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农耕新方法“粉垄技术”发明人、广西农科

院研究员韦本辉，提出了粉垄可驱动助保粮食和环

境安全“三部曲”的构想：一是通过粉垄提高现有耕

地的生产能力，实现粮食和环境的相对安全；二是开

发盐碱地“增粮”、退耕草原“增肉”、江河水体繁殖

“增鱼”的“粮、肉、鱼农业增长新一极”；三是带动促

进广泛推广，形成“粮食丰足、气候变好、生态宜人”，

让人类与自然更加和谐共生的新局面。

这是韦本辉在近期由广西五丰机械公司研制的

自走式粉垄机械，已有 100多台在海南、广东、云南、

广西等地进行大面积推广代耕，大受用户欢迎，尤其

在广西崇左、来宾等甘蔗“双高”基地用户大有“抢”

机、供不应求情况之下，提出来的。

据了解，七年来，“粉垄技术”在 20个省的水稻、

玉米、小麦、甘蔗等 20种作物上应用，在不增施化肥

农药的情况下，能增产 10%—30%，品质提升 5%，保

水量增加 1倍。

韦本辉告诉记者，“粉垄耕作看似简单，但活土、

保水、沛氧、增温、淡盐，科学本质在于：松土量翻倍、

土壤贮水和氧气量增加 1 倍以上、土壤养分有效性

大幅增加、土壤团粒结构良性化、有利于土壤微生物

活动和使土壤增温、淡盐。”

粉垄的增产、提质、保水的奥妙在于，粉垄机械

螺旋型钻头垂直入土深旋耕，一次性可根据作物种

植需求进行深度深垦深松，耕作层比拖拉机耕作可

加深 1 倍或 1 倍以上，且不扰乱土层；螺旋型钻头高

速切割土壤时，产生瞬间高温，加上旋磨过程中的空

气氧气快速进入和土壤酶的作用下，土壤中的氮磷

钾 及 其 它 矿 物 元 素 得 以 释 放 ，养 分 有 效 性 增 加

10%—30%，如此一来土壤中就氧气充沛，更有利于

好氧微生物的活动，促进肥分利用率提高。

对于粉垄驱动“三部曲”的第一部曲——提高现

有耕地的生产能力，实现粮食和环境的相对安全，韦

本辉分析，目前国内农业缺水严重，受污染面大，粉

垄 技 术 如 在 全 国 推 广 10 亿 亩 ，每 年 可 相 当 新 增

1.5—2 亿亩耕地生产能力，不但增产的粮食可多养

活 3 亿人，而且可节省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用量

10%—30%，增贮天然降水 300亿立方米。

驱动第二部曲开发“粮、肉、鱼农业增长新一

极”，韦本辉介绍，中国有盐碱地 5亿亩，如有 1—2亿

亩被改造成正常的良田，按照每亩增产粮食 400 公

斤，可新增 400—800 亿公斤粮食；利用粉垄技术对

退耕草原进行“井字型”、“五环型”和“全耕型”耕作，

粉垄深度 30 厘米左右，使其活化草原土壤，集聚天

然降水于土壤之中，既可保持草原原有特色又丰草

养羊养牛，增产相当可观的优质肉类；陆地江河湖泊

和近海水体，是中国最值得重视开发利用的水产养

殖资源，如能普遍推广粉垄技术，减施 20%—30%化

肥农药，同时大力控制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水，国家安

排专项经费作鱼苗繁育放养，让江河水体鱼虾自然

繁殖，提供安全的水产品，增加国民的蛋白质来源。

增产又安全的粉垄“三部曲”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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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棕是世界上产油率最高的热带木本油料作物

之一，享有“世界油王”之称。近日，全球原棕油第一

大生产和出口国印度尼西亚的政府官员称，政府将

在今年内出台禁止开辟更多油棕种植园的新计划。

我国是全球棕榈油最大的消费国和进口国之

一，近年来，我国每年进口棕榈油约 600 万吨，几乎

全部依靠进口。

面对国外扩大经营的态势，国内油棕如何才能

破解依赖进口之困呢，记者采访了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椰子研究所油棕研究室主任曹红星。

