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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戴庄村越光有机再生稻头季开镰收
割！”近日，随着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的一声令
下，两台轻盈小巧的收获机驶入江苏戴庄南庄自然村
的稻田，在田间灵活敏捷地前行转弯。

这两台价值 30 万元的“小铁牛”，全名叫作
“4LZ-6.0低碾压率再生稻联合收获机”，是江苏大学
为戴庄越光有机再生稻“量身定制”的。随着再生稻
头茬机械收获难题的攻克，我国再生稻发展有望迎
来新的春天。

解决两大关键问题

“所谓再生稻，就是种一茬收两回，这种水稻头季
收割后，利用稻桩重新发苗、长穗，再收一季。”江苏大
学农业工程学院教授李耀明介绍，再生稻不仅可以

“一种双收”，还具有省种、省工、省肥、省药、品种好等
优点。

随着品种的改进和技术的推广，再生稻迎来了示
范种植的好时机，然而，传统的收获机械却成为了再生
稻大面积种植的绊脚石。“传统机器在收获再生稻头季
时的碾压率达到40%~50%，导致再生稻严重减产。”

李耀明认为，再生稻联合收获机关键要解决两大
问题，第一是要降低碾压率，第二是要结合再生稻生
长特性，保证40~50厘米的留茬高度。

和双季稻明显不同的是，再生稻头茬收割的时
候，田块里的水是放掉的，田块是硬地。硬地收获对

李耀明团队来说无疑是个利好消息，他们设计将收
获机的履带变窄、割幅加宽，来降低碾压率、保证高
效率。

我国大面积种植的再生稻品种头茬收割时，一般
要求40~50厘米的留茬高度，一旦割多了会直接影响
第二茬的产量。为此，李耀明在割台部分安装了两大

“法宝”，通过智能控制图像处理技术和位置位移传感
器，来实时控制它的留茬高度，并且确保了低草谷比
喂入。

历经四年有余，李耀明团队与沃得农机联合研发
出了低碾压率再生稻联合收获机，并在湖南、海南、四

川等地进行了试验。

适用生产实际的才是好机器

越光稻是从日本引进的一种水稻品种。在多年
种植越光稻的基础上，句容市戴庄村从2019年开始试
种越光再生稻。

当听说江苏大学新研发的再生稻联合收获机在湖
南试验反响热烈时，赵亚夫立即联系了李耀明团队。

根据戴庄越光稻硬地收割、留茬高度的实际情
况，李耀明团队又进一步加宽割幅到2.8米、缩窄履带
到35厘米，让机器的嘴更“宽”、脚更“细”、身更“轻”，

“这样就保证了碾压率仅有25%，比传统机型碾压率
降低了一半，增产效果更好。”

“一巴掌按下去，田里遗留的稻粒不超过5粒，比
普通收割机会余下10~20粒有了长足的提高，收割尽
可能减损就是在为农民增收。”李耀明说。

李耀明表示，有了再生稻收获机的助力，再生稻
的产量并不会低于双季稻产量，同时再生稻还具有自
身独具的经济优势、口感优势，必将迎来大面积推广
种植的良机。“将来加强农机农艺结合，通过宽窄行栽
培方式，最终实现直行零碾压，同时继续提高智能化
水平，帮助农民实现再生稻种植增产增收。”

隆隆声中，金黄的稻谷被“小铁牛”吞进肚中，田
埂边拖拉机正等待着卸粮，一吞一吐间预示着戴庄今
年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

“小铁牛”助力再生稻丰产增收
温才妃 吴奕

近日，在巫溪
县一处脱毒 马 铃
薯 繁 育 中 心 ，技
术人员正在检查马
铃薯试管苗的生长
情况。

近年来，重庆
市巫溪县 大 力 发
展马铃薯产业，通
过引进新品种、推
广脱毒种薯生产
等，马铃薯亩产水
平 和质量得到有
效提升。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4LZ-6.0低碾压率再生稻联合收获机。

2021年9月9日下午，市科协科技助力恒合乡乡
村振兴专家服务队第一期沙龙在科协大厦举行。市
科协相关领导参加沙龙并讲话。

本次沙龙传达了《市科协帮扶万州区恒合土家族
乡乡村振兴实施方案》，通报了市科协科技助力恒合
乡乡村振兴专家服务队组建情况，商定了《市科协科
技助力恒合乡乡村振兴专家服务队系列活动方案》，
并为专家服务队成员颁发了聘书。

