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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要“走在前列”，需
要创新驱动；山东农民要增收致
富，需要科技支撑。山东省农业科
学院作为全省农业科技创新的龙
头，承担着科技创新驱动现代农业
发展的重任，践行着服务农业、农
村、农民的使命，自主研发的一大
批新技术、新成果奏响齐鲁大地丰
收的乐章。

院士领衔小麦创新

支撑山东夏粮“十三连增”

2 0 1 5年，山东夏粮总产达到
4 6 9 . 5亿斤，比上年增产1 6 . 6亿
斤，再获丰收，实现了“十三连
增”。粮食总产持续提升，根本上
是依靠科技创新提高单产来实现
的，其中科技的贡献功不可没。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始终坚持把
保障粮食安全作为科技创新的首要
任务。该院作物所首席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赵振东，年过七旬仍然
奋斗在小麦育种第一线，作为学科
带头人自2014年初，整合全省小麦
育种、栽培、土肥、植保等研究力
量，组建了跨单位、跨学科的院士
创新团队，主持承担山东省超高产
小麦科技创新示范工程，积极开展
新阶段亩产820公斤的超高产小麦
育种攻关。

近年来，山东省农科院育成的
“济麦”系列和“鲁原502”等小
麦新品种年推广种植面积3000多万
亩，占全省近6 0 % 、黄淮麦区的
25%。特别是济麦22创造了单产最
高、年推广面积最大、适应范围最
广三项“全国之最”，连续6年为
全国推广面积最大品种，截至2015

年夏收累计推广已超过2亿亩，增
产粮食2 0 0 多亿斤，为我省粮食
“十三连增”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日该院小麦创新又传捷报，
新选育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济麦
229和抗旱节水的旱地小麦品种济
麦262，通过了山东省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小麦专业组推荐审定，
近期将参加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会议评审。利用分子标
记辅助手段选育的高产品种济麦23

参加了2015～2016年度的山东省高
肥水生产试验，表现优异，丰富了
优质小麦的后备资源。此外，在小
麦响应倒春寒的分子机理研究方面
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为利用农艺措
施减轻倒春寒危害、培育耐倒春寒
的小麦新品种提供了基础理论支撑
和基因资源。

以小麦育种栽培为代表的山东
省农科院创新团队立足山东特色，
面向产业需求，不断破解制约现代
农业发展的重大关键共性问题，努
力为保障粮食安全，特别是口粮绝
对安全提供品种和技术支撑。

强化“轻简化”研发

引领现代农业种植革命

当前，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
转移，“谁来种地”、“怎么种
地”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山
东省农业科学院面对农业产业发展
需求，积极研发以“轻简化”为核
心的农机农艺融合技术，在产量不
减的前提下，通过简化种植管理，
减少作业次数，减轻劳动强度，以
机械代替人工，实现节本增效。

小麦作为北方的主要口粮，在
保障粮食安全中具有重要地位。山
东省农科院将如何降低种粮成本、
提高种粮效益列为攻克的重点。通
过集成创新，研发出小麦“两深一
浅”轻简化栽培技术，并联合农机
生产厂家研制出新型播种机，实现
整地、深松、播种、施肥、镇压一
次性完成，省工省时。“两深”是
指深松作业打破犁底层和深施肥提
高肥料利用率；“一浅”是指适当
浅播种保证小麦播种质量，培育壮
苗。跟传统技术比起来，每亩播种
量比原来减少一半，降至1 5～2 0

斤，施肥量减少15%～20%，而且
每亩小麦增产10%左右。由于减少
了作业程序，节省种子和化肥用
量，提高单产，每亩节本增效200

元以上，两年在全省示范推广600

余万亩，示范农户增产增效显著。
山东是除新疆之外的全国棉花

生产第二大省，是原棉消费第一大
省。但长期以来，棉花作为劳动密
集型经济作物，用工成本高，植棉
效益低。为此，山东省农科院棉花
中心根据我省特点开展了棉花轻简
化栽培技术研发，于2012年首先在
种植和管理环节取得技术突破，被
农业部确定为全国主推技术，在山
东、河北等产棉省得到大面积推广
应用。在此基础上，目前又在最关
键的机械化收获(机采棉)环节取得
突破，选育出鲁棉研3 6、鲁棉研
37、K836、鲁棉522等机采棉品种
(系)，建立了基于精量播种与集中
成铃为核心内容的机采棉农艺技
术，基本实现了棉花生产的全程机
械化，将棉田用工由过去的25个左
右降为5个左右。

水稻是盐碱地改良的先锋作
物，但传统插秧费工费力，一度成
为制约水稻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山东省农科院水稻创新团
队在东营开展盐碱地水稻轻简化栽
培试验示范，引入水稻旱条播、旱
穴播和水直播技术，并根据盐碱地
特点进行改良创新，实现机械直播
一人一天100亩，与人工插秧相比
效率提高100倍，每亩地可节本增
效近200元。他们开展的圣稻14、
圣稻19等自主选育品种的盐碱地轻
简化栽培试验，均取得亩产千斤以
上的产量表现。2015年9月，在东

