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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德宝展示最新科技成果

科技日报讯（记者宋莉）科德宝集团近日在京介绍

了专为中国的农业、可再生能源、汽车和生物技术行业

开发的最新创新成果。

针对中国制糖产业，科德宝在中国本地开发了一款

新型润滑剂，满足客户对高性能、安全、环保润滑剂不断

增长的需求。这款润滑剂配方中可再生性原料比例超

过 95%，完全生物可降解，浅色外观，无特殊气味，易于

操作，可降低润滑剂消耗量达 50%，最高节能 2.5%，具有

可持续性操作，目前已经成功应用于中国最大的制糖生

产线，日压榨量达 13000吨。科德宝宜合信息技术亚洲

公司为中国不断扩大的客户群体提供专家服务和 IT 解

决方案，在效率、质量和连接，直至“工业 4.0”意义上的

智能制造领域提供全面支持。

科德宝集团亚洲地区代表文汉德表示，科德宝集团

的业务活动以提供创造附加价值的创新解决方案为基

础，紧密贴近中国客户，这使科德宝能更好应对充满挑

战的市场环境。

遵化市实施“旅游+”战略

科技日报讯（记者宋莉）5月 27日，清东陵 5A 级景

区揭牌仪式暨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河北遵化全域旅

游推介会在清东陵景区举行，这是遵化市推进旅游转型

升级、打造旅游商贸名城的又一果敢实践。

据了解，遵化市先后投资 1.05亿元用于景区的基础

设施、服务设施、管理设施和功能设施的改造，完成了

9000平方米清东陵大地景观建设，7469平方米的各类花

卉、783棵风景树栽植，共计完成绿化面积6万余平方米。

在推进“旅游+农业”方面，着力打造赏娘娘庄杏花，

摘亚太草莓，吃尚禾源航天蔬菜等休闲游品牌，构筑“春

赏花、夏戏水、秋摘果、冬滑雪”的乡村旅游格局。在全域

旅游推介会上，还吸引了中粮集团生猪养殖及肉食深加

工项目签约，总投资 19.5亿元，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建

设年出栏 30万头（含商品仔猪）生态生猪规模化养殖基

地，二期建设年出栏70万头的生猪养殖基地及其配套的

饲料加工和肉食深加工等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带动

遵化市饲料生产、运输、服务等相关行业发展。

获得了一批杨树、

白桦、桉树、鹅掌楸、菊

花、百合等林木及花卉

转基因株系，这些转基

因株系在抗旱、耐盐、

抗寒、抗虫、优质、观赏

等重要经济性状有所

突 破 ，部 分 已 经 扩 繁

在 可 控 的 温 室 环 境

中 ，进 行 了 一 定 数 量

的扩繁。筛选了分化

效率高的不同菊花品

种无性系用于转基因

研 究 ，建 立 了 鹅 掌 楸

高 效 瞬 时 转 化 体 系 ，

进行了纳米材料介导

的 林 木 遗 传 转 化 研

究 。 同 时 ，筛 选 鉴 定

了耐盐、抗旱、耐重金

属、抗病、抗虫、速生、

优质、花期调控等过程

中起重要作用的 50 余

个，完成构建了大量用

于遗传转化的表达载

体 …… 这 是 2015 年

863 计 划 现 代 农 业 技

术领域“林木花卉转基

因育种研究”所取得的

部分阶段性成果。

该项目首席专家

东北林业大学的杨传

平 教 授 说 ，项 目 实 行

课 题 负 责 人 负 责 制 ，

通过设置课题进行目

标 管 理 ，发 挥 课 题 组

的优势，分工协作，责

任 到 人 ，充 分 调 动 课

题参加人员的积极性

和 创 造 性 ，协 力 完 成

课题任务。实行专家

组 咨 询 制 度 ，邀 请 国

内知名育种专家跟踪

项目的进展，提出意见和建议；课题实现成果及时交流

的机制，形成的论文或其他相关成果需注明本课题第

一资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任务分工明确，责任落实到

人。项目每年定期召开年度总结与学术报告会，有项

目专家咨询组成员检查各课题的研究进展，人员到位

及研究内容是否与任务书要求一致等情况，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以确保各课题能如期圆满完成任务。

