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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视野

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也是
世界牛奶日。牛奶是不可多得的天然
营养食品，尤其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
有力保证。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包括牛奶在内的乳品消费
得到快速增长。

然而，2008 年的“三聚氰胺”事
件，让本来生机勃勃的国内奶业一
蹶不振，也让公众对国内奶品的信
心降至冰点。这些年来，无论奶制
品行业还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都
背负着艰巨的责任与使命，力图从
各个方面、采取各种措施确保我国
乳制品的质量和安全，重建人们对
国产奶的信心。

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是其中的
重要一环，可以从源头上杜绝乳品掺
假。而检测技术的提高则是其中的关
键所在。

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陈刚主持完成的科技部国际合作项
目“中国新西兰乳品综合识别溯源技
术合作研究”，顺利通过项目验收。项
目成果在《食品化学》《食品与农业科
学》等国际期刊上发表。

建立原料奶综合检测技术体系

目前我国 80%以上的原料奶
都是由小农户生产的，奶牛的优
质饲料缺乏，饲养管理粗放，生产
出来的牛奶量少、质低。乳品企业
通过收购小农户手中的原料奶来
生产自己的奶制品。这样的生产
模式难以从源头保障乳品安全。

因此，建立原料奶及乳制品真
实信息为核心的综合识别溯源技

术体系势在必行。
陈刚告诉《中国科学报》，项目

组与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 Rus-
sell Frew 合作，经过 3 年的共同努
力，建立了一套多技术联用的原料
奶产地溯源和掺假识别综合检测
技术体系。

项目组利用稳定同位素、矿物
元素、脂肪酸等多种表征信息和综
合检测技术，建立了牛奶产地信息
数据库，实现对不同产地牛奶进行
源头追溯。建立了牛奶中三聚氰
胺、尿素等 5 种非蛋白氮化合物的
核磁检测方法。方法的样品前处理
简单，检测灵敏度高、准确性好。此
外，将核磁共振与高分辨质谱相结
合，成功建立了牛奶、羊奶和豆奶
的掺假鉴别技术。

陈刚介绍，该项目重点围绕原料
奶产地溯源、掺假识别、奶品质监测
技术建立等方面，实现了三个目标。

首先是建立了利用稳定同位
素、矿物元素进行原料奶产地识别的
技术。研究团队构建了我国 8 个牛奶
主产区产地溯源信息库及可视化地
理产地追溯识别系统，建立了溯源识
别模型，并通过利用大数据化学计量
学计算提高溯源识别模型的可靠性
和准确度。

其次是建立了原料奶中非法添
加三聚氰胺等非蛋白氮类化学物质
的快速筛查技术。将检测关口前移，
努力实现事后监管向事前预警转变。

三是针对高品质奶掺假廉价
奶的问题，中新两国科研人员共同
合作，利用代谢组学和脂质组学技
术，找出牛奶、羊奶、豆奶的特征代
谢物作为表征因子，建立了可行性

强、准确度高的廉价奶掺假定量模
型，为日后奶品的掺假鉴别提供了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中国—新西兰合作团队

关于选择与新西兰合作来进
行乳制品综合溯源技术研究的原
因，陈刚介绍，在三聚氰胺事件
中，新西兰恒天然集团作为三鹿
集团最大的海外股东，也遭受了
巨大损失。

新西兰作为世界乳品生产大
国，对本国乳品具有很强的保护意
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氢和氧稳
定同位素地理识别系统，实现了对
新西兰原料奶产地的追溯识别。而
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起步相对较
晚，缺乏构建成熟的溯源识别体系
的经验。新西兰非常重视中国的市
场，因此新西兰科学家希望能与中
国科学家合作，共同建立乳品的综
合溯源识别技术。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在食品溯
源领域具有很强的优势，与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术研究所有多年的合作关系。因此
双方共同进行这项研究是非常合
适的。”陈刚说。

优势互补的合作模式

陈刚告诉记者，中新双方科研
团队的合作是一种良性、高效、优
势互补的模式。

项目资助来源于中新两国政
府间协议项目：中国—新西兰科学
技术合作五年路线图协议。双方科

研人员分别向本国的科技部门申
请，研究经费由本国政府资助。合
作本着公平、公正、科学合理、互惠
互利的原则，项目团队有关预期成
果、知识产权等的权益归属问题通
过合作协商加以解决。

中方资金主要用于中方项目
执行单位，针对我国奶业主产区原
料奶产地溯源和真实性识别开展
研究。新西兰则为中方人员在新西
兰学习提供必要的实验条件并给
予技术指导。

