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定的缘分”
对柑橘有浓厚兴趣和深厚情感

说起自己与柑橘的缘分，邓烈说，
“感觉就是注定的”。

邓烈是四川南充人。南充是重要
柑橘产地，邓烈从小就与柑橘有“亲密
接触”。

“以前，我父亲是县里柑橘出口基
地的主要负责人，我从小就跟着他在
果林里进进出出，耳濡目染，逐渐对果
树种植产生了浓厚兴趣和深厚情感。”
邓烈说。

不过，在 1978 年高考填报志愿
时，邓烈却险些与柑橘研究擦肩而
过。当时，高大上的军工专业颇受年
轻人追捧，邓烈也将自己的高考第一
志愿填写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军工专
业。但为了防止第一志愿落选，邓烈
同时填报了西南农学院果树专业。

当年国家将农学、医学、师范等专
业列为“提前批”，对上线的考生均提
前录取。因此，虽然邓烈高考成绩远
超哈工大录取分数线，但最终在“提前
批”被西南农学院录取。

“走上柑橘研究之路，真是注定的
缘分。”邓烈说，虽然没有被第一志愿
录取，但他并未感到遗憾，因为自己毕
竟对果树种植很感兴趣。

进入西南农学院后，邓烈收获了
“惊喜”——当时，任专业课的老师全
是农业领域的“名师”，比如我国知名
果树专家李育农、秦宣澜、李道高等。
老师们学识渊博，教书育人也十分认
真，不仅传授给学生大量的基础理论
知识，还经常亲自带领学生进行田间
试验和实习操作。

“那时候，大学时光大概有三分之
一都在田间地头度过，除了每天反复
整理课堂笔记，复习知识重点，还常常
跟着教授们下果园做试验、搞科研，学
到了丰富的专业知识，掌握了大量的
实作技能。”邓烈说。

从西南农学院毕业的邓烈，被分
配至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工作，参
加核桃育种与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课
题。

1984年末，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
研究所急需科研人才，得知消息的邓
烈便从北京回到重庆。“我对柑橘有着
深厚的情感，希望能回到自己熟悉的
橘园，从事柑橘学科领域的研究。”邓
烈说。

十年如一日
埋头苦干解决柑橘种植世界性难题

回到重庆，邓烈所在团队就面临

一个世界性难题——柑橘只开花、不
结果和大小年结果不均等问题，大大
影响了果农种植效益。

“那时候，国家要靠农产品出口来
赚外汇，而柑橘是重要的出口果品。
果实小、口感差就难以达到出口标准，
因此亟需解决单产低、产量和质量不
稳等难题。”邓烈说。

事实上，柑橘只开花、不结果和大
小年结果不均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
都时有发生。国际上有专家指出，其
症结在于果树激素比例失衡，也有研
究表明是营养代谢不平衡产生的影
响。各种激素和营养物之间如何相互
影响？又该如何进行科学调控？这些
问题当时在业界都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成为世界性难题。

为此，柑桔研究所承担了农业部
科技攻关项目，进行柑橘花芽分化机
理与调控技术研究。刚进研究所的
邓烈加入攻关团队，负责基础理论研
究。

要研究各种激素的含量和代谢规
律，需要在田间进行一次次的试验处
理和样品采集，需要在实验室里一次
次提取和精确测定，再将实验结果放
到田间一次次验证……邓烈一头扎进
实验室，常常吃饭、睡觉都在实验室。

“那时的技术和实验设备很简陋，绝大
多数的检测只能靠人工，实验中释放
出的甲醛、甲醇等有机溶剂气体，常常
让人头昏眼花。”

而这样的实验，邓烈一做就是3
年。

3年里，他的时间几乎都耗在实验
室和试验地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邓烈和
他的团队不仅用实验证明了各种激素
与碳氮营养的成花调控作用和最佳比
例关系，同时还研究建立了柑橘花芽
分化的蛋白质调控模式与花量调控技
术，将花芽分化的激素理论和营养学
说，通过蛋白质代谢调控机制实现了
统一。由此研发的柑橘促花剂、抑花
剂等科技物化产品，成功解决了一些
品种只开花、不结果和大小年结果不
均等问题。

从产品到产业
促使万州玫瑰香橙“声名大噪”

十多年的“田坎＋实验室”科研经
历，让邓烈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科研成
果。他开始思考：要让“傻瓜化”和“实
用化”的技术加快推广应用，为产业和
果农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2006年，重庆万州区寻求发展适
合本地的重点产业。在实地调研后，
邓烈推荐了塔罗科血橙。

