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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从没想过能把草莓卖到东京。现

在，我们的草莓在东京等地的市场上很受欢迎，我对

未来的销路充满信心。”56 岁的柴田智明是日本冈

山县冈山市的一名草莓种植户。眼下，他正在忙着

采摘一种叫作“晴莓”的草莓新品种。在东京，15 粒

一盒的“晴莓”售价在 1 万日元（1 元人民币约合 16
日元）左右。

冈山县日照时间长，是日本有名的水果之乡。

以往，受季节影响，每年冬春季都是水果生产的淡

季。近年来，该县重点扶持草莓种植，开发培育草莓

新品种，使得冈山一年四季水果不断，进一步提升了

水果之乡的品牌价值。

“晴莓”的品控十分严格，每一粒都要进行检测，

每粒重量需在 30 克以上，还要满足形状、颜色、光泽

等方面的要求。除了“高颜值”，“晴莓”还是农业高科

技的结晶。在九州冲绳农业研究中心科研人员的精

心培育下，“晴莓”拥有糖度高、产量高、适合栽培等优

点，还具有高维生素 C 含量。一般草莓每 100 克含有

60毫克维生素 C，“晴莓”的含量则达到 87毫克。

“晴莓”的诞生是日本农业科研人员理论联系实

际的生动案例。日本土地资源有限，农产品需求量

大，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以科技提高土地产出，提升

农产品质量。自 2003 年起，日本农林水产省开始实

施一个科研项目，将农产品分为“麦”“大豆”“蔬菜”

等 6 个大项，重点攻关“健康增进型农作物”和“环境

负荷减低性农作物”。“晴莓”的研发就属于“蔬菜”大

项中的一个子课题，目的是满足消费者对富含维生

素 C 蔬菜的需求。

除了日本中央政府之外，日本地方政府也致力

于培育水果新品种。2019 年 11 月，由宫城县农业园

艺综合研究所花费 12 年时间研发的草莓品种——

“笑嘻嘻莓”正式进入市场。“笑嘻嘻莓”果肉颜色鲜

艳，形态呈圆锥形，一上市便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

睐。更让草莓种植户开心的是，这种草莓很好打理，

产量又高出普通草莓三成，有力带动了农民增收。

在日本，苹果、柑橘、葡萄等常见水果几乎每年

都会有新品种上市。在日本著名的苹果之乡——青

森县，农户樱庭保夫花费 14 年时间培育出一种叫作

“明秋”的新苹果品种。“明秋”比富士苹果大一圈，颜

色更鲜艳，生长周期缩短半个月。“‘明秋’苹果上色

简单，不用套袋，可以节省不少功夫。”年近九旬的樱

庭保夫认为，随着当地果农老龄化加剧，种植这种高

品质苹果将有助于解决劳动力不足等问题。

为进一步推动新品种研发，日本出台品种登记

制度，鼓励科研人员和农户积极培育植物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培育者向农林水产省提交申请，被批准

登记后可以获得 25 至 30 年的保护期。在保护期内，

种植新品种的农户要向新品种培育者支付使用费，

以此保障植物新品种培育者的权利。

（本报东京电）

日本

鼓励科研人员和农户培育植物新品种
本报驻日本记者 刘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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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培育推广优良品种，加快发展数字农业，深化国际农业科
技合作等方式，许多国家促进农业与科技深度融合，推动农业节本
增效提质，更好服务国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

