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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以

下简称“环江县”）地处九万大山腹地，

四季风景如画。2014 年，“环江喀斯特”

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

分，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然而，

喀 斯 特 景 观 退 化 造 成 的 石 漠 化 曾 给 当

地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带 来

严峻挑战。

如何破局？中国科学院 30 多年来持

续帮扶环江县，以科技为利器，探索出喀

斯特地区生态治理和发展模式，让喀斯特

地区也能“披绿生金”。

拓展“种养结合”模式

“ 植 被 破 坏 、基 岩 裸 露 、石 漠 化 严

重……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这是 30

多年前我们来到环江县时看到的场景。”

中国科学院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

究站站长王克林回忆道。

“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人地矛

盾突出，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难以修复

的生态灾害。”王克林说，破解喀斯特地区

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问题，就必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研发退化植被近自然改造技术，构建

喀斯特生态移民示范区，培育中药材种植

加工和畜禽养殖等产业……环江喀斯特

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科研团队的一系列

科技帮扶措施，很快转化为当地生态治理

和经济发展的实践。

种草养牛是科研团队探索出的保护

性发展模式，能兼顾生态恢复与特色产业

发展的平衡。在喀斯特地区推行人工种

草、适度发展草食畜牧业，有助于提升退

化土地的肥力水平。

“牧草管护轻松，一亩牧草一年能割 6

次，产量达 20 吨，可以养两头牛。”在环江

县下南乡波川村环江毛南绿峯种养基地，

负责人谭成语向记者介绍。

看着田里绿油油的牧草，谭成语感

慨：“以前种一亩玉米能有 500 元收入就

不错了，现在养一头牛一年能赚 3000 至

3500 元。”

村 民 腰 包 鼓 了 ，生 态 环 境 也 更 好

了。“牧草是多年生植物，只需在种植时

翻耕一次，这大大减少了土地扰动。”王

克林说，种植牧草可以形成生物结皮，

固持碳氮，涵养水分，增加土壤二氧化

碳浓度。

在科研团队帮助下，环江县还积极探

索“种养结合”复合农牧生态系统：种草

养牛，牛粪养蚯蚓。蚯蚓可以作为新型

动物饲料蛋白源，蚯蚓粪可以作为有机

肥还田。“种养结合”模式推动喀斯特地

区高强度耕作农业向保护性种植农业结

构转型，开启石漠化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

的新探索。

“下一步，我们还将根据环江香牛营

养需求调整牧草种植结构，帮助环江县

打造肉牛区域公用品牌，构建环江香牛

绿色循环农业发展技术模式。”中国科学

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党委书记谭支

良说。

推动成果“落地生根”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不仅建立了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

究站，还在环江县木连、古周、木论、肯福

等地建立了科技帮扶科研平台。

“以前养一批蚕只能获得二三十斤鲜

茧，经过专家的指导培训，我们掌握了科

学养蚕技术，不断扩大种桑养蚕规模。现

在养一批蚕，能获得两百多斤鲜茧。”环江

县大才乡新坡村村民韦介晓说。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研究员，环江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何

寻阳介绍，环江县蚕桑产业在当地第一

产业中占比近 40%，但产业链不完整、副

产物利用效率低、桑园土地退化、环境污

染形势严峻。为促进当地蚕桑产业高质

量发展，科研团队不定期培训当地合作

社负责人、致富带头人，推广新品种、新

技术，大力发展以桑枝为基质的食用菌

（羊肚菌、桑黄）生产技术，同时将菌渣、

蚕沙等废弃物转化为促生抗病型肥料还

田利用，并推广冬季桑园套种绿肥与蚕

桑套养技术模式。

“目前，环江县这一蚕桑系统生态服

务功能显现，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

社会效益。”环江县桑蚕产业发展中心副

主任韦善教说。

不止蚕桑产业，科技帮扶为环江县

更 多 特 色 产 业 的 发 展 注 入 活 力 。 多 年

来，中国科学院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观

测研究站副站长曾馥平团队一直从事技

术推广工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

曾馥平团队以峰丛洼地区生态系统

为长期定位观测研究对象，研发退化生

态系统人为调控、生态高值功能植物定

向培育、有机物资源利用、退化土壤肥

力 提 升 等 关 键 技 术 。 团 队 先 后 培 育 特

色经济林果、中草药、优质饮用水等四

大生态衍生产业，建成 8 个生态高值示

范基地。

提及这些成果，曾馥平说：“我们以科

研任务带动学科发展，同时实现了科技帮

扶、喀斯特生态保护、人才队伍及科技平

台建设多赢的局面。”

