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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月月 2121日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黑土粮仓””
科技会战辽河源基地对科技会战辽河源基地对30003000亩高粱示范亩高粱示范
田中的高产攻关田进行实收测产田中的高产攻关田进行实收测产。。专家专家
组由来自吉林省科技厅组由来自吉林省科技厅、、吉林省土壤肥吉林省土壤肥
料总站料总站、、吉林省农科院吉林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和吉林农业大学和
吉林大学的五位专家组成吉林大学的五位专家组成。。

专家组参照专家组参照《《主要农作物测产方法主要农作物测产方法》》
组织测产活动组织测产活动。。经专家组实收测产经专家组实收测产，，高高
粱高产攻关田平均产量粱高产攻关田平均产量 666666..1717公斤公斤//亩亩
（（666666..77 平方米平方米），），每公顷产量为每公顷产量为 99929992..5555
公斤公斤，，创造了吉林省东南部半山区高粱创造了吉林省东南部半山区高粱
产量最高纪录产量最高纪录。。

20212021年年，，辽河源基地高粱示范田面积辽河源基地高粱示范田面积
30003000亩亩，，产量目标产量目标650650公斤公斤//亩亩，，采用吉林采用吉林
省农业科学院培育的高产高粱新品种吉省农业科学院培育的高产高粱新品种吉

杂杂 124124，，行距行距 6565 厘米厘米，，密度每公顷密度每公顷 1212 万万
株株。。在在““以矮秆密植作物为主体的粮豆轮以矮秆密植作物为主体的粮豆轮
作模式作模式””中中，，高粱的前茬作物最理想的是高粱的前茬作物最理想的是
大豆大豆。。农田管理方面农田管理方面，，适时进行秋整地适时进行秋整地，，
结合整地结合整地、、起垄施入底肥每公顷磷酸二胺起垄施入底肥每公顷磷酸二胺
150150公斤公斤、、尿素尿素5050公斤公斤、、硫酸钾硫酸钾5050公斤公斤，，施施
肥深度肥深度1010厘米厘米。。应用寡糖生物农药应用寡糖生物农药、、氨基氨基
酸液肥酸液肥、、微生物菌剂等提高高粱免疫力微生物菌剂等提高高粱免疫力；；
应用赤眼蜂应用赤眼蜂、、白僵菌等防治高粱害虫白僵菌等防治高粱害虫；；采采
用德力拌进行高粱种子拌种用德力拌进行高粱种子拌种；；应用应用1010%%喹喹
草酮悬浮剂每亩草酮悬浮剂每亩8080克进行苗后茎叶除草克进行苗后茎叶除草。。

通过现场考察和测产通过现场考察和测产，，专家组一致专家组一致
认为认为，，辽河源基地依托辽河源基地依托““以矮秆密植作物以矮秆密植作物
为主体的粮豆轮作模式为主体的粮豆轮作模式””组织实施高粱组织实施高粱
高产攻关计划高产攻关计划，，一举突破了吉林省雨养一举突破了吉林省雨养

条件下高粱公顷产量条件下高粱公顷产量 99009900公斤大关公斤大关，，创创
造了吉林省东南部半山区高粱公顷产量造了吉林省东南部半山区高粱公顷产量
99929992..5555公斤的最高纪录公斤的最高纪录，，经济效益远远经济效益远远
高出此区域的玉米高出此区域的玉米，，且兼具节肥且兼具节肥、、减药减药、、
保护黑土的巨大功效保护黑土的巨大功效，，充分展示了东辽充分展示了东辽
河流域依靠种植结构优化调整河流域依靠种植结构优化调整、、保护生保护生
态环境态环境、、推动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推动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