专家咨询组建议，因为大部分林木缺乏高效的再

生系统，使得林木的遗传转化较为困难。截至 2015年

11 月，已有两条基因成功转化入鹅掌楸并产生了表

型。科研人员表示，在后续的研究中，将继续优化鹅掌

楸体胚发生体系，简化培养条件和方法，提高转化效

率，积极尝试农杆菌介导、基因枪法等多种方法进行遗

传转化。此外，积极尝试多种纳米材料进行遗传转化，

完善鹅掌楸瞬间表达体系，并逐渐应用到功能基因的

遗传转化当中来。同时，项目各课题从杨树、白桦、桉

树、落叶松、鹅掌楸等树种的转录组、蛋白质组学研究

中已经获得了大量的数据，迫切需要进一步分析，以挖

掘其中的基因资源，为林木的遗传育种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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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民着想，用科技说话。”山西省农科院农业

资源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褚清河总是这样激励自

己。39 年醉心土肥研究，他将足迹深深留在土壤深

处，并延伸到作物育种。

土壤施肥与作物育种，是农业界无法联系在一起的

两个不同领域，愣是让褚清河从中找到了“联系密码”。

“作物施什么肥料增产效果好，主要是由作物品

种的营养遗传特性来决定；应用新的育种理论和方

法，可较常规育种缩短一半左右的时间，选育出适宜

在不同肥力农田相应土壤最大施肥量下种植的氮磷

配合施用新品种……从而可有效解决目前作物品种

产量潜力很高，但大面积应用亩产水平较低与无有效

方法大幅度提高中低产田产量的问题。”褚清河说。

为了发现这样的联系，褚清河付出了 30多年的

努力。

追逐增粮梦想

褚清河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农业科技工作，这源

于儿时就埋藏在他心头的一个梦想。

1957 年，褚清河出生于娄烦县一个贫困农家。

初中时，一次听哥哥和父亲谈起，一位本家哥哥应用

科学技术种土豆亩产比普通人多产了一倍，因此人

家就没有挨过饿……

“哥哥和父亲的一席话，在我少年的心中，‘种’

下了一个要用科学技术解决粮食增产的梦想。”褚清

河说。

1977 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褚清河考上山西

农大土壤农化系，开始追逐自己的梦想。

“像久旱的禾苗遇到春雨，我对土壤供肥和作物

如何吸肥等知识如饥似渴地汲取，但在老师讲授作

物营养与施肥时，我却对施肥最小因子理论百思不

解。因为，最小因子理论与植物主动吸收、选择吸收

及离子相助作用的理论相悖。”褚清河说。

1982 年，褚清河大学毕业分配到山西省农科院

农业资源与经济研究所。工作之余，他借到李比希

《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原著译本，短短一

个月看了 N 遍，终于知道了最小因子理论的来龙去

脉。李比希最小因子理论是养分归还学说的内容，

根本不是什么高产施肥理论。从此，他走上了一条

证明李比希最小因子理论正确与否的探索之路。

“调控肥”火了

证明最小因子理论并不成立不是趴在桌子上解数

学题，最主要的就是靠大量的田间试验示范来“说话”。

“农民种庄稼进行追肥认为可以增产，然而这却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褚清河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作

