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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创新是推动我国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变的强大动力，是引领和支撑现代

农业的关键。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是全省农业

科技创新的龙头，承担着以科技创新驱动现

代农业高效发展的历史重任和优质服务“三

农”的重大使命。该院以市场需求和产业发

展为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核心,努力提高

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农业科技创新上不断取

得重要突破，涌现出一批批“接地气”的先进科

研成果，为全省乃至我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近日，该院多项

成果获得国家和山东省科技奖励，其中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5项，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技术发明二等

奖1项，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凸显了该院自主

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快速提升。

科研成果接地气 服务三农显威力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以科技创新驱动现代农业发展

□ 通讯员 王祥峰 高新昊 安 静

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等单位完成的《葱姜蒜新品种选育与安全高

效生产新技术应用》项目荣获 2015 年度山

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该成果将改变我国洋葱、大葱杂交种依赖

进口，葱姜蒜生产主要依赖地方品种的被动局

面，对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增

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据项目主要完成人陈运起介绍，课题组

针对葱姜蒜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以

产业链条为主线，围绕种质资源研究与创新、

育种技术与新品种选育、安全高效栽培与功

能活性成分提取等产业发展的节点技术展开

研究，获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对行业科技进步

与产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大面积推

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葱姜蒜”是项目的俗称，特指大葱、洋

葱、生姜和大蒜。我国是世界上葱姜蒜栽培

面积与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常年栽培面积

300 万 hm2左右，年出口贸易量约 250 万吨，

占世界葱姜蒜出口贸易总量的 60%以上，占

全国蔬菜出口总量的 25%左右。

该项目通过对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研

究，构建了国内最丰富的大蒜表型组学数据

库和大葱、大蒜四倍体与洋葱单倍体诱导技

术体系,为大蒜品种资源的科学评价与合理

利用提供了技术依据,并拓展了大葱、大蒜

的育种材料创新途径，加快了洋葱育种材料

的纯化速度；课题组开发了鉴定大葱细胞

质、洋葱核基因育性的分子标记，极大地提

高了大葱、洋葱雄性不育系的选育进程；研

发的大蒜有性杂交新技术，为今后开展大蒜

有性杂交育种奠定了坚实基础。

课题组通过辐射诱变、分子标记辅助育

种、杂种优势育种等技术，选育出大葱、洋

葱、大蒜 7 个新品种。这些新品种的丰产

性、抗逆性、耐储性等综合经济性状均优于

当前主栽品种，分别获得了新品种审定、新

品种保护权、新品种登记等，已在主产区推

广应用，大大提升了我国葱姜蒜品种的综合

性能，同时加快了新品种的更新换代，部分

已替代了国外进口品种。

为解决大葱育苗周期长、葱苗整齐度差

等问题，课题组对大葱无土工厂化育苗技术

展开了攻关，使育苗期由传统的育苗 120天

以上缩短为 60 天以内，并提升了大葱集约

化育苗、机械化生产的能力，为现代集约化

高效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该项目创建的

葱姜蒜病虫害防治专家决策系统，为病虫害

快速准确诊断提供了软件支撑。此外，他们

还优化蒜片蒜粒干燥加工工艺，显著提高了

加工效率和产品的感官品质；课题组建立的

姜 酚 高 效 提 取 技 术 ，可 以 分 离 出 1- 脱

氢-6-姜二酮、6-姜烯酚等四种生姜化合

物，评价证明了其具有体外清除自由基和抗

氧化能力以及抗炎症作用；课题组还利用自

制“分子印迹聚合物”为分离吸附材料的高

效姜酚提取技术，使提取姜酚纯度达 95%，

为生姜功能新产品研发奠定了基础。

该项目获授权发明专利 11 项，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 4 项，发表论文 69 篇，其中，SCI

论文 17篇，出版科技图书 7部。经国内同行

专家评价：项目整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部

分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

培育新品种 助力葱姜蒜成为大产业

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等单位完成的《果树食心虫灾变机制与减量

化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荣获山东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

