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把式”用上“新科技”

废弃蔬果的“绿色重生”

———山西省榆社县推广农用

酵素发酵技术助农增收

秋季， 山西省榆社县的瓜果蔬菜迎来了丰

收的季节。 在繁忙的采摘工作之余，大棚里还有

另一番景象， 村民们将品相不佳的西红柿、葡

萄、西葫芦等果蔬挑选出来，经过切碎处理后倒

入发酵桶中。 经过微生物的发酵和代谢，这些原

本被视为废弃物的果蔬摇身一变， 成了下一批

农作物的优质液体肥料， 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

循环利用。

11

月

5

日， 在箕城镇赵道峪村的设施蔬菜

大棚里， 种植户董建华正在忙碌着将烂瓜果放

进发酵桶。“自从使用了农用酵素后，西红柿的

口感和品质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每次浇水时只

需加入少量酵素， 西红柿苗就能长得整齐且强

壮，结出的果实个头均匀，深受市场欢迎。 相比

往年，我今年减少了三成化肥的使用量，但超市

的收购价却比未使用酵素的西红柿高出三毛。 ”

董建华感慨地说。

近年来，榆社县积极推广设施蔬菜新技术，

蔬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得到了不断提高， 为农

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 然而，农作物根部

病害频发、 口感不佳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农业工

作者，限制了农产品价格的进一步提升。 一次偶

然的机会， 榆社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工作人员

在手机上发现了中国农业大学推广农用酵素的

视频。 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种简便易学的

发酵技术，能够有效解决化肥、农药减施以及农

产品质量提升等难题， 助力果蔬种植产业降本

增效。

于是， 榆社县开始对农用酵素发酵技术进

行探索。

2023

年

5

月， 该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在全县大棚种植户中招募了

56

名勇于尝试的

农户，并进行了农用酵素的制作和使用培训。 经

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农用酵素发酵技术取得了

显著成效。

农用酵素的效果和好处在农民们的口口相

传中得到了广泛传播。 今年，许多未在第一批报

名的农户都表示要在县委、 县政府的带领下尝

试制作农用酵素。 为此，榆社县农业农村和水利

局与箕城镇政府邀请相关专家来到榆社， 围绕

农用酵素制作与运用技术开展培训。 最终，农用

酵素发酵技术成功推广到

43

个村，覆盖

360

户

农户。

农用酵素技术的成功应用， 不仅解决了农

业废弃物处理问题，还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

农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为农民增收致富

开辟了新途径。 榆社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

步，将从农用酵素的其他功效入手，将其应用在

餐厨垃圾、 废弃秸秆、 人畜粪便的资源化利用

上，让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展之路越

走越宽广。 （张谦 张琦）

国内首个家禽智慧育种

管理系统“平谷智造”

近日， 由北京市平谷区企业沃德辰龙有限

公司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家禽智慧育种管理系

统发布，为加速推进畜禽种业“中国芯”研发，实

现畜禽种业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据悉， 家禽智慧育种管理系统基于生物技术与

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应用， 为国产家禽新品种

培育和性能提升提供技术保障， 使得目前蛋鸡

育种效率提升

50%

以上，育种周期由

8-10

年缩

短为

5-6

年。

具体来说，该系统有以下几个亮点：

“智能采”。 利用沃德辰龙企业自主研发的我国

首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蛋鸡

DNA

芯片———“凤

芯壹号”和育种场的智能设备，高效采集蛋（肉）

鸡全性状、全周期、全世代的

1800

多个性状数

据， 年沉淀育种数据

15

亿多条 ， 准确率高达

99.97%

，节省了

50%

的人工投入，解决了传统手

工记录繁琐、易出错的弊端。

“高效算”。 依托“实时传、分布存、高效算”

的分布式内存计算专利技术， 数据处理时间由

原来

14

小时缩减为

0.5

小时，让育种速度“飞”