塔罗科血橙，原产意大利，1992
年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引
入。受所里委托，邓烈曾主持该品种
育种课题工作。当时攻关团队将其
纳入农业部攻关项目进行试验评估，
在四川资中、自贡、南充、大竹等地进
行试点示范，取得成功后逐渐推广发
展成为一些产区的主栽品种，成效明
显。

“血橙必须要有足够的低温，才能
获得色泽的转变，而库区气候有足够
的冷量，适合该品种的生长发育；同
时，库区几无霜冻，血橙可以越冬和完
熟采收，实现晚熟上市。”结合万州的
地域生态特征，邓烈团队指导万州引
入塔罗科血橙，配套栽培技术，产出的
2-4月采摘的“玫瑰香橙”，其风味更
甜、色泽更鲜、果实更大，受到市场青
睐。

产品有了，邓烈新的目标，是通过
扩大玫瑰香橙基地规模，提高品质，开
拓全国大市场，促进产业不断增效，带
动当地村民脱贫致富。

他主动担任万州玫瑰香橙精准扶
贫科技特派团团长，组织科技力量开
展良种选优、精准施肥、节水灌溉、机
械化建园栽培、信息化管理、绿色植
保、营养标签等系列技术创新服务。
只要一有时间，他便会前往果园，手把
手培训技术骨干，向果农传授种植技
术，解决种植难题。与此同时，还将我
国知名果品销售公司引荐给万州，并
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为万州果业服
务，使“万州玫瑰香橙基地”成为重庆
柑橘产业的科技创新样板和产业增效
范例，推动了当地柑橘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

在以邓烈为带头人的科技特派员
帮助下，万州玫瑰香橙已成为万州农
业支柱产业。如今，玫瑰香橙已在万
州甘宁、溪口、龙沙等多个贫困村种
植，面积从最初的500亩发展到了目
前的12万余亩，已投产果园年收获鲜
果5万余吨，年产值超过2亿元，成为
当地近万名贫困村民脱贫致富的“摇
钱树”。

深入田间亲力亲为
帮助更多栽培者提升技术水平

“这个树的花开得太多，所以大家
要学会抖花，把容易脱落的花抖掉，生
理落果后还要疏去一些幼果，减少树体
营养消耗，同时增加优质果比例……”

“这棵树枝梢有点挤，需要进行适
量疏删……”

“保花保果剂在使用时要注意方
式方法，要注重精准施药……”

2019年4月27日，在湖南省新宁

县，邓烈一边给果农们示范如何春管
和修剪，一边回答果农的提问。

几乎每个月，邓烈都要去柑橘产
区为果农排忧解难。

“国家很少就一种水果成立一个
研究所，但柑橘却有此待遇，足以说明
这个产业的重要性。”在邓烈看来，中
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作为一个全
国性的研究所，服务的是全国的柑橘
产业。作为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必
须深入田间地头，亲力亲为示范，真正
为果农解决技术问题，同时帮助更多
栽培者提升技术水平。

以褚橙为例，在为金泰公司提供
技术指导并取得成效后，邓烈更希望
看到的是：通过良好的技术带动当地
果农共同致富。褚橙大获成功后，邓
烈向当地政府建议成立热区柑橘试
验站，以更大的力度组织科技团队，
并将指导范围扩展到整个县域，以多
种形式向果农传授专业的栽种管理
技术。在团队的技术指导下，果农栽
种的柑橘品质和生产效益大大提
高。冰糖橙、沃柑、茂谷柑等多个柑
橘品种，发展成为当地农村增收的重
要项目。

不仅在西部，在浙江等地区，同样
有邓烈的身影。

一公斤蜜橘，售价80元——产自
浙江临海涌泉的“岩鱼头”，有着“临海
一奇，吃橘带皮”的口碑，可谓中国最
贵蜜橘。在涌泉镇，活跃着5.5万橘
农，这里拥有高品质柑橘种植基地4.5
万余亩，年产量近6万吨，柑橘收入占
当地农民收入的70%。

