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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调理
剂 产 品 富 含
钾、钙、硅、镁、
硫等矿物质养
分，呈弱碱性
特质，可同时
解 决 土 壤 酸
化、板结、毒
化、营养组分
流失或失衡等
问题。

利用 MFA 获得的信息有助于了解如何在特定
区域进行渔业活动，对于调整渔业经济政策和管理
策略、促进“蓝色增长”至关重要。

农科视野

中国农科院牧医所发现
中国德保矮马矮小特性关键基因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
兽医研究所获悉，该所畜禽资源收集、保护与创新利
用团队利用马高密度基因芯片对德保矮马矮小特性
进行研究，发现了影响德保矮马矮小特性相关关键
基因 TBX3，首次从全基因组水平上揭示德保矮马矮
小特性存在不同于国外矮马的独立矮化机制。该成
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基因组生物学和进
化（Genome biology and evolution ）》。

体尺大小是进化过程中物种间及物种内差异较
大的数量性状。了解体尺大小相关的遗传基础对研
究人类疾病相关的遗传机制以及家养动物人工选择
和提高生产性能的重大课题之一。

该团队长期致力于动物遗传资源评价和特色基
因资源挖掘研究，并探索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此次通过利用马高密度基因芯片（GeneSeek
Equine SNP 65K） 对中国体高差异较大的三个品种

（德保矮马、蒙古马、伊犁马）和国外 32 个马匹品种
构建了系统进化树并检测选择信号。国内外马品种
构建的系统进化树显示，德保矮马可能存在与国外
矮马不同的独立驯化历史事件。选择信号及全基因
组关联分析发现，在德保矮马基因组上检测到了 523
个显著选择信号位点。包含 TBX3 基因的基因组区
域的三个 SNP 位点与德保矮马体高相关性最高。结
果表明，TBX3 基因是在决定德保矮马体尺差异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的关键基因。

该研究为德保矮马起源及矮小特性的遗传基础
提供了分子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标记辅助选择在德
保矮马育种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该研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和家养
动物种质资源共享平台资助。 （邬震坤 李晨）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所编制
《南黄海海洋牧场建设规划》通过专家评审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在南京组织
专家对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编制的

《南黄海海洋牧场建设规划（2016-2020 年）》（以下简
称《规划》）进行了评审，评审专家来自农业部渔政渔
港监督管理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
所、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江苏省渔业技术推广站和
上海海洋大学。江苏省海洋渔业指挥部（建设单位）、
东海所科研处和项目组成员参加了此次评审会。

专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和项目组关于规划内容
的汇报，审阅了项目材料，一致认为《规划》内容全
面、编制规范、背景资料翔实、规划区布局合理、实施
方案具体可行、技术路线正确、资金预算较合理。专
家组认为，规划的实施将有利于保护吕泗渔场重要
渔业经济物种的自然种群，修复吕泗渔场海洋生态
环境，促进江苏省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该《规划》是东海所项目组在大量前期工作的基础
上进行编制的，项目计划用 5 年时间在吕泗渔场南部
海域建设投放约 17 万空方的人工鱼礁礁体，建设总面
积约 35 平方公里的海洋牧场示范区，并在鱼礁区内开
展增殖放流、跟踪监测等一系列相关工作。 （柏一安）

中国农科院上海兽医所建立
测定羊组织中“安乃近”代谢物残留方法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
研究所获悉，该所兽用抗感染药物团队首次采用亲
水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建立同时检测羊组织（肌肉、
脂肪、肝脏和肾脏）中抗炎药物“安乃近”代谢物 4-
甲氨基安替比林 （4-MAA）、4- 甲酰氨基安替比林

（4-FAA）、4- 氨基安替比林（4-AA）和 4- 乙酰氨基
安替比林（4-AAA）残留的一种快速、灵敏、可靠的方
法。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食品科技顶级杂
志《食品化学（Food Chemistry）》。

据悉，安乃近（Dipyrone，DIP）属吡唑酮类非甾体
抗炎药。由于安乃近在兽医临床上的大量广泛使用
和不合理用药，其在动物性食品中的残留对人类生
命安全存在危害。安乃近在动物体内迅速吸收，主要
代谢产生上述 4 种代谢产物。

