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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蔬菜种苗科技
协同创新中心成立

本报讯 11 月 27 日，全国第十届蔬菜规模
化高效育苗技术经验交流会暨蔬菜种苗科技协
同创新大会在山东济南召开。全国蔬菜种苗科
技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大会揭牌成
立。会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山
东安信种苗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伟丽种业有限
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共同举办。

记者从会上获悉，目前，全国已建蔬菜规模
化育苗企业（中心、基地、专业合作社）1500 余
个，年蔬菜集约化育苗量近 2000 亿株，约占年
蔬菜种植总需苗量的 30%。但蔬菜集约化育苗
技术应用出现了如种子健康质量不高、育苗基
质质量检测方法不到位等新问题。与会代表针
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交流蔬菜育苗新技术、新
方法、新装备。

中心依托山东安信种苗股份有限公司，吸
纳和聚合 25 个科研教学单位蔬菜种苗科技研
发优势力量。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农
业科学院蔬菜花卉所研究员尚庆茂表示，中心
将突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密切产学研衔接，选
题从实践来，成果向基层走，加快蔬菜种苗科技
成果的落地生根。 （王方）

河北将重点打造
7个特色优势农业产业

本报讯近日，河北省政府出台《关于做大做
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意见》，明确提出河北省
农业产业化发展目标，到 2022 年，全省农业产业
化经营总量达到 1 万亿元以上；产业化经营率达
到 70%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林牧渔业产值之
比达到 2.4∶l。年销售收入 100 亿元以上的龙头
企业达到 10 家，500 亿元以上的达到 2~3 家。70%
以上的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拥有“三品一标”认证，
挂牌上市的龙头企业达到 100 家以上。

据了解，河北省确立的发展重点为：坚持因
地制宜、因业施策、因企选向，将龙头企业做大做
强与农业特色产业提档升级紧密结合，重点打造
小麦、玉米、油料、乳品、肉类、果蔬等 7 个产值超
千亿元的特色优势产业。

以做深玉米产业为例，支持龙头企业梯度开
发淀粉基产品，重点发展变性淀粉，淀粉糖、糖酵、
氨旗酸、有机酸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研发多样
化的玉米食品和多用途的工业原料，延伸产业链、
产品链。到 2022 年，年销售收入 50 亿元以上企业
达到 3 家以上。 （张小奇）

未来肉兔市场无论是高质量的配套系育种、配套系商品全进全出养殖技术，还是与配套系生产相结
合的专业饲料、兔用笼具、环控设施设备、专业人工授精器具等，都会有很好的市场空间。

今年秋收，陕西海升果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升集团）进行期货交割时发
现，很多苹果硬度不达标，他们
分析是因为采收的问题。“只有
做了数字化改造才能发现问题
在哪里。”海升集团热带水果事
业部经理冯欣欣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而这正是我国苹果
产业缺少的。

大数据正成为新的基础设
施、重要的生产要素，“农业农
村大数据要以重要农产品全产
业链大数据为突破口，需要找
准切入点，实现单品突破”。农
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在日前
举行的首届全国苹果大数据发
展高峰论坛上说。

据悉，农业农村部将在
2019 年开展生猪、苹果、茶叶、
柑橘等品种全产业链大数据建
设试点，为农业农村大数据应
用探路，为创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提供新动能。

大数据正拥抱农业

在论坛上，更多嘉宾提到
的是如何提高苹果生产效率。
但在冯欣欣看来，关键是不仅
要种得好，还要存得好。

生产全球 49%的苹果、消费全球 42%的苹
果，双双第一，这是我国在苹果产业上值得自豪
的成绩。但“中国水果采后损失率高达 15%～
20%，而美国、荷兰等发达国家采后损失率仅在
1.7%～5%之间”。冯欣欣介绍道。

他向记者表示，折算下来经济损失达 3000
亿元以上，相当于 1 亿多亩耕地投入和产出被
浪费掉。苹果产业存在大而不强的现实。“不强
恰恰是产业链后端太过薄弱，基础设施不够强
大。”冯欣欣告诉记者。

