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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毋庸置疑，在马铃薯主食产品开发战略的
大背景下，国家将加大对马铃薯产业的支持力
度和政策导向。

李广存认为，科技工作者可更好地依据产
业链来布局科技链，针对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
开展育种、栽培、加工等基础、应用基础和应用
研究，为该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全方位的科技
支撑。

同时，与会专家认为，企业也要积极寻求投
资，加快加工专用品种的选育。

据介绍，希森集团已投资 30 多亿元，先后
在山东、北京、内蒙古和河北建立了微型薯育种
基地和种薯大田繁育基地，培育出 18 个拥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

2008 年 6 月，由科技部批准的我国唯一一
个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希森集团挂
牌成立。

不仅如此，余欣荣介绍，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每年稳定支持 26 位岗位科学家、31 位
综合试验站站长开展工作，对高产优质的新品
种、新技术、新规程、新产品进行研发。

“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更应将企业纳
入其中。”王登社建议道。

而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也为马铃薯产
业发展提供了契机。“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
落户北京，为中国马铃薯科技创新、交流合作、
产品研发等提供了难得的人才、资源要素。”余
欣荣说。

科技对接产业链

向更营养靠拢

涡阳：科技打造淮北粮仓新样本
姻本报见习记者 胡璇子

8 月上旬，安徽省涡阳县的农田里，一排排
玉米茎秆粗壮，叶片浓绿，长势旺盛。

这让涡阳县农委副主任史晓云感到高兴。一
年前，涡阳县玉米播种面积只有 65 万亩，2015 年，
玉米播种面积增加超过一倍，达到了 135 万亩。眼
下，如果加强田间管理，今年玉米丰收在望，距离
实现吨粮县的目标又进了一步。明年，预计玉米种
植面积将达到 150 万 ~160 万亩。

在涡阳县实现玉米跨越式发展的背后，有一
只重要的农业科研力量在提供科技支撑。2015 年
初，中国科学院与安徽省联合启动了 STS（中科院
科技服务网络计划）预研项目“淮北科技增粮县域
技术集成与示范”等一系列对中低产田改造的科
技计划，集成中科院的新技术和成果，对淮北的中
低产田进行改造。

“中科院把科技的力量融入粮食增产，通过
科技服务为淮北增粮做出了示范。”史晓云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作为“淮北科技增粮县域技
术集成与示范”的县域科技增粮示范区，涡阳县
正成为科技助力粮食增产的新样本。

战略布局改造中低产田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安
全是重中之重。如何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一直
以来都是中国科学院农业科研力量不懈攻关的
方向。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科院就通过科技支
撑盐碱地改造，对黄淮海进行治理，开启了“黄
淮海会战”，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二五”期间，中国科学院农业科技面向国
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需求，启动了知识创新重大项
目“耕地保育与持续高效现代农业试点工程”。

“该项目瞄准的主要就是中低产田改造，保
护 18 亿亩耕地和提升地力。”中国科学院科技

促进发展局副局长段子渊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记者采访时回顾道，“在院党组的统一部署下，
中科院的农业科技力量瞄准农业产业的主战
场，在继续做好科技支撑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
黄淮海平原‘第一粮仓’的基础上，积蓄准备科
技力量，支撑改造位于黄淮海南片的中低产田

‘第二粮仓’。”
2013 年，在中科院院长白春礼的直接推动

下，中科院、科技部等部门和相关省市联手启动
了“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项目。该项目针对
环渤海低平原 4000 万亩中低产田和 1000 万亩
盐碱荒地进行改造。

2015 年，为了探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新
途径和促进农业转型发展，中国科学院与安徽
省联合启动了淮北粮仓预研项目。

在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
院研究员吴丽芳看来，该项目的实施得益于中
科院在黄淮海区域长期的战略布局、科研部署
和科研积累，以及各级管理部门的重视。

“尤其是白院长关于黄淮南片第二粮仓的
批示，对统一思想和认识，调动院地有关方面的
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年初，这个联合
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南京土壤研究
所、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院所的预研项
目正式启动。

科技增粮的涡阳样本

今年 1 月，中国科学院通过反复调研和论
证，选择了涡阳作为项目县域科技增粮示范区，
提出在项目实施的 2~3 年内，以调整种植制度
为突破口，通过现代农业科技支撑，推进涡阳成
为安徽省继蒙城后的第二个吨粮县。

