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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濒危菌类
种质资源，促进生
态系统和谐共生

每年初春时节，当清晨的第一

缕阳光洒向山谷，李玉已开始一天

的跋涉。他和学生们要在山里“踏

查”，摸清当地菌类生物的“家底”。

从调查区域内第一株蘑菇冒头开

始，每隔 10 天，就要重返山中，仔细

观察蘑菇生长状态、小心翼翼地采

集样本。

有时刚上山就遭遇暴雨，他们

掏出塑料布挡一挡；有时被突然涨

水的溪流拦住去路，几个人就攀着

树枝和石头过去。“记录数据不能

断。”李玉说，光听山上的人讲蘑菇

怎样了，他不放心，“关于菌类的描

述，差一点也不行。”

这样的工作，李玉已坚持了 40
多年。做好中国人自己的食药用菌

资源调查与保育，是他从事科学研

究重要的目标之一。

长久以来，一提起生物，人们总

是优先想到动物和植物。严格意义

上讲，菌物是第三类生物，分为原核

菌物、真核菌物，包括真菌、黏菌、卵

菌三大类。比如，造福人类的青霉

素，美味可口的香菇等可食用真菌，

都属于这一范畴。

“尽管从科学上，菌物不是动物

也不是植物，是独立类别。但在以

往的学科分类中，常把菌物研究归

类到植物保护学科。提起蘑菇，人

们最深的印象只是‘一盘菜’。”李玉

解释，全社会对菌类生物缺乏清晰

完整的认知，重视不够，保护就容易

缺位。

李玉走访了许多自然保护区，

有的根本说不清保存了多少种菌

物，有的竟然连一株蘑菇标本都没

有。“每分钟，地球上都有物种在消

失。人类活动的扩张也影响着菌

类生物的生长。我们需要挽救濒

危菌类种质资源，促进生态系统和

谐共生。”

“ 这 些 资 源 是 大 自 然 和 几 千

年来人类通过菌类生产培育出的

成果，蕴藏着潜在的可利用基因，

是动植物之外能够补充人类生存

所需的物质宝库。如果没有我们

自 主 培 育 的 菌 类 品 种 ，吃 个 蘑 菇

都 要 交 高 昂 的 物 种 保 护 费 ，那 才

是 处 处 受 限 。”李 玉 说 ，保 护 菌 类

生 物 种 质 资 源 ，更 是 维 护 我 国 菌

类 作 物 安 全 和 产 业 兴 旺 的 重 要

手段。

基 于 常 年 漫 山 遍 野 的 采 样 调

查，李玉提出了菌物多样性“一区一

馆五库”思路，构建了菌物多样性保

护创新体系——在自然保护区里设

立菌类保育区，建设标本馆，打造菌

种库、活体库、有效物质库、基因库

和信息库。“即使我们追不上某个菌

类物种消失的速度，有一天也能从

库里进行信息溯源，实现再利用。”