苹果要真正成为致富果，必须要种好卖好，
做到优果优价。但现实是，苹果树上的每个苹果
不可能都是完美的。这也正是海升集团希望数
字化改造的地方。

“不同的市场，消费能力不一样，对品质要
求也不一样，需要数字化分选和加工。”冯欣欣
认为，大数据不仅仅解决苹果生产的问题，更能
解决苹果销售的问题。只有这样，苹果才能真正
成为致富果。

但事实上，苹果产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
大数据研究和应用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挑战性。

今年年初，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农业大学
教授束怀瑞团队撰文介绍，苹果产业具有数据
源分布广、时效性强、类型多样、结构复杂、获取
困难等特点。

据介绍，苹果产业数据涵盖果树栽培、农业科
技、农业装备、农资、气象、土地、水利、病虫害防治、
市场流通、果品加工等诸多环节，数据源较为复杂。

除此之外，生物作为苹果生产过程主体的
特质，导致苹果生产的区域化、多样化、差异化
以及动态性和复杂性，时刻面临着不断产生大
量数据的获取、挖掘、存贮、处理和应用等问题，
构成了苹果大数据研究与应用的基础条件。

新形势下，“迫切需要物联网、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使信息技术在苹果全产业链中得到广
泛应用”。束怀瑞说。

苹果有了数字地图

论坛期间，由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会同陕
西省果业管理局等涉农大数据和苹果产业机构
发起成立了全国苹果大数据发展应用协作组。
海升集团当选协作组副理事长单位。

记者了解到，成立于 1996 年的海升集团一
直专注于苹果全产业链的探索和发展，现在已
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浓缩果汁生产商和全国
最大的矮砧密植苹果种植公司，它还是农业产
业化国际重点龙头企业。这些年，海升集团基于
分布在全国的 60 个标准化示范基地，分三个阶
段建立数据化平台，分别是数字上云、AI 农业生
产和从种植经济到数字经济。

冯欣欣介绍，海升集团联合阿里云的数据
科学家，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数据基础架
构的建设和数据上云工作，解决了长期困扰他
们的历史数据整合问题，让农业生产第一次有
了一张清晰、准确、实时的“数字地图”。

接下来，他们通过整合过去多年的苗木繁
育、种植栽培、分选加工、市场销售等全产业链
数据，借助云计算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对全域数
据进行深度挖掘，对关键业务场景实现智能处
理，探索作物模型和精准营销。

最后，从示范带动到产业基础设施服务，海
升集团实现从种植经济到数字经济。

众所周知，“二十四节气”是中国种植业的
最好的科技沉淀，它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国农业
历史的经验，但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

“二十四节气”的指导意义变得越来越弱。
随着农业大脑的构建，数字化、智能化农事管

理将梳理和构建出新的农业种植规律和操作范
式，成为中国农业向全球农业的全新知识输出。

在冯欣欣看来，通过农业大数据平台和农
业大脑推动“从种植生产向数字经济转变，从传
统种植模式转向产业基础设施服务”的“双转
向”，将进一步提高“企业＋产业园区＋合作
社＋农户”的海升模式的效果。

此外，通过分析贫困区的区位优势和产业
基础，海升集团可以整体输出种植业产业基础
设施、优势品种和现代化种植技术体系，再通过
土地流转、进园务工、承包经营、资金分红等方
式来增加贫困群众的收入，继而实现贫困区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建
立一整套精准、高效的产业扶贫模式。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
为核心构建的农业大脑，将对我国农业未来发展
起到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冯欣欣总结道。

拥有“苹果的脆、梨的水灵、哈蜜瓜的甜”，
10 月底的一天，中国林业科学院亚热带林业研
究所（以下简称亚林所）研究员龚榜初站在一
株矮化甜柿树下，手里拿着刚从树上摘下的甜
柿，向记者介绍道。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的永安高山农
庄从 2011 年开始，正式成为浙江省“十二五”

“十三五”农业新品种选育重大科技专项甜柿
新品种选育与高效栽培示范基地。280 亩的坡
地，示范栽培“太秋”“富有”两个甜柿新品种。

负责基地管理的富阳永安李荣富家庭农
场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荣富告诉《中国科学报》
记者，如今，这批甜柿树已进入盛果期，亩产可
达 2000 公斤以上，每亩收入 2 万到 6 万元。

