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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罗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县。今年夏

粮喜获丰收，除了得益于选育优良品种，先进的栽培耕作方式

也是重要因素。这是宁夏小麦增产背后的另一个“密码”。收割机在滚滚麦浪中来回穿梭，进入 7 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一派繁忙景象。

“我县 15.5 万亩春小麦已经进入完熟期，田

间长势较好，7 月 7 日开始大面积收割。若没有

大的气候变故，预计单产持平略增，总产超过去

年。”平罗县委书记宋世文说。

平罗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春小麦种植面积

最大的县。今年夏粮喜获丰收，除了得益于

选育优良新品种，先进的栽培耕作方式也是

重要因素。这是宁夏小麦增产背后的另一个

“密码”。

受去年秋汛影响，夏粮生产形势严峻。作为

我国北方春小麦主要供种基地的宁夏，通过合理

轮作、水改旱等措施，努力提高春小麦单产水平。

以春补夏、以丰补歉。

有了科技加持，塞上江南处处展现出丰收

图景。

“从 2016 年开始，我们通过中国农业科学院

引进河北衡水小麦匀播机械在宁夏示范推广，经

过不断创新，今年基本成功了。”7月 5日，宁夏吴

忠市利通区金积镇塔湾村，正在智慧农业科技示

范展示区测产的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研究员沈强云满是欣慰。

2022 年，宁夏计划播种小麦 120 万亩，较上

年增长 20%。其中，春小麦播种面积不少于 68

万亩，2月下旬全区由北向南陆续开播。

很多人都对春播时节奔波在塔湾村试验田

里的小麦匀播机记忆犹新。

平地，起垄，播种，覆土，施肥……全部在一

台北斗导航无人驾驶农机上完成。与传统条播

方式不同，机械驶过之处，排排播幅笔直，麦田在

田间分布均匀，播种深度可以调节，基本保持在

3厘米左右。

随着种植结构调整优化，扩大种植面积有

限，科技支撑成为促进宁夏优质粮食产业发展的

根本，人们将夏粮丰收寄希望于“藏粮于技”。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及时召开全

区春播生产现场会，组织粮食生产工作督导组

和专家技术服务组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服

务，加大“宁春 4 号”“宁春 50 号”等优质小麦品

种及“粮+菜”“粮+饲”“粮+油”“粮+豆”等一年

两熟技术模式推广，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北斗

导航自动驾驶等技术指导，推进良种良法配

套、农机农艺融合，确保主导品种、主推技术、

主要模式“三到位”。

根据小麦全产业链生产特点，宁夏农科院专

家提出了重点要抓的耕播一体化匀播、杂草绿色

防除等 10大关键技术和麦后复种油葵、燕麦、青

贮玉米等 10大种植模式，还创新性开展了“优质

春小麦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示范展示。

沈强云对这些技术和模式十分肯定：“都来

源于 2021 年重大技术示范和关键技术研究，我

们一边用一边完善，效果很明显。”

