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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京广高铁，飞速穿过河北、河南、湖北 3 省，7 小时后抵达湖南省衡阳市，还需
再换乘汽车，向东南驰骋 4 小时，才可抵达湖南省祁阳市。在距离祁阳市区 30 公里
的丘陵地带，这片红土地上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树林和庄稼。这里是中国农科院国家
重点野外观测台站———红壤实验站（以下简称红壤站）。一块刻有“红壤丰碑”的巨
石昭示这里的不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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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渔业发展技术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国家淡水渔业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以下简称淡水渔业工程中心）依
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和共建
单位，组建了三个有限责任公司和两个股份制公司，先后
投资2000多万元，建成了水产微生物制剂生产工厂、水
产苗种生产基地。

“与企业合办公司是中心与企业合作关系的一种新
的方式，为中心研究成果转化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好地
实现产学研的紧密结合。”淡水渔业工程中心主任李钟
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淡水渔业工程中心将继续按照国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的发展目标，建立技术研究开发主体和成果转化、
产业化开发经济实体互依互存的结构运营模式，实现技
术经济良性互动。

田间，没有花前月下
———国家重点野外台站红壤实验站见闻

姻本报记者 王静

实行全方位开放机制

据李钟杰介绍，淡水渔业工程中
心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心主任
负责制，形成了在统一章程约束下自
主经营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产业体
系，通过滚动发展，积累资金，实行全
方位开放机制，实现工程中心的技术、
产业、人才及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

目前，淡水渔业工程中心建立了
灵活多样的经营开发机制。根据“小中
心、大网络”的发展战略，淡水渔业工
程中心通过科研成果入股、技术合作、
技术入股、技术协作等多种合作方式，
建立了与产业基地、中试基地合作公

司和推广企业的有机联系。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淡水渔业

工程中心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面向
国内外聘请和招聘人才，并通过全员
聘任制，双向选择，竞争上岗，岗位目
标制，实现人才的良性循环。

李钟杰指出：“我们将人才队伍和
基础设施条件作为工程中心研发能力
的根本。建立技术水平高的技术人才
队伍和管理水平高的管理人才队伍，
奠定了工程中心研究、开发和营销的
人力基础；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来创
造良好的研发环境。”

培育推广“中科 3号”

异育银鲫“中科 3 号”是水生所研
发培育的新品种鲫鱼，被国家大宗淡
水鱼类产业技术体系作为首个新品种
推介，目前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并入选为 2012 年度湖
北省十大科技事件。该品种的相关成
果“多倍体银鲫独特的单性和有性双
重生殖方式的遗传基础研究”获 2011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异育银鲫“中科 3 号”是淡水渔业
工程中心桂建芳院士等人利用银鲫双
重生殖方式，从高体型异育银鲫与平
背型异育银鲫交配所产后代中选育出
来，再经异精雌核生殖培育而来的异
育银鲫新品种。

据统计，近十多年来鲫鱼的养殖规
模和养殖潜力越来越大，其年总产量已

超过 200 万吨，是产量稳步持续增长的
淡水养殖鱼类之一，在淡水养殖中占据
十分重要的地位。

李钟杰介绍道：“淡水渔业工程中
心在生产实践中，用兴国红鲤精子刺
激异育银鲫‘中科 3 号’亲本所产的卵
子进行雌核生殖，即可生产异育银鲫

‘中科 3 号’苗种用于养殖。”
异育银鲫“中科 3 号”适宜在全国

范围内的池塘养殖。目前，异育银鲫
“中科 3 号”已在江苏、湖北、广东和广
西等省建立良种扩繁和苗种生产基
地。

李钟杰表示，异育银鲫“中科 3
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的池塘养殖，今
年将有几亿尾鱼苗游进湖北、江苏、广
东、广西和新疆等地 10 多万亩鱼塘。

早在 1984 年，淡水渔业工程中心
技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
言等率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批转基因
鱼，并建立了完整的转基因鱼理论模型
和完善的实验技术体系，由此拓展为鱼
类基因工程育种研究的新领域。