双方的合作内容集中在两个
方面，一是引进学习新西兰的牛
奶溯源识别系统，建立我国的原
料奶产地溯源识别系统；二是共
同研发，包括非蛋白氮的检测等。

陈刚介绍，在这个项目合作中，

中方的最大优势是有着专业的科研
队伍。研究工作依托于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动物源产品质量安全分析溯源与过
程控制创新团队”。团队长期从事动
物产品溯源检测技术研究，很多科研
人员都有国外留学背景，具有优越的
科研平台。

而新西兰的优势在于农产品
产地溯源研究起步较早，农产品

（牛奶、畜禽肉类、蜂蜜等）溯源识
别技术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具有重
要影响。

在陈刚看来，正是这种优势互
补，使双方的科研合作得以顺利进
行。通过技术合作，我国学习并引进
了新西兰在上述方面的关键技术，缩
小了与国外在相关技术领域的差距。

“科研成果不断产出，院地科技合
作不断深化，取得了一大批有重要影响
的科技成果，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
技人才和致富能手，审定和推广了一大
批新品种、新技术，有力推动了现代农
业发展，造福了河南人民、新乡人民。”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汉中眼中，中国农科院新乡综合
试验基地今天取得的发展，是中国农科
院院地合作的一个典范。

而这份友好合作始于 60 多年以
前。5 月 17 日，在中国农科院与新乡科
技合作 60 年研讨暨新乡基地建设成
果展示大会上，王汉中指出，作为中国
农科院在全国主产区兴建的第一个大
型综合试验基地，“新乡基地入驻研究
所多，科研任务饱满，院地合作活跃丰
富，建设好、管理好、使用好这个基地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为农服务起步的合作

“来了齐专家，棉田有虫再不怕。”
这句顺口溜曾在河南新乡当地农民间
广为流传，这也是中国农科院扎根河
南新乡的真实写照。

1956 年，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面对冷战带来的一系列外患，棉花生
产的战略地位尤为凸显。谁能想到，作为
华北平原典型代表的重要棉花产区新乡
却遭遇了一场“滑铁卢”。

“当时棉花病虫害肆意蔓延，导致
棉花大幅度减产，亩产皮棉不足 20
斤，损失惨重。”中国农科院新乡基地
管委会主任张怡春回忆道。

对于当时的新乡政府和群众来说，
没有好的品种、没有相应的植保技术、
没有农药，一切都陷入了困境。

这一问题很快引起了中国农科
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专家齐兆生的注
意。1957 年 3 月，植保所专家在齐兆
生的带领下来到新乡，在河南省新乡
市新乡县七里营镇建立了科研基地，
在新乡县和获嘉县建立了 20 万亩的
棉花治虫保产示范区，当年就获得了
亩产皮棉 65 斤的好收成，较上年产
量提高了 2 倍多。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农科院农
田灌溉研究所搬迁至新乡，与新乡广
泛合作开展了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研究、机井灌溉及配套研究和作物需
水研究。70 年代，植保所下发新乡 9
年期间，大批专家云集新乡，搬回北
京后，大量科研任务仍在新乡县七里
营镇的试验基地继续实施。90 年代，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因矮败
小麦育种结缘，入驻新乡，2003 年在
七里营镇筹建了矮败小麦育种基地，
随后发展为多团队入驻的研究所试
验基地。

从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率先安家，灌
溉所举家搬迁，而后作科所逐步壮大，到
2009 年中国农科院与新乡县人民政府
正式签订合作协议扩建中国农科院新乡
综合试验基地，再到中国农科院郑州果
树研究所、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所等新成员加入，中国农科院新乡基地
已从齐兆生团队空降新乡临危受命的

“一枝独秀”发展到 90 多个创新团队扎
根新乡的“百花齐放”。

携手共谱基地华章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粮食生产大省，
新乡市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优质
小麦生产基地，新乡市的农业发展在河
南乃至全国均具有重要地位。综合试验
基地选址新乡，是出于中国农科院主动
响应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号召、为新增千