他引以为荣的小麦匀播技术，每亩田成穗比

常规条播增加 5—8万穗，而且抗逆性较好，近年

来农户反映基本没有倒伏现象，“它还抗早衰，千

粒重能达到 52克，为高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三到位”实现藏粮于技

于宁夏小麦生产而言，由粗放漫灌向精准滴

灌转变，意义深远。

好技术有了，如何让它作用最大化，成为摆

在相关部门面前的“必答题”。

针对全区小麦生产方式粗放、用水效率低、

产量提升难、经济效益差、播种面积下降等问题，

在宁夏科技厅立项支持下，宁夏农林科学院、宁

夏大学、宁夏农垦局农林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

单位历时 3年，研发提出以小麦耕播一体精量匀

播、滴灌带浅埋土及水肥精准管理为主的小麦节

水增效技术集成模式。

“项目组在探明小麦匀播滴灌技术增产机理

的基础上，研发提出小麦滴灌带布设及水肥精准

运筹技术，破解了小麦不适宜滴灌的传统，实现

集成化推广好技术

粮 食 要 丰 产 ，品 种 选 育 与 栽 培 耕 作 是

两 翼 。

自 2013 年组织实施自治区特色优势农业育

种专项以来，宁夏开展了历史上涉及产业最多、

参与科技人员最多、投入经费最多的政产学研用

种业协同创新工作，先后审定春小麦新品种 10

个，实现小麦第 6 次更新换代，为农作物良种化

率达到 95%以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培育的“宁

春 55 号”“宁 3015”和“宁春 58 号”多次创造宁夏

春小麦高产纪录。

在科技的支撑下，宁夏春小麦近些年在西北

地区优势明显。新品种以产量高、品质优、适应

性广等特点，深受周边食品加工企业欢迎。同

时，其早熟特性满足收获后复种糜子、油葵、青贮

玉米、燕麦、蔬菜等作物种植，后茬每亩增加经济

收入 500—1200 元，为西北春麦区麦后复种提供

了早熟品种和种植模式。

在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所长陈东

升看来，品种是前提，品质是关键，相辅相成才能

相得益彰。

“十三五”以来，该所耕作栽培学科依托国家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五个银川试验站持续培优，在

全产业链关键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突破，为自治区

粮食产量“十五连增”提供了技术支撑。然而产

业发展也出现了突出问题，面临着提升质量、降

低成本和保护环境等诸多挑战。

“作物栽培耕作方面，品种选育为栽培研究

提供了品种选择，我们急需开展春小麦及间复种

配套技术研究，在土壤耕作、耕地肥力提升、农艺

节水、化肥农药减施、秸秆还田利用、生态保护、

农机农艺融合、作物栽培信息化、智慧农业等领

域大力加强。”陈东升说。

下一步，该所将围绕自治区优势粮食产业，

与区内外相关院校合作开展小麦匀播及小麦间

复种高效种植模式研究，着力打造以遥感监测、

作物栽培模型为基础的作物布局、产量预测及资

源优化的宏观研究和新机械、新技术、新模式集

成的创新研究与示范。

平罗县姚伏镇小店子村，小麦收获后，农民

正在及时整地施肥和封闭除草，以便进行后茬作

物的种植。“还是科学种田好，以后就听专家的！”

村民谈宏勤喜不自胜。

科技支撑产量“十五连增”

