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苗繁育大棚里的丹参苗长势旺盛。

“南菜北种”培训班

开到了农田里

金秋时节， 在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禹王

镇的供港蔬菜基地，上海青进入采收季，几十名

割菜工一早就来到了农田里。

“把握力度和速度，一刀切割，一定要保证

质量。 ”带工大姐韩风英在田里来回踱步，一边

整理蔬菜，一边提醒大家操作要领。

运城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运城

地理位置、气候、土壤条件较好，作物生长期长，

种植的蔬菜质地紧实、口感爽脆，且与南方产地

错开约

3

个月的上市时间， 近年来取得了较好

的市场效益。

“市场对蔬菜品质要求很高，种植、管护、收

割、运输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标准化流程。 ”供

港蔬菜基地负责人赵兴介绍说， 特别是割菜这

一环节， 要求专业的熟练工来操作， 才能在品

相、时效上达到标准。

赵兴说， 起初他们只能高价雇用南方的割

菜工人，都是按件计算，加上吃住行等费用，成

本自然很高。

2021

年，在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合

力推动下，举办了“南菜北种”全产业链技能培

训班，既能在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学习种植、田间

管理、采收等技术规范，还能在搬运、仓储、物流

等方面为本地农户创造增收渠道。

“收割的菜要整齐排列入筐，割下菜后半小

时要进入冷库，外运时要测量菜箱温度，运抵后

还要测量温度是否稳定。 ”赵兴说，从种到收到

运，种植基地里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把这些细节

烂熟于心。 （据新华社）

南籼北种“利优鱼翅”

亩产量高达 823.7 公斤

近日，“利优鱼翅（瑞两优

1053

）南籼北种、

北米南销”产业链构建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

经专家组对种植的

800

亩“利优鱼翅”进行实地

测产，亩产量高达

823.7

公斤。“利优鱼翅”项目

指导单位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吉林农业大学和

湖南农业大学， 负责单位长沙利诚种业有限公

司的相关领导、专家，农业领域近百名代表参加

会议。

“利优鱼翅”在东北三省试种五年来，从几

分地的试验，到近千亩的大面积示范，从一个单

点到多点种植，均表现出耐寒抗倒，高产稳产的

特性。 参与试种的农民纷纷表示，“利优鱼翅”生

态适应性强，且食味品质非常好。

“利优鱼翅”作为南方籼稻品种，突破了北

方寒地种植局限，提升了东北粮食产量，是水稻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 不仅促进了优质稻

米的流通与消费， 满足了市场对高品质稻米的

需求，还进一步推动了消费结构的升级与优化。

会上，

800

亩“利优鱼翅”所产的稻谷由湖

南大型米企和餐饮连锁企业订单收购。 会议的

成功举办，标志着“利优鱼翅”产业链构建迈出

了新的重要步伐。 未来，“利优鱼翅”及耐寒水稻

新品种将引领种业变革， 惠及产业链各环节参

与者。 （王进 易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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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苑

神奇“克隆”技术

让丹参亩增产 30%以上

废叶变“金叶” 我国弃采茶资源高效高值利用取得突破

丹参具有活血祛瘀、 通经止

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痈的功效，是

我国常用大宗中药材之一。在四川

丹参主产地中江，丹参种植面积常

年保持在

4.5

万亩以上，是当地重

要经济作物和特色优势产业。但由

于长期采用根段种植模式，当地丹

参已出现种性退化、 出苗率下降、

抗逆性降低等问题。

2020

年以来， 四川科技下乡

万里行中药材产业服务第

51

团

（以下简称“第

51

团”）在中江县农

业农村局及中江县科学技术协会

的支持下，利用现代生物学技术开

展丹参良种高效繁育技术攻关，逐

步建立起“优质克隆苗

-

优质良种

-

优质生产苗”