搭载有光谱相机的无人机在田地上空飞行，多

台白色传感装置在田间有序排列，不远处的实验室

内，科学家们正根据各种仪器发回的信息，分析着

田里小麦和甜菜的生长状态……这片不大的农田

位于德国中部城市哥廷根，有一个专属的名字——

“农民空间”数字化试验田。

“植物病虫害影响土地收成，我们所做的就是

利用先进数字技术尽早发现和识别病虫害，找到

精准、有效的解决方案。”项目协调人安妮—卡特

琳·马莱因向记者介绍“农民空间”的研究重点。试

验田中安装了物联网传感器，每 10 分钟会测量一次

不同厚度土壤层的温度和湿度，并通过无线网络汇

总监测数据。这些数据将帮助研究人员锁定作物感

染病虫害的具体时间和位置。马莱因说，这将有助

于避免后期大范围的农药喷洒。未来还可以通过先

进农机进行区域性防护，从而保护农田，提高收成。

“农民空间”项目由哥廷根大学甜菜研究所、农

业技术系等机构共同建立。项目得到德国联邦食

品及农业部（以下简称德国农业部）约 250 万欧元的

资助，是该部资助的 14 个数字农业试点项目之一。

德国农业部计划在 3 年内投资超过 5000 万欧元，通

过建立试验田推动数字农业发展。科研人员在田

间开展关于数字技术在耕种和畜牧育种中的应用

研究，以更好地将数字技术用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

节，起到保护自然环境、提高动物福利、促进生物多

样性和减少农民工作量的作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农业示范田项目不仅提高了传统农业生

产效率，还提高了农民对数字技术的接受程度。在

“农民空间”，农民可以直接在拖拉机内的屏幕上看

到清晰的农田地图。哪块田地需要喷洒农药、哪块

土地肥力足够都一目了然。甜菜研究所数据专家

施特凡·保卢斯说，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并不总是

一帆风顺。在“农民空间”，专家们通过向农户讲解

和演示新技术来推动其应用。试验田让科技助农

更直观地展现出来，据德国信息技术、电信和新媒

体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已有 80％的农场在农

业生产过程中采用了多种形式的数字技术。

为更好发挥数字农业的优势，德国农业部专门

制定了“农业数字政策”未来计划。到 2022 年底，

计划拨出 6000 万欧元，促进农业数字化和现代化，

该计划本身也是德国政府数字化执行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德国政府还计划投入 4500

万欧元用于促进人工智能在农业、农村以及健康

饮食等领域的应用。

（本报柏林电）

德国

建立数字化试验田推动新技术应用
本报驻德国记者 花 放

“上世纪 70 年代我刚接手农场时，每公顷土

地仅能收获 900 公斤左右的大豆，而目前每公顷

产量已达到 4.8 吨。”再过一个月，巴西南里奥格

兰德州的农户卡尔穆将迎来大豆收获季。望着

田里那一抹抹翠绿，卡尔穆喜上眉梢，似乎已经

看到了今年的好收成。

几十年来，卡尔穆见证了自家农场大豆产量

的迅速提高，也见证了巴西全国大豆年产量从

1970 年的不足 200 万吨，增长到现在的 1.2 亿吨，

稳居全球第一。“这是科技的力量！”卡尔穆认为，

通过科技改良种子和土壤水平，对于增收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

“科技驱动巴西农业发展。”巴西农牧业研究

公司总裁塞尔索·莫莱蒂对此深信不疑。他认

为，巴西实现包括大豆在内等谷物产量大幅增长

的关键，是利用科技对其进行“热带化”改良。

1973 年，为开发适宜本土的热带农业和畜牧业

模式并实现可持续发展，隶属于巴西农业部的农

牧业研究公司应运而生，并在日后的农业科研和

技术推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巴西大部分国土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土

壤酸性较强，肥力偏低，高温潮湿易引发病虫

害。而大豆是温带气候作物，对温度变化敏感，

全球主要产区大多分布在温带地区。鉴于此，巴

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和其他国内外科研机构开展

合作，在温室试验田模拟巴西中西部的热带气候

条件，对大豆进行杂交育种，培育出适应热带条

件生长，并足以抵抗病虫害的新品种。经过不断

的改良，新品种大豆能够适应巴西中西部地区的

酸性土壤环境，生长周期缩短了 8 至 12 周，产量

也得到提高。卡尔穆告诉记者，农场里大豆的品

种不断更新换代，每过几年就有新品种上市，“大

豆的品种优化关乎我们农户的生计。”

对土壤的改良也离不开科技。经过一系列

科学研究，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通过向土壤中加

入大量成本相对较低的农用石膏或石灰，中和土

壤酸度；利用生物固氮技术，帮助农作物从空气

中固氮，促进生长，减少化肥使用。同时推广免

耕法，在收割农作物时从茎秆处切割，将根部留

在土壤里，保持土壤肥力。

摆脱了气候和土壤的限制后，原本只能在巴

西最南部地区种植的大豆便一路向北扩展，种植

面积和单产都不断攀升。如今，巴西境内大部分

地区都可以种植大豆，最北已延伸至赤道附近。

将大豆成功带到低纬度地区试种，被认

为是巴西农业的一次技术革命，改

变了大豆种植历史。此后，巴

西的玉米、小麦、牧草种植，

以及部分牲畜养殖也进

行了“热带化”改良。农

牧业研究公司预计，随

着 热 带 地 区 小 麦 种 植

面积不断扩大，巴西国

内小麦产量将翻番，实

现自给自足。

“ 基 因 编 辑 、生 物

经 济 学 、农 业 集 约 化

以 及 数 字 农 业 等 领 域

是 农 业 创 新 的 重 点 。”