多种原因造成油棕几乎全部
依靠进口

棕榈油不仅可缓解我国食用油紧缺现状，而且

其产量大、成本低廉，是极具竞争力的生物柴油原

料。上世纪 60年代和 80年代，海南曾有两次大规模

种植油棕的热潮，但最终偃旗息鼓。

“目前，我国油棕的生产还未规模化，仅在部分

地区零星种植，没有形成产量。”曹红星说。

“究其原因，首先，缺乏适宜栽培的优良品种。

我国栽培的油棕品种主要是早期从国外引进的杜

拉、日里杜拉等杂交的厚壳型品种，种植后代容易分

离、出油率不高、不能很好适应我国气候环境。”曹红

星说。

其次，区域布局不佳。油棕原产西非等热带地

区，对自然条件要求较严，我国热区大部分地区属于

亚热带气候，引种前期缺乏相应的规划，对引进品种

的生长习性了解不够，没有掌握油棕生产与气候环境

条件的关系，大量引进的油棕种植在不适宜的地方。

“再次，重种轻管，栽培措施不当。有些地区油

棕园长期荒芜，管理措施不当，砍叶过多，施肥较少，

增产不显著。”曹红星说。

破解进口之困需多方齐心合
力助推

要进行大规模的油棕种植与推广，亟须进一步

加大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的力度。

“如加大对良种良苗补贴、种植补贴等相关政策

的力度，扶持建设优良的种苗基地，建立配套的棕榈

油加工厂等，积极引导企业和农民种植油棕，充分调

动各方发展油棕产业的积极性。同时，还要加大对

油棕相关科研项目的经费支持和人才引进与培养力

度，为我国油棕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的早日突破奠定

基础。”曹红星说。

推动油棕引种试种工作，扩大中试试种，也是目

前的当务之急。曹红星建议，将我国的热带种植区

域划分为适宜区、次适宜区与非适宜区；在加大油棕

新品种引进选育力度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多点试种，

确定不同种植区域的适宜品种，扩大中试试种；建立

棕榈油加工厂，完善油棕产业发展的全产业链；对油

棕园林下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提高种植油棕的

经济效益；对棕榈油的功能特性进行深入的研究，树

立棕榈油为健康食用油的品牌形象，为提高附加值，

进一步开发棕榈油相关产品奠定基础。

引进国外优良的种质资源及配套产业化关键技

术对于发展我国油棕产业或许具有借鉴意义。目前

我国油棕产业的现状是种质资源匮乏、研究基础薄

弱、产业技术体系不健全，缺乏适合在我国大面积栽

培推广的品种。曹红星建议，引进国外优良的种质

资源及配套产业化关键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培育适

合我国栽培的优良新品种及配套的高产高效栽培技

术，为我国大面积发展油棕提供品种和技术支撑。

对于油棕科研力量方面，加强不同部门和单位

之间合作，联合攻关是必由之路。曹红星建议采取

“相关科研单位”+“有实力企业”，在农村，可通过

“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引导农民扩

大油棕种植面积。从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促进油棕

产业发展。

杂交制种技术体系形成并已
“走出去”