“每年 9、10 月份，到农庄来采摘甜柿的人
非常多，近两年乡村旅游再加上电商销售，基本
上 10 天树上的‘太秋’就摘完了！”李荣富说，口
感明显好于市场上其他甜柿品种，受欢迎程度
可见一斑。

三十年两新种

永安高山农庄与亚林所的合作，早在十几
年前就开始了。龚榜初选择永安高山农庄，将

“富有”“太秋”两个经过十余年时间选育的甜
柿品种栽种到这里。

1985 年，亚林所从日本引进甜柿开始做新
品种选育工作，那时候的龚榜初还是一个 21
岁的小伙子。“富有”品种就是基于那时的工作
筛选出来的。

2002 年，亚林所再次从日本引进甜柿种质
资源，结合国内 10 多个品种，经过十几年的攻
关，终于在 2014 年由浙江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
会认定了“太秋”甜柿良种。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十大健康果
蔬”之一，柿子维生素 C 含量是苹果、梨、桃等
几十倍，有利于预防坏血病，抗氧化，抑制致癌
物质生成，提高人体免疫能力。

而甜柿的类胡萝卜素含量高。众多的医学
研究表明，类胡萝卜素具有高效淬灭单线态氧

和清除自由基的作用，在预防人类心血管疾病
和防癌抗癌等保护人类健康方面起着更为重要
的作用。

据介绍，“太秋”橙黄色，松脆、汁多、味浓
甜，糖度 14%~22%，几乎无核。每年 9 月下旬至
10 月底成熟，采收期长达 50 天左右，非常有利
于农家乐、采摘游。“太秋”甜柿栽种后 3~4 年结
果，5 年亩产 300～600kg，8～10 年进入盛果
期，亩产 2000～2500kg。

龚榜初告诉记者，由于目前甜柿产量少，主
要用于鲜食。但其实甜柿非常适合鲜榨果汁，不
氧化、不变色、不用添加剂是其最大优点；甜柿
是做果醋饮料的天生优良原料，味道类似苹果
醋饮料；如制作冷冻干燥甜柿脆片，也能保留柿
子风味。

新品种推广遇难题

“除了永安高山农庄，‘太秋’在浙江省桐乡
市石门镇和东阳市歌山镇还有 100 亩推广基
地。”龚榜初告诉记者，2018 年这两个基地种植
第 3 年就开始结果，收入约 20 万元。

目前全国甜柿种植面积为 25 万 ~30 万亩，
分布在 20 个省区，所栽品种基本上是“次郎”“阳
丰”，收购价为 2~6 元，市场销售价为 5~10 元不
等。全国面积最大的甜柿基地在云南省保山市，
面积 6.5 万亩，其种植品种 99%为“次郎”。

“甜柿对砧木要求甚严，与我国惯用的‘君
迁子’等许多砧木嫁接不亲和。”龚榜初告诉记
者，制约甜柿新品种推广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合
适的砧木。

砧木决定着果树成活与否、长势好坏、产量
高低、果实大小和品质优劣，以及抗性强弱。因
而对果树的推广应用而言 ，砧木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然而，我国优良甜柿品种的砧木问题在很
长时间内没有得到解决。

亚林所经过 20 多年试验研究，从 30 多个类
型中筛选出“亚林柿砧 6 号”甜柿广亲和性砧木，
从而率先攻克了国内甜柿引种 60 多年来的嫁接

砧木技术难关，使优质甜柿品种能推广于生产。
在此基础上，亚林所又进行了 80 多种不同

砧木类型、中间砧嫁接“富有”“太秋”甜柿试验，
从生长结果、产量、品质、生理生化、解剖结构等
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选出 4 种优良砧木，并
获国家林木新品种保护。

此外，还在浙江省兰溪市建立了甜柿砧木
种子园，以期为下一步推广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龚榜初的团队还总结出一套科
学的甜柿栽培管理方法，包括选择光照好，土层
深厚、中性偏酸的土壤建园，挖大穴，施足基肥；
每年深翻扩穴改土，熟化土壤，施基肥一次，追
肥 2~3 次，及时中耕除草，防治病虫害；以 Y 字
形、自然开心形、变侧主干形等树形为主，疏花
疏果等。