本论文首次采用亲水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建立
用于检测羊组织中安乃近 4 种代谢物残留的一种快
速、灵敏、可靠的检测方法。MAA、FAA 和 AAA 在各
组织中的检测限为 0.08~1.2 微克每公斤，定量限为
0.4~6 微克每公斤；AA 在各个组织中的检测限均为
2~25 微克每公斤，定量限为 10~125 微克每公斤。

该成果对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和促进农牧产品
出口贸易，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维护国家食品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 （张北民 边慧）

中国热科院生物所在木薯块根淀粉
积累机制研究中获得重要进展

本报讯 近日，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
技术研究所获悉，王旭初博士及其团队，与郭安平研
究员和彭明研究员合作，在木薯块根淀粉积累机制
研究中获得重要进展，揭示了酶结合蛋白及 14-3-3
蛋白在木薯块根膨大和淀粉积累过程中的重要调控
作用。相关成果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发表在《自然—
科学报告》上。

该研究通过比较蛋白质组学技术结合高端生物
质谱仪，共鉴定到 154 个在块根不同发育时期差异
表达的蛋白质，功能分析结果显示，参与能量代谢、
蔗糖和淀粉代谢途径以及具有结合活性的蛋白酶
类，在块根膨大和淀粉积累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其
中，具有酶结合活性的 14-3-3 蛋白起了关键调控作
用，过量表达木薯 14-3-3 蛋白能显著提高转基因拟
南芥叶片和根中的可溶性糖与淀粉含量。

在此基础上，王旭初及其团队首次构建了木薯
块根膨大过程中参与碳代谢和淀粉积累途径的蛋白
调控模式图。

该研究成果不仅全面阐述了木薯块根膨大过程
中参与碳代谢和淀粉积累途径的重要蛋白，更发现
蛋白磷酸化可能在淀粉积累过程中起关键调控作
用，这些研究结果为木薯定向分子育种提供新的候
选蛋白，为高淀粉木薯品种培育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边慧）

环球农业

距离农业部制定《到 2020 年化肥使用
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已有一年之久，化肥
零增长调整了原有的化肥使用结构，也带
来了新型肥料的发展新机遇。中微量元素
肥、土壤调理剂正是近年来逐渐进入农资
视野的一种新型肥料。

《中国科学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华南
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教授石林，他带
领的团队利用磷石膏和钾长石创新研发
矿物质土壤养分调理剂，“一箭双雕”式解
决了工业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新型
肥料开发的问题。

受伤的土壤

“万物土中生，食以土为本。”优质的
农产品离不开健康的土壤。然而，“瓜不
甜、果不香、菜没味”却是当下农产品质量
下降的真实写照。

“农产品质量下降说明土壤环境质量
在恶化，集中表现在土壤酸化、土壤板结、
土壤毒化、土壤营养组分流失和失衡等
等。”石林认为，“造成这一恶化的原因是
化学肥料的大量施用、大气酸沉降和有毒
有害物的农田污染。”

就化学肥料而言，我国农田化肥施用
量持续增长，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消费
国。“亩均化肥施用量 21.2 千克，远高于亩
均 8 千克的世界平均水平。而广东亩均施
用量则高达 51 千克，超过全国水平 2.4
倍。”石林介绍。

过量使用化肥，不仅增加了农业成
本，消耗了大量资源和能源，而且直接导
致土壤酸化和板结，也导致了氮、磷等营
养组分的流失，造成了农业面源污染。

“另外，单一施用由氮、磷、钾组成的
化学肥料，使得优质农产品所需要的大量
元素、中量元素、微量元素的平衡营养补
给体系失衡，农产品质量大幅下降。”石林
说道。

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将化学肥
料视为“公害”，把不施用化学肥料的农产
品视为“绿色”或“无公害”产品。

另一方面，受工农业各种污染物的侵
入，土壤毒化严重。“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
标率 16.1%，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
点位所占比例分别为 11.2%、2.3%、1.5%和
1.1%。其中较为严重的是重金属污染。”石
林表示。

他指出，“我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
减产粮食 1000 万吨，被重金属污染的粮
食多达 1200 万吨。而我所处的广州市由
于受农田面源污染、中心城市生活垃圾大
量堆置、城市生活污泥以及周围工矿企业
污染排放的影响，区内约有 50%农田遭受
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特别是镉、铅、砷
和汞。”

