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子育种引领山西种业振兴

1

月

5

日， 由山西省国家

重要特色物种谷子育种联合攻

关组提供的

43

个优质小米品

种， 在国家级龙头企业山西沁

州黄小米（集团）有限公司同台

竞技。 来自该省的专家们从小

米商品性、小米粥适口性、小米

干饭适口性

3

个方面和粥香

气、口感、粘稠度，以及小米饭

的色泽、口感等多个维度，对新

品种进行了鉴评， 选出了鲜食

小米的优秀品种。

这已经是国家重要特色

物种谷子育种联合攻关组、山

西省现代农业谷子产业技术体

系、 山西省杂粮学会共同举办

的第二届优质米鉴评会。 该评

比旨在推动谷子育种创新、种

植技术创新产业需求导向，进

而 推 动“山 西 小 米 ” 高 质 量

发 展。

“这些谷子品种都是在沁

州黄基地统一种植， 由企业统

一加工， 确保了种植环境与加

工方法的一致性， 并且在品鉴

中使用相同设备、 同量的水和

小米以及相同熬煮时间， 严格

按照同一标准制作小米粥和小

米干饭， 从而确保评价的公平

公正性。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院长、 山西省现代农业谷子产

业体系首席专家、 山西省杂粮

学会会长原向阳教授说。

山西是著名的“小杂粮王

国”， 谷子位居该省杂粮之首，

全省谷子种植面积在

300

余万

亩， 是全国三大谷子主产省份

之一。 目前山西五大小米龙头

企业对谷子品种的需求上，凸

显在三个方面，即品种的优质、

矮秆和抗除草剂、抗病性需求。

“我们采取谷子种业和小米

加工龙头企业出题， 常规育种

团队与分子育种团队协作攻关

答题的模式，联合打造了‘政产

学研’谷子种业创新基地。 ”国

家重要特色物种谷子育种联合

攻关首席郭二虎研究员说。 据

介绍， 该攻关组从资源研究创

新、生物技术研究应用、常规品

种选育、 杂种优势利用等全方

位开展了联合攻关，目前，攻关

组在新品种、 新品系选育上已

经取得一定成果， 此次参与评

鉴的

43

个新品种均来自该攻

关组团队。

这一品鉴会为重要特色物

种育种联合攻关如何围绕产业

需要、 适应市场需求提供了可

以借鉴的做法。 借此机会，山西

沁州黄小米集团（有限）公司与

山西农业大学达成重要合作意

向。 企校双方将在谷子高产、优

质、 绿色高质高效等新品种新

技术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共同

推动山西谷子产业的科技创

新，希望在谷子新品种培育、种

植技术优化等方面取得更多突

破。 （吴晋斌）

使用农膜，这些细节很重要

要想自家大棚的农膜扣棚后使用效果好， 除了

要订一块质量好的农膜外，安装、使用、防护也非常

重要。 小编采访了多个农膜公司的技术人员，现将农

膜使用中需要注意的细节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

（一）影响消雾流滴效果的细节有哪些？

为达到更好的流滴效果， 建议大棚棚面倾斜角

度大于

25

度。 扣棚时，将棚膜抻紧、拉平，防止流滴

效果不畅；同时注意农膜产品的正反面区别，一般棚

外读“正”字或公司标志为正面，切勿扣反。 温室大棚

的骨架多是采用东西向的铁丝串连固定， 选择涂覆

型农膜覆膜后，在膜面南北向压膜绳的作用力下，还

有冬季保温被的重力下压作用， 内层面会与铁丝紧

贴，进而出现挡水情况，形成大量水滴，同时存水也

加快了药剂的析出，影响农膜性能的持续性。 所以，

一定要根据自家大棚结构选择合适的农膜。

涂覆型农膜的涂覆层为高科技亲水材料， 注意

防止油污污染；扣棚过程中，要注意避免来回拖拽薄

膜，磨损薄膜涂覆功能层，造成局部流滴不良。 更不