李玉说。

在 李 玉 的 带 领 下 ，吉 林 农 业

大学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菌物科学

与 工 程 本 科 专 业 ，创 立 了 菌 类 作

物 学 。 依 托 科 研 成 果 ，吉 林 农 业

大学建成了我国首个菌类种质资

源 库 ，收 集 并 保 存 了 世 界 范 围 内

栽培和野生的具有重要经济价值

的 珍 稀 食 药 用 菌 ，涵 盖 了 野 生 种

质 资 源 共 计 1.1 万 余 份 。 其 中 仅

黏菌就有 400 余种，占世界已知种

的 2/3，还发现并命名了 36 个黏菌

新种。

既让人们吃上
美味、健康的蘑菇，
也要带动农民致富

“农民相信眼见为实，看到我们

团队种下的蘑菇质量好、产量高，才

愿意试种。他们一旦认准，产业就

会起来。”深耕基础研究之外，李玉

还致力于推动食用菌产业升级，既

让人们吃上更美味、健康的蘑菇，也

要带动农民致富。

据了解，1978 年我国食用菌产

量才 5.7 万吨，经过 40 多年发展，如

今产量已近 4000 万吨。在我国农

业产业中，食用菌已位居第五大产

业，仅次于粮食、蔬菜、果树、油料，

排在茶叶、糖类和棉花之前。

“蘑菇不只是一盘菜。”李玉说，

食用菌产业是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支撑国家食

物安全的生力军。我国农作物秸秆

资源丰富，粮食和秸秆产量的比例是

1∶1，秸秆过剩问题突出，同时畜禽粪

便废弃物达几十亿吨，容易造成环境

污染。“但如果把秸秆和畜禽粪便等

资源作为食用菌生产的栽培基质和

原料，就能变废为宝，长出食用菌后，

残渣作为肥料归田，形成良性循环。

而食用菌又丰富了城乡居民餐桌，助

力农民增收。可谓一举多得。”

食用菌具有“五不争”特点——

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

肥、不与农争时、不与其他产业争资

源。而且种植难度小，投资少、见效

快，经济价值突出，成为多地扶贫产

业的首选。

在食用菌领域，除了蘑菇，木耳

也是不少地方优势产品。比如，远

近闻名的柞水木耳正是李玉带领团

队在陕西省柞水县发展起来的精准

扶贫产业。近年来，通过开展秦巴

山木耳种质资源发育与高产栽培关

键技术研究，李玉团队为柞水选育

出了 4 个黑木耳菌种、1 个玉木耳的

宜栽菌种，并实现大面积推广。

河北阜平、安徽金寨、云南澜沧

……李玉团队每年有 200 多天待在

农业一线。除了将良种优品送至田

间菇棚，他们还积极推广菌类的轻

简化栽培技术，颠覆食用菌需棚室

遮光保湿栽培传统理念，解决了北

方食用菌发展中的工程技术难题，

实现了“南菇北移”“北耳南扩”的食

用菌产业发展战略。

小小菌物还走出国门。针对赞

比亚高原热带气候，李玉团队首次

集成创新出适宜当地种植的食用菌

品种 8 个和配套生产技术体系，有

望让当地百姓全年都能吃上蘑菇。

破解食用菌同
质化的产业难题，
让产业走向深加工

李玉 1944 年生于山东济南，从

1978 年考取吉林农业大学微生物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始，他就和菌

物研究结下深厚情缘。毕业后，李

玉放弃了出国机会，专攻我国菌物

学科和产业研究。“这个学科相对冷

门，做的人太少了。如果断了科研

传承，就太可惜了。”他说。

李玉对菌物喜欢到什么程度？

他给自己的小孙女取名“木耳”。“不

过家里人非要改成‘沐洱’，但我给

她发信息还是愿意直接发‘木耳，木

耳’。”李玉笑着说。

一吃饭，只要餐桌上有蘑菇，李

玉就会立马兴奋起来，滔滔不绝地向

别人讲解菌物知识。“科研重要，科普

也重要。如果我们研究蘑菇的人都

不感兴趣、不愿普及，怎么让普通人

了解、喜欢和保护这类生物呢？”

“想要破解食用菌同质化的产

业难题，防止增产不增收，就必须让

产业走向深加工。”李玉一番话，指

出了当前国内食用菌产业的发展痛

点。为摸索产业化发展路径，李玉

带领团队在柞水开展木耳深加工，

推出木耳片、木耳冰激凌、木耳超微

粉、木耳菌草茶等产品，极大地延伸

了产业链条，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在他看来，要实现美丽乡村建设，还

需深挖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依靠

科技创新，从农产品深加工入手，提

升农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

李玉说，他仍会坚持去山里、跑

一线，“我常对学生说，应用真菌学

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离不开生

产一线。农业科学家必须要深入到

田间地头去，留下一门技术，带出一

支队伍。在种植实践里，也能收获

反哺学科理论的鲜活素材。”