3

级高效繁育技术

体系，并在集凤镇、辑庆镇、富兴镇

等核心产区开展丹参组培苗推广

应用。

与传统根段种植相比，组培苗

种植有何优势？要实现大面积推广

应用，该技术还需解决什么问题？

增产超

30%

新技术助推丹参高效种植

今年， 德阳市中江佳裕丰中

药材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佳裕

丰专合社”） 在辑庆镇永远村种植

了约

100

亩丹参， 其中有

40

多亩

种植丹参组培苗。“前段时间温度

高又缺水，根段种植的干死了约三

分之一，但组培苗种植的丹参几乎

没受影响。”说起组培苗，佳裕丰专

合社负责人邱荣亮赞不绝口。

何为组培苗？“可以理解为

通 过 组 织 培 养 技 术 生 产 的 种

苗。 ”团队成员、四川农业大学副

教授廖进秋介绍，该项技术利用

植物细胞的全能性，通过组织培

养技术再生，可实现丹参种苗的

快速繁殖。“只要取丹参植株上

的一片幼嫩叶子或者茎尖，就可

以实现发芽 、生根 ，最终长成完

整植株。 ”此举，可大幅度提高繁

殖效率 ，满足大面积生产应用

需求。

从组培实验室移栽到大田，

环境的改变会不会对组培苗的

成活率产生影响？ 面对记者的疑

问，团队成员 、四川农业大学副

教授姜媛媛给出了否定回答。

“一方面，组培苗本身的抗

性强；另一方面，在移栽到地里

之前，我们会先将扩繁的组培苗

移栽到种苗繁育大棚进行炼苗，

通过科学合理的技术保证其成

功适应外界自然环境。 ”她介绍，

如果配套栽培技术实施得当，组

培苗后期移栽到大田的成活率

能达到

95%

以上，甚至

100%

。

实际上，这并非佳裕丰专合

社第一次用组培苗。“我们试栽

了好几年，种出来的丹参根条粗

壮、结实，而且色泽很好。从产量

和品质上来说，都比根段种植的

丹参要好。 ”邱荣亮告诉记者，合

作社利用组培苗种植的丹参亩

产能达到

1800

公斤， 较根段种

植增产

30%

以上，还“更好卖 ”，

价格更高。

优势还不止于此。“根段种植

需要

11

个月以上的生长周期，但组

培苗种植可以将其缩短到

6~8

个

月，并且可以充分利用气候条件，实

现春秋两季移栽。 ”团队首席专家、

四川农业大学教授张利表示， 从实

际产出、时间成本、土地综合利用率

等角度综合来看， 中江丹参组培苗

技术都具有大面积推广应用的价值

和意义。

加快成果落地

规模化与机械化势在必行

在位于集凤镇石垭子村的中江

县中药材现代农业园区里， 一片片

利用组培苗技术种植的丹参已进入

果期。“长得好茂密，而且一个缺窝

都看不到，产量低不了。”团队成员、

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杨瑞武笑着说。

几公里外的中江县道地中药材

研发中心种苗繁育大棚里， 一垄垄

组培苗长得郁郁葱葱。“前段时间才

从组培实验室移栽过来， 炼苗效果

很好，扦插苗也已经在走根（即根系

生长）了。 ”张利教授透露，

10

月将

在此举办一场丹参组培苗秋栽高效

栽培技术现场培训会，“除了开展技

术培训， 还要把这些组培苗免费赠

送给企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 ”

加大组培苗技术的推广应用面

积是摆在专家团队面前的下一个重

要任务。“免费试种，大家热情都很

高，但花钱采购，大家又很犹豫。”采

访中，不论是种植户还是专家，都坦

言 亟 需 解 决 组 培 苗 成 本 居 高 的

问 题。

“苗子有点贵。 ”邱荣亮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 春栽按成本价集中采

购的组培苗一株约

0.6~0.8

元 ，一

亩地所需的苗子成本约

3000

元，但

传统根段种植一亩地的种根成本仅

需

500

元左右。他希望，组培苗成本

能控制在

1500

元以内。

对此，专家团队早有成算。“如

果进行大规模生产， 组培苗单株成

本可以控制在

0.3

元左右， 亩均成

本控制在

1000

元出头。 ” 团队成

员、四川农业大学老师邓雪雪透露，

当地农业主管部门也在考虑引入当

地龙头企业，以企业化运作、批量化

生产降低组培苗成本， 加快科研成

果大面积推广应用。

（据《四川农村日报》）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产茶国，茶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柱产业。 茶分四

