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科学家来说，产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所做的研

究能为社会作贡献。相比多发论文，我更希望为防治矮腥

黑穗病储备各种技术和资源，帮助国家在小麦贸易谈判中

占据主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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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高利的工作都和小麦有关。

高利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研究员，近些年，她针对麦类黑穗病中危害最

大且最难防治的小麦矮腥黑穗病，开展了发生

机制及综合防控系统研究，取得系列重要研究

成果，在守护国门生物安全、确保我国小麦安

全生产、促进国内外小麦正常贸易等方面作出

了积极贡献。

不久前，高利被全国妇联授予 2021 年度全

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这是国家对女性农业科技工作者的高度

肯定，也是对全国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勉励。”高

利说。

高利的故乡在关中平原腹地，那里耕种历史

悠久。出生在农村的她，早早就学会辨五谷、务

农事。割草剁草、喂鸡喂猪，都是她的童年记

忆。上小学时，有一回家乡的小麦遇上病害，乡

亲们颗粒无收。大家吃不上白米、白面，只能顿

顿啃红薯。榆钱树也跟着遭殃，叶子刚抽出来就

被人撸下来当菜吃。

高利的父母希望她发愤读书，有朝一日跳出

农门。高利成绩好，考上了大学。可谁知道，她

的高考志愿填的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

专业。老师同学颇费解，为何要选农业？高利却

说：“我在农村长大、熟悉农业，最起码地里的庄

稼我都认识。说不定学农后将来有能力防治农

作物病害，或是搞点高产品种，至少让乡亲们不

再忍饥挨饿。”

高利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获得博士

学位后，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植

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她所在

的研究组有两个研究方向：小麦锈病和小麦矮腥

黑穗病防治。

小麦锈病由锈菌引起，这种病发生区域广、

暴发性强、流行频率高、危害大，威胁我国小麦的

生产安全。工作头 4年，高利大部分精力都用在

攻克小麦锈病上，并研发出准确、快速早期诊断

3种小麦锈菌的技术。

小麦矮腥黑穗病是麦类黑穗病中危害最大的

检疫性病害之一，主要分布于美国、加拿大、俄罗

斯、日本等20多个国家。矮腥黑穗病菌能把小麦

籽粒变成“白皮包子”，皮儿一碰就破，黑色孢子粉

“馅儿”也随之洒落。这些孢子在土壤里可存活10

年甚至更久，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萌发，再度侵染

小麦。小麦感染这种病害后，严重时可减产 75%

到 90%，甚至绝产。由感染矮腥黑穗病菌的小麦

制成的食物或饲料，可能引起人畜中毒，即使排泄

出来，排泄物中残存的孢子仍有生存能力。

只有做好植物检疫，才能筑牢国门生物安全

防线。我国是产麦大国，但每年仍需进口大量小

麦，急需迅速、准确检测和有效防治矮腥黑穗病

的技术储备。“守住这道防线，我们责无旁贷。”高

利说。

尽管当时高利在小麦锈病研究方向已取得

了重要进展，但她还是决定转向研究小麦矮腥黑

穗病。她说，人的精力有限，要集中精力解决更

急迫的问题。

立志学农，让乡亲们不再忍饥挨饿

“但真正开始做，才知道这件事有多难。”高

利说。

小麦矮腥黑穗病菌的检测当时主要依靠形

态检测法，通过识别病菌的形态差异来区分病原

菌。这种方法依赖长时期的经验积累。比如，小

麦矮腥黑穗病菌和网腥黑穗病菌的形态非常相

似，检测指标有很大程度的重合，即使经验丰富

的人也可能误判。

还有一种检测手段是通过萌发实验，但即使

在最适合的环境条件下，矮腥黑穗病菌萌发也需

约 40天。高利说：“如果等萌发实验做完再决定

进口小麦的去向，就会影响通关效率。”

