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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猪场防暑要有针对性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董峻）近3年来，中国农

业科学院加快科技赶超引领步伐，在经济与园艺作
物领域取得一批科研新成果，为助力乡村振兴提供
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这是记者日前从中国农科院举行的经济与园艺
作物科技发展研讨会上了解到的情况。我国经济和
园艺作物包括蔬菜、棉花、油料、麻类、水果、茶叶、烟
草、特种经济作物等，种植面积仅次于粮食，总产值
则位列第一。全国约3亿人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其相
关的生产活动。

3年来，中国农科院的科研人员选育出一批在
产量、品质、抗病虫性、抗逆性等性状达到或优于国
外同类品种的水果、蔬菜、花卉、茶叶等新品种，改变
了我国部分园艺作物品种过度依赖外国品种的局
面。如培育出中甘、中薯、中农、中白系列甘蓝、马铃

薯、黄瓜、大白菜优质抗病新品种，早熟优质多抗马
铃薯新品种选育与应用技术获得了2017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中国农科院的科研人员在科技扶贫、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如重大
蔬菜害虫韭蛆绿色防控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研究
获得了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
项研究创制了以日晒高温覆膜为核心的韭蛆绿色
防控技术体系，已在韭菜主产区累计推广应用1537
万亩次。

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张合成表示，今后中国农
科院经济和园艺学科将以提质增效为目标，定向培
育优质安全、抗病抗逆、轻简化的新品种与配套栽培
技术，推动物质和人力成本到2025年降低15%、到
2035年降低25%。

水稻脱“绿装”换“彩装”

“稻田画”展现“农旅融合”新局面
■闻 风

利用数字技术定点测绘

稻田画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青森县南津
轻郡田舍馆村。青森县的田舍馆村是一个有着悠久
水稻种植历史的小村子，是日本稻田画的起源地。

为了振兴当地经济，开发观光资源，田舍馆村从
1993年开始作稻田画。此后，村子在每年7月都要举
办“稻田艺术节”，每年题材都不同，既有日本著名的
古代武将雄姿，也有蒙娜丽莎、拿破仑，甚至还有哆啦
A梦这样的动漫形象，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
村庄一览巨幅稻田画作。

稻田画主要是将绿色叶及紫色叶水稻种植于水
田中，栽种时先在农田里用传统画线器，画出九宫格，
依图样定出坐标，再牵线描出图样或字体轮廓，最后
种上不同品种水稻秧苗，随着水稻生长，就会呈现出
预先规划的图形或文字。

稻田画的定点测绘利用数字定位技术，先对图案

进行分割定位，形成网格控制系统和坐标系统，再配
合数据线进行秧苗栽植，构成图案形象，秧苗完全由
人工栽植。在栽种时，先用插秧机插绿色秧苗，然后
开始定点放样，再人工手插彩色秧苗，大概需要两个
月，才可呈现一幅美丽的图形。

项目后期，也就是秧苗栽植完成到收获时期，要
有专门人员负责彩色秧苗的水、肥、药等管理，保障不
同颜色的秧苗同步生长，实现稻田艺术的最佳效果。

成画种植过程分5个环节

整个成画种植过程分为5个环节：彩稻选育、图
案设计、定点测绘、秧苗栽植、田间管理。

研究人员一直不断发掘水稻独特的观赏性。收
集到了一批具有叶色、穗型、株高、株型、籽粒等不同
变异的水稻，为培育绚丽的“彩色水稻”提供了一批丰
富的种质资源。

有些突变基因往往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水稻叶
绿素的合成和降解，通过改变叶绿素含量，从而改变
水稻叶色。为帮水稻尽快“脱绿”换装，水稻科研工作
者通过杂交和反复回交以及花药培养等技术手段，结
合水稻冬季海南异地加代等方法，最终一株株墨紫、
金黄、白条纹的奇异水稻走出实验室，为田园的青青
草地披上了一件件“花衣裳”。

据了解，我们看到稻田画如此壮观，其实背后有
着稻农的大量工作，“先需要立意构思，然后通过GPS
定位定点，整个稻田画需要定9000多个点，定好点之
后，农民根据设计的图像进行插秧，光插秧的工作就
需要1个月。”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稻梦空间”景区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稻田画卷在田野徐徐展开