可对膜进行强力拉伸，造成涂覆功能层破坏受损，这

将严重影响流滴，消雾功能。

涂覆型农膜使用初期，棚内湿度较低时，附着在

薄膜内表层微小水珠未能形成完整水膜前， 可能存

在短时间内的微小水滴阻光问题， 随着棚内湿度增

大会形成水膜层，恢复高透光状态，且使用效果会越

来越好。

（二）影响棚膜寿命的因素要多加注意

在高温环境下，可能出现薄膜粘。

结在一起的情况， 在保管和安装时需要充分注

意，尽量避开高温及强光照射。 大棚骨架处喷涂白漆

或作防锈处理；与膜面接触部位不得有毛刺，扣棚时

不要硬性拖拉薄膜， 避免刮划伤引起的薄膜开裂问

题。 棚内消毒严禁用硫磺或其他酸性药物熏蒸，严禁

将农药喷洒在膜面；也不能撒入生石灰杀菌，否则会

造成棚膜提前老化“爆棚”。 农膜禁止与含聚氯乙烯

（

PVC

）成分的物品长时间接触，会影响老化情况。 如

替代竹竿的塑料管材， 缠绕骨架用的无纺布、 垃圾

棉， 压膜绳时用的废旧轮胎垫片等。 每年公历

7

、

8

、

9

、

10

月份，因光照强烈、温度过高，薄膜的使用寿命

通常是

1

个月按两个月计算。 使用寿命一年以上的

农膜产品， 夏季应用降温剂时应明确降温剂分解时

间，以免影响来年冬季农膜保温性能。

（三）影响棚膜透光性的细节

EVA

消雾薄膜覆膜后请一定注意避免高温闷

棚，否则，薄膜流滴消雾助剂极易过早过快析出，造

成薄膜发白变乌， 直接影响透光且流滴消雾效果会

严重减弱。 内添加型农膜使用时会有白色物质析出，

其为功能助剂，不可擦去。

另外，应采用高强度、高耐候性压膜线固定，禁

用

PVC

压膜线或旧电缆线 。 压膜线间距不大于

1

米，禁用金属卡子卡膜，否则容易造成难以修复的破

损。 （崔志坚）

是涨还是跌？

1 月钾肥行情怎么走

近期， 氯化钾价格先落后涨， 总体价格相对坚

挺。 国产钾生产和发运情况不理想，预计

1

月初发运

情况或有改善，但产量将逐渐减少。据悉，

1

月国产钾

价格已确定，大厂

60%

标准钾到站价在

2550

元（吨

价，下同）。 有消息称，该价格只执行

2024

年

12

月未

执行完的订单，并不接新单。 进口钾港存数量继续下

降至

300

万

~305

万吨，货源明显紧张，尤其是低价

货源。 目前， 港口

62%

白钾最新价格在

2550~2600

元，低端产品价格反弹。 边贸

12

月进口货源陆续到

货，以大颗粒钾为主，传闻

1

月进口量将减少。 边贸

62%

白钾几乎没有货源。 目前，满洲里只有

60%

大红

颗粒货源，主流报价在

2450

元。

月初，硫酸钾市场行情平稳。 硫酸钾新单成交谨

慎，市场价格重心出现回落。 部分硫酸钾厂家为缓解

资金压力，调整销售策略，实际成交价格出现小幅松

动。 目前，加工型硫酸钾开工率在

70%~75%

，维持稳

定，社会库存量增多。 加工型曼海姆硫酸钾

52%

全水

溶粉出厂价在

3250~3400

元， 河北等局部地区的价

格略有下行，

50%

粉主流出厂价在

3200~3300

元。 资

源型硫酸钾厂家的冬季检修期临近， 预计在春节前

产量将明显减少 。 现青海产

50%

粉市场到站价在

3150~3200

元，且保持稳定。

综上所述， 目前， 钾肥下游复合肥行情偏弱，没

有利好支撑，销量很难大增。 业内预测，钾肥货源不

多但需求不旺，价格虽然难以形成显著涨势，但仍可

保持相对坚挺。 （据《农资导报》）

“农药是农业的重要生产要素”

隐含着哪些“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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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是农业的重要生产要