据项目主要完成人于毅介绍，该项目实

施 10年来，在果树害虫的防控理论、技术创

新与集成、示范与推广等方面取得显著成

效，有效控制了果树食心虫种群发生的危

害，保障了我国北方果树生产可持续发展和

果品生产安全，已在北方水果主产区累计示

范推广 2236.9万亩，获经济效益 61.36亿元。

果树食心虫是我国及东亚邻国北方果树

上的重大害虫，在苹果、梨、桃、枣、山楂等果树

上普遍发生，其中梨小食心虫近几年入侵美

国，被列为重大入侵性害虫。其危害特点是

直接钻入果实内部啃食果肉，严重影响果品

的产量和品质。十余年来，随着山东省果树

规模化种植、果树品种和栽培管理模式的变

化，有机磷等剧毒农药在果园的禁用，果树食

心虫在烟台、临沂、泰安、青岛等果树主产区爆

发成灾，严重制约了山东省水果生产安全。

据介绍，项目课题组重点研发了预测预

报技术、诱捕和迷向技术、农药减量化技术、

生物防治技术等关键防控技术，优化集成不

同区域果树食心虫高效防控技术体系，在四

个方面取得了重要创新突破。

一是利用性诱剂监测技术连续 6 年对

山东省不同生态区、不同种植模式、不同果

树种类果树食心虫的发生规律进行了调查，

阐明了山东省水果主产区单植、混植果园食

心虫的发生规律，研究了食心虫的生物学特

性、寄主和环境适应性，揭示了食心虫繁殖

力强、发生期分散，个体间差异大，难以集中

防治是其成灾的内因，而果树集约化种植和

品种变化为食心虫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卵和

食物资源，同时缺乏有效的防控技术是果树

食心虫再猖獗的外因，为食心虫的有效防控

奠定了基础。

二是系统比较研究性诱剂诱捕、糖醋液

诱捕、罩网、刮树皮等种群监测方法，找出了

准确性高、操作简便的性诱剂监测技术方

法，并研发出高效性诱剂诱捕器、糖醋液诱

捕器、节水诱捕监测器等一系列测报装置，

制定了果树食心虫的预测预报技术农业行

业标准，彻底解决了果树食心虫种群监测难

的瓶颈问题。

三是研发出系列高效的果树食心虫关键

防治技术：化防—高效防治药剂和农药减量

化的化学防治技术，冬压—利用白僵菌、绿僵

菌和线虫生物持续压制桃小食心虫越冬代技

术，袋隔—套袋隔离成虫产卵，性迷-性诱剂

迷向的环境友好型成虫防治技术，农控—深

翻、浇冻水、刮树皮配套铲除食心虫越冬虫源

技术，显著提高了食心虫的防控效率。

四是组建了基于区域内果树种类和种

植模式，以准确的种群测报为基础，以综合

利用“冬压”、“农控”、“袋隔”、“性迷”技术持

续压低食心虫种群数量为核心，辅以农药减

量化化学调控的果树食心虫“一压”、“一

测”、“一减”的高效防控技术体系，减少化学

防治 4—6次，降低杀虫剂使用量 30—50%。

该项目获授权专利 5项，制订农业行业

标准 1 项，山东省地方标准 2 项；在《Envi-

ronmentalEntomology》、《Food Hydrocol-

loids》、《Biological Control》、生态学报、昆虫

学报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 109篇，编写

著作 7 部；研发出食心虫高效安全杀卵剂 1

种，登记高效生防菌株 2株。

科研巧攻关种养废弃物上长出了食用

菌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

究所等单位完成的《种养废弃物高效生产食

用菌及菌渣综合利用关键技术》项目荣获