稻田画是一种艺术形式，农民通过在稻田中种植
各种不同品种的水稻，根据色差形成不同的图案，拍
出来就是一副漂亮的画。这种3D稻田艺术已经悄然
流行起来，成为吸引游客的新招数，现在稻田画在全
国各地都有出现。

在田野“绘制”稻田画时，农户根据可种植的颜色
对图案进行设计。稻田画发展至今，各类型图案都有
涉及，大多根据名人名事、著名画作、卡通动漫、标语
等进行创作。

在辽宁沈阳市沈北新区“稻梦空间”景区，将种子
种出了花样，沈阳稻梦空间今年设计并种植了“憨豆
先生”“大话西游”“玛丽莲梦露”等200亩艺术稻田；
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沙堤村，由黑色、白色、
黄色、红色、绿色等彩色稻种植的60亩“彩色稻田”展
现出“百年渔村”特色名片。

稻田画是农旅结合的一个有效尝试。农业园区
通过产业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把休闲农业、养生度假、
文化艺术、农业技术、农副产品、农耕活动等有机结合
起来，成功走出一条“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之路。多彩的艺术水稻将“农旅融合”的画卷画在广
袤田野上。

夏季气候炎热，猪场温度较高，做好防暑工作能
有效减少疫病的发生。在高温季节应根据猪的不同
类别和猪的不同生理阶段给予不同的饲养管理。

1.公猪。每天喂食两次，中午加喂青饲料或稀
料，配种和运动均在早晚进行，配种后不要立刻下水
或喷洒凉水。每天下午1点至3点，给猪体、地面喷
水一次，光照减到8～10小时。

2.怀孕母猪。避开高温季节配种繁殖，怀孕前
期（0～84天）的母猪应以青粗料为主，适当搭配精
料，降低饲养密度，每圈养2～3头。怀孕后期及哺
乳期一猪一圈，应以精料为主适当搭配青料，每天喂
3次，中间加喂稀料，喷水一次。料中加1%～1.5%小
苏打、0.3%食盐。

3.临产母猪。夏天产房应通风良好，并有遮阳
设施。母猪临产前2～3天减少精料，多喂青料，精
料中麸皮比例要提高，以清肠防便秘为目的，产完仔
猪后喂麸皮温盐水一次。

4.商品大猪。高温季节难养，常出现倒槽不吃
食，影响生长。一般在高温季节未到之前将肥猪出
售，如果不出售，应降低饲养密度，每圈少养几头，每
头猪占圈面积1～1.2平方米。喷水降温，早晚喂料，
中午加喂青料或稀料，料中加小苏打1.5%、盐0.3%。

（本报综合）

以彩稻为“颜料”，以稻田为“画布”，经过彩稻品种选育、图案设计、秧苗栽植、田间管理等环
节，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艺术画跃然“稻”上。稻田种植+艺术设计+现代化农业融合的稻田画，作为
休闲观光农业的一种形式，经济效益可观，我国各地的稻田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近日，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油料作物基
因组学与抗病性改良创新团队破译了油菜基因组的
全转录信息密码，构建了油菜十万余个基因的转录
全景图，使得油菜基因功能研究第一次有了标准的
可参考的基因转录数据库，将有力支撑油菜功能基
因的相关研究。

团队首席科学家刘胜毅介绍，油菜基因组包含
约12亿个碱基和十余万个基因，如何解读这些海量
的基因组信息成为功能基因研究的重要任务。

根据中心法则，基因通过转录形成mRNA再翻
译成蛋白质。由于基因的转录通常存在多种可变的
剪切方式，一个基因可以形成许多种不同的

mRNA。此前，受技术和资源的限制，油菜一直缺乏
全基因组水平所有基因的转录mRNA数据库，导致
油菜基因功能研究缺乏可查询和可参考的基因注释
信息。

为了突破这一瓶颈，该团队采用最新的三代测
序技术准确测定了油菜全长转录组，并自主开发了
一套用于多倍体油菜复杂基因组的分型方法，绘制
了油菜基因组的转录全景图，构建了油菜的标准参
考转录数据库。

该成果更新了人们对油菜基因和基因组的认识
和理解，将为甘蓝型油菜功能基因和遗传改良研究
及基因组设计育种提供数据基础和理论指导。

中国农科院取得一批经济与园艺作物科研新成果

首个油菜基因转录数据库构建成功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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