科技助力恒合乡乡村振兴，是贯彻落实党的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的重
要部署。今年，市科协印发了《开展科技助力乡村
振兴行动方案》，制定了“面上助力作贡献”和“点上
建功有作为”两手一起抓的工作思路，在全市科协
系统迅速掀起了助力建功乡村振兴的热潮。市科协
科普部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和科协组织优势，依
托“重庆市科协助力乡村振兴学会联合体”，发动24
个市级涉农学会，以及重庆科技馆、重庆市反邪教
协会、重庆科技报、课堂内外杂志社等单位，组建

“重庆市科协科技助力恒合乡乡村振兴专家服务
队”。服务队要重点围绕碳达峰碳中和、垃圾分类、
绿色发展、防灾减灾、反邪教宣传、推行乡风文明等
主题持续开展系列科技志愿服务和科普活动，促进
恒合乡科普、人才、产业等方面的发展，推动恒合乡
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在沙龙上，各位专家均进行了发言，大家都认为一
定要将自身协会的功能定位与恒合乡的实际情况相结
合，发展因地制宜的“恒合乡模式”。大家纷纷表示，愿
意在科普、技术、人才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发挥专家服
务队的最大潜力，共同助力恒合乡的乡村振兴建设。

市科协科普部、学会部、市科技馆、科技部、课堂
内外杂志社、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市科普研究会、市
反邪教协会、市农技协联合会、市青少年科学素质研
究会、市农学会、市蜂业学会、市水产学会、市蚕丝学
会、市营养学会、市园艺学会、市柑橘学会、市动物学
会、市植物保护学会、市茶叶学会、市风景园林学会、
市农业机械学会、市公路学会、市水利学会、市中医药
学会等单位的近30人参加本次沙龙。

市科协科技助力恒合乡乡村振兴
专家服务队第一期沙龙成功召开

本报记者 胡倩

整地施肥：西
葫芦喜微酸性土
壤，适宜的 pH 值
为5.5~6.8。西葫芦
吸肥力很强，施用
氮肥过多，容易引
起茎叶徒长，导致
落花落果及病害发生，施肥时应氮、磷、钾配合。
一般情况下，每收获1000千克果实，需吸收氮3.92
千克，磷2.13千克，钾7.29千克。对五要素的吸收
量依次为钾大于氮大于钙大于磷大于镁。

浸种催芽：首先将种子放入清水中，将漂浮在
水面上的不成熟的种子清除掉，然后用55~60℃
的温水浸种10分钟，以杀死种皮上的病原，再在
20~30℃的温水中浸泡约4小时，捞出后控干水
分，用潮湿纱布包裹，在28~30℃的条件下催芽，
种子破嘴露白后即可播种。

播种育苗：无论是采用苗床育苗还是营养钵
育苗，都要先配制好营养土，这是培育壮苗的关
键。取3份肥沃的、4年之内没有种过瓜类的园田
土，一份腐熟的圈肥，再加入少量柴草灰和锯末，
混合均匀、过筛，然后造畦或装营养钵，准备好后
即可播种，上覆土厚度2厘米。完成此道工序以
后，应在畦面撒少量拌有甲胺膦的麸皮，防除地下
害虫，之后用小拱棚薄膜封闭保湿，直至出苗。

西葫芦适龄壮苗的标准为：日历苗龄30天左
右，具有3~4片真叶，株高10厘米左右，茎粗在0.5
厘米，叶柄长度与叶片长度相等，叶色浓绿，子叶
完好，根系发达。

幼苗期的温度管理：白天气温保持在 20~
25℃，超过25℃时要通风降温。夜间气温保持在
10~15℃，最低不要低于6℃。这个时期，要科学适
当地控制水分，出现明显的缺水症状可浇小水，浇
水后要注意通风，降低空气温度，预防病害发生。
为防止发生立枯病、枯萎病等病害，可兑上少量的
万枯一灌灵灌根2次；为防止叶片发生病害，可每
隔7天用甲基托布津或百菌清叶面喷洒一次；为
防除温室白粉虱、蚜虫、菜青虫、斑潜蝇对幼苗的
危害，可每隔5~7天喷施一次针对性药物杀虫。

（本报综合）

西葫芦高产的施肥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