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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胡春胜
今年是中国科学院栾城农业生态

系统试验站成立 30周年。30年来，栾城
站围绕区域国家战略需求与区域生态
问题，以服务农业、服务地方为宗旨，积
极探索农业发展的道路与关键支撑技
术，在我国现代农业关键技术研发、区
域示范及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在我
国农业发展史和长期生态学研究上书
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农业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栾城站位于黄淮海平原北部的太

行山前平原，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
候，年平均气温 12.2℃，降雨量 536.8毫
米，土壤为潮褐土，是黄淮海平原典型
的集约高产农业生态类型，代表区域面
积约 5万平方公里，耕地 3800万亩。

历史回顾与目标定位

1978 年，中央批准栾城县为全国
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县之
一。时年 6月，中国科学院与河北省联
合组织大批专家开展了栾城县农业资
源综合科学考察与农业区划。刚刚成
立的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
究所组织了由多学科组成的科技队伍
进驻栾城县各乡镇，开展农业综合试
验研究。1981 年选址栾城县聂家庄，
成立栾城农业综合试验站（简称栾城
站，当地称 185站）。1987年 7月，经中
国科学院批准，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石
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栾城生态农业
试验站。1988年成为中国科学院生态
系统研究网络（CERN）的第一批野外
台站之一。1993年与中国科学院地理
所大屯站合并成立联合站，更名为中
国科学院栾城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
1999年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陆
地观测系统（GTOS）”的成员单位。
2005年成为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CEORN）之一。

栾城站的目标定位是针对华北平
原地下水超采与农业面源污染等主要
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农田生态系统关键
生态过程的转化机制、界面通量、调控
途径和关键技术，发展资源节约型农业

生态系统管理的理论体系和区域优化
示范模式。

创新农田水分界面调控理论
发展节水农业技术体系

上世纪 70年代以来，开采地下水灌
溉快速发展，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围
绕农田水分高效利用，栾城站建立了农田
节水灌溉与水分循环长期定位试验，率先
利用波文比、涡度相关测定能量平衡，大
型蒸渗仪结合小型棵间蒸发器和稳定性
同位素测定农田蒸散发量，系统研究了土
壤—植物—大气系统界面水分传输过程，
量化了山前平原高产区冠层—大气界面
和土壤—大气界面水分传输通量、组成和
分配以及土壤、作物和气候对水分传输通
量的影响。
围绕土壤—大气界面水分调控，以覆

盖减少土壤蒸发为核心环节，栾城站从上
世纪 80年代开始了小麦秸秆覆盖夏玉米
田的长期定位试验，证实秸秆覆盖可显著
提高水分利用率。为了解决秸秆覆盖还田
的生产技术问题，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以
来，栾城站先后自主研制了新型小麦秸秆
切碎机、小麦整秸覆盖免耕播种机等保护
性耕作机具，集成机械化秸秆全程覆盖还
田技术。这些技术成功推动了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面积的秸秆还田，为区域减少
秸秆焚烧、提高肥力、保墒节水发挥了重
要作用；围绕冠层—大气界面调控，以提
高作物蒸腾效率为核心，实证了品种间存
在着明显水分利用效率差异，培育并示范
一批小麦节水品种，挖掘了生物节水潜
力；揭示了作物对水分亏缺的生理生态响
应规律和适度缺水对生长和产量的补偿
效应，提出了作物水分适度胁迫下的作物
“反冲响应机制”，建立了提高蒸腾效率的
土壤水分和作物水分调控指标体系等。
基于上述多年来农田水分界面调

控理论与调控技术研究，栾城站制定了
适合华北平原不同节水策略的主动调
亏灌溉制度、最小灌溉制度和关键期补
水灌溉制度等 3种灌溉制度；筛选出 8
项农业节水技术，组装配套和集成 4套
农业节水模式，提出 4套相关的技术体
系标准；研制了玉米整秸覆盖小麦全免
耕种植模式及配套机组、预付费 IC卡
井灌控制装置，实现了节水技术成套化

、系列化、标准化，节水增产效果显著，
在华北地区累计推广面积两千多万亩，
取得社会经济效益 2亿多元，节水 7.8
亿方。灌溉水利用率由 0.7提高到 0.85
以上，作物水分生产率平均由 1.3
kg/m3 提高到 1.98 kg/m3，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这些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 3项、河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河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项和河
北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项。