吉林省土壤肥料总站站长李德忠表吉林省土壤肥料总站站长李德忠表
示示，，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黑土粮仓””科技会战辽河科技会战辽河
源基地构建的源基地构建的““以矮秆密植作物为主体的以矮秆密植作物为主体的
粮豆轮作模式粮豆轮作模式”，”，不但是具有明显创新性不但是具有明显创新性
的黑土地保护模式的黑土地保护模式，，而且在吉林省东南部而且在吉林省东南部
半山区创造了有史以来大豆与高粱的高半山区创造了有史以来大豆与高粱的高
产纪录产纪录，，同时完美再现了东北地区昔日漫同时完美再现了东北地区昔日漫
山遍野大豆高粱的壮美农田景观山遍野大豆高粱的壮美农田景观！！

创造吉林省东南部半山区高粱产量最高纪录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
究所辽河源生态农业研究与示范基地成究所辽河源生态农业研究与示范基地成
立于立于 20172017年年，，该基地的主要目标是建立该基地的主要目标是建立
水源地可持续发展的高效生态农业创新水源地可持续发展的高效生态农业创新
发展模式发展模式，，建成中科院农业领域高新技建成中科院农业领域高新技
术成果示范展示平台术成果示范展示平台，，为解决东辽河流为解决东辽河流
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科技支撑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科技支撑，，
为构建稳定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为构建稳定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提供可复制样板提供可复制样板，，为发展生态文明为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建设
美丽吉林提供科技参考美丽吉林提供科技参考。。

近年来近年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针对东辽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书记针对东辽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问题
的亲笔签批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笔签批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要采要采
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耕地中
的大熊猫的大熊猫’’保护好保护好、、利用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使之永远造
福人民福人民””的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指示精神，，辽河源基地联辽河源基地联
合辽源市委市政府合辽源市委市政府、、东辽县委县政府东辽县委县政府，，充充
分发挥中科院系统多家单位的技术优分发挥中科院系统多家单位的技术优
势势，，瞄准长白山典型小流域瞄准长白山典型小流域，，统筹考虑东统筹考虑东
辽河流域多个生态要素辽河流域多个生态要素，，综合施策综合施策，，组织组织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修复与保实施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修复与保
护工程护工程，，打造中科院联合东北四省打造中科院联合东北四省（（区区））
共同发起的共同发起的““黑土粮仓黑土粮仓””科技会战辽河源科技会战辽河源
基地基地。。

中科院东北地理所辽河源生态农业中科院东北地理所辽河源生态农业
研究与示范基地学术主任宋凤斌介绍研究与示范基地学术主任宋凤斌介绍，，

““黑土粮仓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科技会战，，实际上就是深入实际上就是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
探索东北发展路径的生动实践探索东北发展路径的生动实践，，是黑土是黑土

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的重要抓手地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的重要抓手、、重重
中之重中之重，，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所在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所在。。
组织实施好组织实施好““黑土粮仓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科技会战，，就等就等
于把握住了保护好于把握住了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这一利用好黑土地这一

““耕地中的大熊猫耕地中的大熊猫””的关键的关键。。因为因为““黑土黑土
粮仓粮仓””科技会战把黑土地的保护与利用科技会战把黑土地的保护与利用
有机结合起来有机结合起来，，把黑土修复把黑土修复、、产能提升产能提升、、
优质高效优质高效、、乡村振兴作为攻关目标乡村振兴作为攻关目标。。

在服务于在服务于““黑土粮仓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的科技会战的
具体实践中具体实践中，，辽河源基地一直是辽河源基地一直是““围着围着
生态转生态转”“”“瞄准环境干瞄准环境干”，”，在保护黑土耕在保护黑土耕
地地、、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带动农民致富带动农民致富、、推动推动
乡村振兴方面乡村振兴方面，，辽河源基地重点构建并辽河源基地重点构建并
示范展示了五个模式示范展示了五个模式：：水源涵养林结构水源涵养林结构
优化与功能提升技术模式优化与功能提升技术模式、、坡耕地退耕坡耕地退耕
还林与林下植物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模还林与林下植物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模
式式、、以矮秆密植作物为主体的粮豆轮作以矮秆密植作物为主体的粮豆轮作
模式模式、、农业面源污染多级过滤综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多级过滤综合治理
技术模式技术模式、、生态高值特色经济植物高效生态高值特色经济植物高效
开发与利用模式开发与利用模式；；形成一个平台形成一个平台：：智慧智慧
农业信息精准服务平台农业信息精准服务平台；；打造一个品牌打造一个品牌::
生态农产品品牌生态农产品品牌““盛太吉盛太吉”，”，并实行企业并实行企业
化运作化运作。。