多年来，雷新涛研究员带领曹红星等团队成员

致力于油棕种质资源及高产栽培研究，形成了适合

我国的油棕杂交制种技术体系，构建了油棕种苗规

模化繁育技术体系，使油棕发芽率可达 82%，发芽周

期缩短了 30天左右。

目前，该团队建立了占地 80亩的油棕种质资源

圃，保存国内外油棕种质资源 74份；建立了占地 120

亩的油棕引种试种基地，试种品种 8个；建立了占地

10 亩的油棕种苗繁育基地，该育苗基地每年可繁育

5 万—7 万株油棕苗；建立了占地 200 平方米的油棕

温室大棚等。

“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适宜种植油棕的面积有

限，劳动力成本高，若在非洲、东南亚和南美洲发展

油棕，则气候适宜，土地成本低，劳动力廉价，同时，

这些地区在生活中食用的几乎都是棕榈油，认可程

度高。”曹红星说。

天津聚龙集团是我国较早“走出去”发展油棕种

植业的企业，已在印尼拥有 20 万公顷农业种植用

地；辽宁三和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刚果金一期油棕

园的建设达 3 万公顷；广东农垦和江苏双马化工等

企业在国外都拥有油棕种植园等。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油棕中心也通

过“走出去”方式进行技术推广与服务。

“我们完成了《国家开发银行非洲油棕产业发展

规划》；完成了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缅甸 90 万亩油

棕种植项目前期调研工作；为中地国际工程有限公

司在塞拉利昂的油棕种植加工园、山西德御农贸有

限责任公司瓦努阿图油棕生产项目提供咨询和可行

性报告；为天津聚龙集团和江苏双马化工在印尼油

棕种植园提供林下种养技术、田间管理技术等；对辽

宁三和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刚果金的油棕园提供了

全方位的规划设计、咨询服务、种苗繁育技术和高产

栽培技术及后续的产品加工技术等。”曹红星说。

油棕亟待破解进口依赖之困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随着我国化肥工业的迅猛发展，农村劳动力的

大量转移，只注重化肥的投入、忽视了有机肥的投

入；只注重农田的利用、轻视农田土壤的养护，从而

导致江西双季稻田存在因耕作管理不善诱导的有机

质质量下降、酸化、养分失衡，红壤旱地存在有机质

累积慢、酸化加剧、养分矿化率低、土壤结构差等次

生障碍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为了科学、准确、有效的回答这些问题，由我们

团队开展的“红壤农田长期施肥效应及养分管理技

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应时而动。

以农田施肥长期定位试验为基础，监测施肥对

土壤、作物的长期影响，探讨“肥料—土壤—作物”间

的内在关系，对丰富和发展我国土壤改良学、植物营

养学、养分管理学等学科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提高

农田养分管理水平、提高耕地质量、维持作物高产稳

产、带动农业固碳减排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以提高耕地质量，保障粮食安全的国家战略为