季，其中春茶是最受欢迎的，目前大多

数茶企只做春茶，夏秋之际的茶经常被

剪后当成“废叶”。

2023

年，全国茶园面

积超过

5000

万亩，茶叶产量

355

万吨。

近年来，随着我国茶园种植面积的快速

增加，结构性“产大于销”的矛盾日趋凸

显，每年大量的春末及夏秋季茶鲜叶被

弃采，未得到有效利用，已成为制约茶

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难题。 据统计，弃

采 茶 造 成 的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高 达

800

亿元。

夏秋茶为什么如此不受欢迎？ 中国

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茶深加工与多

元化利用创新团队执行首席科学家许

勇泉研究员解释，人们常说“春茶香，夏

茶涩”，夏秋季茶苦涩味重，因此劝退了

不少茶客，“罪魁祸首”就是其鲜叶中含

量较高的茶多酚等成分。 再加上采摘成

本高，夏秋茶卖不上好价，自然易被遗

弃，资源利用率低。

近年来， 新茶饮火爆消费市场，食

品工业快速发展，市场对茶功能品质成

分的利用需求快速增长。 一面是不断增

长的需求， 另一面是不断被浪费的资

源， 夏秋茶迫切需要新技术改变现状。

如何消除苦涩感？ 如何改善弃采茶资源

的利用率，使低值的弃采茶资源变为具

有高附加值的茶产品？ 这些问题成了破

题关键。

许勇泉介绍，经过多年努力，中国

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茶深加工与多

元化利用创新团队探明了茶功能品质

成分的转化调控机制，发现儿茶素脱酯

可以对茶汁品质起到调控作用，为生物

催化利用茶功能品质成分奠定了理论

和物质基础。

团队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有效转

化利用茶功能品质成分 ，发明了茶汁

脱酯转化提质、茶全组分高效提取等

生物催化利用技术。 一系列关键技术

实现了夏秋茶功 能 品 质 成 分 的 全 质

化利用 ，如“茶汁分段逆流浸提与生

物酶催化提质新技术”可使夏秋茶汁

的 滋 味 品 质 能 达 到 名 优 绿 茶 水 平 ；

“高 茶 黄 素 红 茶 汁 液 态 发 酵 关 键 技

术 ” 和“香 气 品 质 提 升 技 术 ” 使 红 茶

汁 中 的 茶 黄 素 含 量 提 高

300 %

；“酶

解辅助茶全组分高效提取利用技术”

使提取率从

65 %

提升至

95 %

，成本下

降四分之一以上。

同时，该成果创立了茶资源生物催

化利用新技术体系。 绿茶鲜萃液加工、

高茶黄素红茶提取物液态发酵成套技

术及工业化生产线相继落成，开发出回

甘型茶浓缩液、茶鲜萃液及高茶黄素速

溶红茶等产品。 依托高纯度高活性茶全

组分梯次制备及纳米化利用技术，高纯

度的儿茶素、茶氨酸等活性成分及其制

品成功研发。 同时，全球单体规模最大

的

5000

吨级茶功能成分综合利用自动

化生产线落地，如今产品已“飞向”国际

市场。

科技赋能夏秋茶产业，推动了茶组

分高效利用，突破了弃采茶资源难以利

用的技术瓶颈，使弃采茶资源的高效高

值化利用成为可能，为提升茶产业整体

效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统计，该技

术应用区域内的茶园每亩可新增产值

2600

多元，对浙江安吉、龙游、磐安，江

西婺源，福建安溪，安徽金寨，湖北恩施

等主要产茶区域的乡村振兴和茶农增

收致富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显著。

（据《农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