此外，由于矮腥黑穗病菌和网腥黑穗病菌、

光腥黑穗病菌的 IST 基因序列一模一样，传统的

基因检测方法也无可奈何。

“由于研究小麦矮腥黑穗病的人少、文献也

少，相关研究基础十分薄弱。加之，它属于检疫

性病害，用于研究的样品也很有限。”高利说，在

研究小麦矮腥黑穗病的初期，她感受到很强的挫

败感。

那时，最让高利感到焦灼的，不是在田间地

头被麦芒扎或是被太阳晒掉一层皮，而是研究的

进度很慢。“一般来说，小麦侵染锈病 10 天左右

就会出现症状，然后就能开始研究。但小麦侵染

矮腥黑穗病至少要 5个月才出现症状，周期特别

长，很影响科研产出。”

高利和团队成员常年辛勤地“种”着矮腥黑

穗病菌的菌丝。通过尽可能不间断地培养菌丝，

确保培养室里一直供应着不同生长阶段的菌丝，

从而不间断地提供研究样品。“我们尽可能通过

自身努力弥补短板，克服困难。”高利说。

“对科学家来说，产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所做的研究能为社会作贡献。相比多发论文，我

更希望为防治矮腥黑穗病储备各种技术和资源，

帮助国家在小麦贸易谈判中占据主动地位。”高

利说。

为了寻找矮腥黑穗病菌的基因特异性片段，

高利和团队成员做了大量工作并最终筛选成

功。“通过设计特异性引物就能对该病菌的特异

性序列进行扩展，从而快速分辨出矮腥黑穗病，

两三个小时就能出结果。”高利说，在此基础上，

他们还研发出快速检测矮腥黑穗病的试剂盒、试

纸条。

高利并不满足于此。在矮腥黑穗病侵染机

制上，她带领团队成员解析了被病菌侵染后小麦

花药和子房异常发育的机制；在防控技术上，储

备了可供应急使用的化学药剂、防控方法及可用

于生物防治的菌株和防控体系。目前在国际上，

她带领的团队成员在小麦矮腥黑穗病研究领域

处于领先水平。2017 年，高利被授予第十三届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近来，高利尝试研究可抵御小麦矮腥黑穗病

的品种资源。“有了抗病菌品种，农民们就不用那

么辛苦了。”高利说。

迎难而上，不惧小麦矮腥黑穗病

隔三差五，高利就会收到一些小麦，有时装

在信封内寄来，有时装在麻袋里寄来。“我经常去

地里调研，认识了很多农民和农技人员。他们遇

到疑似患上矮腥黑穗病的小麦，就会寄给我，让

我帮忙鉴定。还有些是海关拿不定的样本，让我

帮忙检测。”她说。

每次收到寄来的样本，高利都会放下手上的

工作，第一时间鉴定并给出防控建议。

除 了 小 麦 ，高 利 还 会 不 定 期 收 到“生 病 ”