目标，针对双季稻田和红壤旱地有机质质量下降、养

分失衡、酸化等次生障碍因素，我们于 1981 年设置

了双季稻田化肥和有机肥定位试验，1986 年设置了

红壤旱地化肥定位试验，以肥料长期定位监测获得

的海量数据为基础，在开展土壤培肥和养分管理理

论研究的基础上，以作物养分需求规律和土壤障碍

因子为导向，集成创新可持续、高效、安全、低碳的养

分管理技术模式，并依托全省农技推广网络开展技

术培训和示范推广，为实现红壤农田持续高效利用

和维护地区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

业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经过长达 30余年的监测研究，团队率先发现了

双季稻田和红壤旱地化学肥料连续单施 15—20 年

后出现农学效率“零增长”的现象；明确了短期内等

当量化肥配施和有机无机肥配施对作物产量和耕地

质量的影响没有明显差异，但连续施用 8—10年后，

有机肥培肥增产的作用日益显现。同时，项目组首

次量化了双季稻田土壤有机碳含量每提高 1g/kg，双

季稻产量可提高415kg/ha；揭示了高产稳产红壤性双

季稻田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合理阈值为 25.82g/kg；明

确了双季稻田连续施用有机肥的化肥替代比例可达

30%—40%；但单独秸秆还田培肥作用偏弱，而以绿

肥+猪粪、猪粪+秸秆和绿肥+秸秆为佳;集成创新了

双季稻田“土壤作物协同高效固碳”和红壤旱地“降

酸固碳增效”养分管理技术模式，保证了农田持续高

效安全利用。

红壤旱地与双季稻田养分管理、土壤培肥理论

及技术上的成果已被农业部和江西省农业厅采用。

为策应江西省农业厅提出的“紧紧依靠绿色发展率

先实现农业绿色崛起，全力推进农业生态文明建设

十大行动”，团队正在进一步加大成果技术的推广应

用，以“环境保洁—生产清洁—物质循环—高产优质

—持续安全”一体化为路径，推进江西水稻“清洁生

产与质量控制”产业体系建设。

（作者系江西省红壤研究所研究员）

科技支撑江西农业绿色生态发展
□ 黄庆海

北京千名劳模获赠市花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近日，在北京启动的

“月季红五月、市花进万家”主题公益活动上，来自

天津、山东、深圳等地的插花艺术家张超、林志华、

袁乃夫、刘冬梅、王超、尹君、刘铁军等十位花艺

师，将共同合作设计、制作的月季花束，献给本市

1000位全国劳动模范。

该公益活动是由北京花卉协会、大兴区月季

办联合有关单位，精心策划、组织的，目的在于慰

问先进人物，为首都市民奉献一场五彩缤纷的花

卉盛宴。活动选用的主花材是由北京市园林科研

所培育的“五月红”和北京花卉协会今年推出的主

题花“北京红”。

北京花卉协会相关负责人称，“月季花开红五

月，花中皇后耀京城”。以月季花为主题，将分别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国际护士节等节

日期间，组织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通

过“把最美丽的鲜花送给最可爱的人”，让月季进

万家，传递正能量。

据了解，本次公益活动在 5月 4日设计制作月

季花，向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和优秀青年志

愿者献花。5月 12日，设计制作月季花束，向医务

界的护士代表献花。

11种林下模式促民增收
中国科技网讯 （胡利娟）北京自 2007 年开始

发展林下经济，目前已形成了林菌、林药、林花、林

桑、林禽、林瓜、林下旅游等 11 种主要模式，参与

其中的 1.3万户农民户均增收 0.97万元人民币。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近日举行的“发展林下经