朱作言研制的世界首例转基因鱼
被《科学年史》描述为 20 世纪初以来
中国两大重要科研成果之一。转基因
鱼研究使我国在转基因鱼的理论研究
和应用前景方面居国际领先水平，为
转基因鱼的商品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近年来，淡水渔业工程中心培育了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生长速度快
42%、饵料转化率高 18.5%的转“全鱼”生
长激素基因鲤鱼家系。转基因鱼高效的
养殖模式，为首例转基因动物商品化准
入提供了充分的科学和材料储备。

此外，李钟杰带领淡水渔业工程
中心，以湖北省梁子湖群、洪湖等重点
渔区为主要试验示范区，组织了跨系
统、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实行产、学、研
紧密结合，全面开展了黄鳝、长吻鮠、

黄颡鱼、鳜、河蟹、青虾和中华鳖等淡
水渔业的健康高效养殖技术研究及产
业化示范。

李钟杰说：“维持淡水渔业的可持
续发展，水体生态环境是关键。”淡水
渔业工程中心以生态工程为水体污染
治理的主要途径，研发并形成了以复
合垂直流为基本流程的人工湿地水处
理新技术，促进人工湿地从研究到大
规模应用，并走向产业化发展。

淡水渔业工程中心将水质改善、水
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优化、景观建设融为
一体，形成以水生植被恢复与重建为核
心的水体生态修复技术；将水力调度与
生态修复有机结合，研发了以水质改善
和水生态系统优化为主要目标的生态
调水技术与方法。

中心科研团队还提出了完整的受
污染城市水体水质改善与生态修复技
术集成方案，成功地在富营养化严重
的武汉市汉阳地区月湖、莲花湖和三
角湖生态修复、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等工程设计和建设中示范应用。

关键技术推动产业化
始建于 1960 年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

实验站，长期从事红壤资源高效利用和红壤地区
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与模式方面的研究。它是我
国农业科研系统唯一以南方 14 省区 200 余万平
方公里的红壤为研究对象的野外实验站，也是我
国农业科研领域建站时间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农
村实验站，2001 年该站成为我国首批 35 个国家级
重点野外台站之一。

科学贵在创新。在这个不显眼的农村实验基
地上，三代的科技工作者坚持立足农业生产第一
线从事科学研究，在改造低产田、发展双季稻、合
理施肥、种草养畜、立体农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
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科研突破。成果应用遍布
南方 14 个省区，仅“红壤改良利用”一项，每年就
为湖南农民增产粮食 3.6 亿公斤，增收几十亿元

（2006 年数据）。祁阳站被广大农民和地方政府领
导称为永不退伍的“科研哨卡”“红土地上的丰碑”

“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20 世纪 70年代，提出有效防治水稻“僵苗”技
术，促进生产大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南方中部地区水稻生产中出
现了一个新问题———“僵苗”，即禾苗返青后突然
停止生长，不分蘖，不发蔸，株形矮小，严重时黑根
死苗。为了查明水稻发生“僵苗”的原因，祁阳站科
技人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根据土壤分析，

“僵苗”田土壤有效锌含量很低，而正常田的土壤
有效锌含量高，于是提出，施用锌肥可以有效地防
治水稻“僵苗”，每亩追施硫酸锌 1.5 公斤，可增产
稻谷约 25 公斤。这一成果在南方水稻区得到大面
积推广应用，仅 1981~1985 年湖南省施用硫酸锌面
积 200 万亩，增产稻谷约 5000 万公斤。该成果
1983 年获农业部技术改进奖一等奖。

20 世纪 80~90 年代，提出红壤镁肥施用技
术，在中量元素镁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农田氮、磷、钾化肥
投入量增加，红壤上镁缺乏已成为农业生产新的

限制因素。祁阳站的科技人员从 1991 年开始的 10
年间，完成各种类型田间试验 236 个，盆栽试验
189 个，获得分析数据约 8 万余个。首次证明在南
方红壤地区镁是继氮、磷、钾之后的第四位养分限
制元素，施用镁肥是提高作物产量和改善品质的
重要措施，一般可提高作物产量 15%左右。该成果
在红壤上推广应用，取得直接纯经济效益 3.5 亿
元。2001 年荣获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 世纪 90年代，发展南方丘陵区“立体农业”
栽培新技术。

