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纱帐里，玉米行行挺拔；汪汪水

田，晚稻株株青绿……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 示 ：2022 年 全 国 夏 粮 总 产 量 2948 亿

斤，比上年增加 28.7 亿斤，增长 1.0%。这

离不开广大农业科学家的持续努力。长

期以来，广大农业科学家围绕农业农村

发展，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送进亿

万农民家，为实现农业稳产增产、促进农

民持续增收、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推动乡

村振兴作出重要贡献。本版推出特别策

划，为您讲述三位农业科学家的故事。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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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富阳的稻田里，卷着裤腿弯着腰，查看禾苗长

势，汗水浸透衬衫；在海南南繁基地，顶着烈日炙烤，悉心观

察水稻穗数……从试验田到实验室，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洋（见图①，中，中

国科学院供图）几十年如一日，躬耕田野，只为育出一粒粒

好种子。一项项科研成果，落入田间，生根发芽，造福农民。

李家洋先后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30 多

篇，带领研究团队在稻米品质形成机理、水稻分子育种领域

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先后 4 次入选中

国科学十大进展。

让稻香飘满广袤田野，是水稻育种家的梦想。为了培

育出高产优质品种，李家洋一直在努力！

从矮秆水稻品种选育推广到杂交水稻技术突破，我国

水稻产量不断提高。如今，告别了“吃不饱”的旧烦恼，又遇

上了“吃得好”的新需求，李家洋继续向水稻育种的新高峰

攀登……

如何找到高产又优质的水稻？“育种就像是搭积木，找

准积木块，才能更快更好地搭建出理想模型。”李家洋说。

基因就是一个个关键的积木块。李家洋团队从微观世

界中，寻找决定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关键基因。“我们发现了

与水稻的分蘖角度、秸秆粗细等重要性状密切相关的关键

基因，将其导入水稻主栽品种中，就能重塑水稻株型性状，

培育出株高适中、穗大粒多的新品种。”李家洋说。

一把“金钥匙”打开一片新天地。“比如，水稻胶稠度、直

链淀粉含量和糊化温度是衡量水稻好不好吃的指标，我们

通过基因关联研究，确定了多个水稻淀粉合成途径的关键

基因。”李家洋说。

探索之路并不平坦。数据不理想，结果不满意，时常有

之。等到好不容易有了结论，却发现同行已抢先一步发

表。看着同行精心撰写的论文，大家伙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咬牙坚持，从头再来，努力走得更快些。”一次次挫折反而

激发了李家洋的斗志……

辛勤的汗水换来沉甸甸的收获。从影响水稻茎秆机械

强度，到分蘖角度，再到稻穗大小，一个个影响水稻性状的

关键基因被李家洋找到，一系列成果奠定了我国水稻功能

研究的重要基础。

有了基因，关键要“搭建”。分子设计育种，是李家洋团

队攀登的又一座高峰。“‘特青’水稻品种产量高，但综合品

质差，可以当受体。‘93—11’的外观品质优异，可以当供

体。我们对与产量、外观品质、蒸煮食味品质等相关的 28
个目标基因优化组合，利用杂交、回交与分子标记定向选择

等技术，将优质目标基因聚合到受体材料，实现优与优的组

合。”李家洋说。

科研过程中，李家洋寻找着最佳方案。“‘分子设计育

种’较之于传统育种，更加高效精准。”李家洋娓娓道来，团

队首创全新基因分型算法，构建出高密度水稻单倍体型图

谱，率先提出并建立高效精准的分子设计育种体系，为解决

水稻产量与品质互相制约的难题提供了有效策略。

一个个新品种从实验室来到田野，为端稳“中国饭碗”

