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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龙江绿色根基
彰显优品有机本色

省绿色有机农业协同创新推广体系

巴彦县兴隆镇中兴村有一家以发
展东北特色农产品、农副产品深加工
为主的民营科技型企业——哈尔滨健
康农牧业有限公司，随着产业规模的
扩大，该企业遇到了不同批次产品加
工品质不一致的难题。在当地农业农
村局的介绍下，公司找到了绿色有机
体系的岗位专家，体系首席专家来永
才、岗位专家钱春荣带领体系的专家
们走进巴彦县兴隆镇中兴村，开启了
科技振兴乡村之路。

在为企业细致分析了不同玉米品
种的营养特性、蒸煮食味特点后，专家
们为该公司量身定制了两款大碴粥专
用 玉 米 品 种 ：“ 钱 玉 568”和“ 长 发 1
号”，指导企业和农户开展两个专用品

种小园玉米栽培与大田玉米栽培，应
用粒须兼用玉米品种高产增效栽培技
术。同时，他们还针对市场需求，优化
速食玉米大碴粥、龙须粥、胎须茶等产
品加工技术，丰富企业产品类型，帮助
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扩大产能、打造村
企特色品牌，并助力企业开展绿色、有
机产品认证，开启“健康农牧业”之路。

专家介绍，“钱玉 568”是钱春荣
团队培育出的一款高蛋白机收籽粒玉
米品种，蛋白质含量达 12%，比普通玉
米品种高 4 个百分点，收获时籽粒含
水量 25%以下；“长发 1 号”是一款粒
须产量双高品种，平均亩产达 750 公
斤，玉米须产量是普通玉米品种的
3～5 倍，玉米须中黄酮含量可达 7%，

是普通玉米品种的 3 倍，适合于药食
同源产品加工。针对这两个加工专用
型玉米品种配套了标准化栽培技术，
指导企业与农户合作，形成专用品种
订单生产，从品种源头、栽培过程、加
工品质等方面彻底解决了不同批次口
感不一致的难题。

在专家的指导下，“小园玉米”品
质快速提升，企业也与深圳慢性病研
究会合作，将“小园玉米”龙须粥作为
药食同源的食品推广到糖尿病干预中
心和健康服务站。绿色有机体系用自
己的科研成果助力企业打造了巴彦县

“小园玉米”品牌，“小园玉米”获得中
国“一乡一品”“一村一品”认证。2022
年 11月 1日，第二十三届中国中部（湖
南）农业博览会上，巴彦县“小园玉
米”产品荣膺中国“一乡一品”获证产
品金奖，是我省唯一获金奖产品。

“对症下药”延链条

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已经成为推
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产
业振兴上，发挥其在电子商务、科技
等领域的优势，持续提升从田间到消
费者的供给能力；在生态环境保护
上，区块链能够对农村的碳排放、碳
吸收、碳捕捉进行完整的记录与跟
踪。为了让数字技术进一步融入绿
色有机产业发展，在来永才的引领
下，协助穆棱市山东村成功入选“阿

里区块链赋能乡村振兴【链上◎数字
乡民】百村征集”活动，使山东村成为
我省唯一一个入选该活动的乡村。
2022 年 4 月，山东村数字藏品正式上
线拍卖，一个月时间共售出 300 余幅
作品，为山东村获益 1.78 万元，该笔
收入用于山东村村容村貌建设。11
月 ，该 项 目 升 级 为“ 万 乡 千 城 元 宇
宙”，目前正处于准备阶段。通过参
与此项活动，不仅使山东村获得了实

际的收益，更为通过发展数字化农业
推动乡村发展文旅产业探索了新途
径。

下一步，绿色有机体系将把科技
力量聚起来，把科技创新强起来，突
破一批“农”字头的自主创新技术，
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转化一批
重要的农业科技成果，全面助力农
业科技自立自强。体系专家们在提
升科技创新“硬实力”的同时，增强
宣传推广的“软实力”，让科技成果
源源不断转化为促进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动能。