几年来几年来，，辽河源基地严格按照高标辽河源基地严格按照高标
准农田建设标准规划准农田建设标准规划、、建设建设、、培育示范培育示范
田田。。示范田块边横角直示范田块边横角直，，每年秋收同时每年秋收同时
粉碎作物秸秆粉碎作物秸秆、、均匀抛洒地表均匀抛洒地表、、大马力大马力
机械深翻还田机械深翻还田，，深翻同时每公顷施用优深翻同时每公顷施用优
质有机肥质有机肥 1515立方米立方米，，示范田黑土耕地土示范田黑土耕地土

壤抗逆性大幅增强壤抗逆性大幅增强、、地力明显提升地力明显提升、、生生
产能力显著提高产能力显著提高，，以农田规划数字化以农田规划数字化、、
技术应用集成化技术应用集成化、、生态产品品牌化生态产品品牌化、、生生
产过程机械化产过程机械化、、管理手段智慧化等管理手段智慧化等““五五
化化””为明显特征的高标准农田已经建为明显特征的高标准农田已经建
成成。。与此同时与此同时，，在对东辽河流域种植结在对东辽河流域种植结
构优化调整进行深入实地调研与理论构优化调整进行深入实地调研与理论
思考的基础上思考的基础上，，辽河源基地联合中国科辽河源基地联合中国科
学院系统学院系统 2020余家单位余家单位、、综合集成综合集成 6060余余
项生态农业技术项生态农业技术，，重点选用高产优质高重点选用高产优质高
效多抗作物新品种效多抗作物新品种、、主要作物病虫草害主要作物病虫草害
生物生态控制技术以及作物轮作与间生物生态控制技术以及作物轮作与间
套作技术套作技术，，在东辽河流域构建了最有利在东辽河流域构建了最有利
于控制农田水土流失于控制农田水土流失、、遏制农田面源污遏制农田面源污
染染、、阻控农田土壤酸化阻控农田土壤酸化、、保护东辽河流保护东辽河流
域黑土耕地的域黑土耕地的““以矮秆密植作物为主体以矮秆密植作物为主体
的粮豆轮作模式的粮豆轮作模式”，”，具体轮作方式为大具体轮作方式为大
豆—小麦豆—小麦（（麦后复播饲料油菜麦后复播饲料油菜））—矮秆—矮秆
高粱等高粱等。。过去几年应用此模式已经取过去几年应用此模式已经取
得了节肥得了节肥 5050%%、、减药减药 3030%%、、节水节水 2525%%、、黑黑
土农田土壤土农田土壤 pHpH 值提高值提高 1414..2626%%（（由由 55..4545
提升至提升至 66..3333）、）、面源污染负荷减少面源污染负荷减少 2424%%、、
经济效益提高经济效益提高 1717%%的巨大生态与经济效的巨大生态与经济效
益益，，是一项生产生态协调是一项生产生态协调、、增产增效并增产增效并
重重、、良种良法配套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为特农机农艺结合为特
点的生态农业创新发展模式点的生态农业创新发展模式。。而且而且，，这这
种模式不光适用于东辽河流域种模式不光适用于东辽河流域，，它照样它照样
适用于吉林省其他流域适用于吉林省其他流域，，比如松花江流比如松花江流
域域、、洮儿河流域洮儿河流域、、饮马河流域等饮马河流域等。。

1010月月 88日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黑土粮仓””
科技会战辽河源基地对大豆高产攻关示科技会战辽河源基地对大豆高产攻关示
范田进行了现场实收测定范田进行了现场实收测定。。专家组由来专家组由来
自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自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吉林省种子管理吉林省种子管理
总站总站、、吉林省农科院和吉林大学的五位吉林省农科院和吉林大学的五位
专家组成专家组成。。

