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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粮丰收已成定局，全年粮食产量将
再创历史新高。11月15日，浙江省龙泉
市兰巨乡独田村的巨型稻就迎来了丰收。
只见田里的巨型稻已长到2米高，金灿灿的
稻穗随风摇曳，机器正在收割。“虽然赶上
几次台风和秋雨连绵的天气，但今年的试
种非常成功，稻谷早已被预订一空。”独田
村巨型稻种植基地负责人毛必发说。

巨型稻，是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
态研究所于2017年10月正式发布的一种水
稻新种质，由该研究所夏新界研究员团队

研发，近年来陆续在多地种植成功。接受
本报采访时，夏新界介绍，巨型稻株高达
1.8—2.2米，比普通水稻高出1米左右，单
位面积生物量（单位面积上存在的有机体
的干重总量或所有植物种的有机物干重总
量）高于现有水稻。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
比高粱还高，穗子比扫帚还长。我跟我的
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曾畅想“禾下乘凉梦”。如
今，这一梦想距实现越来越近。

多地试种成功

“巨型稻米煮的饭我吃了，有嚼
劲，糯糯的，还有点儿甜。”接受本
报采访时，毛必发激动地说。回想一
年前，毛必发赴福建武夷山区出差，
路过当地的巨型稻种植基地，了解到
这一全新品种。

“第一次见到很惊讶，我说这水
稻怎么这么高，跟我们地里的玉米
一样。”毛必发说，“他们告诉我，
这是巨型稻，长得高、产量也高。
尝过之后，我觉得口感很不错。”

回家后，毛必发想，这种水稻产
量高，能帮助农民增收，而且龙泉是
浙江省钱塘江、瓯江以及福建省闽江
三江源头，水质好、土质肥沃，就联

系公司着手引进，最终选择试种植巨
型稻品种“巨丰5号”270亩、“巨丰
6号”30亩。

“巨型稻的生长周期比一般水稻
要长一些，我们是 5 月下旬插秧，
11 月进行收割。从今年收获情况来
看，产量优势明显。”毛必发说。

9 月 24 日，好消息从国家杂交
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
传来。重庆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试
种的 15 亩巨型稻试种成功。国家
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分
中心副主任陈杨朴告诉记者，这是
巨型稻首次在“中国四大火炉”之
一的重庆进行试种，尽管遭遇极端
高温高湿气候，还是取得了不错的
收成，成功试验了巨型稻的“耐高
温”指标。“明年我们将有针对性
地调整种养方法、提前防治稻曲
病，产量应该还会提高。”

夏新界表示，目前，巨型稻已在

全国22个省份100多个试点种植，既
包括传统水稻种植区域的湖南湖北，
也包括广东广西等海边盐碱地、旱改
水贫瘠土壤等，基本都比普通杂交稻
的亩产高。

水稻新种质材料

稻米是人类主要的粮食作物之
一，随着全球人口增长与耕地面积
减少，不断提高产量是当今水稻育
种工作者的首要目标。

一般而言，水稻的产量主要取
决于生物量和收获指数 （单位面积
上稻谷的重量除以全部水稻干物质
的重量） 两大性状。经过几十年不
断发展，现有水稻的收获指数已经
接 近 植 物 生 理 学 家 认 为 的 上 限 ：

0.6。未来何去何从？夏新界认为，
必须培育拥有超大生物量的“大个
子”水稻。

从2006年开始，夏新界团队与湖
南新春农业生物高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在现有优异水稻种源的基础上，运用一
系列生物遗传育种技术，优中选优，获
得超大生物量水稻新种质材料。具体而
言，是以籼稻93—11、日本晴等为材
料，经田间授粉杂交，获得较稳定后代
群体后，再与茶陵野生稻进行授粉杂
交，逐年选育纯化，最终获得基本稳定

的巨型稻株系。
经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

DNA指纹检测，以及华智水稻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56K水稻SNP（指在基
因组水平上由单个核苷酸的变异所引
起的DNA序列多态性） 基因芯片指
纹图谱检测，确认巨型稻是一种水稻
新种质材料。

夏新界介绍，经过南方多地的区
域试验，巨型稻拥有诸多优点。

——高产又优质。巨型稻米粒均
匀，适口性好，克服了以往水稻高产
不优质的问题。经农业部食品质量检
验测试中心（武汉）检测，巨型稻米
质已达国家优质稻谷三级。

——广适性很强。巨型稻根系发
达，深度达到35厘米，比普通稻的根
系长53%，根系总量是普通稻的3-4
倍，因此养分流失少。个高体大的巨
型稻，根系深入土壤，具有很强的抗
逆境能力，耐旱、耐贫瘠、耐盐碱、
抗海水。实验证明，巨型稻在稻田、
旱地、贫瘠新垦地、盐碱地、海边滩
涂等均可种植。