“八五”和“九五”计划期间，祁阳站的科技工
作者根据红壤丘陵区复杂多样的地貌形态、土壤
特性、气候、生物资源和农业发展的需要，经过 10
多年艰苦研究，总结出“立体农业”模式的配套新
技术，即丘陵沟谷底部水田三熟高产栽培技术；丘
陵坡田、高岸田节水栽培技术，多熟制种植方式；
丘陵中部发展果、茶优质高产技术；丘陵上部草、
林、畜结合，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等，使整
个丘陵区形成山、水、田、土综合治理，粮、经、果、
林、牧全面发展的立体农业新格局。该成果 1996
年获国家“八五”重大攻关成果奖。

进入 21 世纪以来，研究建立了南方种草养畜
新模式。

南方山草坡面积约有 10 亿亩，能否利用南方
大面积的荒山荒坡和自然草地资源，以及冬闲田
种植和发展人工牧草，发展草食动物，这是红壤站
科技工作者的又一重大攻关成果。

1985 年，祁阳站的科技工作者建立了人工牧
草引种圃，1987 年以来从澳大利亚等地引进 260
种牧草，经十余年系统观测研究，筛选出耐酸抗
瘠、产量高、品质好、宿存能力强适宜于红壤丘陵
区气候特点的 6 个当家牧草———罗顿豆、圆叶决
明、南非马唐、扁穗牛鞭草、索兰德狗尾草和鸡脚
草，首次解决了这一地区长期缺乏当家牧草特别
是没有豆科牧草品种的技术难题。如今，大量的引
进优良牧草品种已经在湖南、贵州、广西、江西、福

建等省区生根落脚。近三年已推广引种优良牧草
42 万亩，推广天然草山草坡改良技术 21 万亩，促
进草食动物发展 28 万余头，新增纯收入 2.35 亿
元。该成果 2000 年获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一批红壤长期定位
试验显成效。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刘更另院士等老一
辈专家的设计下，祁阳站建立了一批土壤生态长
期定位观测试验，其中超过 15 年的有 8 个：“水稻
阴离子长期定位试验”“水稻种植制度试验”“水稻
综合因子试验”“旱地生土熟化试验”“旱地生态恢
复试验”等。

稻田阴离子试验始于 1975 年，已有 31 年的试
验观测结果。它回答了土肥界长期争论的一个理论
问题：“长期施用硫酸根离子和氯离子，并没有对水
稻产生毒害，相反，施用硫酸根离子肥料，稻米的营
养成分有了很大的改善，对水稻品质改善有好处。”

红壤旱地肥力与肥效长期试验从 1990 年开
始，共获得数据近 16 万个，证明在红壤旱地上，长
期不平衡的施肥，势必造成土壤养分缺乏。长期施
用化学氮肥是造成土壤酸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土
壤生产力和土壤生物活性降低的原因。在红壤旱
地的修复途径中，一是在生物技术上选择耐酸的
品种；二是在施肥上坚持养分的平衡和有机无机
肥料相结合；三是增施钙镁和微量元素，接种有益
土壤微生物。该成果 2005 年获中国农业科学院科
技成果奖二等奖。

此外，这个农村长期试验基地先后共培训了
数以万计的农业技术人员，培养出硕士和博士研
究生 26 名，涌现出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更另、国家
级突出贡献专家陈永安、农业部突出贡献专家陈
福兴等一大批优秀科研人员。徐明岗在站上工作
了 11 年，获得了多项成果，被评为农业部有突出
贡献专家和中国农科院一级岗位杰出人才。

（本文节选自农业部网站《扎根红土谱华
章———记勇于创新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
验站》一文，有删改）

扎根红土谱华章
姻梁宝忠

实验站距离最近的村子有两公里，周边除了
野草、树木，就是小片田地，生活十分单调。

据悉，上世纪 80 年代末，这里先后迎来了 10
位大学生和 1 名研究生。满怀热情的年轻人，在这
里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读完 4 年大学，从农
村回归到了农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几年后，陆
续离开了这座具有丰碑意义的实验站。只有一个
人最终坚守，他叫文石林。