“据估计，世界上大约有 150 万

种菌类，但人类已知的才 10 万种。

我们不会停止菌物调查和保育。”李

玉相信，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

一定还有很多菌物种质资源亟待保

护，要赶紧行动起来。

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深耕菌类资源保育

“蘑菇院士”助力产业扶贫
本报记者 刘诗瑶

■坚持四个面向 解决实际问题②R
■创新谈R

前不久，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入选 2020 年度“最美科技

工作者”的“蘑菇院士”李玉提

到：“不要在黑板上‘种地’，要

深入生产实践，田间地头的成

果比任何荣誉都更有价值。”这

是一位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的

心得，不仅道出了衡量农业科

研成果的“金标准”，也切中了

新时代对农业科技的新要求。

科技是推进农业现代化，

带 动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的 重 要 手

段。在泥土里埋下技术的“种

子”，就会生根发芽结出丰硕的

果 实 。 李 玉 团 队 通 过 选 育 品

种，推广种植方法，让小小食用

菌变成大产业；朱有勇院士根

据云南澜沧土壤、水热条件特

点，因地制宜指导当地农民在

冬季种植土豆，带领西南边陲

贫困县的农民走上了致富路。

多年来，广大科技人员把技术

带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民手上，

推动培育了一大批有特色、有

市场的农产品，同时也开辟出

自身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贡

献率节节攀升，但与农业生产

的需求深度和广度相比，还有

很大提升空间。有研究指出，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只有约 40%。一面是大量

“沉睡”的科技成果，另一面是农业生产对技术进步的

迫切需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业科研活动和

生产联系还不够紧密。比如，在农业精密机械加工方

面，自主创新能力仍然有所欠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

机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难以适应机械化、集约化生产

的需要。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

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更加需要增强创

新这个第一动力。研究方向的选择有必要坚持需求导

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去真正解决实际

问题。

农业科研具有很强的实践属性。科技成果好不

好用，只有真正结出“果实”才知晓。从事农业基础

科学和前沿技术，往往也需要了解农业生产的真实

需求，进而找准科研攻关的方向。“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有一句名言，“书本上种不出水稻”。他带领着

团队和农民一样，脚上常沾泥土，紧盯现实需求，所

研究的目标和成果贴近实际，精准地解决问题。无

论是提高农业生产率，还是打好种业翻身仗，都需要

科技人员俯下身子，在一线找寻科学线索。

榜样就在身边。对农业科技工作者来说，多向袁

隆平、李玉等科学家学习，和大地贴得越近、植根越

深，就越能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越

能 找 到 有 价 值 的 研 究 方 向 。 把 论 文 写 在 祖 国 大 地

上，在服务国家需求中，个人的成长也将拥有强劲的

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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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好不好
用，只有真正结出“果
实”才知晓，结合实际
需求确定研究方向，
才 能 真 正 解 决 实 际
问题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工厂因煤气泄

漏引发爆炸火灾，急需关闭阀门。但现

场部分道路已被堵塞，障碍物较多，消防

员开展灭火作业存在很大风险。千钧一

发之际，四足机器人挺身而出，通过传感

器迅速“观察”周边环境，识别出可通行

区域。行进中经过“思考”判断前方障碍

物是否可跨越，找到最佳通行路线，在行

进的同时实时构建现场环境地图，在很

短 的 时 间 内 找 到 阀 门 ，圆 满 完 成 救 灾

任务。

近日，这样的四足机器人智能感知

系统在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部群智感知

创新中心取得突破，可实现基于视觉方

案的自主定位与地图构建功能，能够在

60 秒内对 1000 平方米区域进行地图构

建，具有较高的智能化与实用化水准。

有了这套智能感知系统，四足机器人便

如同装上了一双“智慧之眼”和一个“最

强大脑”，拥有了“眼观六路，随机应变”