科技助喀斯特地区“披绿生金”
——中国科学院帮扶广西环江县纪实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北园春市场水产

区，一种名为“额河螯虾”的新品成了消费

者争相购买的“香饽饽”。额河螯虾学名

“窄螯螯虾”，俗称格鲁西东欧螯虾。这种

虾体形大、出肉率高、肉质鲜美，富含蛋白

质、多种维生素。

2023 年 8 月，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

学院教师李斌团队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新

疆境内发现格鲁西东欧螯虾。经专家团

评估，这是格鲁西东欧螯虾在我国自然分

布的首次发现，填补了新疆自然河流中螯

虾分布空白。

仅过了一年，新发现的额河螯虾就成

功实现人工养殖，从实验室“游”进了水产

市场。

提升虾苗孵化率

“额河螯虾喜欢在冷水环境中生长，

十分适应新疆吉木乃县的自然气候，有望

发展成我国的优质种质资源，市场前景良

好。”李斌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对额河螯

虾进行全面鉴定后，科研人员随即开展了

人工驯化试验。

科研人员发现，在人工高密度养殖环

境下，额河螯虾自然孵化率仅为 15%—

20%，胚胎发育周期为 45—60 天，孵化时

间长、破膜时间不同步等问题限制了虾苗

规模化生产。

针对这一难题，2024年 5月，新疆农业

大学和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联合开展额河螯虾胚胎离体孵化技术研

究。约 400尾抱卵雌虾分别被送往新疆农

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额河螯虾产业技术

实验室，以及黄海水产研究所海水养殖生

物育种与可持续产出全国重点实验室。

李斌介绍，胚胎离体孵化是一种低成

本、高效益的苗种培育技术，应用于虾蟹

类繁育工作中，可减少抱卵虾蟹的饲养管

理成本，还能降低抱卵过程中卵掉落或碰

撞损坏的几率，有助于提高孵化率。

经过一个多月的实验，人工剥离的螯虾

胚胎全部成功孵化，比自然孵化周期缩短了

10天左右，虾卵孵化率提高至45%—55%。

“这些幼苗长度在 3 到 5 厘米，再经过

一段时间的室内养殖，就可以放归到室外

自然环境进一步成长。”李斌说。

探索养殖新技术

李斌介绍，作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可在

北方自然过冬的冷水螯虾，额河鳌虾的繁

育、养殖技术没有可以“拿来就用”的经

验，必须开展全新研究。

2023年 11月，新疆农业大学联合新疆

雪域额河龙虾生态养殖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雪域额河公司”）挂牌成立“新疆

冰川龙虾产业技术研究中心”，组建全国

首个冰川龙虾产业技术创新团队。该团

队重点在人工繁育技术、养殖模式等方面

开展攻关，探索适合新疆乃至全国的自然

坑塘养殖模式，并逐步确立“立足新疆、科

技引领、北繁南养、向东向西”的额河螯虾

人工增养殖发展思路。

2024 年中秋节前，雪域额河公司在吉

木乃县水库人工饲养的额河螯虾首次大

量捕捞上市，平均单体重量超 200 克。只

需 7 小时，这批虾就从养殖基地运往乌鲁

木齐的大型水产市场。

作为冷水虾，螯虾的养殖水温需保持

在 15—19℃。研发团队前期实验结果显

示，通过人工控温后，螯虾的繁殖周期由 5

月份提前到 1 月份，有望在人工养殖环境

下实现一年两产。

冰川龙虾产业技术创新团队还提出“北

繁南养”养殖模式，即5月在北方进行额河螯

虾种苗繁育，10月将虾苗运往南方进行越冬

养殖，次年5月份在南方捕捞上市。额河螯

虾在一年内平均体重就可达200克，通过控

温和饵料投喂，单体重量还能再提高。

2024 年 8 月 ，首 次 人 工 繁 育 成 功 的

1000 尾额河螯虾虾苗，被投入到阿勒泰地

区的盐碱水池塘中，成为首批在自然盐碱

环境养殖的虾苗。

“我们发现额河螯虾对盐碱、氨氮具

有较强耐受力。”新疆农业大学副教授李

娜介绍，本次自然盐碱地养殖设计周期为

1 年，重点考察螯虾在盐碱水自然越冬的

情况。到 2025 年 4 月后，若螯虾的越冬成

活率和状态达标，说明额河螯虾能在自然

盐碱环境养殖。

新疆：额河螯虾从实验室“游”进市场

在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思恩镇文化村，一名村民在喂蚕。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在 新 疆 乌