起来。

“智能配”。 以大数据为基础，构建智能选种

选配模型，实现“系谱溯源、世代进展评估和实

时指标分析”，将育种成效可视化、育种决策数

据化， 助力培育中国特色世界独有的“京粉

6

号”高产蛋鸡品种，率先实现“

100

周产

500

枚

蛋”，生产性能国际领先。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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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苑

第三代“太空水稻”熟了

味道如何

6

粒种子上天

回来有

59

粒

2022

年， 在神舟十四号乘组

执行任务期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

完成了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

周期空间培养实验，获得了成熟的

太空水稻种子。 近日，这批太空水

稻的种子已经在大田里试种，获得

丰收。

在位于上海松江的中国科学

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作

物育种与栽培基地，记者看到播种

的太空水稻在生长

100

多天后，稻

穗基本全部变黄成熟，即将收获第

三代“太空水稻”。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研究员 郑慧琼： 开始

就是

6

粒种子随问天舱上天以后，

收到了

59

粒种子，回来以后这

59

粒种子因为比较珍贵，我们就从中

拿了部分在人工气候室进行繁殖。

在人工气候室繁殖之后，获得的种

子就比较多，大概有将近

1

万粒种

子，然后我们在其中再拿出了一部

分，到大田里面进行繁殖，这就是

大田里面收获的稻穗。

专家介绍， 空间站获得的

59

粒水稻种子是第一代，人工气候室

繁殖获得的近

1

万粒是第二代，农

场大田里即将丰收获得的是第三

代。通过对三代太空水稻种子进行

研究，已经取得初步研究成果。

证明太空可以种出

有活力的水稻

科研人员研究发现，空间微重

力条件下水稻种子胚胎发育正常，

能够发育成有活力的后代。 并且，

太空水稻第二代植株分蘖数显著

多于地面对照组。该项实验证明太

空中可以长出有活力的水稻种子。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研究员 郑慧琼： 我们

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首先我们在

天上收获到了有活力的种子，然后

通过人工气候室实验证明这个

有活力的种子可以繁衍出后代，

证明太空收到的种子还仍然有

繁殖能力，在大田里面继续稳定

进行繁殖，证明我们在太空环境

当中，通过种植水稻来生产粮食

是可行的途径之一。

“太空水稻”形态发生改变

影响高密度种植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 郑慧琼：

我们在地面也有同样的盒子，可

以看到天上和地面长得有挺大

的不同。 在株型上，叶子的夹角

在天上变得特别大，不像地面的

植物长得比较紧凑，而叶子夹角

大对于高密植物种植有很大的

影响，叶子之间互相遮挡 ，不能

很好地进行光合作用，对它的生

长有很大的影响。

科研人员对这一现象进一

步进行分子生物学分析，找到了

一些关键的基因，后续可以通过

分子途径对空间植物进行改造，

使它夹角变得跟地面一样大，也

可以进行很高密度的种植。

除此之外，科研人员还发现

在天上种植的太空水稻形态也

发生了改变。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 郑慧琼：

这是从天上照相机下载的照片，

可以看到稻壳大部分都不能关

闭 。 在地面的种子一旦授粉以

后，稻壳马上就关闭了，而天上

的种子到成熟以后都不能关闭，

主要是稻壳外稃的尺寸变得细

长导致不能关闭。 这个当中的分

子生物学机制，我们也在研究。

糖的含量不同

“吃起来应该很甜”