那时留下来并非他不想走，只因家境困难，在
获得澳大利亚提供的奖学金后，办签证时无法出
具 10 万元生活保证金而不得不放弃。

但这里老一辈科学家的行动感召了文石林。中
国农科院前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更另，当时担
任土壤肥料所所长。在红壤站建站初期，刘更另多年
与农民们吃住在一起，即便文革期间也坚守在这片
土地上。这些让文石林意识到，要作好农业科研，必

须从农业生产中发现问题，用科学手段研究解决基
础理论和机理问题，从野外田间收集数据。

想明白之后，文石林在这里一守就是 30 个春
夏秋冬。

其间，他多次有机会离开红壤站。1988 年，在
中澳合作期间，他受委派赴澳大利亚学习进修，
1989 年便有机会获得绿卡。但是考虑诸多因素之
后，他再次放弃离开，留下来坚守这片红土地。

唯一留下的大学生

遗憾没有花前月下

专家考察红壤站

红壤站院子里现有两栋两层楼和两排平房。
其中一栋被开辟为土壤收藏库，库房里是一排排
货架，架子上摆满了装着不同年代、取自不同田地
里的土壤。

“这些瓶子的土壤比金子贵。”一位红壤站的
研究人员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金子可以在市
场上买到，而这些土壤用完就再也没有了。土壤年
年都在变化，不会出现含有同样成分的土壤。”

在这片红壤的养育下，走出了一批批中国农
科院的硕士、博士和数以万计的农业技术员，成
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土壤治
理的先锋，使这里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面
旗帜。

在院子里的玻璃房中，白色塑料容器种满了
已经抽穗的水稻。容器上标注着氮、磷、钾、苜蓿等
字样，意即使用不同肥料做底肥种植的水稻。一季

又一季，一年又一年，科研人员就这样重复劳动和
生活。

几十年过去，他们积累的数据和事实证明，使
用化肥越多的农田，会更加缺乏营养活力，庄稼完
全生长不起来。这一成果震惊了社会各界。

目前，“红壤站已是中国建站历史最长的野外
台站，立志成为中国的洛桑。”中国农科院农业资
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书记陈金强说。

土壤贵于金

实验室

偏居野外，红壤上有科学实验，能听闻鸟语花
香，可体验《聊斋》描写的情景。文石林 29 岁那年，
终于在衡阳市找到了心爱的人王素霞。但夫妻聚
少离多，女儿上学时，老师只能见到孩子的母亲，
以为孩子是单亲家庭。

有一次，王素霞和女儿都感冒了，只得就近去
诊所。刚刚插上针管的王素霞即刻晕倒，女儿吓得
大哭。当文石林得到消息后，也只有眼泪和愧疚。

10 余年过去，王素霞习惯了独自带孩子过日
子。她说：“这辈子的最大遗憾是从没有过花前月
下的感觉。不过，文石林人很好，善良。”

而她不能理解的是，工作条件如此艰苦，生活待
遇如此清贫，文石林还能对红壤保持住热情。“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既然他喜欢就支持他吧。”她说。

红壤站的人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一把尺子

一杆秤，背着泥土上北京”。文石林为了作出成绩，
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整理数据、写材料。他心里
清楚每块土地上长了多少根草、使用了多少不同
肥料。

在年复一年看似简单的劳作中，文石林筛选
出 10 余种适合红壤区生长的牧草，懂得如何在丘
陵坡地发展立体生态农业，发表了 50 多篇论文，
合作编著了 3 部专著。在中澳合作中，他获得了澳
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的“John Dillion 纪念
奖”，成为享有良好声誉的国际农业专家。

他身上透射出的“红壤精神”，渐渐在荒坡上
传扬，令更多人加入到红壤站的队伍中。如今，愿
意留下驻守的学生正在增加。一名河北籍女青年
告诉记者，她是文石林的学生，待她的爱人于美国
学成归来后，他们将在红壤站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