良法配良种良法配良种，，描绘塞上江南丰收图景描绘塞上江南丰收图景

了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的正向循环。”宁夏科

技厅农村科技处处长徐小涛指出。

试制的小麦滴灌带浅埋土铺设机，埋土2厘米

左右，实现了机械化；确定滴灌带铺设60—80厘米

间距等关键参数，实现了规范化；优化提出滴灌灌

溉制度，确定了灌水次数、灌水定额和灌溉定额，较

漫灌节水35.9%—40.6%，生产效率提高一倍以上；

探明匀播小麦不同生育期氮磷钾养分吸收特征，提

出精准施肥技术，较常规漫灌亩节约肥料成本13%，

实现了小麦生产水肥一体化精准管理……

系列成果令人欣喜，宁夏春小麦最高亩产从

600 公斤左右提高至目前的 710.5 公斤，创造西

北春小麦高产纪录。

与此同时，项目在利通区、灵武市、永宁县、

青铜峡市、平罗县等地应用推广，建立核心示范

区 2.1 万亩，示范推广 6.82 万亩，节肥省肥，增产

效果显著。

“我们通过推广集成技术，最高产量每年都

有突破。而且这项技术增产的覆盖面相对较广，

平罗等示范县都有亩产高产纪录，希望今年能够

再上台阶。”沈强云憧憬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据小麦种植重

点县市调查显示，今年全区小麦预测平均亩产

224.2 公斤，其中春小麦平均亩产 280.8 公斤、冬

小麦 127.2公斤；预测小麦总产 26.9万吨，较上年

增长 7.9万吨，增幅 41.6%。

科技日报讯 （记者魏依晨）7 月 1 日，记者从江西省科技厅获悉，“十

三五”期间，由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专项“粮食丰

产增效科技创新”项目“长江中下游东部双季稻区生产能力提升与肥料、

农药精准施用丰产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模式构建”“江西双季稻区绿色规

模化丰产增效技术集成与示范”，历经 4 年的关键技术攻关研究、技术模

式集成示范与推广，全面完成项目指标任务，并于 6月 21日通过科技部组

织的综合绩效评价，取得了系列重大成果，规模化效益显著，为落实“藏粮

于技”战略、保障全省粮食安全、推动水稻产业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

支撑。

据了解，项目分别于 2017 年、2018 年启动，总项目经费 6262 万元，围

绕实现江西双季稻区生产能力提升、丰产增效开展技术攻关研究，突破了

稻田质量提升、肥料、农药精准施用增效、双季稻保优丰产、再生稻减损增

效等核心技术，创新集成了优质稻绿色生产、节氮增效、再生稻机械化生

产、周年资源高效利用、地力提升及产后减损等一批适宜区域气候特点

及生产需求的高效技术模式。项目实施期间，在全省 10 个地市、18 个

核心县区累计示范辐射 5430.0 万亩、双季亩均增产 4.6%，累计增收稻谷

210.2 万 吨 ，增 收 50.2 亿 元 ，增 效 25.1 亿 元 ，肥 料 、农 药 利 用 率 提 高

17.8%，光热资源利用率分别提高 16.4%、13.7%，气象与病虫害损失降低

2.5%，产后存储损失率降低 5.9%，机械化作业整体作业效率提升 28.2%，

节本增效 137 元/亩。依托项目实施培育带动新型经营主体 153 个，累计

培训农技人员 2547人次、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8240人次，取得显著经济、生

态和社会效益。

另外，在成果产出方面，突破关键技术 7 项，发表论文 142 篇，授权专

利 24 件；创新集成技术模式 6 套，形成地方标准 10 项；形成的“再生稻绿

色丰产增效技术创新与应用”等技术成果经评价，整体水平达到国际领

先；培养博硕士研究生 39名；助推了“鄱阳湖大米”“万年贡米”“秋瑶再生

稻米”等稻米品牌建设，带动水稻产业绿色高质高效发展。

创新粮食丰产增效科技

江西两项目通过绩效评价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7 月 1 日，记者从湖南省农科院杂交水稻

研究中心获悉，该中心育种团队自 6月 23日起，持续组织专家团队集中奔

赴该省汨罗、宁乡、新化、安化、涟源等地，下田指导当地再生稻示范推广，

着力加大高产再生稻研究攻关。

再生稻用药用肥量少，节本增效明显，是南方光温资源“两季不够一

季有余”等地区最经济高效的种植模式。数据显示，我国南方稻区适宜蓄

留再生稻的面积约 8460 万亩，截至目前，再生稻年推广面积约为 1600 万

亩。因此，再生稻发展潜力巨大。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针对杂交水稻发展新趋势，长期坚持再生稻

创新，在再生稻品种培育、配套技术研究等方面积累了诸多技术和经验。

截至目前，中心已建立再生稻培育和筛选体系，培育出两优 389、两优 336

等十多个适合留蓄再生的水稻品种。

2018年以来，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领衔的“三分地养活一个人”粮

食高产绿色优质科技创新工程中，着力进行了包括品种培育与种植模式

攻关等在内的再生稻研究攻关，目标产量为头季亩产 800公斤，再生季亩

产 400公斤，两季亩产合计 1200公斤。

对此，团队在“杂交水稻蓄留再生”现有生产区和潜力开发区发力，注

重再生稻品种的产量、米质、病虫抗性、高低温耐受性、抗倒性、再生力、耐

碾压性等综合性状的协调性提高，着力构建适宜周年生产、一年多熟的品

种配套种植模式。

此次，调研组到达汨罗市弼时镇明月山村再生稻示范基地、中天龙舟

农机制造公司等地调研。专家认为，再生稻全年产量高不高，头季是关

键，头季产量高不高，管理是关键。目前，亟须加强头季中后期的肥水管

理和病虫防治，攻头季高产、保再生芽活性，力争全年高产高效。同时，团

队也研讨了如何筛选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综合性状表现优良且适

合湖南生产的再生稻品种，以及如何加大再生稻收割机械研究力度等问

题。据透露，团队计划 7月试制 1—3款再生稻收割机械，为今年再生稻收

割现场展示和明年开展大面积再生稻示范服务。而为提高基层农技人

员、种植大户再生稻栽培水平，中心还积极开展了线下线上相结合的再生

稻田间管理技术培训。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加大力度攻关高产再生稻

“这是一个给黑暗带来光明的新事业，我们

将共同在深海点亮光芒，为人类探索‘照明’，为

人类‘照明’未知。”

近日，在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举行的深海

照明工程技术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上，曾多次搭

乘“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到达深

海，在黑暗中挑战科学前沿的中国科学院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简称中科院深海所）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所指的新事业，是此次中科院深