量化农田氮素通量过程
发展清洁施肥技术

华北山前平原是我国典型的高产农
区，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危害环境的重要
来源。上世纪 80年代初，围绕农田养分循
环、平衡与高效利用，布置了有机无机结
合、NPK配合等一系列长期定位试验，开
展了动态监测研究。从上世纪 90年代开
始，利用箱式法、原位培养法、微气象法、
土壤溶液采集器等田间原位监测方法，对
“土壤—大气”、“土壤—水体”、“土壤—作
物”界面氮素通量进行了系统测定。1990
年在全国率先完成农田N2O原位测定研
究，通过连续 20年来的系统研究，定量了
华北山前平原小麦玉米两熟农田N2O排
放、氨挥发、硝态氮淋失通量，揭示了深层

土壤反硝化脱氮机制与酶学调控机制。围
绕控制界面氮损失途径，提出了适合山前
平原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氮素数字诊断
技术、变量施肥技术。1994年成功研制
“涂层尿素”，并配套综合施肥技术，开创
了缓控释肥料应用的先河，推广面积
2600多万亩，平均增产 10%，肥料利用率
提高 6%，纯增经济效益 1.76亿元。这一领
域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项、中科院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1项和河北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1项。

培育高产优质高效品种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国家重
要的战略目标。围绕高产、优质、高效，
栾城站 30 年来积极开展化学诱变育
种、染色体工程育种、分子标记聚合育
种方面的研究。在染色体工程育种领
域，首次发现了八倍体小偃麦染色体组
的重组现象，揭示了其形成规律，确立
了八倍体小偃麦染色体组型，明确了八
倍体小偃麦与普通小麦杂种后代育种
程序，创造了一批异附加系、异代换系
和异位系新种质，先后培育了早优 504、
高优 503、科农 9204、科农 199等品种。

2001年通过国审的高优 503 小麦品种
是我国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其面筋
含量、蛋白质含量等重要指标已达到国
际市场标准，开启了中国食用小麦打入
国际市场的“破冰之旅”。这一成果获得
2002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03年培育的小麦“科农 9204”是
黄淮麦区代表性氮高效品种，在黄淮麦
区大面积示范推广，亩产 489.2公斤。新
品种“科农 199”（国审麦 2006017）聚合
了多个骨干亲本、骨干品种的有益基
因，节水、节肥特点突出，抗寒、抗病性
好，平均亩产 544.2公斤。该品种已推广
4000多万亩，在我国小麦生产中正在发
挥重要作用。这一领域先后培育出 22
个小麦、大豆品种，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 4项，中科院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 1 项、二等奖 1 项，河北省突出贡献
奖 1项和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

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模式
服务区域农业经济发展

30年来，栾城站积极探索可持续的
区域农业发展模式。上世纪 80年代中
期开始了农牧果结合的城郊型农业模
式和生态循环农业模式集成示范。1984
年承担了中国科学院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栾城城郊型农业发展研究。项目
提出并实施了面向城市市场、积极调整
产业结构、努力发展三大产业、尽快由
农村型经济向城郊型经济转变的战略
与措施，为我国城郊型农业发展探索了
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这一成果获得中
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如前所述，生态站在上世纪 90年

代初还提出了以节水技术为核心的资
源节约型农业模式示范以及以秸秆资
源利用转化为主体的资源节约型农牧
结合生态模式。

21世纪初，该站又开始了以信息技
术为核心的都市农业模式示范实践。2000
年开始帮助栾城县范台村建设以精准农
业和生态观光为特色的草莓采摘园区,当
年产值收入达每公顷 30万元以上,并以
电脑走进大棚、田园超市为特征引起媒体
的广泛关注，石家庄电视台、《石家庄日
报》、《农民日报》先后进行了报道。该成果
获得河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拓展国际合作 构建开放平台