涡阳县是安徽省第二农业大县，常年粮食

种植面积约 365 万亩，总产 130 万吨，2010 年率
先在全省实现小麦单产千斤县目标，也是全国
面积最大的小麦单产千斤县。

作为示范点，涡阳县具有土壤和生态气候的
典型性。“土壤是砂礓黑土，保水保不住，排又排不
出来，”吴丽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同时，涡
阳地势低洼，地处黄泛区，旱涝灾害频繁。”

除了自然条件的制约之外，涡阳县实现吨
粮县目标的主要障碍是大豆。

“近年来，由于淮北地区气候变化剧烈的原
因，大豆苗期经常受到干旱天气影响，结荚少，
后期又经常遇到多雨寡照天气，加上前茬小麦
秸秆还田导致大豆病虫害增加，因此开花少、灌
浆不好，连续三年大豆都呈现减产趋势，部分种
植区大豆绝收。”中科院遗传与发育所农业资源
中心研究员张正斌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针对这一关键问题，中科院“第二粮仓”项
目组与涡阳县农委领导多次协商对策，拟将原
有的小麦—大豆轮作调整为小麦—玉米轮作，
建设和推广吨粮田。

针对涡阳缺乏玉米优良品种的问题，中科
院遗传发育所的玉米育种专家陈化榜研究员在
楚店镇项目示范区引进示范 70 多个优良玉米
品种，从中挑选适应性最好、适合机收、后期籽
粒脱水快的优良品种在涡阳县推广应用。

同时，项目组还推广整套现代农业栽培管
理技术和产品。将土壤改良、环保化肥、环保农
药助剂、高效智能农机、物联网等一整套农业产
业技术成果打包示范，做到农民“用得起、看得
懂、学得会”。

政产学研用合力打造淮北粮仓

对史晓云来说，中科院“第二粮仓”STS 项

目的提出与涡阳当地农业发展的需求“不谋
而合”。

对项目的开展，涡阳县人民政府、农委给予
了大力支持 ，采取了多项措施提高农民种植玉
米的积极性。2015 年对玉米机播每亩补贴 15
元，对涡河以北补贴达每亩 40 元，全年全县各
项奖补资金预计将超过 3000 万元。对于新购置
的玉米收割机，将在原国家补贴 30%的基础上，
县财政再补贴 2 万元，为规模种植玉米的农民
吃上“定心丸”。

同时，涡阳县的农业企业也尽全力在经营
方面予以支持，项目以安徽同丰种业基地为技
术示范载体，进行技术示范和推广。同时购买安
装了六套粮食烘干设备，建设仓储面积 37000
平方米，仓储能力达 8000 万斤，为玉米烘干和
收储提供支撑。

自从项目启动以来，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与安徽省农委、科技厅、涡阳县政府成立了专
门协调小组。

为了扩大玉米种植规模，张正斌先后撰写
了《关于推进涡阳县小麦—玉米吨粮田县建设》

《加快玉米科学种植和吨粮县建设》等建议，并
给农民合作社进行技术培训。为了在涡阳树立
吨粮田示范样板，项目组购买了生产上急需的
激光平地机和免耕深松全层施肥精播机各一
台，免费供当地群众推广使用。

吴丽芳向记者透露，项目组正在与涡阳
县人民政府合作筹建“皖北现代农业综合试
验站”，以进一步加速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
用。

“目前已经在涡阳形成了一种‘推进涡阳吨
粮县建设，共同振兴皖北现代农业’的政产学研
用的合力，”段子渊表示，“项目的进展是在院党
组部署下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 2015 世界马铃薯大会召开之际，梁希
森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内蒙古 10 万亩种薯今
年秋收时，从中精选 1000 吨优质“紫玫瑰”马
铃薯，投放市场，“要想知道中国最好的马铃
薯有多棒，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亲口尝一尝”。

梁希森也是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大会展
厅，“土豆主食厨房”受到了参观者的欢迎，人
们排队准备享受这场土豆宴，其中就包括“紫
玫瑰”做成的土豆泥和饮料。

据悉，该品种是由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亲
自命名的“中国最好的土豆”。该品系不但兼
有粮食、蔬菜、水果中的全部营养，维生素 C
含量 10 倍于苹果，钾含量 4 倍于香蕉，而且
富含花青素及多酚等强抗氧化剂。

在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所长
王小虎看来，品种的选育就应该这样，“更
应关注营养，研究建立主食加工适宜品种
筛选与培育的评价体系，将维生素 A、钾等
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等特征营养素含量高