营成功举办了山东水稻产业高层研
讨暨黄河三角洲盐碱地轻简化栽培
观摩会，得到国内同行的高度评价
和当地农民的普遍认可。

生物防治替代农药

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丰收

2013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山东省农科院时强调，“以
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
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2015年，
农业部提出农药化肥“双减”计
划，要求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
盖率达到30%以上。当前，在通过
科学用药减少农药施用量的同时，
更需研发推广以天敌和授粉昆虫为
代表的农药替代品。

近年来，山东省农科院通过承
担国家国际合作项目，引进国际先
进的天敌昆虫工厂化生产技术和生
产线，组建了国内技术领先的“天
敌与授粉昆虫研发中心”，并投资
1000万元建成我省首家现代化天敌
工厂。主要开展天敌和授粉昆虫规

模化繁殖和应用技术研发，现已攻
克了人工周年繁育的多项技术“瓶
颈”，掌握了赤眼蜂、丽蚜小蜂、
食蚜瘿蚊、小花蝽、熊蜂、壁蜂等
昆虫工厂化生产技术，在技术和人
才储备方面形成了一定优势。天敌
与授粉昆虫产品能够有效替代激素
和农药，现已在济南、泰安、聊
城、潍坊等地示范应用，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2015年，该院研发的赤眼蜂防
治玉米螟技术作为玉米绿色增产综
合技术模式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与
中国农科院合作在德州武城开展了

1万亩次的试验示范。示范区玉米
螟卵寄生率达9 4 . 2 5%，是迄今为
止有关大面积释放赤眼蜂报道中最
高的。玉米被害株率8 . 1%，低于
化学防治对照区50%，明显降低了
玉米产量损失。示范区的直接防治
成本与对照区基本相当，平均每亩
减施农药1公斤左右。

在济南、寿光等地的设施蔬菜
大棚里，该院以天敌和授粉昆虫结
合使用的示范点，备受菜农青睐。
用熊蜂授粉代替激素点花，每群熊
蜂为普通西红柿、茄子、草莓等作
物授粉面积约1 . 5～2亩，授粉率
达98%以上，坐果率达95%以上。
由于熊蜂授粉的果实内自然形成种
子，果汁和果肉饱满，一般果菜增
产10%以上，茄子增产30%以上，
不但果重增加，而且改善果菜品
质，味道鲜美，商品果率高，经济
效益好。结合使用的天敌丽蚜小
蜂，在整个作物生育期内对白粉虱
的持续控制效果十分显著，不但省
去了菜农隔四五天就要喷施一遍农
药的辛苦，而且从源头上控制了农

产品质量安全。

坚持问题导向

科技创新永远在路上

“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支撑
山东农业“走在前列”，首先要自
身科研实力“走在前列”。近年
来，山东省农科院锁定“国内一
流、国际有影响”的强院建设目
标，持续强化自主创新，截至目前
已在全国省级农科院中创造了四项
“全国第一”：一是在农业部组织
的“十一五”农业科研机构综合能
力评估中，拥有全国百强所达到9

个，与江苏、广东省农科院并列全
国第一位；二是自2002年以来，实
现获得国家级奖励连续1 3年不断
线，国家奖约占全国省级农科院获
奖总量的1 / 4 强，位居全国第一
位；三是在“十二五”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中，拥有包括
1个首席科学家在内的22个科学家
岗位和16个试验站站长岗位，总量
居全国第一位；四是在农业部启动
的30个学科群建设中，承建了5个
农业部专业性(区域性)重点实验室
和 7 个实验站，总数居全国第一
位。

自2014年全面实施强院建设提
升工程以来，山东省农科院围绕山
东乃至黄淮海区域现代农业发展需
求，以实施强院建设提升工程规划
和“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腾飞
行动为抓手，聚焦重大关键共性问
题，逐个“敲开核桃”，强化自主
创新，扎实服务“三农”。两年共
获得省级以上成果奖励21项，其中
国家科技进步奖2项，有68个动植
物新品种通过审定，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188项，这些成果的推广转化
为加快山东农业转型升级作出了重
要贡献。

成绩属于历史，创新永远在路
上。当前，山东省农科院坚持以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农科院时的重要指
示精神为根本遵循，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围绕产业
链部署创新链，切实解决科研与市
场“两张皮”问题。全院重点聚焦
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资源
环境和特色高效农业四大领域，依
托山东省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开展协
同攻关，深入实施院地科技合作引
导计划，合力解决制约地方农业发
展的重大问题，正在积极推动建立
全省产学研、农科教紧密结合的科
技创新体系。

同时，针对科技成果转化不畅
的问题，该院充分发挥公益职能，
创新推广服务模式，积极构建家庭
农场科技联盟、企业研发中心、博
士科研工作站、农科讲堂、成果示
范基地和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六类公
益性服务平台，打造扁平化推广服
务体系，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
里”。根据现代农业的新特点，重
点对接服务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实
现精准帮扶、典型示范，带动广大
农民增收致富。

展望未来，山东省农科院将坚
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不断破解改革发展难
题，让更多农业科技成果惠及千家
万户，为山东乃至区域现代农业发
展提供更为有力的科技支撑。

山东省农科院：为山东农业走在前列提供科技支撑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王祥峰

山东省农科院邹城农科讲堂授牌开讲

黄河三角洲盐碱地轻简化栽培观摩会

▲花生玉米宽幅间作种植模式现场观摩会

在东明举办小麦轻简化栽培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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