鲁木齐市北园

春市场水产区，

顾客正在选购

额河螯虾。

江斌伟摄

“株距 12 厘米，两季总亩产 969.34 公斤；株距 14 厘米，两季总亩

产 894.12公斤。”随着测产专家播报数据，田间地头发出阵阵欢呼，现

场观摩的高校院所专家、种田大户也激动地鼓起掌来。这是前不久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墩上街道河口村水稻测产时的场景。再生稻亩

产创新高，离不开农机农艺融合模式的助力。

在河口村占地 6 亩的试验田里，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教授李

耀明团队已进行了大半年的试点工作。“2024 年 3 月育秧，4 月 26 日

宽窄行插秧，8 月 16 日头季收获，11 月初再生季收获……”团队成员

对每个时间节点都记得清清楚楚。

“一种两收、产量高、成本低等优势证明，再生稻是节本增效的水

稻种植方式。”李耀明介绍，目前，我国再生稻种植面积约为 2000 万

亩，全国适宜种植面积达 5000 万亩。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再生稻。再生稻已成为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产保供的有效途径之一。

头季收割时碾压率高，一直是制约再生稻推广的难题。尽管团

队此前已研发出履带全喂入式再生稻联合收获机，将头季收获的碾

压率从 40%左右降低到 25%左右，但李耀明觉得还不够，“有碾压就

意味着有损失，整米率低，严重影响了再生稻的产量和品质”。

为了实现从高碾压到低碾压再到零碾压的转变，李耀明团队探

索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农机农艺融合，宽窄行种植收获。

李耀明集结江苏大学、扬州大学、安徽农业大学、池州市农业科学院

等单位的科研人员，组成多学科交叉团队，在河口村开展了“再生稻

提高单产农机农艺融合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项目试点工作。团队

选用“泰两优 1332”水稻品种，使用精量播种技术、宽窄行机插方式，

实施科学田间管理，并采用直行无碾压收获方法。

“宽行水稻光照充足、通风好，穗头长得大，最多分蘖出了 22

组。”扬州大学农学院教授戴其根说，边际效应使宽行植株的穴有效

穗、每穗粒数和结实率有了很大提高，保证了头季水稻产量。

同时，团队还对履带全喂入式再生稻联合收获机进行了自动对

行等多处改造升级，实现了头季水稻的直行无碾压收获。这显著提

升了再生季水稻产量，同时保证了再生季水稻的成熟一致性，提高了

出米率和整米率。

测产结果表明，在宽窄行机械化种植模式下，株距 12 厘米的再

生稻头季及再生季总亩产比常规种植方式提高了 12.1%，株距 14 厘

米的总亩产提高了 3.3%，产量显著提升。

“农机农艺融合模式下，再生稻亩产的突破将极大提升其经济价

值，推动再生稻大范围推广。”李耀明说。

李耀明团队计划，2025年，在安徽、江西、江苏、重庆等地，将基于

宽窄行的农机农艺融合再生稻种植全程机械化方案推广至 1 万亩，

2026 年推广至 10 万亩以上。李耀明说，团队将根据再生稻品种、种

植地气候环境等因素，不断调整种植方案，在提高再生稻产量和品质

的同时，确保再生稻绿色种植、生态种植。

农机农艺融合提高再生稻单产

初冬时节，位于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的肉牛良种繁育中心十分

热闹。科研人员正忙着给养殖场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组建“丰都

牛”选育基础牛群。

一个产业带动一方发展。在西南大学教授左福元带领的肉牛科

研团队帮助下，多年来，丰都逐步构建起牧草种植、种牛繁育、高效饲

养、粪污资源化利用等肉牛全产业技术体系。科研团队通过引进国

外优良肉牛品种开展杂交改良工作，筛选出红安格斯牛为终端父本、

西门塔尔杂交牛为母本的“红西本”三元杂交组合。目前杂交群体 24

月龄公牛平均体重为 600 公斤、母牛为 400—550 公斤，净肉率达

50%。然而，固定的品种还未形成，还不能依靠种牛自然繁殖。

“我们将培育出适宜西南山区肉牛产业发展的优质肉牛新品

种。”西南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龚炜介绍，学校肉牛科研团

队承担了重庆市科技局立项、西南大学主持的“优质肉牛的种质创

新”重点项目，提出“以国外良种本土化培育为突破口，科技支撑促肉

牛产业发展”的理念，以三元杂交牛群为基础进行种质创新工作，以

种源建设为牵引促进三峡库区肉牛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县里成立了重庆丰都农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肉