物吸收养分是由前一阶段吸肥水平决定后一阶段吸

肥水平的系统连续过程。

作物苗期植株氮含量高者产量必然也高，植株

苗期氮含量高低与播种前的最大施肥量和施肥比例

密切相关，而土壤肥力水平和养分对比关系决定着

作物苗期土壤的最大施肥量和最佳施肥比例。

他发明了依土壤主要肥力指标直接计算土壤最

大施肥量和最佳施肥比例的“数学计算方法”。褚清

河总是没日没夜地学习和研究全国施肥方面的资料

和成果，想尽办法进行氮磷肥料单施与配施的试验。

1995 年，褚清河确立了作物的潜在产量主要由

作物苗期的土壤养分供应比例、供应量和供应时间

三项要素来决定的观点。

此外，褚清河发现土壤种植作物存在的氮高磷

低、磷高氮低等 10种状况和改变这 10种状况的特定

施肥比例规律，从而发明了能标准化生产的 10剂型

肥料，研究成功依土壤主要肥力指标直接计算土壤种

植作物所需复合肥型号和用量的“数字化施肥技术”。

10 种剂型肥料称之为“调控肥”。褚清河说，所

谓“调”，就是调整苗期土壤养分供应比例；所谓

“控”，就是控制作物苗期土壤养分供应强度。农民

只要知道自己的土壤属于哪种状况，就可“对号入

座”选用适合的肥料，做到农民看图种庄稼。

据统计，2001—2003年，褚清河领衔的项目组，三

年间累计在山西省推广“调控肥”130多万亩，亩均增产

幅度达30%以上，亩均增加纯收入至少152元。由于调

控了地力允许的最佳施肥量和施肥比例，施肥不超标，

各元素搭配合理，种出的农产品普遍品质上乘。

一时间，“调控肥”火了，褚清河火了，有山西省

内知名企业主动找上门来寻求成果的落地转化。“我

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距离儿时的梦想

不再那么遥远。”褚清河说。

施肥“联姻”育种

2008 年，褚清河考取南京农大博士学位。回到

单位后继续进行深入研究，找到施肥报酬递减的原

因，进而找到粮食持续增产的奥妙和方法。

这之后，褚清河又结合自己在土肥方面的独特

研究进一步提出，农业要实现质的突破，必须通过科

学研究解决育种理论和方法的问题。

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他于 2014 年得出结论：

即不同玉米品种存在一个氮磷单施和配施的营养

遗传特性及由营养遗传特性决定的最大施氮量，

而土壤也存在一个由土壤肥力水平和养分对比关

系决定的施肥量和相应的氮磷配施比例，作物施

肥的目的就是从时间上协调玉米品种的施肥比例

和施肥量。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土壤施肥配比理论，即

作物要获得高产，氮磷在作物耐肥性允许的任何

土壤养分含量水平下均需施用，而钾只有在缺乏

时才需与氮磷配合施用，否则就会降低作物的产

量水平。

“由此证明，决定作物产量的，并非是土壤中那

个相对含量最小的有效植物生长因素，而是取决于

施什么肥料效果好以及以什么比例施用和施多少合

理的作物品种营养遗传特性。”褚清河说，这一结论，

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作物品种选育与数字化种植的理

论方法和技术。

目前，褚清河的数字化施肥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山

西省 75个县（市、区）推广应用，累计推广面积达 283

万公顷，其中粮食作物增产幅度达23%—48%，同时在

山东、江苏等省示范应用，取得显著增产效果。

褚清河：为农民着想 用科技说话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通讯员 李 菏

夸父，追赶太阳的人；

追日，让光更好地造福人类的企业。

进入光伏领域 7年来，追日电气在董事长、

总裁陈建国的带领下，交出了一份份令人满意

的答卷：2MW 集装箱式 1500V 光伏逆变装置、

追日智慧云平台、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源动力系

统、户用及商用光伏逆变器，以及光伏精准扶贫

解决方案，这些产品技术及服务理念新颖、贴近

民生，并代表着行业的水平。

在 5月 24日举办的第十届国际太阳能产业

及光伏工程（上海）展览会上，陈建国荣登“光伏

产业领袖人物”榜首。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陈建国说，获此称号，既有荣誉又有压力。

作为光伏新能源业内的知名企业，追日电

气专业致力于电能使用效率的提高和坚强智能

电网建设，主要产品及业务涵盖光伏逆变器及

光伏电站“一站式”服务，电动汽车充电系统，电

力滤波、智能动态补偿等电能质量优化。基于

这些产品、技术，追日电气率先实现了分布式光

伏与智能电网的融合，凭借多项核心技术与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成为“一站式”光伏智网系统集

成领航者。

展会上，陈建国向记者介绍在业内首推的

2MW/1500V 光伏逆变装置。“这款产品可以说

是光伏平价上网新引擎，实现光伏平价上网就

需要有效降低光伏系统整个生命周期的度电成

本，而度电成本的下降正则须提高系统发电量，

负则须减少成本，包括初始投资成本和后期运

维成本。1500V 新技术正好可以有效满足这两

方面的要求。”