专家组参照专家组参照《《大豆高产创建验收办法大豆高产创建验收办法
（（试行试行）》）》进行测产进行测产。。经专家组实收测产经专家组实收测产，，
大豆产量达到大豆产量达到316316..2727公斤公斤//亩亩（（666666..77平方平方
米米）。）。通过现场考察和测产通过现场考察和测产，，专家组一致专家组一致
认为认为，，辽河源基地选用高产优质多抗大豆辽河源基地选用高产优质多抗大豆
新品种吉育新品种吉育209209，，同时同时，，利用自主创建的东利用自主创建的东

辽河流域辽河流域““以矮秆密植作物为主体的粮豆以矮秆密植作物为主体的粮豆
轮作模式轮作模式”，”，综合集成多项关键核心技术综合集成多项关键核心技术，，
组织实施大豆高产攻关计划组织实施大豆高产攻关计划，，一举突破了一举突破了
吉林省雨养条件下大豆单产吉林省雨养条件下大豆单产 300300公斤大公斤大
关关，，创造了吉林省东南部半山区大豆单产创造了吉林省东南部半山区大豆单产
316316..2727公斤公斤//亩的最高纪录亩的最高纪录，，充分展示了充分展示了
吉林省东南部半山区大豆生产的巨大潜吉林省东南部半山区大豆生产的巨大潜
力力，，为吉林省尤其是辽源市发展大豆产业为吉林省尤其是辽源市发展大豆产业
提供了有力科学依据提供了有力科学依据。。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立春介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立春介
绍绍，，辽河源基地大豆高产攻关示范田采辽河源基地大豆高产攻关示范田采
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培育的高产大豆新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培育的高产大豆新

品种吉育品种吉育 209209，，大豆行距大豆行距 6565厘米厘米、、密度密度 2222
万株万株//公顷公顷。。适时进行秋整地适时进行秋整地，，结合整结合整
地地、、起垄施入底肥每公顷磷酸二胺起垄施入底肥每公顷磷酸二胺 120120
公斤公斤、、尿素尿素4040公斤公斤、、硫酸钾硫酸钾4040公斤公斤，，施肥施肥
深度深度 1010厘米厘米。。应用寡糖生物农药应用寡糖生物农药、、氨基氨基
酸液肥酸液肥、、微生物菌剂等提高大豆免疫力微生物菌剂等提高大豆免疫力；；
应用应用 S-S-诱抗素及白僵菌等防治大豆害诱抗素及白僵菌等防治大豆害
虫虫；；采用采用00..11%%芸苔素内酯进行种子包衣芸苔素内酯进行种子包衣；；
采用采用2626..77%%噻酮磺隆噻酮磺隆··异噁唑草酮悬浮剂异噁唑草酮悬浮剂
每公顷每公顷 500500毫升进行苗后茎叶除草毫升进行苗后茎叶除草。。技技
术适用可行术适用可行，，农民易于接受农民易于接受，，具有良好推具有良好推
广前景广前景。。

大豆高产攻关示范田亩产突破300公斤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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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辽河源基地

再现东北地区昔日漫山遍野大豆高粱壮美农田景观
中科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辽河源基地硕果累累

成熟期的大豆籽粒饱满成熟期的大豆籽粒饱满。。

高粱收获采用人工剪穗的方式高粱收获采用人工剪穗的方式，，减少损失率减少损失率。。

““咱种的高粱丰收了咱种的高粱丰收了！”！” 高粱穗子通过机器进行脱粒高粱穗子通过机器进行脱粒。。 农业专家检测高粱含水率农业专家检测高粱含水率。。

丈量耕地毫厘不差丈量耕地毫厘不差。。

红彤彤的高粱长势喜人红彤彤的高粱长势喜人。。

雨养条件下的大豆长势良好雨养条件下的大豆长势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