贡献力量。李家洋团队培育的“嘉优中科 1 号”连续多年万

亩示范平均产量比普通品种增产 20%以上，适合机械化或

直播等栽培方式。

对李家洋来说，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源自内心深处的“三

农”情结。

安徽省肥西县是李家洋的家乡，稻香和农活伴随着他

成长。“小时候，村里的水稻长到半人高的时候，很容易倒

伏。后来，老乡们换了新品种，稻株变矮了，倒伏少了，产量

增加了。”科技的力量，让李家洋印象深刻，“当时，我就立志

成为一名农业科学家。”

此 后 的 岁 月 ，李 家 洋 当 过 农 民 、民 办 教 师 、建 筑 工

人。但日子再苦，他始终没有忘记心中的理想，“白天

抬水泥，晚上挑灯看书。”李家洋回忆说。

1977 年，李家洋成为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中

的一员，来到安徽农学院（现安徽农业大学）林学

系，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后来到美国留学，他

一直聚焦分子遗传学研究，以拟南芥为研究对

象，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求学路上，我也有机会转入其它领域，

但我还是坚持做植物研究。”李家洋说，“我

国是人口大国、农业大国，植物研究对我而

言更有吸引力、更有价值。”

1994 年，李家洋回国，在 30 多平方米

的 旧 实 验 室 里 ，开 始 了 艰 苦 创 业 的 历

程。他决定离开熟悉的领域，在竞争

激烈的水稻研究赛道上起跑。

“拟南芥是双子叶植物，水稻是

单 子 叶 植 物 ，虽 说 两 者 基 础 原 理

相 通 ，但 具 体 到 遗 传 发 育 上 ，天

差 地 别 。”李 家 洋 说 ，团 队 致 力

于 水 稻 分 子 品 种 设 计 ，攻 克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难 题 ，取 得 了 众多

原创性成果。

“我相信，只要不断努力、埋

头苦干，我们的科学研究就能

如同一粒粒种子，破土发芽，拔

节生长，终将孕育丰硕果实，

为粮食安全和农民富裕作出

贡献。”李家洋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几十年如一日培育高产优质水稻品种——

一个个新品种从实验室来到田野
本报记者 王 浩

都说“干一行、爱一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华俊（见图

②，右，杨鹏摄）的确是这句话的践行者。怀揣对土地的热

爱，唐华俊在农业土地资源领域一干就是 40 年。他开拓了

农作物空间格局研究新领域，主持建立了全国首个农作物

遥感监测系统，从 2002 年至今依然在粮食生产、防灾减灾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从小家庭贫困，缺衣少粮的日子历历在目。最大的

心愿，就是让家乡的乡亲们能吃上饱饭。”唐华俊回忆说。

唐华俊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市的一个贫困山村，当地耕

地少。“当时家里孩子多、收入少，吃饭穿衣都是大问题；10
岁前几乎都是光着脚，榆树皮和米糠混合成饼是我们的家

常便饭。”唐华俊说。

他决心靠双手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曾因贫困几次辍

学，但信念支撑着唐华俊一路坚持。1978 年，他考入西南

农学院，“从家里背着一床破被去学校报到”。

1982 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从

承担课题的子任务到独立完成方案设计、任务实施、成果总

结等，唐华俊很快成为业务骨干。

“耕好农业‘大田’不是一件容易事。”当时欧洲农业遥

感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正广泛推动数字农业、精准农业普及

应用。唐华俊萌生了出国深造的想法：“农业科技进步，要

深耕一亩三分地，还要会打开眼界看世界。”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85 年，唐华俊赴比利时

根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我选择了农业土地资源专业。”唐

华俊说，“在外求学，回到祖国服务‘三农’的心始终炽热。”