亿斤粮食做贡献的初心。
在多年合作过程中，不仅仅是新

乡市、河南省收获了粮食高产稳产，培
育了一大批基层农业技术人才，中国
农科院也充分利用基地条件产生了一
批可圈可点的科研成果和转化效益，
带动农业产业向前发展。

“一直以来，中国农科院与新乡相
互支撑，新乡支持了中国农科院的试验
基地建设，中国农科院也通过院地合
作、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带动了新乡的
农业农村发展。”中国农科院成果转化
局王启现曾参与新乡综合试验基地建
设，他告诉《中国科学报》，60 年来中国
农科院在新乡的科技创新工作有力地
促进了地方的经济发展，新乡的农业发
展已走在全国前列。

扩建后的中国农科院新乡综合
试验基地规划为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产业示范和人才培养四大功能，
重点开展黄淮海地区农业和农村发
展全局性、战略性、关键性科技问题
攻关研究，重大技术集成和科研成果
中试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与
产业示范工作。

王启现表示，新乡综合试验基地
的成果已在新乡县及周边县市逐步辐
射，已有作物、瓜果等 50 多个新品种
试种、示范，累计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
200 万亩。

大批实用人才从这里诞生。“曾经
一个时期，来新乡聘请植棉技术员的
人络绎不绝，民间育种蔚然成风。”王
启现告诉记者，60 多年来，院地先后举
办各类科技培训、成果观摩、科技对接
会议上千场次，累计培训各类人员 10
万多人次，培养科研技术工人 1000 多
人。基地建设以来，中国农科院已为新

乡培养专业学位硕士 100 多人。
他介绍，中国农科院不仅培养了

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还培育壮大了
农业产业，很多农民完成了向企业家
的转变。科学家培养的当地农业技术
人员纷纷创办种子、农资、植保等农业
企业，成为了至今支撑新乡农业发展
的骨干力量。

另一方面，“农业科研离不开试验
基地的支撑和保障”。王汉中说。

据悉，在新乡做科研的科学家已
有 2 人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以
新乡基地为主要试验场所的一批科
技成果获得过国家级及省部级科技
奖励，包括“矮败小麦及其高效育种
方法的创建与应用”“棉花抗枯萎病、
高产新品种‘86-1 号’”“小麦与冰草
属间远缘杂交技术及其新种质创新”

“棉铃虫对 Bt 棉花抗性风险评估及
预防性治理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等。

探索新机制实现多方共赢

记者在会议现场看到，中国农科
院郑果所展示的梨、桃、猕猴桃、苹果、
葡萄、西瓜和甜瓜等果树瓜类良种良
法配套高效栽培模式和技术深受好
评。

“我们研发的早熟苹果新品种华
硕，以‘贮不沙化、货架期长’的特点改
变了早熟苹果不耐贮藏的问题；新一
代特色蟠桃中蟠桃 11 号、中油蟠桃 7
号，则弥补了传统蟠桃皮薄肉软不耐
贮运的缺点；即食红肉猕猴桃品种则
以市场稀有的特性成为多地抢占水果
高档市场的优先选择。”中国农科院郑
果所副所长王力荣研究员说。

据了解，新乡综合试验基地用于
开展研究的田间试验区占地 4000 多
亩，用于开展成果转化和产业示范的
示范展示区占地达 6000 亩，科研成
果荣获专利 150 多项，培育通过审

（鉴）定各类新品种 150 多个，累计推
广面积超过 2 亿亩。研发的部分粮食
与果蔬产品已形成了特有的品牌，占
据大量市场份额。

王汉中认为，为了贯彻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兑现到 2020 年整体脱贫的庄严
承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是两个重要
的手段和抓手。而科研试验基地是衔接
科研和成果转化的良好平台。

他说，不仅要进一步抓好新乡基
地的建设和发展，更要发挥新乡作为
院地科技合作先行者的示范和表率
作用，共同探索科学试验—成果转
化—产业示范贯通、产学研融合的新
机制新模式，打造特色鲜明、可复制、
可推广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实现建
设一流基地、支撑科技创新、服务区
域发展的多方共赢奋斗目标。

溯源技术：乳制品的安全卫士
姻本报记者张晴丹

资讯

本报讯 5 月 15 日，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在湖北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卢景波介绍，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
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范围为河
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等 6 省，
最低收购价格水平为每斤 1.12 元（国标
三等），执行时间为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具体操作按 2018 年《小麦和稻谷最
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执行。

据悉，今年夏粮收购量稳中有升，预
计小麦收购量 1350 亿斤，与上年持平略
增，其中优质小麦购销将更趋活跃，预计
小麦收购呈现最低收购价收购与市场化
收购同步展开的局面；油菜籽收购市场
形势较好，预计收购量 320 万吨，保持在
正常水平。