为全面解决土壤质量下降的问题，石
林团队从 1999 年开始研发，依据原生态
土壤矿物分子组装理论与技术，按照自然

界中各种矿物的有机组合规律，通过活化
法生产出了能够提高农产品品质、抑制土
壤酸化和降低重金属污染的矿物质土壤
养分调理剂。

让废物再生

“矿物质土壤调理剂产品富含钾、钙、
硅、镁、硫等矿物质养分，呈弱碱性特质，
可同时解决土壤酸化、板结、毒化、营养组
分流失或失衡等问题。”石林介绍道，“而
且已完成 3 万吨示范生产线的建设，并针
对各地土壤类型和作物生长进行个性化
操作，完成了企业标准的制定和肥效试验
操作规范。”

那么，矿物质土壤调理剂具体是怎
么一回事呢？这还得从它的原料之一磷
石膏说起。磷石膏是指在磷酸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工业固体废弃物，它的主要成
分是二水硫酸钙和一些不溶性、可溶性
杂质。

“目前，我国磷石膏累计堆存量已超
过 1 亿吨以上。磷石膏中所含氟化物、游
离磷酸等杂质是导致其在堆放过程中造
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石林表示，堆存
既占用了土地资源，也由于风蚀、雨蚀造
成了大气、水系及土壤污染，长期接触也
可能导致人的病变与死亡。

能源、环保及农业现状迫使人们开
始思考利用废弃物生产富含土壤缺失的
营养元素、改善酸性土壤特性，同时又兼
顾成本，有效解决固体废弃物资源化的
产品。石林团队所研发的项目正属于工
业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新型肥料开
发领域。

利用磷石膏生产钾硅钙土壤调理剂，
首先要去除其中的重金属。“对粗磷石膏
进行成分分析，特别是重金属含量，配备
重金属捕获剂，确定其用量、加水的比例；
通过搅拌、过滤，去除其中的重金属元素。
废液再经过重金属沉淀剂置换再生，返回
到初始搅拌器中捕获重金属。”石林介绍，
整个工艺流程为闭路循环体系。

接下来，将精磷石膏、钾长石、其他钙
基化合物与添加剂一起按计量进行混合、
球磨、干燥、活化、冷却、球磨、包装，即可
制成钾硅钙土壤调理剂。

“目前，煅烧法生产钾硅钙肥中的钾
主要以硅酸钾、氧化钾的方式存在，产品
的水溶性极差，营养组分难以被作物吸
收，而且农民施用也费工费力。”石林表
示，“我们目标产品中的钾则以硫酸钾形
式存在，水溶性大大增强，水溶解率达
21%以上。”此外，该产品既含有钾、硅、
钙，还含有大量的镁和硫，营养元素更趋
于均衡。

多重效益好

由于钾硅钙土壤调理剂是将利用工
业固体废弃物和矿石整体转化来生产肥
料的，因此，石林团队在研发过程中还特
别注意避免有害成分的进入，生产技术
上要求必须有较高的技术手段去除废物
中的有害成分，保证产品各项成分指标
均符合有关国家标准。

石土同源，这也是钾硅钙肥称为土壤
调理剂的原理。石林介绍，“可调节土壤酸
碱平衡、抑制土壤中铝离子的淋溶，降低
有毒有害元素的累积效应，改善土壤结

构、提高土壤墒值及有机质含量，减少土
壤水分流失，提高水肥流失率。”

“从目前种植效果来看，每亩施用
50~100 千克钾硅钙土壤调理剂，增产率
高达 7.6%~73%，平均增产率达 24.95%，
而且农作物的品质显著提高。”石林如是
总结。

近年来，石林团队在韶关地区酸性土
壤上种植花生、淮山、粉葛、葡萄等，通过
施用钾硅钙土壤调理剂进行田间试验，发
现作物生长效应、增产效果明显，同时作
物中重金属含量降低。

2013 年，韶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红薯
种植基地里，未施肥前亩产为 562 千克；
每亩施用 50 千克钾硅钙土壤调理剂时亩
产为 787 千克，增产 40%，还可减少土壤铅
含量 47%、镉 6%、铬 43%、铜 14%。

另据第三方肥效试验报告显示，作物
品质全面提升，木薯的淀粉含量、甘蔗的
含糖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香、甜、脆
这些我们小时候有过的味道又回来了”。

再从生产角度来看，“以年产 10 万吨
钾硅钙土壤调理剂计算，每吨产品成本低
于 650 元、纯利润 500 元左右，年利润约
5000 万元，从而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石
林算了一笔账。并且采用此方法以废治
废，每年可减少废渣排放，避免大量堆积
用地，消除了环境二次污染。