陈建国说，从 2007 年至 2015 年，并网光伏

系统价格从每瓦 60 元降到每瓦 7 元至 8 元，逆

变器价格从每瓦 4 元下降到了每瓦 0.3 元。基

于当前技术，后续光伏成本的下降空间比较小，

趋势将越来越平缓。面对平价上网的催促，光

伏行业将目光聚焦于新技术，直流 1500V 新技

术由此进入人们的视线。

“这款 2MW 集装箱式 1500V 光伏逆变装

置，大功率，小体积，与传统500KW逆变器相当，

输入端为1500V直流电压，并网输出端电压为交

流 690V，功率密度提高一倍，单机功率可达

1000KW，逆变器内部集成了直流柜、通讯单元，

使逆变器功率密度大大提升，体积缩小，从而降

低了电气、土建及人工成本；整个电站的线路损

耗仅为传统主流两电平逆变器的25%。更先进，

更高效，逆变效率可高达 98.9%，同时该装置首

次实现了在电容功率比极小情况下，也能在纯容

性无功模式下，实现均压误差小于10V。”

正 由 于 此 ，追 日 电 气 的 2MW 集 装 箱 式

1500V 光伏逆变装置被评为此届展会的“十大

亮点”之一。

一直以来，追日电气以“追求智慧光明，造

福社会人群”为己任，在扶贫助困、承担社会责

任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追日电气开发、承

建的很多光伏扶贫项目还开启了畜牧业与光伏

产业结合的新思路，被当地政府誉为农业产业

化、农村清洁能源开发的新亮点。”陈建国说。

追日的新亮点
□ 本报记者 宋 莉

产地环境是农产品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素，是影

响绿色食品产品质量最基础的因素之一。因此，把

住生产环境安全关，净化农产品产地环境，切断污染

物链条，把好各个生产环节质量控制对绿色食品生

产至关重要。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

主任、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因子风险评估实

验室(沈阳)主任王颜红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团队完成

了多项技术攻关，建立了全程、立体的绿色农产品质

量保障技术体系，形成了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实现

了绿色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质控。

王颜红团队先后攻克了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功

能区划与预警技术、农用投入品安全监控关键技术、

农产品的溯源与危害物筛查等关键技术。

团队从产地环境适宜性划分、生产过程中投入

品造成的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隐患、农产品质量

监控与溯源等问题入手，开展保障农产品安全的全

程质量控制机制，绿色农产品产地功能区划与种植

结构调整、绿色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农用投入品控制

与监管、绿色农产品同位素溯源与筛查等技术攻关

研究。

在产地环境评价与区划技术方面，团队在原有

基础上，考虑到土壤地力条件、不同区域的环境特征

与农产品种类的数量关系，以及影响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至关重要的重金属及有效态、有机污染物残留

指标，完善了产地环境评价与区划指标体系和评价

技术。利用该技术，在全国率先开展以县域为单位

的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规划，编制规划

报告，为地方因地制宜发展绿色食品产业提供依据。

在产中投入品控制方面，王颜红团队以农用投

入品的环境行为与膳食风险响应机制为突破口，针

对不同生产环境提出了重金属累积和有机农药残留

规律与安全监控方法，形成了多项设施农业生产中

农药安全施用系列规程，并在辽宁省内推广实施。

在产品质量监控方面，该团队采用同位素分析

与主成分分析技术，引入指纹图谱及组学技术，建立

了农产品中未知危害物的筛查和产品鉴别及产地溯

源技术，成功应用于不同省份的花生、五味子等农产

品鉴别，判别率最高达 100%，该项技术的推广应用

将为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地区特色品牌的原产地保

护、掺假鉴别提供科学有效的监管手段。

目前，王颜红团队研发的以农产品安全保障为

目标，集成产前产地功能划分、产中化学输入品控

制、产后农产品溯源等各环节的关键技术共 27 项。

相关技术在辽宁省 14个市 30个县区推广应用，推广

生产面积 1353万亩，助力绿色食品标志产品数量增

长，取得了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先后获得行业标

准 5项，地方标准 17项，发明专利 8项（授权 3项），出

版专著 1部。形成了一套适合我国东北地区绿色食

品质量安全保障的新原理、新方法和新技术，部分技

术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新技术全程护航绿色农产品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5 月上旬，正值农业生产的关键期，近几年我国