素，这个判断大家太熟悉了，熟

到不假思索的地步， 但不假思

索不等于不要思索。 大道至简，

从“至简”求“大道”，顺道而为，

谋求生存发展，方是正理。

农业决定了农药市

场的主要需求

农业的生产方式 、 种植结

构、环境条件、农业病虫草害发

生情况决定了农药市场的需求

量和品种结构。 农药满足农业

的需要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来实

现的， 没有哪一级政府和哪个

领导要求农业生产必须选购哪

种产品； 而是通过市场竞争来

实现的， 哪家农药企业生产的

产品更好地满足了农业的需

要，这家企业的产品就好卖，市

场份额就大，日子就好过，在市

场竞争中越处于有利地位。

农 药 是 农 业 的 投

入品

投入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生产过程中，其性状 、性能 、特

点、 品质并不显示在最终产品

中， 与消费者没有建立直接的

联系， 消费者一般也不会产生

特殊的偏好， 如电力、 煤炭等

等。 投入品一般呈现出弱品牌

特性， 强品牌特性的产品不仅

能够代表产品质量保证， 更主

要满足消费者“虚荣”的心理需

求，如高档次的白酒 、化妆品、

汽车等消费品， 产品质量高一

些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消

费者身份的象征， 仿佛能够消

费它们才能体现出消费者“高

端、大气、上档次”，强品牌特性

的产品溢价率高， 相反弱品牌

特性的产品溢价率就低些。

农药作为农业的投入品，具

有

3

个特点：

一是产品品牌效应弱。

不会有谁因为购买了某种品牌

的农药，就会自我感觉良好，自

信心爆棚， 我们现在农药市场

上也学消费品行业为一种产品

注册了多个品牌， 从市场竞争

的角度看纯属照猫画虎没有

必要。

二是农药消费者最终关注

的是农药产品质量。

由于同一企业一般采用统

一的质量检测体系， 所生产产

品的质量具有一致性， 所以消

费者很多时候关注企业品牌胜

过产品品牌， 并且品牌产品相

较于一般产品的溢价率也不会

太高，因此，同一种农药产品大

家主要靠拼价格， 消费者倾向

于选择低价产品。

三是农产品市场状况对农

药 的 需 求 量 和 价 格 有 较 大

影 响。

举个极端的例子，前几年广

西某地沃柑因供过于求价格大

幅下滑， 农民从经济收益考虑

干脆就少打药甚至不打药了。

农民不打药或少打药， 相关农

药品种的需求量当然会减少 ，

价格也会降低。

农业的特点决定或

影响着农药的特点

农业的特点之所以决定或

影响着农药的特点，原因有三：

一是农业的区域化特点使

农药也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

农业不同于工业，工业产品

生产全球都可以一个标准，没

有区域化特征， 农业的区域化

特征非常明显，水、肥、土、气候

环境都不一样， 适宜种植的作

物也不一样， 发生的病虫草害

不一样， 当然需要的农药品种

也不一样。

二是农业的多样性决定了

农药的多样性。

农作物的种类、病虫草害的

种类多，环境生态多样，决定了

农药的品种多样、细分度高。

三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对

农药生产和销售也带来了一定

的季节性影响。

搞企业的都希望了解哪些

产品还有短缺， 特别是市场总

体过剩的情况下， 短缺就意味

着市场。 发现短缺要到哪儿找？

根本上就是要沿着“需求”这条

线去找， 有需求的地方才有市

场， 归根结底还是要到农业中

找。

从

3

个层面看，农业对农药

的需求还有一定的空间。

一是农业结构调整的现实

需求。

比如小宗作物生产用药，错

峰上市和储藏保鲜用药等。 这

些需求是现实的， 小宗作物因

为单品种的量小， 有些企业就

懒得去做试验做登记， 但是小

和大是相对的， 当大的品种都

被登记了，市场都饱和了，小的

相对也就变大了， 市场的吸引

力也就来了。 当干旱来临的时

候， 我们当然希望有场酣畅淋

漓的大雨， 没有大雨有毛毛雨

也是好的。

二是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

需求。 设施农业、无人机喷施、

土壤熏蒸等都需要更适宜的农

药。 这里，并不是说无药可用，

而是缺乏针对性更强、 更适宜

的农药。 在市场接近饱和状态

下， 生产企业在满足了大类需

求之后， 一般都会努力寻找细

分需求，通过研发针对性更强、

更适宜的新产品满足市场细分

需求，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 农

药也一定如此，设施农业、无人

机喷施、土壤熏蒸、种药一体化

在用药上有特殊性， 一定会有

企业关注到， 也一定会有专用

药出现。

三是未来潜在的需求。

如纳米农药、生物育种作物

大面积扩种用药、

RNA

生物农

药等。 以当今农业的发展速度，

未来的需求很快就会转化为现

实需求，晴天备伞 ，未雨绸缪 ，

有眼光的企业家需要早做 准

备。

（据农药科学与管理）

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