除了矿物质土壤养分调理剂外，石
林团队还进行了多项技术研发，如低品
位磷矿绿色制肥技术、土壤重金属钝化
技术、矿物质水制备技术等。在未来的健
康农业中，类似的成果将大显身手。从而
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高
度统一。

进展

本报讯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蚕
业研究所、江苏科技大学和湖州市
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历经 8 年合
作育成的家蚕新品种“丝雨二号”，
日前通过了第三届国家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这是自恢复国
家蚕品种审定制度以来首批通过
审定的家蚕新品种。

“丝雨二号”是一个综合性状
优良的中丝量品种，具体表现为孵
化整齐、各龄眠起齐一、体质强健、
食桑旺盛、发育整齐、老熟齐涌、丝
质较优、稳产和繁育性能好等特
性。全国秋蚕期实验室鉴定结果表
明：四龄起蚕虫蛹率 92.44%，万蚕
产 茧 量 18.38 千 克 ，净 度 95.49
分，解舒率 79.26%，鲜毛茧出丝率
18.69%，茧层率 23.68%，茧丝长

1230 米。全国秋蚕期生产鉴定结果
表明：每盒种产茧量 38.67 千克，公
斤茧制种量为 4.2 张以上。

中国农业科学院家蚕育种研
究室主任赵巧玲研究员介绍说，

“丝雨二号”在选育过程中本着采
用实验室比对和农村比对同时进
行的培育模式，以追求经济性状均
衡发展的理念，有效避免了实验室
成果与农村应用实际业绩相脱节
现象。该品种集健康体质和优良茧
丝质于一体，很适宜我国黄河流
域、长江流域以及云南蚕区秋季饲
养。多年的农村生产应用表明，家
蚕新品种“丝雨二号”在上述地区
和蚕区饲养既能生产出高品位生
丝，又能很好地适应当地省力化规
模化养蚕模式。 （王福海 胡璇子）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开发了一款名为
“测绘渔业活动”（MFA） 的新工具，并第一次对
2014~2015 年欧洲高密度渔业区进行了清晰的绘图。通
过对渔业船舶的信息追踪，获知有关沿海社区的渔业
习惯，了解哪些地区的渔业活动更频繁，将成为可能。

这一信息对于调整渔业经济政策和管理策略来
促进“蓝色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即更有利可图、更可
持续的海洋和海洋资源开发的欧洲战略。

MFA 从自动识别系统（AIS）中追踪数据。AIS 在
世界范围内识别并定位渔船，这可通过与附近其他
渔船、AIS 基站和卫星之间进行精确的数据交换得以
实现。目前 MFA 所使用的数据由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间长度 15 米以上的欧洲渔业船舶在 1.5
亿个位置上的信息组成。

MFA 包括几个层次的地理信息、覆盖欧洲所有
水域的高分辨率渔业密度地图。跟高密度渔业海域
相关的渔船位置信息、周边港口信息被聚集成一个
非独立指标，代表了沿海社区对特定渔场、港口的吸
引趋势。

利用这些数据，MFA 首次分析了欧洲高分辨率
上渔业社区与捕鱼范围之间的关系。JRC 开发的这
款工具和方法显示了 AIS 数据支持渔业管理的潜
力。MFA 空间层也可以很容易地纳入其他定期发布
海洋数据的平台。

通常情况下，这种分析都建立在由航海日志和
渔船监控系统（VMS）这样的行政资源高度汇总的数

据上，它们就是用来管理渔业的。而 MFA 依靠来自
AIS 的开放数据资源，不太适合对潜在的非法捕捞进
行系统控制，反而更适合提供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政策制定者、科学家、专业人员可以利用这些
渔业活动的翔实数据进行渔业管理和渔业研究，
从生态环境角度和社会经济角度均可。通过了解
哪些海域的渔业活动更密集，就可以实现评估海
底拖网的影响、导出海底压力的指标等研究。此
外，这些信息还有助于了解如果在特定区域进行
渔业活动，哪些沿海社区可能会更易受经济和就
业方面的限制。 （王方编译）

家蚕新品种“丝雨二号”育成

前沿

新工具助力欧洲渔业管理

新土壤调理剂“一箭双雕”变废为肥
姻本报记者 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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