的瓜果蔬菜。有一回，新入实验室的学生很

高兴地说：“高老师，有人送你花！”实验室的

师兄师姐检查才发现，是几盆生病发蔫的红

掌花，原来是花农请高利鉴定病害。随后，实

验室立刻开始鉴定并根据病害类型提出了防

控建议。

高利不知道免费提供了多少次咨询，这项工

作也成了她保留的社会服务性活动。“新冠肺炎

患者需要医生及时救治，疑似小麦矮腥黑穗病的

样本也需要有效处置，我们有责任给农民提供专

业的建议。”高利说。

在生活中，高利也是热心肠。2021年 11月，

《时尚芭莎》杂志给高利做了一期人物专访。她

坦言，答应接受采访是帮朋友的忙。“另外，时尚

在女性圈子里的影响较大，如果姑娘们翻时尚杂

志时发现女科学家也可以很时尚，岂不更好？抱

着说不定能影响更多人从事科研工作的想法，我

就挑战了一下自己。”她说。

“其实，我自己根本不时尚，甚至很土。”高利

说，小麦矮腥黑穗病的防控策略跟我国的新冠肺

炎防控策略类似——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除了

在实验室做研究，高利每年有近一半的时间在麦

田工作。

每年小麦收获的季节，也是调研小麦病害的

好时机，为了防暴晒，高利在麦田做研究时从头

武装到脚，但一个夏天过去，还是几乎被晒脱了

一层皮。有时碰到下雨天，麦田里走一遭鞋子就

变得很脏，高利总是换上备用鞋再走进入住的酒

店，“不然全是麦芒和泥巴，会给清洁工增加工作

负担”。

高利脚勤手也勤，截至目前已经发了 150

多 篇 论 文 ，她 还 挤 时 间 申 请 了 20 多 项 专 利 。

“喜欢看论文的就看论文，爱看专利的就看专

利，我希望更多人受益于这些研究成果。”她

说。

乐于助人，心系麦田里的农民

澳大利亚科学家苏·欧瑞莉可能比一些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地层结构。

过去 40年，这位来自澳大利亚麦考里大学的地学科学家致力于与中

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并多次到访中国。3月 24日，中国驻澳大利亚

大使馆为她举行了 2020年度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颁授仪式。

“这是我在同中国合作方面经历的最激动的时刻。这个奖证明科学

合作是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建立持久国际纽带的重要方式，我们有

责任一起塑造未来。”今年 76 岁的欧瑞莉在颁授仪式后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

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是中国国务院于 1994 年设立的国家级年

度奖项，授予在双边或多边国际科技合作中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作出重

要贡献的外国专家或组织。

欧瑞莉首次到中国是 1982年。当时她刚完成了博士学位学习，研究

内容是新南威尔士州的火山岩。她发现澳大利亚缺少可以继续研究的条

件，因此把目光投向中国。十年后，她受邀再次来华参加会议。

此后合作就一直持续下来。她不但同中国研究人员一起远赴各地山

区考察，还带他们到南澳大利亚州研究火山地质，并对华东和澳东部的岩

石演化进行比较。

“我们同中国同事一起，希望更加了解地球……一些实地考察非常艰

苦。”欧瑞莉回忆说。

2002 年她去河北汉诺坝考察时，雨后道路湿滑，一行人坐在拖拉机

上一路颠簸，但当时拍下的照片记录下了她充满期待的笑容。

过去几十年间，她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变化。在采访中她回忆道，刚去

中国的时候很少看到机动车。那时他们乘坐一辆黑色汽车，穿行在自行

车的海洋中。那时中国刚改革开放，实验室中缺少设备，很多中国科研人

员希望欧瑞莉这样的外国科学家能够给予指导。

她表示，她很高兴能够帮助中国年轻人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帮他

们建立世界级的实验室，制定研究计划，在国际科学环境中培养下一代科

研人员。

“看到当时的年轻科学家现在成长为领导者并指导年青一代科研人

员，这很让人欣慰。”她笑着说。

回顾以前取得的成果，她认为，如果没有同中国的合作，这是不可能

完成的。她说，科学跨越国界，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世界，科技合作将不

同文化、不同背景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团结在一起，以科研成果造福人

类，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科学研究没有政治标签，她对互利共赢的澳中

科研合作未来充满信心。

她认为，澳中合作进行地学研究，就像在完成一个“拼图”，她和其他

研究人员都在拼自己的部分。“我们已经开始了，希望人们从我们完成的

地方继续下去。”

