，即更多的豆荚数量和更长的花期
持续时间。该研究第一次解开了影响热应激的基
因位置。

“热应激意味着花更少、豆荚更少，最终产出
收益就少了。”Bueckert 说。在热应激之后，一些品
种的豌豆还能结出较多的豆荚，就意味着更高的
产量。

同样，如果一个豌豆品种开花时间更长，它就
有更多机会来获得高产，“这是因为开花期间长
了，植物也就有更多时间让自己从极端天气中恢
复过来。”当然，太长的开花时间也会带来其他问
题，需要正确地平衡其生长阶段和繁殖阶段。

为了确定哪些性状
对豌豆耐热性更为重要，
研究人员选择了两种常
用的豌豆品种，“CDC 百
年”和“CDC 智者”，评估
了由其杂交获得的 100 多
个新品种。

“通过两个不同品种
的杂交，你可以繁衍出具
有亲本性状之外性状的
后代。”Bueckert 说，比如
测 试 中 的 一 些 后 代 比

“CDC 百年”或“CDC 智
者”更耐热。

在萨斯喀彻温省，研
究人员在两个生长季里
栽培了这些新品种。一批
是在典型的豌豆种植时间也就是 5 月中旬播种
的，另一批则开始于 6 月初。这些植株在当年晚些
时候温度更高时开花。这也便于研究人员观测哪
些豌豆品种在更暖的天气下长得更好、产量更高。

“识别让豌豆更耐热的性状，只是拼图上的一
角。”Bueckert 说，另一部分是更好地了解这些性
状的遗传学知识。

传统上，人们使用可见的性状如豆荚数量，来
选择在特殊环境下长得更好的作物品种。但现在，
绘制出相关的遗传信息才更有助于这项工作。研

究人员识别了豌豆基因图谱中某个性状的特定基
因位置。由此，人们可以更可靠地选择作物品种。

除了开花时间和豆荚数量是豌豆耐热的两个
最重要的性状，研究人员也测试了其他有助于耐
热的性状，如半无叶型豌豆品种比多叶品种在应
对热应激上更好。

Bueckert 表示，未来只有在基因位置和分子
技术上做更多的工作，才能使人们对豌豆性状
的认识和耐热性遗传基础的理解更加深入、更
有效率。 （王方编译）

开花久结荚多的豌豆更耐热
动态

本报讯 美国当地时间 8 月 31 日，美国
风景园林师协会公布了 2017 年学生竞赛获
奖者名单。26 组学生从 295 组参赛者中脱颖
而出，分别获得综合设计类、住宅设计类、分
析规划类、研究类、交流类、团队合作类、社
区服务类等 7 个类别的奖项。

据悉，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学生获分
析规划类荣誉奖。获奖作品的题目是《创造
呼伦贝尔自下而上的弹性游牧景观》。在林
箐教授的指导下，刘京一、张梦晗等同学完
成了这一作品。组委会的评语是：“经济往往
战胜文化。该项目是针对此问题的一种尝
试，在提出未来发展规划的同时，尊重了生
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游牧传统。”

大学生们研究的区域位于内蒙古呼伦贝

尔市。这是一个景观形式和土地利用方式都极
为多样的区域。基于区域发展进程中动态、复
杂因素的分析，学生们将景观理解和塑造为一
个自下而上构成的基于自主体的自组织系统。
这样一种系统富有弹性和环境适应性，并随着
时间不断改变。设计关注的重点并非景观模式
或格局，而是来自底层的活动和流动。如放牧、
林业、耕种、采矿、制造业、发电和城镇建设等。

学生们提出了一种轮作的单元作为主
要策略，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重新安排，使
它们以一定顺序轮流占据特定的斑块，由相
互冲突变为相互依赖和促进。设计同时探索
了草原恢复、林草间作、尾矿修复、水源保
护、地下水补充和风能利用等活动的具体措
施，并设想了未来的场景。 （铁铮）

呼伦贝尔弹性游牧景观设计获奖

本报讯 日前，河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
究所花生团队在兰考县召开会议，对使用集
成技术让兰考的旱薄地实现花生优质高产
情况进行了现场观摩。