但怎样才能一直保持“岩鱼头”的
品质，延续和扩展品牌价值，是当地橘
农担心的问题。

“对中国柑橘产业来说，像‘岩鱼
头’这样的柑橘品牌十分难得，应该继
续发展壮大。”邓烈说。基于此，柑桔
研究所在当地成立了协同创新中心，
专门为果园提供技术指导——从老树
的病害处理，到果实储藏，再到产业发
展规划等，“了不得”“忘不了”等一批
高端柑橘品牌应运而生，为当地柑橘
产业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如今，已到退休年龄的邓烈仍心
系我国柑橘产业的发展，心系研究团
队的柑橘栽培技术研究。在邓烈的
带领下，柑桔研究所在我国率先开展
了果树信息技术和机械化技术等跨
学科领域的创新示范，变量精准施
肥、近地遥感监测与农业航空作业、
机械化果园建设与机械作业、智能果
园机械等研究示范项目获得重要进
展，果园精准生产管理技术研究工作
被科技部专家组评价为“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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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烈，重庆市科技
特派员协会理事长、中
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
所（西南大学柑桔研究
所）研究员。主持完成
国家863计划课题、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科
技部国际合作项目、农
业部攻关项目，国务院
三建委、重庆市等科技
项目 50 余项。曾获中
国农科院先进科技工作
者、联合国 UNDP 暨科
技部优秀科技特派员、
重庆市优秀科技特派
员、西南大学优秀研究
生导师和优秀教师等荣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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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烈：攻克柑橘种植难题 促进产业效益提升

□杨艺

邓烈很忙，当记者提出要
采访他时，他在出差；回渝两
日，匆忙处理完事务、完成记者
采访后，他又要赶着去另一个
柑橘产区。

与一些“专家”不同，邓烈
的出差场所，较少在会场里、讲
座上，更多的是在果园里、试验
地。

采访中，记者印象最深的
是，邓烈对这份“田坎”工作的
热爱。在校园里，他跟着教授
一起做田间实验，大学时光有
三分之一都在“田坎”上度过；工
作中，他常常跑到各地进行实地
调研，即使条件艰苦、水土不服，
他也会为了获取科研一手资料
克服重重困难；在做技术指导
时，他不喜欢大而空的讲座方
式，而选择在田间地头，手把手
教农户解决实际问题……

在邓烈身上，记者看到了
一位科技工作者应有的特质：
有责任有担当，心系柑橘产业
发展，将自己所学投入到工作
实践中；求真务实，农业技术创
新短时间难以见效，为一个新
品种、一项新技术，他经常花三
年五载甚至更长的时间进行研
究和试验；乐于奉献，作为科技
特派员，他经常无偿为农户提
供技术指导，帮助农民解决实
际问题。

我们敬佩这样活跃在田间
地头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他们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奉献着光和热。

我们需要更多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的科技特派员

作为一名科研人
员，必须深入田间地头，
亲力亲为作示范，真正
为果农解决技术问题，
促进柑橘产业取得更大
的效益。

创 新

感 悟

褚橙味甜皮薄，因其创始人褚时健的传奇故事而广为人知。但
鲜为人知的是，褚橙的诞生，还与一名重庆科技工作者有关，他就是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西南大学柑桔研究所）研究员邓烈。

彼时，褚时健在云南省新平县嘎洒镇建立金泰公司投资种植
柑橘，但他对品种选择、栽种技术等不甚了解，于是，通过有关方
面联系到曾支持玉溪柑桔科学研究所建设的邓烈，请求技术支
援。

在考察调研后，邓烈认为，云南普遍种植早熟温州蜜柑，虽然成
熟极早，但口味偏酸，上色不佳，且上市时间较为集中。于是，他建

议金泰公司种植甜度更高、全国种植不多的相对晚熟品种冰糖橙，
与云南已有柑橘果品形成差异化发展，并指导其逐渐建立起一套科
学建园、种植和管理的方法。最终，褚橙一炮而红，因其甘甜的口
感，受到市场欢迎。

事实上，不仅是褚橙，在全国另外一些知名柑橘品种——万州
玫瑰香橙、浙江“忘不了”蜜桔、湖南新宁崀山华脐、湖北荆门果冻
橙……的发展中，几乎都能看到邓烈的身影。在多年的柑橘栽培科
研生涯里，邓烈走进一片片果林，服务一个个基地，为柑橘产业发展
和技术进步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促进了产业效益提升。

□杨艺

邓烈（左三）作为科技特派员，在万州指导玫瑰香橙基地建设。 邓烈（前排）在田间示范指导果农剪枝。

邓烈（左）在万州玫瑰香
橙基地查看柑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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