“我们有责任一起塑造未来”
——记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得主苏·欧瑞莉

在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柳堡镇的土地上，一

块“绿洲”格外引人注目。其四周都是白花花的

盐碱地，唯独这里绿意盎然。这是山东农业大学

农学院教授陈翠霞团队的芒草试验地。

他们用近十年时间自主选育的芒草抗盐碱

新品种，就种在这里。到了收获季节，亩产整株

产量高达 3600公斤。

最近，陈翠霞团队又发现了新的芒草耐盐碱

基因，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植

物》上。陈翠霞课题组破译了染色体级别的五节

芒参考基因组图谱，还解析了芒属植物基因进化

历史，揭示了芒草中纤维素或半纤维素含量高的

分子机制，为种质利用和新品种创制提供了理论

支撑。

创建芒属植物种质资源圃

在荒地里疯长的芒草外形高大，俯拾即是。

这种禾本科植物是世界上极具开发潜力的重要

木质纤维素原料作物，其用途广泛、可生产生物

质燃料酒精。

十多年前，石油价格大涨，欧美国家纷纷

斥巨资研究可再生能源，木质纤维素作物成为

研究焦点。从那时起，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香

槟分校生物能源所工作的陈翠霞开始涉足相

关研究。

外表平平但极具内涵，这是陈翠霞对芒草的

评价。“它抗逆性强，可在荒草地、沼泽滩涂等边

际土地上种植生长，也是世界上最具开发潜力的

木质纤维素原料作物。”她说。

在实验室被“养育”了多年的芒草，陈翠霞希

望它能“有番作为”。

长久以来，土地盐碱化是山东所在的黄河三

角洲地区农业生产的突出问题。

“盐碱地和芒草种植‘联姻’应该有前景。”

深度调研之后，陈翠霞给出判断，团队成员迅

速收集国内外芒草种质资源，他们把找到的

200 多份种质都放进山东农业大学南校区实验

站内。

“我们在学校里又通过杂交育种培育，筛选

出 300多份芒草杂交种，由此创建了自己的芒属

植物种质资源圃。”有了“家底”，陈翠霞觉得在盐

碱地进行芒草种植研究更有底气了。

选育出耐盐碱芒草新品种

“渤 海 粮 仓 科 技 示 范 工 程 ”（以 下 简 称 渤

海粮仓）是一项农业科技工程，旨在通过科技

攻关改良中低产田和盐碱地，进而实现增粮

增收。

乘着渤海粮仓的东风，陈翠霞在紧邻渤海

的柳堡镇找到了近 20 亩中、重度盐碱地，种植

已研发的芒草新种质，筛选并培育出耐盐碱杂

交品种。

起初，陈翠霞团队成员将学校的芒草根资源

运到 200公里之外的柳堡镇进行栽种，到了后来

他们直接在当地选育新品种。

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更坚定了陈翠霞扎

根盐碱地的决心。“芒草刚长出来时，附近村的牛

羊都来吃，这破坏了芒草生长，但却让我们看到

了芒草作为畜禽饲料的潜力。”她说。

如今，这片有 3000 余株芒草的盐碱地生机

勃勃，它不但成了网红美景打卡地，还受到了业

内专家的高度认可。

“这里各品系植株形态多样、错落有致，且

四季皆有景可观，具备了一个小型盐碱地生态

恢复观光园的功能。”山东省畜牧总站研究员

翟桂玉说。

此外，陈翠霞团队新选育的耐盐能源芒草

137、耐盐绿芒 297、耐盐荻竹 101 芒草新品，在

中、重度盐碱地上一亩地整株鲜重年产量分别约

为 3600、3200、1500公斤，表现十分亮眼。

破译五节芒基因组

芒草为什么具有这么强的抗逆性？为了解

答这个问题，陈翠霞团队又开始研究芒草分子遗

传学机制。“当时关于它的生物学、细胞学和遗传

学文献很少，我们的研究可谓‘白手起家’，从基

础生物学相关内容开始。”她回忆道。

芒草的基因组庞大、较为复杂，这给研究带

来了不小的挑战。

“我们通过二代、三代等当前先进的测序方式，

用遗传图谱和BioNano数据等进行修正和验证，并

进行基因注释和转座子注释等，解析芒草基因组。”