海所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共建的

深海照明工程技术联合实验室正式运行后，将作

为深海/海洋照明领域前沿创新研发中心及中试

试验基地，致力于我国海洋照明领域诸多科学问

题“0—1”的突破，和帮助企业解决“1—10”甚至

“1—100”的产业化问题，以科技创新驱动我国海

洋照明产业的落地与发展。

突破技术瓶颈赋能产业

“我们重点研究光在水下传播规律，研发

能在高压低温下稳定工作，并适配不同水下平

台的灯具。”深海照明工程技术联合实验室主

任杨景川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

全球还未有系列化、针对不同水深、满足不同

个性化定制需求，并且能稳定快速高效反馈的

深海照明供应商。

结合产业发展需求，该实验室将围绕照明新

机理、核心材料、关键器件、系统集成、工程验证

等技术方向的工作，解决海洋照明及相关技术装

备在产业化落地中面临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雷自合

表示：“当前大部分先进的海洋照明技术主要控

制在日本、美国等国家手中，在深海应用面临着

如何解决光在深海环境中的衰减问题，以及灯具

的防腐、抗压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让深海

照明科研成果在海南就地转化，发展为实际产业

支撑地方经济发展，同时，结束中国深海照明依

赖进口的历史。”中科院深海所负责人说。

合作研究初显成效

中科院深海所与佛山照明有多年合作经

验。光源系统作为深海照明系统的“芯”，在深海

照明系统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佛山照明掌握了

大功率光源在水下的光、电、机、热的可靠性问题

的核心技术，同时也展现了优秀的制造能力。

事实上，作为国内高新技术头部企业和老牌

照明企业，佛山照明同样面临经济下行，市场增

速放缓，行业出现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问题。

瞄准产业方向，不断创新，企业才能在危机

中孕育生机，提高竞争力。记者注意到，近年来，

佛山照明坚持加大对前沿领域和高科技技术的

研发投入，2021 年投入研发资金 2.33 亿元，研发

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4.88%。

此次佛山照明“牵手”中科院深海所布局海

南，是促进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储备，不断增强创

新、创效实力的必要之举。2021 年 3 月，深海照

明工程技术联合实验室启动试运行，紧接着入驻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试运行后的一年来，已完成

基本办公、试验条件建设、内部制度建设和团队

建设，搭建了小型的光电测试平台、可靠性测试

平台和养殖照明实验平台，具备了研发，组装，测

试、小试及小规模出货能力。

与此同时，佛山照明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佛照（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启动“海洋照明研发制

造基地”项目，布局深海照明、港口照明、船舶照

明、潜水照明、海洋捕捞照明及养殖照明等产业。

科企协同深挖产业新赛道

从科研创新到行业落地，开创产业聚集新模

式，离不开一系列协调机制的支持。

海南是我国面向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重要

门户，国家赋予“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保障基

地”战略地位，再加上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优势，

深海科考、深远海渔业资源不断向海南形成集

聚之势。

面对估值上亿元的市场规模，雷自合表示，

“基于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海洋经济的政策倾斜

力度，为佛山照明发展 LED 集鱼灯、深海照明装

备和海洋牧场相关照明装备等业务提供了充足

的想象空间。”

深海照明属特种用途灯具，需要执行的技术

规范、标准与陆地通用照明差异较大，并且在灯

具的整体设计方面有更高的要求。针对海洋渔

业，该实验室开发了某型水下集鱼灯、水下养殖

灯、浅海照明灯等适用于海洋经济生产的生产工

具；浅海照明灯相对深海照明灯拥有更广的应用

场景，例如水下观光、水下无人机等，已开发的浅

海照明灯可更好服务于以上场景的需求。

目前国内海上网箱养殖、深海网箱养殖、

养殖公船等海上养殖设备逐渐增多。基于不

同光照对鱼类生长影响的研究，实验室研发的

水下养殖灯进行补光，可有效提升鱼类养殖过

程中的生长速度及成活率，有效提升养殖的经

济价值。

科企“牵手”，让自主研发之光照亮深海

在优良品种选育与先进栽培耕作的助力下在优良品种选育与先进栽培耕作的助力下，，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1515..55万亩春小麦喜获丰收万亩春小麦喜获丰收，，77月初开始大面积收割月初开始大面积收割。。 王迎霞王迎霞摄摄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是典型的山区县，主导产业为柑橘种植。长期
以来，从果园到公路主干道的柑橘转运主要靠人力，转运效率低、成本
高。近年来，该县根据山区特点，探索出架设空中索道和安装地面单轨、
双轨式果园轨道运输机等方式，以机械代替人力，让柑橘快速出三峡，助
力果农增收。

图为7月6日，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泄滩乡陈家湾村村民将收获的夏
橙装车（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郑家裕摄）

湖北秭归多方式转运

助力柑橘出三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