数字赋能开财源

在绿色有机体系成立两年多的时间里，体系
专家们创新开展秸秆还田技术研究，助力黑土地
保护。他们通过研究，明确了寒地玉米秸秆腐解
特征，提出了玉米秸秆全量还田“一翻两免”技术，
2022 年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该技
术作为黑土地保护“龙江模式”的关键技术在全省
推广，成为黑龙江省农业主推技术，2022 年和
2023 年遴选为农业农村部农业主推技术，助力我
省秸秆还田利用率达到 65%，为秸秆还田和保护
黑土地提供了科技支撑。体系专家们还创新性地
改良了玉米秸秆颗粒连年高量深埋还田技术，可
显著提升土壤总碳和总氮含量，为实现东北退化
黑土地力保育与快速提升提供了一条新的可行技
术途径。

在科研过程中，专家们以解决企业需求为导
向，结合我省玉米大豆轮作制度，联合农业合作社
开展了玉米茬种大豆化肥减施技术，2023 年，指
导巴彦县刘辉种植合作社玉米茬种植大豆化肥减
施 40%，每亩节约化肥成本 30 元，3.5 万亩大豆节
本 100 万元，大豆平均亩产达到 250 公斤，实现了
化肥减施、粮食增产“双赢”；指导中农发牡丹江军
马场有限公司提升玉米单产能力，为军马场引进
耐密品种、水肥一体化高产种植技术，助力企业粮
食增产；为北大荒集团四方山农场盐碱地产能提
升提供了技术方案，集成了秸秆颗粒还田、碳基水
溶肥、大垄密植技术，在 pH 值 8.6～9 的苏打盐碱
土上，玉米产量大幅提升，经现场实收，亩产达到
677 公斤，较当地常规模式增产 11.9%，盐碱地交
换性钠盐下降 50%，创新了盐碱地改良和产能提
升模式。

创新护黑土
综合提产能

体系技术亮点

应用新技术，亩
产创新高。 资料片

“小园玉米”系列产品。

□本报记者 周静

黑土地农用土壤质量退化是导致作物产量降低的重要因
子，量化土壤质量退化对作物产量影响的贡献，对有针对性地研
发阻控黑土地农用土壤质量退化具有重要指导性意义。日前，
中国科学院黑土地农用土壤质量退化过程与阻控途径项目研究
取得两项重要进展：探明了东北黑土地土壤退化类型及耦合对
作物产量影响机制；完成了黑土耕地土壤质量与作物产能协同
提升技术集成与应用。

该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
究员邹文秀介绍，今年共有 186 人投入该项目研究，在理论研
究、技术研发与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理论研究方面，项目组科研人员通过对各区域典型坡面的
深入研究，明确了坡面上作物产量和土壤属性的空间分布特点，
详细分析了土壤养分在不同坡位的分布规律及其与坡位的耦合
关系，揭示了侵蚀强度对作物产量的影响机制和二者之间的相
互作用。完成了多地区土壤退化数据的整合与综合分析，建立
了关键退化过程的诊断框架，初步筛选出主导土壤质量退化的
关键因素。在研究土壤退化过程中，深入探讨了热量传导、水分
迁移和养分运输的特征，识别了能量平衡、水分扩散通量和养分
迁移过程中的敏感环境因子，构建了退化条件下水、热、养分过
程的关键驱动因子识别模型。进一步明确了不同区域高产田和

低产田土壤理化指标的差异，识别出退化黑土的主要物理、化学
和微生物限制因子。共发表相关成果学术论文 26篇，其中 17篇
为 SCI论文，9 篇为 CSCD 论文，出版专著 2 部，获得 3 项省部级
奖励。