卢景波介绍，从生产看，各地积极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种
植结构，有效供给有所增加。

从市场看，随着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
持续推进、粮食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优
质粮食工程的加快实施，产业活力不断增
强，优质粮源需求旺盛，优质品种价格优
势逐渐显现。比如，优质小麦销路很好，从
近几年经验看，价格比普通小麦高出 10%
以上，预计今年优粮优价趋势更加明显。

卢景波强调，近年来，各有关方面
努力克服收购任务重、压力大、人手紧
等实际困难，较好地完成了粮食收购任
务，没有发生大面积农民“卖粮难”。今
年夏粮收购形势向好，前期各地在仓
容、资金、人员、场地等方面做了充分准
备，收购量大的重点地区，还提前研究
制定了应对预案，做到防患于未然、未
雨绸缪。 （李晨）

今年继续实行小麦
最低收购价政策

本报讯 日前，国家种质镇江桑树
圃、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桑树种质资源子平台 2019 年开放日活
动在镇江江心洲试验基地启动。此项活
动是第三年举办，时间将持续一个月，参
与人数预计过万。

启动仪式上，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
究所副所长、桑树种质圃及平台负责人刘
利介绍了我国桑树种质资源收集保存与
研究利用的基本情况，以及举办开放日活
动的意义。他说，举办开放日活动一方面
是为了便于资源利用者现场考察，提出利
用需求，提高种质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
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国家种质镇江桑树圃建立于 1990
年，2014 年成为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共
享服务平台子平台，目前保存收集了国
内外各类桑树种质资源 2369 份。

平台挂牌成立 5 年来，主动开展信息
服务、资源服务以及各类专题服务，先后
为 125 家（次）单位提供各类桑树种质资
源 1485 份次，在服务科学研究、产业发
展、企业创新以及服务民生、科学普及等
方面，都取得显著成效。（胡璇子王福海）

国家桑树种质圃及平台
举办2019年开放日活动“在多年合作过程中，不仅仅是新乡市、河南省收获了粮食高

产稳产，培育了一大批基层农业技术人才，而且中国农科院也充
分利用基地条件产生了一批可圈可点的科研成果和转化效益，带
动农业产业向前发展。

合作共赢促农发展的新乡样板
姻本报见习记者程唯珈

淤中国农科院郑果所实验园区

于果蔬新产品展示

程唯珈摄

淤

于

本报讯 近日，由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张
秋英研究员研究团队选育的“中科毛豆 3 号”（审定编号：黑
审豆 1019Z0010）、“中科毛豆 4 号”（审定编号黑审豆
1019Z005）鲜食大豆品种顺利通过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
定委员的审定。

“中科毛豆 3 号”和“中科毛豆 4 号”成功选育是东北地
理所继“中科毛豆 1 号”和“中科毛豆 2 号”之后在鲜食大豆
育种方面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标志着东北地理所在鲜食
大豆品种选育方面技术逐渐成熟。

“中科毛豆 3 号”具备产量高、蛋白质高、鲜荚鲜绿，分
枝强，秆强、抗倒伏等特点。该品种为亚有限结荚习性，株
高 56cm 左右，籽粒大小适中，百粒重 34g 左右，外观品质
好，适合种植区域广。成熟期干籽粒品质分析结果显示，蛋
白质含量 42.46%、脂肪含量 19.23%。鲜籽粒品质分析结果
显示蛋白质含量 12.27%，脂肪含量 5.7%，可溶性糖含量
2.91%。高抗大豆霜霉病，中抗大豆花叶病。

“中科毛豆 4 号”为亚有限结荚习性。成熟期干籽粒品
质分析结果：蛋白质含量 40.04%，脂肪含量 20.84%。鲜籽粒
品质分析结果显示，蛋白质含量 15.52%，脂肪含量 9.1%，可
溶性糖含量 2.38%。中抗大豆灰斑病。

以上品种的成功选育改善了我国北方鲜食大豆品
种匮乏的现状，对加快东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
民经济效益、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保持农业持续发展及
促进中国大豆产业振兴和增强大豆产业国际竞争力具
有重要意义。 （吕小羽）

两个鲜食大豆新品种
通过审定

“中科毛豆 号”

项目组利用稳定同位素、矿物元素、脂肪酸等多种表征信
息和综合检测技术，建立了牛奶产地信息数据库，实现对不同
产地牛奶进行源头追溯。建立了牛奶中三聚氰胺、尿素等 5
种非蛋白氮化合物的核磁检测方法。

蒋志海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