那时，导师希望唐华俊留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对此，

唐华俊说：“没什么好犹豫的，作为农民的儿子，我要为中国

的农民做事、为中国的农业发展做事，这个想法从来都没有

变过。”唐华俊毅然选择回国。

有人问唐华俊，当时国内条件比较差，有没有后悔？“从

来没有！相反，我很欣慰自己回来了。回到培养自己的中

国农业科学院，学以致用，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唐华俊

回答。

唐华俊说，国内农业遥感起步较晚，从立项找经费到购

置仪器调设备，再到带队伍做研究等，“一切都是新的，一切

都充满希望”。

回国后，唐华俊一直从事农业土地资源遥感研究，围绕

土地适应性评价、耕地承载力评估、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

化等开展科研工作。“咱就是土地体检员，时刻关注着土地

健康。”唐华俊介绍，遥感技术除了监测土地资源的数量、空

间分布及其变化态势，还要监测土地资源的质量和利用状

况。

刚起步时，唐华俊和同事们陷入了国内农业遥感信息

源稀缺的困境。那时，农业领域没有卫星数据接收站，遥感

数据难以获取。“必须为农业生产装上‘天眼’！”唐华俊多方

努力，牵头建立了农业领域国内首套气象卫星接收系统。

系统由室外室内两部分组成。唐华俊指着闪烁的信号

灯说，室外部分负责跟踪捕捉卫星轨道和过境信息，卫星进

入接收范围就会启动接收。数据传输到室内处理系统，对

数据进行预处理和存储，为农作物遥感科研发展提供稳定

的信息源。

磨刀不误砍柴工。唐华俊组织国内 10 多家单位协同

开展持续攻关，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突破多源遥感作物信息

获取、农作物和农田环境参数遥感反演等关键技术，创建了

国内首个适用于全国及区域尺度的国家级农作物遥感监测

工程化运行系统。系统为农业主管部门和各地及时掌握农

作物生产情况、调整产业结构提供重要支撑。

“经过努力，一大批研究成果从实验室走进田间地头。”

唐华俊说，山东冬小麦监测结果用于指导该省冬小麦种植

补贴，广西监测结果应用于指导灾损补偿发放……遥感监

测系统广泛应用于 31 个省

份。 2012 年，“主要农作物

遥感监测关键技术研究及

业 务 化 应 用 ”获 得 国 家 科

技进步二等奖。

防 灾 减 灾 也 是 农 业

“ 天 眼 ”的 重 要 功 能 。 及

时、准确获取多尺度的农

业 旱 涝 灾 害 信 息 是 农 业

生产的迫切需求。“防灾

减灾就是增产增收，农业

科研义不容辞。”为了攻

克 难 题 ，唐 华 俊 带 领 团

队 开 展 系 统 研 究 ，突 破

旱 涝 灾 害 信 息 快 速 获

取、灾情动态解析、灾损

定 量 评 估 等 技 术 瓶 颈 ，

研 发 出 精 度 高 、尺 度

大 、周 期 短 的 农 业 旱 涝

灾 害 遥 感 监 测 技 术 ，达

到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目 前

该技术已经在 15 个省份

落地应用。2014 年，“农

业旱涝灾害遥感监测技

术 ”获 得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二等奖。

如今，现代农业加快

发展，科技给农业现代化

插上了翅膀，必须大力推

进 农 业 机 械 化 、智 能 化 。

唐华俊敏锐捕捉到了新课

题：“数据成了新农资，科

技 成 了 新 农 具 ，智 慧 农 业

前景大好。”

面对新课题，唐华俊坚

守在科研一线。“我有个心

愿——让天空地一体化的遥

感技术为智慧农业赋能，让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

更多乡亲种地有赚头。”

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华俊主持建立全国首个农作物遥感监测系统——

当好土地体检员为智慧农业赋能
本报记者 常 钦

“目标是将农田氮磷排放减少 30%—50%，入湖负荷减

少 10%—20%，农田亩产值每年每亩超过 1 万元。”近日，中国

工程院院士、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绿色低碳共性技

术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见图③，

右一，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供图）带领团队在云南省大

理白族自治州洱海流域，围绕“面源污染解析与防控”“高值

作物系统构建与优化”等六大方面开展攻关……

自今年 2 月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正式成立以

来，张福锁已经在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工作生活 130 多天。

作为一名农业科学家，张福锁始终心系国家，心系农

业，心系农民。

出生于陕西凤翔的张福锁经常这样说：“我是一名老

师，也是一个农民。我生长在农村，干过农活，对农民的辛

苦有着真切体会，对农业一直怀有这样的情结：到农村去、

到生产实践中去，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为农业的增产增收做

出自己的贡献。”