在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建立了与退化土壤相关的长期监
测系统，包含土壤有机质、养分、土壤水分保持能力等关键指标
的观测，并应用高精度空间分析工具对土壤质量的变化进行全
面评估，形成了黑土退化与改良的诊断体系。构建了土壤水热
耦合传感器、配套的数据分析和处理技术，提高了对土壤水、热
动态的实时监测能力，为研究土壤物理过程提供了先进工具。
提出了根系层土壤结构性障碍的消减技术途径，为改善退化土
壤的物理结构、促进作物根系生长提供了有效的方法。继续开
展黑土培肥与产能提升技术的效果验证与熟化工作，研究了限
制因子消减、扩库增容、土壤增碳肥田等技术措施。明确了不同
有机物料增碳肥田和秸秆还田方式的技术效果，提出了适合研
究区域的土壤培肥与产能提升技术方案，发挥了有机物料在农
业生产中的有效利用。继续构建适宜黑土地农用土壤质量的评
价体系，制定了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综合指标的分析标
准，为土壤质量的监测与评价提供了规范。基于 Meta 分析，完
成了人为土壤管理措施在提高东北地区作物产量中的作用及区
域适宜性评价，为制定不同区域的土壤管理策略提供了参考。
相关成果获批 4 项地方标准，授权 4 项发明专利，申请 5 项发明

专利，获得 10项软件著作权。
在人才培养方面，培养了 2 名国家级人才和 2 名省部级人

才，培养研究生 25名。
邹文秀表示，项目组科研人员通过对东北黑土地土壤退化

类型及耦合对作物产量影响机制的研究，创新性地划分了黑土
地农用土壤侵蚀对作物产量降低的空间格局，量化了黑土地农
用土壤退化类型及耦合作用对作物产量降低的贡献。研究表
明，区域尺度上，坡度是影响土壤侵蚀与沉积分布的关键因素，
侵蚀显著降低玉米产量，而沉积区因养分积累产量有所提升；流
域尺度上，土壤侵蚀速率与作物产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侵蚀强
烈区域的产量下降幅度达 26.3%～71.8%。土壤侵蚀导致的作
物减产，最严重的区域集中在中部和西北部，而影响相对较小的
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和东北部，多数区域的土壤侵蚀导致作
物减产均超过 20%。此外，揭示了土壤质量退化通过影响微生
物养分资源限制、作物水分利用效率，进而影响作物产量的过
程。在典型黑土区，土壤侵蚀是导致作物减产的主导退化类型，
贡献率达 27%。土壤侵蚀深度被确立为作物减产的关键因素，
其次是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土壤质量指数与作物产量显著
正相关，其中土壤养分（如有机质、全氮）对产量贡献最大，而土
壤物理性质则通过改善土壤结构和水肥保持能力间接提升产
量。

同时，通过对黑土耕地土壤质量与作物产能协同提升技术

集成与应用的研究，识别了作物根系层土壤的主要限制因子，
提出了土壤障碍消减-土壤质量提升-作物产量增加的技术途
径，明确了技术区域适宜性。研究成果表明，土壤酸化、有机
质下降、养分有效性低和土壤结构恶化是退化黑土限制作物
产量的主要因子，区域尺度上，土壤酸化、有机质含量低、土壤
保水性差限制了辽河平原玉米产量提升；土壤养分供给能力
和有机质含量是限制松嫩平原玉米产量的主要因素。专家们
提出了多源有机物料还田配合深翻/深松是消减黑土作物根
系层土壤障碍的有效途径，揭示了根际土壤中碱解氮含量对
微生物资源碳限制和磷限制的影响最大，而β -葡萄糖苷酶活
性是影响土壤质量和作物产量的关键因素。有机物料施用通
过调控根际土壤作物产量能提高 5.99%、土壤质量指数增加
46.55%。

科研人员分区域构建了土壤质量与作物产量协同提升途
径，为黑土地保护利用、分区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基于多源
有机物还田，构建了松嫩平原黑土地保育与培肥、辽河平原

“补还一体”、三江平原改良快速培肥的土壤质量与作物产量
协同提升途径，同时，基于预测模型估算了东北地区不同土壤
管理措施下主要作物的产量效应值，开展技术模式适宜性评
价。预测结果显示旋耕和深松/深翻的适宜性覆盖了东北所
有耕作区，其中旋耕的高度适宜区范围较大，但深松/深翻的
增产幅度更高。

黑土地农用土壤质量退化过程与阻控途径项目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为保护利用黑土地提供科技支撑