据悉，全国花生生产第一大省河南省有
旱薄地超过 500 万亩，而该类地块正是传统
的花生种植区域。这些地块土壤相对贫瘠、
养分缺乏，花生生育期内降雨量偏少，灌溉
条件差，花生受天气影响较大，产量低而不
稳，严重干旱年份甚至绝收。因此，提高旱薄
地花生的单产，改善品质，对于增加花生种
植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

在国家和河南省产业技术体系的支持
下，2000 年以来，河南省农科院花生团队开
展了抗旱品种筛选、平衡施肥、土壤处理等
相关研究，集成了以优质抗旱品种、平衡施
肥、施用保水剂为核心的花生旱薄地优质高

产标准化生产技术，并制定了河南省地方标
准《旱薄地花生丰产种植技术规程》。该技术
在全国 6 个省 10 多个地点示范均取得了显
著的增产效果，比对照增产可达 20%以上。

在河南省“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河
南省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科技示范精品工程
的支持下，针对兰考旱薄地花生面积大的现
状，2017 年河南省农科院和兰考县政府联合
在兰考县开展了旱薄地花生优质高产示范工
作。项目选择当地有代表性的旱薄地建立了
百亩示范方，通过选用由河南省农科院经作
所选育、具有较强的抗旱性和稳产性的优质
高油花生新品种豫花 9326，采用旱薄地花生
丰产种植技术，取得了可喜的示范效果。

经专家对示范田实地测产，每亩花生单产
达到 409.82 公斤，且花生含油量在 55%以上，
每亩花生可增加效益 200 元以上。 （史俊庭）

兰考旱薄地种出优质高产花生

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敦煌棉花试验站获悉，其研究人员经过 10 多
年的试种和推广，成功育出甘棉、陇棉系列棉
花新品种 11 个，其中白棉品种 3 个、彩棉品种
8 个，并建成国内最大的彩色棉生产基地，种植
面积达 1.6 万亩。

据了解，天然彩色棉花简称“彩棉”，是
利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选育出的特殊类型
棉花，它的棉纤维在特定基因的作用下自
然形成绿、棕、灰、紫等天然色彩。1992 年，
由甘肃省农科院经济作物所承担的彩色棉

引进试种、选育研究工作，在敦煌市肃州镇
魏家桥村启动。从最初国外引进的 250 多
粒种子和 6 平方米的试种面积开始，通过
几年的选育，1996 年，首次在国内培育出具
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适宜敦煌市种植的
彩色棉花新品种“陇绿棉 1 号”。生产的彩
色棉纤维通过试纺，成功地纺织出了国内
第一批彩色棉布料。截至目前，该所除选育
出了“陇绿棉 1 号”外，还成功培育出“陇绿
棉 2 号”“陇绿棉 3 号”及“陇棕棉 1 号”3
个彩棉新品种。 （兰欣）

甘肃省农科院培育出彩色棉新品种

本报讯（记者胡璇子通讯员王福海）日
前，江苏科技大学蚕业研究所马琳博士的光
诱导的自组装机理在传感器阵列中的应用研
究取得了重要进展。该研究利用光诱导的碲
化镉（CdTe）量子点的自组装现象，同时完成
了 10 种蛋白质的可视化识别区分。相关研究
成果以封面论文形式发表在英国皇家化学学
会期刊《材料化学杂志 B》上。

研究人员以两种不同发射波长的碲化
镉量子点为传感单元，基于光引发的自组
装原理，构建了多通道荧光传感器阵列，根
据碲化镉量子点荧光颜色及强度的变化，实

现了 10 种不同种类蛋白质的同步可视化区
分检测。该传感器阵列构建简单，不需要昂
贵的专业仪器或技术人员，在一台单一激发
波长的紫外灯辅助下，即可肉眼完成蛋白质
的识别检测，省时，省钱，提高工效，非常适
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该传感器同样可以识别变性后的 10 种
蛋白质与人尿液中的 8 种蛋白质，证明其在
大分子空间构象识别及医学临床检测中具有
一定应用前景。此外，这项研发成果还可以实
现多种生化物质的同步快速检测，可以运用
到糖类、金属离子等的检测中。

江苏科技大学研究发现

多种不同蛋白质检测可用肉眼完成

酷热导致豌豆只开花不结荚。 供图

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