栾城站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
期生态学观测平台。栾城站作为联合国粮
农组织“全球陆地观测系统（GTOS）”的
成员单位，联网监测气候变化、植被覆盖、
土地利用、水土资源动态等，长期观测研
究陆地生态系统与全球气候变化及人类
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之间相互作用的耦
合关系。美国马里兰大学全球变化研究
所、日本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也将该站选为
东亚季风气候变化模拟和灾害气候对粮
食安全生产影响进行研究的基点站之一；
与日本千叶大学、筑波大学、东京大学合
作联合建立了华北N38°生态样带的水
文水资源长期动态监测网络，研究华北地
区水资源从山区—平原—低平原—滨海
的不同地区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系统蒸
散的变化、水资源消耗规律。
在农业节水、精准农业、作物育种、水

氮管理、温室气体排放等研究领域，该站
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荷兰等建
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已成为国际上有一定
影响的长久性农田生态系统研究平台。
近年来，到栾城站进行学术访问和合

作研究的国外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每年平
均 20余人次，与栾城站有合作和交流的
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德国、荷兰、英国、
日本、澳大利亚等 20多个。

30年来，栾城站几代人艰苦创业、发
奋图强、锐意创新，先后荣获国家、省部科
技成果奖励 38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9项；以站为基地发表论文 1151
篇，SCI论文 231篇，出版专著 26部；获授
权专利 65项；审定品种 22个；制订地方标
准 4项；培养了博士生 10名、研究生 35
名，并有在读博士生 10名、硕士生 11名。
展望未来，栾城站将以科学发展观为

统筹，秉承中国科学院的优良传统，发扬
“爱国奉献、创新为民”的精神，始终围绕
监测、研究、示范三大任务，突出人才、平
台、开放、示范四大核心环节，脚踏实地、
求实创新，努力将栾城站建设成为具有国
际水平的长久性农田生态系统观测与研
究基地、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高新技术研
发基地、高度开放的国内外合作交流平台
和人才培养平台。
栾城站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将潜心

钻研，跨越前行，谱写新时代的崭新篇章。

助非洲抵御自然灾害应授人以渔

认知生态规律 服务区域农业
———庆祝中国科学院栾城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建站 30周年

军事医学科学院建院 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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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长期定位试验场

栾城站全景图

阴本报记者王卉
“整个非洲的生态和经济都比较脆弱。肯尼亚冰川

融化正在加速，而这些冰川是肯尼亚绝大多数河流的主
要来源，大多数老百姓的用水都有赖于此，未来生计值
得担忧。”
这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原副

主席、内罗毕大学资深教授Richard Odingo在接受《科学
时报》采访时，向记者表述的他对气候变化最明显的感受。
作为肯尼亚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Odingo同样关心

的，还有海平面上升对这个沿海国家的经济、生态、基础设
施等可能带来的影响。

Odingo特别介绍说，在非洲，干旱和洪水的交替频率
更高了，有些地方农作物已不能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
日前，在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举行的中国生态

大讲堂上，Odingo应邀作了题为《气候变化对非洲的机

遇与挑战》的报告。
本次焦点论坛由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

伙伴计划（IEMP）和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共同发起。
作为论坛主持人，中科院地学部主任、IPCC第一工作

组联合主席秦大河院士强调，目前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的
增加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已不容置疑，只是影响程度说
法不一。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非
洲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影响巨大，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很多
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问题。
对于未来的气候变化，Odingo也有不太乐观的估计。

他认为，未来每隔十年全球气温会上升 0.2度，而且干旱区
缺水情况也将更为严重。
为此，Odingo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该

对非洲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援助。不过，Odingo对发达国
家能提供的帮助似乎显得信心不足。
“下一轮气候谈判难有突破，我本人不抱太大信心，

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而发展中国家大多又太
穷。”Odingo说。
“科技应该是中非交流合作的一个很好的渠道。”

IEMP主任刘健对《科学时报》表示，“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要提高非洲国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林秀表示，中国

虽然同为发展中国家，但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期
待日益提高的情况，也采取了积极行动推动气候变化领
域的南南合作。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已明确

提出，“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国际交流和战略政策对话，在
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推动建立资金、技术转让国际合作平台和管理制度，为
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和帮助”。
张林秀认为，这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开展应对气候

变化的南南合作指明了方向。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有这样一个群体，完美
地融合了智慧与美丽、理性与柔情，取得了众多
瞩目的科研成就。她们就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
女科学家们。