2015年度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国每年产生的种养废弃物大约有 36

亿吨，种养废弃物的有效利用一直是困扰我

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据项目主要

完成人万鲁长介绍，该项目以食用菌高效转

化未被利用种养废弃物和菌渣资源化关键

技术为研究目标，开展技术创新并集成配

套，实现了棉籽壳等高成本传统原料的全替

代；填补了香菇菌包精准化生产和出口保活

技术的国际空白，实现了香菇轻简化设施周

年出菇；解决了食用菌菌渣综合利用关键技

术，通过构建高效循环模式，实现了种养废

弃物菌业生产与绿色种植、生态养殖的有机

衔接，大大提升了我国食用菌产业化水平。

该项目技术连续 4 年被确定为山东省

农业先进适用主推技术，在山东、山西、河南

等省市累计推广 15 万余棚，推广新型出菇

设施 9000 余棚，新建菌渣有机肥生产线 10

余条，项目新增效益 73.01亿元，菌包出口到

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创汇 600 多万美

元。项目实施期间，培训技术骨干和菇农 4

万余人次，菇农人均年增收 1.8万元以上。

项目课题组利用系统选育、诱变育种及

野生驯化等方法，育成高效转化玉米秸、畜禽

粪便的双孢菇新品种2个，生物转化率较常规

品种提高 8%—15%，高效转化棉秆、花生秧、

科技显威力 成功解决果树食心虫防治难题

木屑的杏鲍菇新品种1个，较传统品种生物转

化率提高10%—12%，高效转化果木屑的香菇

新品种1个，生物转化率达82%。探明了菌类

活性物质含量与菌种活力间关系，发明了提

高不同菌类功能活性成分含量的发酵及提取

新工艺，探明了其抗氧化机制。

该项目研发出高产专用新型基质栽培

配方 6个，替代传统原料 60%以上，产量提高

6%—12%。创建了双孢菇草粪复合料隧道二

次发酵处理工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设计

出全程无菌菌包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建立了

双孢菇菌料、香菇和杏鲍菇菌包标准化高效

生产技术体系，创建了香菇出口菌包贮运保

活技术，解决了菌包安全保活出口的难题。

该项目研发了新型双孢菇控温菇棚和香

菇专用节能周年出菇设施，节能 40%—50%，

空间利用率较传统模式提高了 3—4 倍，创

新了物联网环境调控及工厂化出菇工艺技

术，生产周期缩短 9—10 天，提升了种养废

弃物高效转化食用菌的环境调控技术，优质

菇率提高 22.3%，并集成创建了双孢菇、香

菇、杏鲍菇优质高产标准化周年栽培出菇管

理技术体系，实现了食用菌低成本周年化高

效生产。

项目组研制出利用菌渣生产有机肥、栽

培基质和养殖垫料的专用菌剂 4个，研发出

菌渣有机肥产品 5个、蔬菜和食用菌栽培用

菌渣基质配方 16个、畜禽养殖菌渣发酵床 2

种。建立了菌渣综合利用技术体系和种养

废弃物高效循环利用模式，实现了产业链条

的延伸和高效增值。

该项目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8 项，实用

新型专利 11 项，申请国际发明专利 6 项，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 9 项，发表论文 54 篇（SCI