牛良种繁育与种质创新工作。”丰都县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科技

局还与西南大学共建丰都肉牛产业研究院，整合重庆市草食牲畜产

业技术体系、重庆丰都肉牛科技小院、重庆市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等

资源，创建校地企协同创新平台，围绕种业创新和高效饲养开展技术

研发与示范推广。

目前，西南大学肉牛科研团队已研发毛色等质量性状的基因型

快速鉴定技术两项、肉牛个体耐热性检测技术 1项，相关技术已获国

家发明专利授权 2项、受理 1项；成功研发包含遗传疾病筛查、饲料报

酬、屠宰性能等重要经济性状关键候选基因位点的液相芯片 1套，有

望通过传统育种与分子生物育种体系相结合的方式，加速新品种培

育进程，推动丰都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重庆丰都：

种质创新促肉牛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雍 黎

“太激动了，历经十余年科技攻关，终

于获得了回报。”安徽农业大学（以下简称

“安农大”）动物科技学院教授陈兴勇日前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前不久，宣州鸡科技

小院培育的徽鲜鸡配套系通过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成为安徽第一个具

有地方土鸡特色的优质肉鸡新品种。

配套系是指通过杂交、选择、纯化等

手段，将多个具有优良性状的基因组合在

一起，形成的遗传稳定、性状优良的新品

种。近年来，居民消费不断升级，对具有

地 方 鸡 特 色 的 优 质 肉 鸡 需 求 也 逐 年 增

长。徽鲜鸡配套系是以长三角地区消费

市场为目标，通过三系配套培育而成的优

质肉鸡新品种，具有地方鸡特色。徽鲜鸡

成活率高、肉质风味独特、胫骨细长。

宣州鸡科技小院科研团队由陈兴勇

团队和安农大部分硕士研究生组成，在安

徽华栋山中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支持

下开展研究和攻关。团队聚焦鸡品系选

育和高效生产，致力于提高鸡产业的科技

含量和产品质量。

近年来，地方鸡品种由于生长速度

慢、饲养成本高等原因，面临着被外来品

种冲击和替代的风险。“为了保护地方鸡

品种，保护物种遗传的多样性，增强本土

品种的竞争力，我们从 2013年开始研发徽

鲜鸡。”陈兴勇说。

陈兴勇介绍，相比安徽地方鸡种，徽

鲜鸡具有多重优势：生长整齐度、体重均

匀度明显好于地方鸡品种，有助于提高养

殖效益；具有较强抗病能力，降低了养殖

风险；肉质细腻、口感鲜美，而且符合消费

者对高品质、健康、绿色鸡肉产品的需求，

市场前景广阔。

然而，研发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陈

兴勇说，研发期间遇到了品系腹脂厚直接

测定困难、间接度量准确度低等诸多困

难。针对这些难题，科研人员深入养鸡场

实地测量和观察，在多次测试后研发了腹

脂厚活体测量技术。利用这一技术，科研

人员对鸡腹脂沉积情况进行选育和优化，

解决了品系产蛋后期腹脂沉积多、产蛋量

下降等问题。同时，科研人员研究出徽鲜

鸡品种父母代各阶段的合理饲粮能量和

蛋白水平，并协助企业完成徽鲜鸡配套用

各品系的“两白”（禽白血病和鸡白痢沙门

氏菌）净化，提高了种群的抗病性。

陈兴勇说：“未来，科技小院将继续联

合相关企业加大科研投入，运用现代生物

技术手段，开展种鸡繁殖性能和饲料利用

率提升技术攻关，优化品种性能，提高生

产效益，不断提升徽鲜鸡品种竞争力。”

安徽有了本土优质肉鸡新品种

科研人员在进行再生稻秧苗宽窄行插秧作业。 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