济、巩固生态建设成果、为绿色生活添彩”系列活

动上，该局防沙治沙办公室负责人表示，依托生态

建设，在保护生态建设的前提下，科学适度的开展

林下经济模式经营，不仅提高了林下植被盖度、减

少了扬尘及水土流失，还促进生态资源有效再生

利用，有效降低了资源环境的使用成本，实现了生

态与经济有机结合。

当天，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林下经济示范企业

除了向市民展示无公害林下经济产品、绿色食

品和有机食品等外，还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

品等形式，介绍了全市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发展

成果等。

北京林地大部分是生态公益林，通过选择合

适的模式，适度发展林下经济，使经济生产与林地

的管理养护相结合，吸纳了更多的京郊农民参与。

因蔬菜走向富足，因绿色

闻名于世。

绿色，成为寿光人的追求，

成为寿光的名号。一年一度的

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

会近日召开，向世人又一次展

示出现代农业的神奇与魅力，

吸引着国内外客商品享菜博盛

宴。

2016寿光菜博会以“绿色、

科技、未来”为主题，以服务“三

农”为宗旨，以现代农业科技为

支撑，采取展位展示、实物种植

与蔬菜文化相融合的展览模

式，主展区展览面积 45 万平方

米。共展示菜果品种 2000 多

个 ，新 品 种 200 多 个 ，新 技 术

100 多 项 ，栽 培 模 式 80 多 种 。

本届菜博会靓点纷呈。一大新

亮点是 6 个现代化冬暖式大棚

和 1个特大拱棚，占地 10000平

方米，建在蔬菜高科技示范园

的西北角，大棚结构新颖、全钢

无立柱骨架、新型保暖墙材、信

息化智能控制。

记者在 1 号大棚里看到一

种新型环保蔬菜栽培技术——

椰糠基质种植的草莓一片生

机，整齐美观的栽培槽、茁壮的

秧苗、黄白相衬的草莓花、鲜美

红嫩的果实，不禁令人垂涎欲

滴。椰糠是椰子外壳纤维粉

末，它是从椰子外壳纤维加工

过程中脱落下的一种可以降

解、纯天然的有机质介质，富含

氮、磷、钾等多种有机养分及

钙、镁、铁等微量元素，能有效

防止有害病菌和土传病害的发

生，采用椰糠栽培的蔬菜品质

上佳，采摘期长，引领了现代化

蔬菜生产方向。本届菜博会期

间，7号展馆、5号大棚、11号展

馆及采摘园均大面积展示椰糠

栽培模式。

2 号、6 号大棚为实地种植

展示棚，重点展示水肥一体化

等先进栽培技术；3 号、4 号大

棚分别为“一边倒桃树”和葡萄

高效生产示范区；5号大棚为椰糠基质栽培展示棚。

7 号大棚为长 90 米、跨度 25 米、高 7 米的特大拱

棚,该棚采用 1 米加气混凝土做墙体，配备双棉被双卷

帘机，保温性能好，空间大，且一改“拱棚”冬季种植受

限的弊端，重点展示国内外最具推广价值的蔬菜新品

种，为种子经销商提供品种展示推广的平台，为农民朋

友提供品种选择平台。

今年蔬菜景观展示馆的中心景点是“绿播五洲”，

将世界上一些标志性景观以菜果呈现，绿色生态、自然

环保，寓意菜博会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促进农业现代化

进程，成就农业国际化合作，已成为国际性的蔬菜盛

会；西墙为“绿韵书香”景观，以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中的

经典故事为素材，以蔬菜瓜果为符号，展现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弘扬社会正气；东墙为“绿传文明”景观，以

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技术成就“四大发明”为素材，由各

类干鲜菜果装扮而成，寓意菜博盛会像“四大发明”一

样，对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促

进世界蔬菜产业的发展和进步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

响；北墙“绿染海国”景观，再现郑和下西洋景观，展现

了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和敢为天下

先的优秀品德。

寿光已展现出了一幅现代农业声势浩大的绚丽画

卷。从冬暖式蔬菜大棚掀起绿色革命，到打造“蔬菜硅

谷”，寿光蔬菜的品牌在绿色世界中不断闪耀着时代的

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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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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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与生活”手机摄影竞赛启动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由国际竹藤组织、国际竹藤

中心、中国竹产业协会、中国生态文化协会联合主办的

“竹子与生活”手机摄影竞赛近日在北京拉开帷幕。作

为本次大赛的重要投稿和展示平台，国际竹藤组织微

信公众号同时启动运行。

据了解，该竞赛分月赛、季赛、年度总决赛三个级

别，参赛作品要求与主题“竹子与生活”相关，内容包括

竹林生态景观、竹乡自然与人文风貌、竹制品、竹工艺

品、竹子与人居等，征集时间为 2016年 5月 1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关注国际竹藤组织微信公众号即可投

稿。届时，获奖名单将在国际竹藤组织官网、国际竹藤

组织官方微博、微信等平台及时发布。所有获奖者均

有机会被聘为“国际竹藤组织志愿者”，并优先参加国

际竹藤组织举办的各类公众活动。

竹子是世界上既优美又实用的植物，是生态价值、

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完美结合的自然资源。而素有

“竹子王国”美誉的中国，竹类资源丰富，利用历史悠

久，开发技术先进，竹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每天

全世界有超过 15亿人的生活和竹子发生联系，竹子已

深入到人们衣食住行用等方方面面。

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费翰思表示，举办本次摄影

竞赛，旨在充分展示竹子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让人

们更多地认识竹子、了解竹子，鼓励人们更多地使用竹

产品，以保护宝贵的森林资源，保护地球生态环境。

贵州省榕江县栽麻乡宰荡侗寨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的发祥地之一，村寨四周的乡村田园风光也别具风情。“五一”小长假期间，宰荡侗寨开展侗族
大歌、多耶舞、侗戏、侗族长桌宴等民族文化展示，为到访游客带来了丰富的文化体验。图为5月2日，在贵州省榕江县栽麻乡宰荡侗寨，游客体验侗族“高山流水”式
敬酒。 新华社发（杨成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