作为重要指标。”
在马铃薯发源地南美洲安第斯山的秘

鲁，人们利用原始马铃薯等当地特有的原料
烹饪出更多的美味佳肴。“加工行业也充分利
用马铃薯颜色多样性的特征，推出各种各样
的彩色薯片产品。”国际马铃薯中心研发部负
责人 Oscar Ortiz 表示，粉色、红色、蓝色和紫
色的马铃薯不仅色彩艳丽，吸引消费者的目
光，更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具有抗氧化的功能
和微量元素，促使秘鲁人均马铃薯消费量在
过去的 10 年中增至 85 千克。

“未来 5~10 年，要开发并上市第二代、三
代主食产品，提高产品的工业自动化生产水
平，开展产品营养功能评价，分人群、分地区
大范围产品消费引导，提高马铃薯主食产品
市场占有率，在典型地区开展马铃薯营养、消
费、生产一体化综合示范，形成以马铃薯主食
产业化为主要发展动力的马铃薯产业新格
局。”王小虎有这样的期望。

“全粉加工专用品种为零。”张家口雪川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登社的介绍让包
括记者在内的“外行人”很震惊。

同时担任国家农业部马铃薯新品种审定
委员会委员的王登社介绍，从 2006 年到 2014
年共有 39 个新品种通过国家级审定，其中适
合鲜食品种 30 个、薯片品种 5 个、薯条品种
2 个。

据了解，目前我国生产种植的马铃薯品
种只有少数几个适宜中国特色的主食化开
发，油炸食品加工和全粉加工专用品种依然
是国外引进品种一统天下，如“夏波蒂”和“大
西洋”。但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
究员李广存指出，这两个品种需要大肥大水，
适应性弱，抗病性差。

与此同时，这也给国内马铃薯育种家提
出严峻的考验：如何创新品种选育途径，加快
不同主食产品的专用品种选育，培育出更多
适应不同生态类型的主食化品种？

事实上，经过科学家和育种工作者的长
期努力，我国在马铃薯品种选育方面取得了
一系列重要成果。2011 年，由中国农科院牵
头，马铃薯基因组精细图谱绘制完成，为实现
马铃薯分子育种奠定了理论基础。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指出，中国政府高
度重视马铃薯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开发，
已建立国家级马铃薯种质资源库，保存 2000
份种质资源，“这为选育主食加工专用型品种
提供了丰富的遗传资源”。

此外，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所在地延
庆也正准备打造马铃薯种源之都。据延庆县委
书记李学军介绍，延庆县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又赶上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机
遇，“为三地在更大范围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
生产要素创造了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

28 日当天，延庆县和张家口市签订《马
铃薯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品种研
发、科技攻关等 5 个方面的合作内容。

新农评

这几天，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希森集团）董事长梁希森很高兴。

7 月 28 日～30 日，2015 世界马铃薯大会
在北京市延庆县举办，而该集团所属的北京
希森三和马铃薯有限公司在延庆县正好有育
种基地。让梁希森更高兴的是，国际马铃薯中
心亚太中心落户延庆县，并与其基地是“邻
居”。

据国家马铃薯中心主任魏培娜介绍，该
中心通过利用远缘种的优势基因，培育抗病
性马铃薯品种。在中国成立国际马铃薯中心
亚太中心，让包括梁希森在内的从事马铃薯
产业的人士有了欢呼的理由。

年初，我国实施马铃薯主食产品开发战
略以来，马铃薯全粉占比 30％的第一代马铃
薯馒头在北京成功上市，并在各大超市迅速
铺开。随后，各类马铃薯主食产品也逐渐走进
大众生活。然而，一面是消费者对马铃薯主食

产品的需求不断提高，一面是主食产品加工
专用品种的供不应求，这让很多企业和科学
家困惑。

专用品种缺乏

今年，农业部出台了关
于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方
案。不少人认为，有机肥的
资源化和农用化不仅是化
肥最好的替代肥源，也为环
境的改善提供了良方。

的确，有机肥曾是农业
生产的最重要肥源之一，在
改良土壤物理化学性质、培
肥地力、提高土壤微生物活
性以及提高作物产量和改
善品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
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
养殖业的最大国，动物性有
机肥在中国是最大的一类，
而现代集约化养殖下生产
出的有机肥在肥效上特别
是抗生素和重金属等的成
分上已经不同于传统上的
有机肥。换言之，动物性肥
料是顺利资源化成为化肥
的替代品，还是成为零增长
行动的拦路虎，关键取决于
其安全性。