——秸秆有价值。农作物收获之
后，传统做法是将秸秆废弃、焚烧或
还田，利用率较低，而巨型稻成熟时
籽黄叶绿，秸秆纤维素比普通水稻高
20%-30%，可用于制作青贮饲料，喂
牛羊等动物。此外，秸秆也可以作造
纸与建材用。夏新界透露，已有酒企
联系，想收购大量秸秆用作酿酒的天
然酒曲。

——适合发展稻田生态种养农
业。巨型稻的核心优势在于足够高，
可以实现“稻鱼共养”。虽然普通水
稻田里也可以养鱼，但因植株较矮，
最多只能蓄40厘米深的水，导致鱼虾
产量较少，而巨型稻蓄水深度可达1
米左右，不仅可以提高鱼虾产量，还
可以养鸭等经济动物。粗壮高耸的巨
型稻，还能成为鱼虾遮阳和防范鸟类
的防护屏障。

通常，高秆品种的劣势是不抗
倒伏，夏新界在研发之初就很注意
增强茎秆的大小和韧性，增强茎秆
内壁的厚度，然后再通过与优质水
稻品种杂交，形成目前的杂交水稻
品种。夏新界表示，目前，研究已
获得十多项自主国家专利和国际专
利，现已初步构建巨型稻的指纹图
谱，向国家农业农村部提交了巨型
稻新品种权申请，并已获得初审合
格通知书。

回望这一路的坎坷，夏新界感
叹：“我潜心研究巨型稻十多年，实
验了无数次，终于上天不负有心
人，有了今天的成果。”研究受挫
时，夏新界喜欢去试验田里走一

走。“看看水稻的长势、看看田里的
风光，心情就好了。”他说自己在湖
南洞庭湖边长大，从小帮大人插
秧，这些经历使他对水稻情有独
钟，对研究始终抱有热情。

看好市场前景

今年重庆巨型稻试种成功的消息
在网上“走红”后，不少游客闻讯而
去、拍照打卡。稻花开的时候，美不
胜收，人走在巨型稻中，就像进入芦
苇荡一样。附近村民也赶来观看，多
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稻田前久久伫
立，感叹“太好了”“割稻子不用弯
腰了”。

纵观农业发展史，大体上经历了
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
发展阶段。人们对现代农业的向往，
不仅有生产性功能，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提供观光休闲的生活性功能也成
为重要指标。围绕巨型稻发展稻鱼共
养、构建生态景观、推广观光农业，
颇有前景。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
庆分中心计划，明年在重庆扩大“巨型
稻”种植面积，同时发展“稻鱼共生”
试验项目。陈杨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以大足区为例，每年四月初插秧种植巨
型稻，六月初水稻分蘖，稻株生长到一
米高时，稻田蓄水40-60厘米，每亩投
放虾苗120斤。夏季水温在18℃-30℃
之间最适合鱼虾生长，小龙虾在巨型稻
田的生长期约为40天，若是管护到位，
每亩平均可以收获小龙虾400斤，将会
大大提高农民收益。

陈杨朴表示，后续巨型稻的研究
方向主要是提高适应性和抗性、增加
营养含量，以及在重金属阻断方面进
行突破。“明年我们会在大足推广2000
亩稻鱼共养项目，全国适合稻鱼共养
的稻田更是数不胜数，我们对巨型稻
的市场前景非常有信心。”

今年的试种植让毛必发初尝甜
头，他已经决定，明年要将种植面积
扩大一倍，并改造农田100亩，采取
立体农业模式。“县里很支持这个项
目，派科技员来帮助我们掌握种养知
识。我都想好了，明年就在巨型稻田
里养甲鱼。”毛必发说。

夏新界表示，试验证明目前几
个巨型稻品种适合在南方种植，团
队正在培育适宜在广大北方地区种
植的品种，今后将推出第二代、第
三代巨型稻，进一步提高产量，让
巨型稻遍布大江南北甚至世界各地。

巨型稻已在中国多地试种成功巨型稻已在中国多地试种成功——

““禾下乘凉禾下乘凉””不再是梦不再是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叶叶 子子

在 11 月 3 日揭晓的 2020 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中，“奶及奶制品安全控制与
质量提升关键技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蒙牛集团作为获奖单位之一
接受表彰。