“总体来说，‘富有’‘太秋’等甜柿品种与亲
和性砧木适宜长江流域及以南栽培，广大北方
还需进一步试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生态气候
条件相差大，较大面积栽培推广前还请及时咨
询相关专家。此外，‘太秋’在一些地区栽种，其
果面易产生细小裂纹和污损，影响外观，需较高
的栽培技术。”龚榜初带领团队所做的科研工
作，为推动甜柿品种更新换代、促进甜柿产业优
化升级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从“种”开始深挖兔业潜力
姻本报记者 王方

健康兔肉、兔皮兔毛制品，这都是兔可以提
供给我们的产品。俗话说，“飞禽莫如鸪，走兽莫
如兔”，这对兔肉价值予以肯定。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兔肉产量为 86.9 万吨，约占全国肉类总
产量的 1%，比十年前增长 44.4%。

作为发展迅速的特色产业，兔业有哪些值
得深思和亟待解决的科技问题？日前，第八届

（2018）中国兔业发展大会在湖南省宁远县召
开，启迪当前兔产业发展新思路。

育种及市场竞争

“兔产业的目标是为消费者生产理想的
兔产品，种业是实现目标的最重要环节之
一。”国家兔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
农业大学教授秦应和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青岛康大兔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勇
认同这一观点。他表示，“在兔业生产中良种贡
献率为 40%，发展兔业必须良种先行。”

2010 年之前，我国科研人员通常采用谱
系 + 表型 + 育种值的选育方法。比如皖系长
毛兔、康大肉兔配套系（1~3 号）等就是这样选
育出来的。

2010 年之后，在原先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基
因型选择，如生长和肉品质 QTLs、皮毛 QTLs、
繁殖与抗病 QTLs 等。秦应和举例道，如 MyoG
基因在新西兰白兔中有提高其屠宰和肉质性状
的作用，Hoxa4 基因有提高苍溪长毛兔产毛量
的作用。

“因此在开展这些品种的选育时，除了原来
的谱系 + 表型 + 育种值选择方法外，还需考虑
被选种兔是否携带上述特定基因，从而保证选
择的有效性。”秦应和说。

秦应和介绍，肉兔育种方法趋势是 BLUP
法 + 分子标记辅助、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
技术，目标是实现繁殖性状适度，同时注重产量
和品质性状提升。供种模式要向配套系供种、分
工分级扩繁、靠近产地供种的方向发展。

据悉，世界主要肉兔育种公司已全部进入
中国。最近几年，我国主要推广的是法国三大肉
兔配套系良种：伊拉、伊普吕、伊高乐，都属于白
色为主的快长型配套系良种，饲料转化效率高、
生产效率高，适用于胴体分割出口。

地方兔种情况如何？以福建为例。
“福建省肉兔地方品种虽然具有适应性

广、抗病力强、肉质好、有药用功能、消费者喜
欢、市场畅销等优点，但其缺点是生长缓慢，在

没有优质优价地区，效益偏低，其市场竞争力
目前还不明显。”福建省农科院畜牧兽医所研
究员谢喜平表示。

目前，地方兔品种市场畅销，比如福建黄兔
和闽西南黑兔。他建议，要加快进行纯种选育，
在保持品种优良性状的前提下，提高其生产性
能，实现优质高效。同时，地方兔资源是培育优
良新品种的良好素材，可根据市场的需求，培育
专门化品系、配套系、新品种（系），不断创新开
发利用是地方兔生存和发展的生命力。

配套系促标准养殖

《全国草食畜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明确产业发展任务：“扎实推进良种繁育体
系建设，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中国兔产
业发展规划（2016—2025）》提出重点任务之一
是“大力推进兔产业的标准化建设”。

标准化首先从种兔谈起。秦应和算了一
笔账：

2015 年全国出栏兔 5.24 亿只，80%为肉兔，
则肉兔年出栏量为 4.192 亿只。以目前我国生产
水平，每只母兔年均提供上市商品兔约 35 只，
则需繁殖母兔 1198 万只 / 年。若 50%为规模化
生产（发达国家 90%以上），由肉兔配套系提供

