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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养牛谨记“十字诀”（上）

衡南基地破纪录

袁隆平团队双季稻亩产超 公斤
■闻 风

打顶机效率是人工作业的30倍，采收机采净率
超97%……在日前举行的全国棉花机采作业观摩
暨全程机械化推进活动上，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
械化研究所棉麻类收获机械创新团队展示了两种新
型棉花生产机械化装备，据介绍，棉花智能打顶机填
补了我国棉花机械打顶技术的空白，而另一种采棉
机则打破了国外对相关技术的垄断。

打顶是棉花生产管理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目前
主要依赖人工完成，由于打顶过程时间紧、气温高、
劳动强度大，一定程度上影响棉花生产。针对棉花
机械化打顶的迫切需求，该团队研制的3MD-3型棉
花智能打顶机采用激光检测、图像识别传感器，结合
伺服控制的垂直切割升降系统，可实现在田间复杂
条件下对棉花顶端位置的精准检测及精准打顶，作
业效率达9~12亩/小时，大大减少了人工投入，提高
了劳动效率。据介绍，3MD-3型棉花智能打顶机作
业效率为人工的30倍。

另外一种4MZ-3型刷辊式采棉机，采用高频柔
性冲刷方式进行采摘，可有效减少枝杆断裂，降低采
摘过程中对籽棉纤维的拉扯损伤；结合机载籽棉预
处理技术实现枝杆、铃壳等重杂及碎叶的清理。相
较于1.8~2.5元/公斤的人工采棉费用，机采棉仅需0.5
元/公斤，且每台机器每天可采收100~120亩，采净率
达97%以上。

据团队首席研究员石磊介绍，结合我国棉花生
产条件研发的两款新型棉花生产机械化装备，有着
整机机构简洁、生产成本低、固定资产投资少、适应
性广、经济效益高、售后服务便捷等优势。在棉花机
械打顶作业上，填补了技术空白；在棉花机械收获
上，随着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提升，刷辊式采棉机打破
了进口采棉机技术对我国的垄断地位，提升了我国
棉花收获机械竞争力，对实现黄河、长江流域棉花种
植恢复性发展，促进我国农机装备的自主创新提供
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到底“超级”在哪里

位于清竹村的第三代杂交水稻“叁优一号”试验
示范基地，3个地块同时开始机械收割，10多位院士、
专家在现场参与了测产。经测产专家组评定，晚稻品
种“叁优一号”亩产为911.7公斤。在此之前，同一基地
种植的早稻品种亩产为619.06公斤。这意味着双季
亩产达到1530.76公斤，再次刷新原有纪录。

位于长沙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90岁的袁隆
平与测产现场进行了5G视频连线。袁隆平说：“3000
斤意味着离‘禾下乘凉梦’更近了一步。”

据了解，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被袁隆平看作是突
破亩产“天花板”的关键。专家认为，第三代杂交水稻
的“基因强大”，具有高产、抗病、抗寒、抗倒等特点。

从外形上看，第三代双季杂交水稻很粗壮，稻穗
共有600多粒，是普通水稻的3倍。通过增加颗粒数
量来提高产量，这是袁隆平院士科研团队创造的第一

个“超级”。
在显微镜下，与普通稻米相比，在长度基本一致

的情况下，第三代双季杂交水稻的米粒更“胖”，既有
南方籼稻的长度，又有北方粳稻的宽度，集两种稻米
的优势于一身。这是杂交水稻的第二个“超级”。

让农民种田更轻松

把专家在试验田种出来的产量最大限度地搬到
农民的生产田，是袁隆平团队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普通农民能不能轻松驾驭第三代杂交水稻？种出来
的产量会不会大打折扣？

清竹村农户陈太佳是试验田的具体负责人，他最
有发言权。陈太佳表示，尽管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给了他一份技术方案，但施肥打药、田间管理都是他
自己组织人员实施。“试验田的用肥量比我们平时种
田多不了太多，而且肥料都是我去镇上的农资店买

的。”陈太佳介绍，说起种田的水平，自己在全村顶多
算中等偏上。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栽培生理生态室主任李建
武说，从播种到收获，他们只去过试验田两次，这和过
去有专门团队长期驻地指导完全不同。“第三代杂交水
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充分发挥了杂交优势，它本身的
旺盛生命力能够为农民节省成本和精力。”李建武说。

“清竹村的种植环境并不特别，海拔不到100米，我
们也没有对水稻特殊照顾，整个过程与普通农民正常种
植差别不大。”衡南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李秋生说。