一些地区的干旱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情。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水是制约植物生存和生长

的重要主导因子之一。我国干旱区面积已达约 280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约 29.2%。”乌云塔娜说，仁

用杏、长柄扁桃是以种仁作为主要用途的生态经济

型树种，主要分布在西部干旱及半干旱地区，是未来

区域发展和生态恢复的重要“先驱树种”之一。

中国林科院经济林研究开发中心经过 20 余年

的长期努力，在国家“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仁用杏和巴旦杏高效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

课题支持下，该中心首席专家乌云塔娜教授率领仁

用核果创新团队，针对仁用杏、长柄扁桃产业发展中

存在的产量低、抗性差、良种短缺等突出问题，重点

开展了仁用杏、长柄扁桃高效生产关键技术研究，取

得了突破性研究成果。

“我们还研发出了仁用杏系列纯天然绿色功能

产品，以及仁用杏功能性食品与饮料、长柄扁桃高档

配方食用油、长柄扁桃植物蛋白饮料、长柄扁桃颈椎

枕等，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及其综合效益，为仁用杏和

长柄扁桃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

撑。”乌云塔娜说。

乌云塔娜带领的创新团队建立了国内外最大的

仁用杏和长柄扁桃异地保存种质资源库。研究人员

已收集保存了仁用杏、长柄扁桃种质资源 2300 余

份，建成国内外最大的仁用杏、长柄扁桃异地保存种

质资源库；建立了完善的表型性状、经济性状、品质

和分子标记种质资源评价技术体系；筛选出了经济

性状突出、花果期抗倒春寒能力强、树体抗冻性突

出、具有特殊性状的种质资源，并构建了由 300余份

种质组成的核心种质库。

“研究人员以高产、优质、抗（避）寒、自交亲和为

育种目标，采用实生选择、杂交育种、无性系选育、诱

变育种等方法，选育出仁用杏和长柄扁桃优良无性

系和家系 200 余个、仁用杏良种 6 个，单产比主栽品

种提高 30%—40%。长柄扁桃优良无性系每亩产仁

量达 70-80kg，产油 30—40kg，植物蛋白 15—20kg，

苦杏仁苷 1—2kg，综合效益每亩可达 6000—8000

元。”乌云塔娜说。

该团队首次建立了由 300 余份种质组成的高

产、高油、高蛋白、高苦杏仁苷、高出仁率、大仁、薄

壳、以抗（避）倒春寒为目标性状的育种群体，建立了

仁用杏和长柄扁桃杂交育种圃 200余亩，在西北、华

北、东北仁用杏适宜种植区建立了仁用杏、长柄扁桃

无性系测定林 600余亩。

除此以外，该团队还建立了叶片无损营养诊断

方法及其精准施肥技术、抗（避）倒春寒栽培集成技

术等仁用杏标准化集约化高效栽培模式；研发了仁

用杏推迟开花技术，可推迟仁用杏花期 7—15天，有

效避开了倒春寒；研发了仁用杏抗冻剂，有效降低了

花果期倒春寒的危害；研发了仁用杏采果后“灌水-

施肥”技术，有效提高了树体抗冻性；利用该规模化

栽培体系营建的示范林杏仁产量突破了 90公斤，收

入达 4000—6000元/亩。

“先驱树种”枯木逢春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5 月 30 日 ，
全国首场淘宝农
特产品直播在重
庆市秀山土家族
苗 族 自 治 县 开
播，让消费者更
直观地了解自己
选购的商品。接
下来淘宝会在全
国各地陆续开展
农特产品直播。
图为工作人员通
过直播向消费者
展示土蜂蜜的采
集。

新 华 社 记

者 陈诚摄

更正说明
本报在2016年5月31日第14版，《两系

法杂交水稻技术创新与规模化应用》一文中

“超级稻第四期攻关项目实现重大突破，百

亩亩产达到创纪录的 10267千克。”数据有

误，应为“百亩亩产达到创纪录的 1026.7千

克。”特此更正，并向读者和相关单位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