2011年 8月 9日，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和分
子遗传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翠芬逝世。她曾被
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被国
务院评选为“侨届十杰”，当选“新中国成立后为国
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百
位先进模范人物”。1950年，在美国从事医学研究
的黄翠芬，冲破移民局阻挠毅然回国。随后，她主
持研制了气性坏疽四联战伤类毒素和我国第一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针对细菌性腹泻的基因工
程疫苗。同时，着手组建了全军第一个分子遗传学
研究室、第一个基因工程研究室和第一个生物高
技术研究机构，培养出包括国家“973”计划首席科
学家在内的一批生物技术领域尖端人才。

2008年 6月，汶川地震救援工作转入灾后
重建阶段。一连几天，一位女大校出现在电视节
目中，用通俗的语言讲解震后卫生防疫知识。她
叫陈薇，我国生物反恐疫苗研究的权威专家、中
国十大杰出青年，被媒体称为“第一位敢说可以
阻止 SARS的人”。2003年，非典肆虐时，她在
40多天时间里，带领课题组与非典病毒零距离
接触，取得关键实验数据，率先研制了预防药
物———基因工程人干扰素ω喷鼻剂，为阻击非
典作出巨大贡献。

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北湾三角地
虽风景秀丽，却是边防官兵的梦魇。在巡逻潜伏
区域，蚊虫密度之高极为罕见。官兵们被蚊虫叮
咬，有的红肿、溃烂。2005年，这里来了一位女
博士赵彤言。大家并不知道这位专往蚊虫密集
处跑的女科学家已与蚊虫打了 20年交道。一年
后，一种新型防蚊服出现，一举解决了困扰官兵
40年的蚊虫之患。

作为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一位到国际组织工
作的科学家，李桦当过知青，入伍后先到药房再到
炊事班，还当过文化教员。这样的经历成就了李桦
勇于迎接挑战的坚毅性格。1997年，经过重重选
拔和严格培训，李桦赴荷兰担任国际禁止化学武
器组织视察员，并在两年后晋升为视察队队长，先
后带队执行了美国、前南斯拉夫、伊朗、伊拉克等
化武设施核查任务近百次，赢得了队员的钦佩和联合国特使的赞许。

2007年 6月 6日，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年轻的女科学家杨晓高票当
选党的十七大代表。杨晓是我国基因敲除研究的领军人物。1996年，杨晓到
美国学习基因剔除技术，短短一年半时间里成功研制出 9种基因敲除和基
因敲入小鼠。回国后，她很快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基因
打靶技术平台，主编了国内第一部关于基因打靶技术的专著，取得了一系
列研究成果。荣誉接踵而至，杨晓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中国青年女科学家”等称号。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这样优秀的女性还能列举出很多，如连续 4届当
选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倍
奋，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张纪岩，入选总后勤部“三星人才”的黎燕、高月、彭
瑞云、李爱玲、李慧艳、岳文等。就是这样一群美丽而杰出的女性，并肩站立
在医学科技前沿，为军事医学科研点染了绚烂光华。

本报讯渊记者原诗萌冤 10月 19日，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终审决赛在大连闭幕。上海交通
大学以总分 450分获得本届竞赛“挑战杯”，北京大学《前沿抗
氧化应激医学治疗手段的探索———活体特异性有机过氧化物
生物传感器的开发与应用》等 31件作品获得特等奖。

据了解，本届“挑战杯”自去年 3月启动以来，相继开展了校
级、省级、全国级三级竞赛，并首次采用了逐级报备制度。截至今年
6月底，共有 1900多所高校的近 5万件作品实现了网络报备。经
全国评委会预赛、复审，最终有来自 305个高校的 1252件作品进
入终审决赛。港澳地区 12所大学的 55件作品也参加了比赛。

入围决赛的学术科技作品涉及机械与控制、信息技术、
数理、生命科学、能源、哲学、经济、教育、管理、法律、社会等
11个学科专业，以及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3 个学
历层次。

10月 16日，作品在大连理工大学进行了集中展示和观摩。
10月 17日 ~18日，大赛组委会邀请 72位具有高级职称的非高
校专家组成评审团队，通过审阅材料、现场问辩、观看作品、分
组评论等环节，最终评选出 11个学科专业和各学历层次的特
等奖和一、二、三等奖。

第 届“挑战杯”落幕
1900余所高校大学生科技作品参与角逐

大学生在展示自己的学术科技作品 供图/第十二届野挑战杯冶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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