全力保障粮食安全

普通老百姓或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袁隆平院士
的杂交水稻一季亩产量早就突破了1000公斤，把它们
种两季不就超过2000公斤了吗？为何还要攻关双季
亩产1500公斤？

“首先，目前亩产突破1000公斤的品种，都是一季
稻，也叫中稻。从我国水稻产区的普遍实际和栽培模式
来说，同一块耕地，种了一季稻就无法再种双季稻。”湖
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第三代杂交水稻项目主持
人李新奇介绍，分开比，中稻产量一般都比早稻和晚稻
高，但合在一起比，中稻产量又高不过早稻加晚稻之和。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陷入
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今年高度重视扩大双季
稻种植面积。“过去我们常说‘吨粮田’，指的是双季亩
产达到1吨，这个早就在农民的生产田里实现了，但
1.5吨还从未实现过，因此这次测产结果对于粮食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李新奇说。

“实际上，这次测产的早稻品种并不是第三代杂
交水稻，只是普通的杂交水稻，只有作为晚稻的‘叁优
一号’才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玉烛
说，“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从去年才进入大田试验，目
前暂时没有选育出适合早稻种植的品种。我们会一
步步按照袁隆平院士设计的思路来推进研究，很快就
能选育出第三代杂交水稻的早稻品种。”

1.建。一建种牛系谱档案。对牛群分组编号，公牛、
母牛分别建立繁殖卡片，做到交配、产牛犊有记录，使牛
群血缘清楚。二建牛病防治程序。根据当地牛病的流行
特点，坚持“防重于治”的原则，有计划地对牛群进行药物
预防和免疫接种，防止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生。

2.温。许多养殖户冬季只有雪天才将牛赶进
房舍内，平时都将奶牛散放在露天场内，随着气温的
下降造成奶牛体能消耗，严重影响产奶量。进入冬
季后，当夜晚气温降到零下15℃以上时，应将奶牛赶
入圈舍过夜，以防冻伤乳头或使体能消耗过多，从而
影响其产奶量。在冬季一般牛舍内温度保持在10~
25℃为宜，温度过高也会对牛产生副作用。

3.湿。当奶牛全部进入圈舍后，要注意牛舍内
的通风设施，牛舍湿度不宜过高，其相对湿度不宜超
过60％，否则会使奶牛受到外界刺激，导致其产奶量
下降，严重者会患一些由真菌引起的病症。许多养殖
户用塑料大棚做成的简易牛舍往往忽略通风设施，使
奶牛易患疥癣，造成奶牛产奶量下降。

4.精。进入冬季的奶牛，由于外界环境的改
变，必定导致奶牛体能的消耗，用来补充其能量的主
要饲料是玉米，在蛋白饲料不变的前提下，要增加玉
米20％~50％。每日给日产奶35千克以上的高产奶
牛供给的精料应达到6~8千克，给一般产奶奶牛供
给精料量每日不少于3.2千克。

5.勤。一是对牛群勤观察，发现病牛及时诊
治；二是对牛圈、牛舍勤清扫、消毒；三是对饲草、用
具等勤放在阳光下曝晒；四是对工作服、医疗器具勤
消毒。 （本报综合）

911.7公斤！近日，湖南省农学会组织专家，对在衡南县
云集镇示范的第三代杂交晚稻进行了测产，专家组组长谢华安
院士公布了这一结果。加上此地测产的第二代杂交早稻亩产
619.06公斤，周年亩产稻谷突破1500公斤，达到1530.76公
斤。这是普通生态区双季稻的重大突破。

近日，由市农机推广总站主办、巴南区农机推广
站承办的茶叶机械化生产技术田间日活动在巴南区
二圣镇重茶集团定心茶园成功举办。

活动现场，茶叶生产机械装备展（演）示同步进
行。依次由南京农业机械研究所、江苏凯马农机、
重庆尚翔机电、重庆宗申农机、重庆威马农机等厂
商分别展（演）示了茶园旋耕除草、中耕松土、开沟
施肥、修剪整形、病害防治、茶叶采摘等机械化生
产作业。对茶叶机械装备的性能、作用、参数、使

用方法及销售价格和国家补贴做了详细讲解，并邀
请茶叶种植业主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机具进行现
场体验，真实感受各种机具的性能和适用性，受到
了参会者的欢迎。

市农机学会、市农机推广总站等单位领导，万
州、永川、江津等区县的农机推广机构负责人和部分
茶叶种植业主以及部分农机装备厂商等共计110余
人参加活动。

（市农机学会供稿）

我国棉花生产装备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周怀宗

市茶叶生产机械装备展示会在巴南成功举办

工作人员将
稻谷装袋。

工作人员进
行机械化收割。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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