规模化生产所需的母兔，则全国需父母代肉兔
配套系母兔 599 万只。

“我国各畜种都经历过从低效地方品种到
高效配套系良种化的发展过程，而目前肉兔配
套系良种比例仅占 5.6%。”李明勇介绍。这一比
例在蛋鸡配套系良种为 82%、白羽肉鸡配套系
良种为 100%、土鸡配套系良种为 75%面前显得
极低。

在李明勇看来，整齐的母系培育，才可以实
现大群体的自主工业化护理。配套系生产性能
的一致性是产品标准化生产的基础。配套系杂
交优势是实现高效生产的关键。

济源市阳光兔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段天奎介绍，肉兔配套系集约化养殖因其
优秀的品种和杂交优势及同期发情、同期配种、
同期产仔、同期出栏的“四同期”生产方式，使其
无论是配种率、繁殖率、成活率还是料肉比都远
超其他养殖模式，是当今国际上最先进的饲养
技术，也是我国兔业发展、育种的根本方向。

“工厂化‘全进全出’的养殖工艺可实现商
品兔规格标准率极大提升，为兔肉作为标准
化食材进入餐饮、酒店、连锁店等提供了机
遇。”他说。

不过，配套系高效率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
题，如增加疾病风险、降低饲料效率等。李明勇

建议，制定科学合理的疾病防控措施，落实生物
安全措施；严控饲料原料安全，采用科学平衡的
饲料配方和饲喂方式；科学合理地设计、建造及
使用设备设施，适度控制兔舍规模。

未来专业化发展

兔产业是小产业，做大做强兔产业还应从
“种”开始。“市场换不来我国肉兔育种技术进
步。”秦应和表示，家兔种业任重道远。

此外，规模化兔产业养殖也要升级。“兔产业
发展要生产高效、产品优质、过程经济与环保、兼
顾动物福利。”他告诉记者。

当前，农户零星散养家兔向专业场（户）转
变不断增加，非农资金投资地方兔养殖业越来
越多，专业化、规模化的饲养方式正逐渐增加。
在这一过程中，配套系优良品种推广，实现了
繁殖效率的大幅提高，搭建起高质高效家兔繁
育体系。

段天奎表示，传统模式下房前屋后的庭院养
兔模式市场占有率会越来越少，基本退出历史舞
台；标准化、规模化、工厂化、智能化的养殖会逐
渐成为市场主体。“在饲料成本相当的前提下，

‘工厂化’与‘庭院式’人均劳效差 5 倍左右，笼位
贡献差一倍左右。”他说。

按照兔产品经济用途，兔产业可细分为三大
类：肉兔、獭兔（又称皮兔）和毛兔。獭兔、毛兔近
几年低迷徘徊，但肉兔利润多年来一直较好。段
天奎表示，兔肉作为健康的肉类食材，每年消费
量以 5%~8%的速度递增。

在他看来，未来肉兔市场无论是高质量的配
套系育种、配套系商品全进全出养殖技术，还是
与配套系生产相结合的专业饲料、兔用笼具、环
控设施设备、专业人工授精器具等，都会有很好
的市场空间。

李明勇表示，随着肉兔产业发展的理性化，
区域优势的差异化不断显现，未来各地区将借助
不同的资源、市场和气候优势逐步实现精细化的
产业化、专业化分工。

“东北和西北是规模化养殖的原料供应基
地，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区将逐步成为出口企业
货源基地，河北北部、陕西、甘肃东南部等地区将
成为国内市场的养殖生产集聚区，四川、重庆、广
东、福建、湖南等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兔肉消费地
区。”他说。

此外，他补充道，面对餐饮渠道的兔产品，符
合健康理念、高附加值、重复消费、兔肉口味特点
趋利避害等，将有较大潜力。

产业透视

甜柿新品种推广突破砧木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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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太秋”等甜柿品种与亲和性砧木适宜长江流域及以南栽培，广大北方还需进一步试
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生态气候条件相差大，较大面积栽培推广前还请及时咨询相关专家。

新西兰兔 秦应和供图

“富有”甜柿 李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