收录 19 篇），出版著作 6 部，制订行业标准 2

项，省级地方标准 9项。山东农学会组织成

果评价会认为该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同类研

究国际领先水平。

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等单位完成的《肉牛优质高效生产关键技术

研究与产业化示范》项目荣获山东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

据项目主要完成人、国家肉牛牦牛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万发春博士介绍，针对山

东省和我国肉牛产业中存在的优质肉牛少、

饲料利用率低、精细化饲养技术缺乏、养殖

成本高等关键制约问题，项目组历时 13 年

多的系统研究，在肉牛种质资源、营养与饲

料、饲养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技术突破，

达到同类研究国际先进水平，提升了我国品

种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显著提高了肉牛产

业的养殖效益。

该项目首次构建了体细胞、生殖细胞、

胚胎和活体四位一体的种质资源保存体系，

建立了国内唯一的山东省地方牛品种的体

细胞保种库；创建了牛体细胞诱导多能性干

细胞技术，研发了以卵巢冷冻保存和卵母细

胞优化保存、候选基因标记筛选为核心的资

源高效利用体系，为我国肉牛地方良种种质

保存和利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项目组利用构建的我国肉牛常用粗饲

料营养价值数据库，研发了饲料原料高效利

用技术。对我国肉牛常用粗饲料原料营养

价值进行了动态评价，建立了肉牛常用粗饲

料营养价值数据库，明确了养分变化规律，

为粗饲料高效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以姜

粉、小麦等 9种非常规原料形成了系列肉牛

饲料高效利用技术和典型日粮模型，拓展了

饲料资源，显著降低了肉牛饲料配制成本；

确定我国肉牛的铜和硫日粮适宜需要量，提

高了微量元素使用的针对性。

项目建立了肉牛规模养殖精细化高效

饲养和营养调控技术。项目组研发了以分

段日粮配方、发情监测和母犊分离饲养等为

核心的母牛适宜规模养殖技术，犊牛繁殖成

活率提高到 93.6%，在推广区域母牛规模养

殖中应用比例达 70%；建立了我国小牛肉生

产的蛋白和能量需要量模型，填补了空白，

形成了优质小牛肉高效生产技术规范，小牛

肉生产占到推广区域的 95%，养殖效益增加

9.8%；阐明了肉牛脂肪代谢外源调控的差异

性规律，创新了脂肪代谢调控理论；建立了

以特定养分调控为核心的育肥牛精细化营

养调控技术，优质高档肉牛出栏比例分别比

原来增加了 15 和 10 个百分点，饲养成本降

低了 140 元/头，为肉牛专门化养殖提供了

技术支撑。

在关键技术突破的基础上，项目组以

“资源高效利用、生产性能提高、牛肉品质改

善、养殖成本下降”为主线，建立了以“母牛

适宜规模养殖、优质小牛肉高效生产和高档

牛肉低成本精细化饲养”为主要内容的肉牛

优质高效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肉牛全程优

质高效生产良种、饲料和饲养的协同配套，

项目技术推广到中原、东北、西北肉牛优势

产区的 12 个省，累计应用肉牛 85.4 万头次，

生产饲料（折合成精料补充料）73.6万吨，新

产生经济效益 122.13亿元。同时，通过提高

饲料利用率、带动秸秆利用等，产生了显著

的社会和生态效益。

该项目获得发明专利 8项、实用新型专

利 8 项；发表学术论文 101 篇，出版著作 4

本；制定省级标准 4 个、企业标准 8 个、技术

规程 6个，建成肉牛饲料生产线 10条。项目

建立的核心技术和创制的种质资源连续 9

年列入山东省主推技术和主导品种。

建立新体系 肉牛产业养殖成本节约效益升

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等单位

完成的《家禽四种主要病毒病病原学研究及其

防控技术》项目荣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国家禽年存栏和出栏量高达 160 亿

羽，家禽总量占世界第一。长期以来，新城

疫（ND）、低致病性禽流感（H9N2 亚型）和

传染性支气管炎（IB）等疫病困扰着我国养

禽业的发展，约占家禽病毒性疫病的 60%，

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 400亿元，且严重

威胁人类的健康。为保证国人舌尖上的安

全，保障家禽产业健康、环保和无抗生产，家

禽疫病的防控就显得十分重要。

据项目主要完成人秦卓明介绍，针对病

毒变异快、血清型多、疫苗匹配不当和缺少

疫苗添光彩 家禽疫病有了新克星

“打铁还需自身硬”。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以科研实力和先进成果，诠释了这句话的

真谛，为支撑山东农业“走在前列”奠定了基

础。近年来,山东省农科院锁定“国内一流、

国际有影响”的强院建设目标,持续强化自

主创新,截至目前已在全国省级农科院中创

造了四项“全国第一”:一是在农业部组织的

“十一五”农业科研机构综合能力评估中,拥

有全国百强所达到 9个,与江苏、广东省农科

院并列全国第一位；二是自 2002 年以来,实

现获得国家级奖励连续 14 年不断线，国家

奖约占全国省级农科院获奖总量的 1/4 强，

位居全国第一位；三是在“十二五”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中，拥有包括 1个首

席科学家在内的 22个科学家岗位和 16个试

验站站长岗位,总量居全国第一位；四是在

农业部启动的 30个学科群建设中，承建了 5

个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和 7个实验站，总数与

黑龙江农科院并列全国第一位。

自 2014 年全面实施强院建设提升工程

以来,山东省农科院围绕山东乃至黄淮海区

域现代农业发展需求,以实施强院建设提升

工程规划和“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腾飞

行动为抓手，聚焦重大关键共性问题，逐个

“敲开核桃”，强化自主创新，扎实服务“三

农”。两年共获得省部级以上成果奖励 31

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 2项，有 102个动植

物新品种通过审认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83 项，这些成果的推广转化应用为加快山

东省农业转型升级作出了重要贡献。

成绩属于历史，创新永远在路上。当

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该院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深

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切实解决科研与市场“两

张皮”问题。全院重点聚焦粮食安全、农产

品质量安全、资源环境和特色高效农业四大

领域,依托山东省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开展协

同攻关，深入实施院地科技合作引导计划，

合力解决制约地方农业发展的重大问题,正

在积极推动建立全省产学研、农科教紧密结

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同时，针对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的问题，