陈翠霞团队成员、山东农业大学副教授张国斌说。

经过近十年钻研，陈翠霞团队终于成功破译

了芒属植物代表性物种五节芒的基因组。顺着

芒草基因组的“藤”，该团队又找到了“瓜”。他们

进一步推断出同为禾本科甘蔗亚族植物的高粱、

芒草和甘蔗 3个物种的具体进化关系和时间；探

讨芒属植物之间存在着广泛种间杂交和渐渗作

用的理论支撑；鉴定高粱、甘蔗和芒草机体内纤

维素合酶的基因表达情况。

“我们希望为粮食作物，如水稻和小麦等，提

供基因资源；同时，将芒草打造为促进盐碱地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利器’。”陈翠霞说。

她让芒草“联姻”盐碱地，把不毛之地变绿洲

高利高利：：麦田里的防疫者麦田里的防疫者

高利在做实验高利在做实验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从基本不会说汉语写汉字，到熟练掌握塔式起重机的操作和维修理论；

从无奈辍学，到成为山西省最优秀的塔吊司机之一……百米高空上，钩起钩

落间，吉克达富这个曾经的“山里娃”正在一步步构建他的逐梦人生。

吉克达富是山西建投一建集团的一名塔式起重机司机。他个子不高，

笑容常常挂在脸上。记者见到他时，这个衣着俭朴的年轻人，用带着山西方

言腔调的普通话，热情地讲解塔式起重机的工作原理。检查所有安全限位

和保险装置、试运转、吊装作业……是他作为一个塔吊司机的日常。

吉克达富的工友介绍说，他可以通过操纵塔式起重机，在百米高空

中，将直径 90厘米的物体“放置”在直径 100厘米的圆圈内，全程仅需不到

2分钟。“这样的操作精度和速度说明吉克达富的驾驶技术十分精湛。”山

西建投一建集团塔机公司王彬解释说。

2016 年，山西省建筑业第四届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中，吉克达富以实

际操作满分和理论考试满分的成绩夺得大赛一等奖。

这样的成绩，对于吉克达富来说尤其难得。

吉克达富 1997 年出生，彝族人，来自四川省雷波县达觉村。那里地

处大凉山，与因山路崎岖而闻名的“悬崖村”仅一山之隔。因家中贫困，他

早早辍学，外出打工，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

江苏、河南、上海、浙江等省份都留下过吉克达富打零工的足迹。

2015 年，山西省太原市的一处工地上，吉克达富结识了山西建投一建集

团塔吊司机高建全，因为吉克达富聪明好学、为人老实，高建全收他为徒，

教他开塔吊。

“当时在工地上打杂，看到塔吊司机特别羡慕，做梦都想当塔吊司

机”，吉克达富说，有一段时间，特别希望别人问自己职业是什么，就可以

骄傲地回答“开塔吊”，每次分享都开心极了。

然而，语言是他学习的一大障碍。吉克达富以彝语为母语，汉语并不

流畅，认识的汉字更是寥寥无几。

为了学好开塔吊，吉克达富积极向工友和师傅请教，自己也利用业余时

间抓紧学习。深夜的工地上，经常能看到吉克达富反复操作塔吊。不会写

笔记，他就将工友的讲解录下来，听录音掌握知识，还在起重机上做各种各

样的标记。公司也尽力帮助这个好学的年轻人，推荐他参加各类培训班。

如饥似渴地学习两年后，吉克达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塔吊司机，在多

个技能大赛中名列前茅，还获得 2019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9 年山西

省特级劳模等荣誉称号。因表现优异，吉克达富还被提拔为班组长，投身

打造“全能”班组实践。

如今，谈起吉克达富，不少人会心生佩服。山西建投一建集团工会副

主席郭映宏最认可这个小伙子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她说：“吉克达富生活

俭朴，将打工的钱都攒起来，过年带回家。家里的新房是他用 3年时间修

起来的，每年赚了钱就带回家修一部分，一点点拼起了一个温暖的家。”

塔吊司机吉克达富：

在高空筑梦的山里娃

匠心追梦人

◎新华社记者 李紫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