莫 莱 蒂 认 为 ，农 业 发

展 的 未 来 取 决 于 科 技

的不断发展，巴西将持续

推进农业科技研究。

（本报里约热内卢电）

巴西

对大豆种子进行“热带化”改良
本报驻巴西记者 张远南

罗马尼亚是欧洲“粮仓”之一，谷物生产量多

年位居欧洲前列。然而，受生产效率较低和生产

品种单一等因素的影响，罗马尼亚需要从国外进

口大量的经济作物和果蔬产品，农民的收入也不

尽如人意。近年来，罗马尼亚将目光投向了农业

领域的国际合作。越来越多的农业专家主张改

善该国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为

农民寻找新的增收点。

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农业科学与兽医学大

学的试验田中，有一棵来自中国陕西的枣树。自

1996 年在此扎根以来，罗马尼亚的农业专家们已

经在这棵枣树上嫁接培植出了十几个新品种，罗

马尼亚也走在了欧洲引进中国枣树种植的前列。

据该校副校长弗洛林·斯坦尼卡介绍，罗马

尼亚南部山区土壤贫瘠，气候干旱，当地农民增

收面临较大困难。“中国在干旱地区通过种植经

济作物成功实现了农民增收、生态环境改善，这

对我们启发很大。”过去 20 多年间，斯坦尼卡一

直致力于引进和培育中国枣树。“中国枣的营养成

分和经济价值较高。我们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

作，将这一水果引入欧洲，在罗马尼亚推广种植，为

贫困地区农民增收寻找一条新路。”斯坦尼卡说。

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枣研究领域的全球首个

国际联合实验室落户罗马尼亚，一些农场开始试

点推广枣树种植。去年 10 月，布加勒斯特农业

科学与兽医学大学和河北农业大学、罗马尼亚园

艺学会在线联合举办了“2020 年枣研讨会”，成

为疫情防控期间中罗农业合作的亮点之一。

“农业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实现

富裕的根本动力。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今

天，只有加强不同国家间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

不同市场之间互通与流动，才能推动各国农业资

源的合理配置和长远发展。”斯坦尼卡表示。

同样是在这所大学内，还有一座温室蔬菜大

棚格外显眼。这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参与共建的首个中国—罗

马尼亚农业科技园。园内建有 50 平方米的智能

LED 植物工厂和 500 平方米的轻简化节能日光

温室。智能 LED 植物工厂利用 LED 节能光源、

浅液流营养液立体栽培等技术，栽培面积达 150
平方米，年产叶菜 4000 公斤。轻简化节能日光

温室采用主动蓄放热调温、内嵌式无土栽培等技

术，可年产果菜 8000 公斤以上。

中罗农业科技园花卉实验部的负责人索林

娜·派特拉介绍说，改良后的温室在冬天利用光

能即可调节温度，建设和运营的成本大大降低。

改良温室使得罗马尼亚农民在冬天种植水果、蔬

菜和花卉成为可能，有助于推进当地种植结构的

优化。

“中国的农业发展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

罗马尼亚与中国在农业合作上有较强的互补性，

尤其是中国的农村扶贫经验和农业技术创新模

式，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派特拉说。

（本报华沙电）

罗马尼亚

农业国际合作推进当地种植结构优化
本报驻波兰记者 于 洋

图①：在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小麦研究所的试验田中，专家介绍最新的

研究成果。 本报记者 张远南摄

图②：2020 年 7 月，在德国贝尔热的一块数字农业试验田内，一架无人

机飞过一台自动驾驶联合收割机。

图③：2020 年 9 月，一位罗马尼亚农民在温室中采摘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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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图：日本九州佐贺县的一处农田风光。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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