科研人员发现，在空间环境

种的水稻，营养成分也发生了变

化，太空水稻可能吃起来更甜。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

创新中心研究员 郑慧琼：回来后我

们把稻米中间断开， 断开后进行扫

描看淀粉的形状， 这里面糖的含量

也不一样。天上回来的那些种子，葡

萄糖、 果糖的含量都显著地高于地

面一般的种子。 我们算了一下，基本

上都高

5

到

6

倍。 另外，淀粉的含量

是差不多的， 但是淀粉的组成不一

样， 还有蛋白质含量也比地面要多

一些。天上的种子如果煮成饭，吃起

来应该很甜。

太空种水稻难度大

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2022

年，在中国空间站进行的

为期

120

天的水稻实验是国际上首

次在轨完成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

生命周期培养。

在此之前， 国际上在空间站只

完成了拟南芥、油菜、豌豆和小麦从

种子到种子的培养。 水稻作为养活

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的粮食作物，

又为未来的深空探测带来了怎样的

意义？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研究员 郑慧琼： 太空

种植水稻跟地面来比难度大了很

多。 首先太空是真空环境 ，所以我

们在太空中种水稻一定是人造的

环境，就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

中来种水稻。光、气、水都是要人工

来保障 ，尤其是光 ，因为水稻要进

行光合作用。 水稻对太阳光的要求

还是比较高，我们在太空中种水稻

用的是人工光源，所以太空种水稻

还要经过一定的筛选，对水稻进行

一些改造，让水稻能够适应人工光

照环境。

目前 ， 我国科研人员已经实

现 在 太 空 种 水 稻 ， 并 且 实 验 证

明 ， 这些水稻的种子回到地面也

具有繁殖能力。 未来， 科研团队

将围绕空间粮食安全保障展开进

一步深入研究 。

（据央视网）

神舟十八号乘组返回，又有一批新的太空实验样品返回地球。 太空科学实

验究竟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太空水稻的最新科研

进展。

水质

pH

、 溶解氧、 氨氮……

打开手机

App

，塘口的情况一目了

然。“以前靠经验，天天盯着塘口，

现在靠科技，既省力又精准。”南京

简诺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养殖负责人吴玉龙是从事养殖的

“老把式 ” ， 他说，“以前想都不

敢想。 ”

这得益于该企业推行的数字

化养殖技术。记者在该公司养殖基

地的池塘看到，每个塘口都安装了

水质传感器，边上立着水质在线监

控箱、 智能增氧控制柜等设备，屏

幕上实时显现着氯离子、 浊度、温

度等水质信息，如需增氧，按一下

按钮即可。 工作人员手机上安装了

App

，还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

操作。

“搞养殖的最怕水体变坏，出

现‘翻塘’，损失严重。 ”吴玉龙告

诉记者，现在一旦出现青苔、浮萍

腐败，造成水质变坏的情况，设备

就会报警，提示及时换水、增氧，至

今几乎没再发生“翻塘”的现象。

数字化养殖 ， 让水产养殖

省时 、省力 、增效。 据统计 ，通

过减少巡塘 、投喂等人力投入，

实 现 亩 均 人 工 成 本 减 少

150

元、投入品节约

200

元 。“现在

一年产值达

1000

多万元 。 ”吴

玉龙说。

数字化养殖，对供电可靠性

提出更高要求。“一旦停电，就可

能造成供氧不足。 ”国网南京市

江北新区供电公司永宁供电所

所长徐云说，针对该水产养殖企

业用电需求大的情况，供电部门

进行了农网升级改造，新增一台

200

千伏安的变压器 ， 改造了

1600

米的 线 路 ， 以 提 高 供 电

质量。

同时，供电服务质效也不断

提升。 供电人员不定期对简诺公

司养殖基地的供电线路、变压器

等供电设施和配电设备进行巡

检，及时消除用电隐患 ，确保用

电稳定、安全。

数字化有力推动了传统农业向

数字农业转变。 南京丽铭农业生态

发展有限公司是南京市浦口区永宁

街道的另一家水产养殖企业。“以前

不敢放太多的虾苗，担心密度过大，

现在能实时掌握指标 ， 可以多投

放。 ”该企业养殖负责人丁玉彪说，

现在每亩养殖密度已由

10

万尾提

升到

12

万尾，产量增加了，效益也

提高了。

该企业还配备了智能无人投饵

机， 科学设计定时、 定量、 定点投

喂，让养殖的青虾、鲈鱼等水产品吃

得好、吃得饱、长得快，而且个头更

大、更均匀。

南京市浦口区农业农村局有关

负责人说， 围绕青虾、 鲈鱼等产业

链，养殖户们通过养殖数字化管理，

让水产养殖从“看一看”“捞一捞”

的经验型养殖，走向现代化养殖，实

现效益稳步提升。

（沈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