该院充分发挥公益职能，创新推广服务模

式,积极构建家庭农场科技联盟、企业研发

中心、博士科研工作站、农科讲堂、成果示范

基地和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六类公益性服务

平台,形成扁平化推广服务体系，彻底打通

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根据现代农业的

新特点，重点对接服务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实现精准帮

扶、典型示范，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潜力在科技。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

风险更加严峻。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耕地资

源紧缺、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问题日益突

出，如何破解这些“天花板、紧箍咒”，只有靠

推进农业现代化，靠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靠

创新驱动。展望未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将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不断破解改革发展中实际难题, 为我国

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

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做出更大的努力。

农业科技创新永远在路上

快速诊断技术等难题，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家禽研究所牵头，与国内知名科研院所和疫

苗研发企业强强联合，历时 20余年，在家禽

疫病防控方面取得创新性进展，取得了一系

列理论和技术物化成果。

项目组系统研究了广泛流行于我国的

420余株家禽四种主要病毒的分子病原学特

性，进行了基因组测序，探明了其分子遗传

演化和变异规律，明确了Ⅶ d 亚型 NDV、

A2-like IBV、S2-like H9N2 等是我国的优

势流行毒株，阐明了流行株、疫苗株的遗传

演化与抗原性匹配关系，证实了流行株与疫

苗株的抗原差异及基因型失配是导致鸡群

免疫失败的主要原因，为疫苗的有效选择和

针对性疫苗预防奠定了基础。课题组建立

了家禽主要疫病流行株的种子资源库，为疫

苗的研制提供了支撑。他们率先在国际上

阐明了低致病性禽流感对哺乳动物的致病

机制，为疫苗研制、抗流感药物研发和禽流

感病毒的科学防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

支撑。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了H9N2内部基

因是影响H7N9感染哺乳动物致病力的关键

因素，揭示了 H9N2在不同亚型流感病毒如

H5N2、H7N9 等演化中的病毒“孵化器”作

用，深化了禽流感防控的公共卫生意义。

课题组广泛筛选和甄别病原流行株，筛

选出免疫原性好、抗原谱广和效价高的疫苗

候选毒株，创新了灭活疫苗低温超滤生产工

艺，使病毒含量提高到国家标准的10倍以上，

成功研发出三种灭活疫苗，为禽病预防提供

了重要的产品支持。其中，“新城疫—传染性

支气管炎（含肾型）—减蛋综合征”三联灭活

疫苗，解决了IBV血清型多，不同血清型之间

交叉保护差等难题。“新城疫—传染性支气

管 炎 — 减 蛋 综 合 征 — 低 致 病 性 禽 流 感

（H9N2）”四联灭活疫苗，解决了传统灭活疫

苗抗原含量不足的问题，“一针预防四病”，减

少了应激反应，降低免疫成本50%。

为建立快速诊断技术，课题组研制出保存

期长、成本低、效价高（HA≥29）的呼吸型IBV

血凝素抗原和可常温保存的禽流感H9N2诊

断抗原，该技术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他们还建

立了可鉴别NDV和IBV野毒和疫苗毒的核酸

检测方法，并创建了可鉴别不同亚型禽流感病

毒和新城疫病毒的PCR核酸检测技术，一次可

区分6种病原，掌握了2小时内即时现场诊断不

同亚型禽流感病毒的LAMP方法。

在平台建设和产品研发上，该项目集成

了疫苗免疫、抗体监测、生物安全、快速诊

断、药物预防等措施，优化了免疫程序，创建

了家禽疫病快速诊断信息化平台，研发出鸡

α干扰素、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中药等 10

余项专利产品，并创建了家禽主要病毒病综

合防控技术，形成 4套行业/地方标准。

据介绍，该项目已获得生物制品类国家

新兽药证书 3个，国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15 项 ，软 件 著 作 权 7 项 ，发 表 论 文 146 篇

（SCI，42），出版著作 19 部，培养硕、博士 34

人，技术培训 600 余场，培训人员 18000 余

人。应用成果鸡场 NDV、H9N2抗体平均比

原来提高 2—3 个滴度，IBV 提高 1—2 个滴

度，死淘降低 3%—4%，生产性能提高 2%以

上。该项目在全国20多个省、市得到推广应

用，为社会累计创造经济效益76.2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