根据《2003—2006 年全
国家畜肾中镉污染水平监
测研究》一文，2003~2006 年
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网在
14 个省市按照国家标准方
法连续 4 年监测我国家畜
肾中镉的含量，监测工作共
收集了 2325 个数据，结果
表明，猪肾中镉的总平均值
为 2.820 mg/kg，检出率为
96.85% ，超标率为 30.96% ，
最大值高达 280mg/kg。按照
平均值为 2.820 mg/kg 并以
猪吸收 5%到体内来估算，
每头猪排放到环境中的镉
高达 456.4mg。

有文章估算，每年进入
中国农田的镉的数量高达
1417 吨，排出 178 吨，年净
增 1239 吨，每公斤土壤年净
增 0.004mg/kg。其中来自动
物性肥料的镉最多高达 778
吨，而相应的砷为 1412 吨，
铬为 6113 吨，三者分别占进
入农田总量的 54.9%、23.8%
和 35.8%。

要实现化肥零增长，有
机物的农业施用必然要挑
起重担。据估计，作为最大
的养殖业国家，我国目前动物性有机肥高
达 40 亿吨，但从以上两组数据不难看出，动
物性肥料中的重金属已不可忽视，已成为
化肥零增长行动中的拦路虎。

在国内开展的长期施用猪粪（2500 公
斤 / 公顷左右）等有机肥的两个试验表明，
在一定年限后（分别是 8 年和 17 年），土壤
耕层中的重金属含量迅速提高，且会造成
稻米镉超标的水平。

而对万头以上的十余个大型猪场周围
环境及农田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猪场内
长期以猪粪为肥料的甘薯根内的总砷含量
已为国家规定最高检出限 （0.5 mg/kg）的
3~6 倍；甘薯地土壤的砷含量介于 25.83～
55.54 mg/kg，远远大于自然界最高砷含量
的背景值（15 mg/kg）；而且甘薯各种组织的
总砷含量与土壤砷含量成正比。猪场排污
口 附 近 的 土 壤 ， 砷 污 染 范 围 介 于
200~500mg/kg；其中距排污口约 50m 内的
土壤，砷的含量远超过自然界砷含量的最
高背景值 15 mg/kg。

长期施用猪粪作为肥料的稻田，大多数
土壤砷含量已超过国家规定的最高标准；
另外，水稻有一定的砷富集能力，而且水稻
各种组织的砷含量与土壤的砷含量也存在
明显的正相关。

2001~2007 年期间，笔者从网上和报刊
杂志上收集到许多因为饲料中的镉含量超
标导致养殖场禽畜死亡的纠纷和解析案
例。2008 年的一份对畜禽饲料镉污染情况
调查的研究报告显示，饲料中硫酸锌的不
纯组分中镉测得值为 28641mg/kg，可见我
国饲料添加剂存在着莫大的问题。

有跟踪结果表明，某省 1990~2008 年期
间猪粪中的铜、锌、砷、铬和镉的含量分别增
加 771%、410%、420%、220%和 63% ，而牛粪
中这些 元素 分 别 增加 212%、95%、200%、
791%和 -63%（镉下降了），家禽粪便中分别
增加 181%、197%、1500%、261%和 196%，且
在 2002 年至 2008 年间大幅度增加，这反映
了 2002 年后饲料添加剂的广泛使用。文章
认为，动物肥料中所含的重金属在这 18 年
间大幅度增加，其施用对土壤的影响不能
不加以考虑。

最近，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应光国课题组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
2013 年中国抗生素使用量惊人，年用量16.2
万吨，约占世界用量的一半，其中 52%为兽
用，48%为人用，超过 5 万吨抗生素被排放
进入水土环境中。无疑，兽用抗生素进入水
土环境之前也主要积累在其排泄物中。

因此，笔者认为，动物性肥料能否顺利
资源化成为化肥的替代品，取决于动物性
肥料中重金属和抗生素的安全性。为了使
数量庞大的有机肥能为化肥零增长行动立
功助力，是时候对我国养殖业的抗生素施
用和重金属添加等方面采取严厉控制和监
管了。
（作者系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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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专用品种开发缺少“巧妇”
姻本报记者秦志伟

淤马铃薯品种展示

于马铃薯厨房展品

盂参观者品尝马铃
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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