的本领，上下楼梯，躲避障碍物，对它来

说都不再是难题。

据团队负责人郭睿介绍，爬楼梯、

跨越障碍物这类行为是传统轮式机器

人无法做到的，而四足机器人可轻松应

付这类复杂地形，在探险、救援等实际

场景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该团队

打造的智能感知系统，正是要赋予四足

机 器 人“ 观 察 ”与“ 规 划 思 考 ”的 能 力 。

团队在相关核心技术方面已有多年研

究基础，此前研发的车载智能感知系统

已在港口无人车、智能网联汽车等场景

实现落地。

四足机器人的灵活运动方式使得其

机身起伏振动剧烈，这种高动态环境会

使得机器人搭载的视觉传感系统成像效

果大打折扣，为感知技术的研究带来巨

大挑战。

针对这一难题，研究团队依托自主

可 控 深 度 学 习 算 法 、智 能 芯 片 、SLAM
（同步定位与地图构建）等关键技术，提

出一种低成本多模融合智能感知系统

方案，可以在机身剧烈起伏振动的高动

态环境下，实现自主定位与三维语义地

图 构 建 功 能 ，构 图 实 时 性 可 达 每 秒 20
帧 ，所 构 建 的 地 图 分 辨 率 达 到 厘 米 级

精度。

郭睿表示，这套智能感知系统可以

提高四足机器人的智能化与实用化水

平，助力四足机器人在一些危险场景中

的实际应用。团队将继续深化无人车、

无人机及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智能感

知系统研究，推动产品量产与应用，助

力装备智能化。

给四足机器人装上“最强大脑”
李 丹 蒋建科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

业大学教授李玉致力于菌物科

学和工程产业化研究 40 多年，

构建了全新的菌物系统分类体

系，从技术支撑到产业孵育，带

动上万贫困户依靠食用菌稳固

脱贫，为推动我国食用菌产业

和菌物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创新故事R
日前，2020 Robo Genius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挑战赛总决赛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馆举行。在以“火

星探索”为主题的比赛中，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支中小学生参赛队伍操控机器人完成跨区域行动、碎

片收集、阀门开启等任务。图为参赛选手正在操控机器人完成比赛任务。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机器人挑战“火星探索”

本报电 中国农业科学院日前发布“数字农科院 2.0”

系统。该系统秉承“院所一体、所内一体、院级一体”的建

设理念，取得了 3 项突破。一是实现“全院一张网”布局，覆

盖并连通了院所单位；二是实现全院基本科研业务费在线

申报和创新团队信息在线管理；三是实现了“科研人事财务

一体化”，大大减少了科研人员填写各类报表的时间。此

外，系统还可与农业农村部信息系统对接，通过国家农业科

技创新联盟推广到部分省级农科院。 （蒋建科）

中国农科院发布“数字农科院 2.0”系统

本报电 近日，神州数码与合肥市政府项目签约及信

创总部基地揭牌活动举行，标志着神州数码信创总部基地

落户合肥。据悉，信创产业产业链庞大，涉及 IT 基础设施、

基础软件、应用软件、信息安全等。按照协议，双方将在合

肥建设神州鲲泰研发基地、信创软件适配中心、产业生态整

合云样板工程，打造从 CPU、主板、服务器，到数据库软件

开发的生态体系。双方还将共同打造信创云，围绕政务、医

疗、教育等行业提供海量存储、计算、大数据等服务。项目

总投入将达 100 亿元。 （余建斌）

神州数码信创总部落户合肥

本报电 自动驾驶公司驭势科技日前宣布，与上汽通

用五菱合作的厂区无人物流项目实际运营里程达 30 万公

里，常态化运营的无人驾驶车辆达到百台规模，累计建成

20 余条无人物流线路。据了解，驭势科技自主研发的智

能驾驶器，能实现复杂厂区环境下无人驾驶运输作业，提

供多车协调、调度、监控等，既可以减少人力成本，又能提

升 效 率 与 安 全 水 平 ，相 关 智 能 设 施 已 在 长 沙 等 地 启 用 。

驭势科技董事长吴甘沙表示，自动驾驶深度融合工业互

联网、人工智能、5G 等多项核心技术，有利于加速我国汽

车产业转型升级。 （刘诗瑶）

自动驾驶助力制造业提质增效

■新闻速递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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