在 30多年的农业生产科学研究中，张福锁始终坚持在一线

从事植物营养学理论与技术创新，突破作物高产与环境保护的

协同难题，创建绿色增产增效技术体系，助力农业绿色转型。

1985 年，张福锁走出国门到国外学习，师从世界闻名的

植物营养学家。那里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条件虽然诱人，但

张福锁却没有产生留在国外的想法。他说：“出国是想了解

国外的发展情况，在国外多学东西，回来好报效祖国。”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化肥用量快速增加，依靠改土

施肥等传统思路解决不了既要增产又要环保的问题，必须

创新理论和技术。

回国后，张福锁把一句“没有努力，就没有成就”的座右

铭贴在办公桌旁，一头扎进了科研……张福锁带领团队克

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科学发现。张福锁

团队先后发现小麦缺锌分泌的植物铁载体类根分泌物，改

变了国际植物营养界过去公认的“缺铁专一性反应机理”的

观点；证明了铁载体化合物对根际微量元素活化能力的非

专一性；在国际上首次阐释了花生和玉米间作改善花生铁

营养状况的现象和机理，并把这一成果运用于我国传统的

间套作生产体系中……

30 年来，张福锁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农业农村部“中

华农业英才奖”等奖项。

科学报国一直是张福锁的努力方向。如今，由他牵头

创立的“科技小院”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去年 4 月，刺梨开花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撒拉溪

镇龙凤村刺梨基地里，多了几位大学生，他们每天骑着三轮

车穿梭于乡间。当地村干部介绍：“这是中国农业大学的

‘科技小院’项目，师生到村里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针

对当地产业的关键问题，开展技术攻关与集成创新。”

位于龙凤村的“科技小院”是中国农业大学在贵州成立

的第一个“科技小院”。目前，31 个省份已建起 480 个“科技

小院”，示范面积 1142 万亩，培训农民 28 万多人次。

2009 年，张福锁和中国农

业大学的同事们在河北曲周县

创 建 了 第 一 个“ 科 技 小 院 ”。

2009 年至今，张福锁带领团队师

生每年 200多天扎根农村，在生产

一线开展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和人

才培养，科技人员与农民一起搞创

新，直接把科技成果送到田间地头，

为作物高产高效和农民增收致富做

出了突出贡献。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由

此，张福锁提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建议，为我国中低产田产能提升、粮

食安全和生态保护提供决策依据。去年

4 月，深谙耕地重要性的张福锁联合中国

工程院多名院士建议尽快开展全国耕地质

量普查。《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

普查的通知》指出，决定自 2022年起开展第三

次全国土壤普查。这项工作将促进中长期土

壤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推动农业绿色转型，为健

康中国建设提供依据。

创建农业绿色发展交叉学科，突破绿色发

展关键技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落地。张福锁

带领团队创新农业绿色发展多目标协同研究

方法，系统揭示了我国化肥的增产和环境效

应，为养分管理由单一增产目标向高产高效

绿色可持续发展多目标协同转型提供了依据

和支撑。

推动农业科技走进田间地头，为农业高质量

发展插上翅膀。在过去 10 年里，张福锁团队以“科

教专家网络、政府推广网络、校企合作网络”为平台，

组织 1152 名研究人员、6.5 万名农业推广人员对接 452 个

县 2090 万农民参与绿色增产技术模式推广应用，累计推广

3770万公顷土地，减少氮肥用量 120万吨。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创建绿色增产增效技术体系——

一心推动农业科技走进田间地头
本报记者 李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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