“对正处于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关键
时 期 的 中 国 乳 业 而 言 ， 在 此 时 获 此 奖
项，为整个行业科研人员带来大踏步向
前的积极激励。”蒙牛总裁卢敏放说，这
显示蒙牛长期以来坚持以创新立身，持
续推动自身技术进步，推动中国乳业整
体技术和品质提升。

智慧工厂“机器人”比人更忙

蒙牛和林总部第六期工厂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和林格尔盛乐工业园区内，在这里
偌大的厂区里，看不到几个工作人员。

“车间主要实行机械化操作，在中央
控制室内只要轻轻点击鼠标，就可以完
成各个环节操作。减少人工环节，也是
为了从最大限度上保证牛奶品质，减少
污染源。”工厂讲解员说，这里是蒙牛
40 多个生产基地中最大、智能化水平领
先的一间常温液态奶的单体生产工厂，

同时也是国家 4A 级工业旅游景区。
近年来，蒙牛乳业以智能制造为核

心，推动蒙牛全产业链向自动化和数字化
的方向发展。即使是在蒙牛这样一个日产
超千吨的牛奶生产工厂，也看不到很多工
作人员，灌装、打包、封口、物流、仓
储，均由机器人及机器手臂智能操作。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保障
粮、棉、油、糖、肉、奶等重要农产品供
给安全”，在奶业实现新的更大发展时
期，龙头乳企带动作用愈发凸显，需要通
过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打造优质产品。

据了解，目前蒙牛已经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全球优质奶源
布局，并引入国际先进牧场管理经验，
持续打造高品质奶源，诸多领域已实现

生鲜乳菌落总数、体细胞数、平均蛋白
质含量、脂肪含量等均可比肩欧盟标准。

与此同时，蒙牛还通过建设中国乳
业产业园，发力推动中国乳业占领全球
乳 业 的 标 准 与 科 研 高 地 、 智 能 制 造 高
地、交易平台高地、组织与人才高地，
并推动中国乳业完善调优乳品结构、拉
动乳品消费、深化奶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 助 力 保 障 奶 业 产 业 链 、 稳 定 供 应
链，推动提升中国乳业国际竞争力。

参展进博会 汇聚全球资源

在今年的进博会食品馆中，蒙牛国际
的展台很醒目，品牌众多、产品丰富、区

域色彩鲜明，且有餐饮试吃展台，不断吸
引观展者。

这是蒙牛第四次参展进博会，蒙牛
携旗下雅士利国际、贝拉米以及合作伙
伴爱氏晨曦等海外品牌亮相，展示中国
乳业龙头企业汇聚全球优质资源平台的
成果。

多年来，蒙牛在全球范围内将不同区
域内的乳业资源优化整合，以东南亚作为
国际化战略的主阵地，以欧美区域作为高
端研发与技术合作方，以大洋洲等区域作
为优质奶源供应地，从而形成在全球范围
内的完善的全产业链布局。

目前，蒙牛产品远销新加坡、马来
西亚、缅甸、菲律宾、柬埔寨、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环保先行 践行绿色生产

日前，《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 （COP15） 在云南昆明举行。在会
上，蒙牛发布了生物多样性报告，将保护生
物多样性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议题，
提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三大路径”“五项行
动”，并作出“八大承诺”，积极探索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之道。

近 年 来 ， 在 加 工 减 排 、 饲 料 优 化 、
减用兽药、粪污资源化、动物福利提升
等方面，蒙牛推动中国乳业取得长足进
展。

在生产、包装和储运环节，蒙牛积极践
行环境友好的绿色生产。目前，蒙牛已经建
成17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其中2020年竣工的
武汉生产基地，采用国际先进的理念与技
术，打造生态化、森林式的乳品标杆工厂。
今年夏天，基地清洁、优美的环境还吸引了
多只白鹭前来嬉戏。

2021 年，蒙牛蝉联恒生可持续发展企
业指数；在全球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评级明晟ESG指数和全球蛋白质生产者
ESG指数中，蒙牛位于中国食品行业前列。

创新赋能“智造”

中国乳业品质提升
胡 俊

10月16日，游客在浙江省建德市三都镇新和村袁隆平生态水稻种植基地与收割的巨型稻合影。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88月月3030日日，，重庆市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重庆市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平均每蔸水稻植株高达平均每蔸水稻植株高达22米左右的米左右的巨型稻巨型稻长势喜人长势喜人，，吸引不少市民前往观赏吸引不少市民前往观赏。。 刘新吾刘新吾 黄黄 舒舒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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