□本报记者 周静

在黑河市爱辉区建立千亩示范基地，集
中系统整合国家和省级农业项目成果，创建
适合我省第四至第六积温带的技术示范模
式，为提升全省种植业总体水平探新路；把
黑土地保护利用技术嫁接到高标准农田建
设中，改善农田生产环境，提升肥力、地力，
让高标准农田更高产；走进大庆市肇州县和
绥化市安达市，通过实地探查、田间指导和
座谈等方式，帮助当地农户解决土壤板结、
盐碱地产量低和农药残留严重等技术难题；
深入绥棱、海伦及北安等地，对土壤情况和
农业技术需求进行调研和现场指导，进一步
提高各地区农技人员服务能力、实施主体黑
土耕地保护和科学施肥水平。2024年，黑龙
江省黑土耕地保护协同创新推广体系的专
家们奔走在龙江大地，为实施千万吨粮食增
产计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率先建设农
业强省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提单产增地力 联合各方集成新模式

10 月 7 日，“黑土地保护与利用学”学科
组组织有关专家，对黑河市古城现代农机专
业合作社的“肥沃耕层构建技术”示范区

（300亩）进行了现场鉴评测产。专家们在示
范田和农民对照田分别随机选取四个采样
区，大豆每个采样区取 2 平方米，脱粒后称
重，测量含水量，然后按自然含水量计算产
量。测产结果表明，采用“秸秆翻混还田”的
地块，比对照田增产 4.8%；采用“秸秆加有机
肥翻混”的地块，比对照田增产 15.1%。

体系首席专家、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
农业生态研究所二级研究员韩晓增介绍，在
黑土地保护以及玉米、大豆单产提升方面，
目前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农业农村部、黑龙
江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都有一些科技成果，
此次在黑河市爱辉区建立千亩示范基地，就
是以玉米、大豆单产提升和黑土耕地地力提
升为核心目标，统筹利用国家和省级多部
门、多方面优秀科技成果，系统整合、集成配
套农业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模式，在我省黑
土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秸秆还田和绿
色种养循环等多个项目广泛应用、增效赋
能，打造耕地质量和粮食单产双提升的“爱
辉样板”，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
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下一步将及时总结提炼示范区推进农业
技术集成化应用等经验、做法，探索形成可推
广、可复制的建设模式，争取在其他市地典型
黑土区广泛应用、建设示范区，打造一批龙江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的核心载体。

点试验面示范 携手并进推广新标准

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总体规划下，体
系首席专家韩晓增牵头，中国科学院东北地
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联合农业农村部及我
省相关单位，以黑土地长期定位试验为依
托，通过点上试验、面上示范、区域验证的方
式，构建了我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技术
体系，在全省推广应用，服务于国家黑土地
保护工程。

针对我省春季低温冷凉的特点，优化完
善了秸秆覆盖少免耕技术，从原来的秸秆全
覆盖升级至秸秆归行条带旋耕，有效提升春
季苗床温度和作物出苗率；为了解决我省土
壤质地黏重和低温冷凉对土壤水热传导、根
系生长的限制问题，自主研发了以秸秆粉碎、
有机肥深混还田为核心的深耕培土、扩容增

库技术，实现了增加耕作层厚度和土壤温度的目标。在区域应用过程
中，根据我省土壤类型、生态类型构建了黑土地保护利用技术体系，其中

《耕地肥沃耕层构建技术规程》和《水田肥沃耕层构建技术规程》上升为
农业行业标准。

今年以来，标准化技术覆盖了全省 39个县市（区、农场），土壤有机
质含量平均提高 5%，耕层厚度平均增加 8.7 厘米，耕地质量平均提高
0.33个等级，作物产量提高 10%以上。

走田间出良方 专家因地制宜解难题

今年春季各地区降雨量较大，土壤湿涝，而且低温导致作物播种较
晚、生育期延后，为了帮助农民解决这些问题，体系专家邹文秀等携手
各地农技人员，与当地农民、种植大户和合作社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从
秋季和春季秸秆还田关键技术、苗期深松防寒管理、作物养分调控、生
长调节剂喷施、病虫害防控等多个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并为各
地提供了土壤管理、养分管理等方面的系统解决方案。在肇州和安达，
首席专家韩晓增和体系专家王秋菊针对盐碱地改良问题提出了具体方
法。

入冬以来，专家们陆续走进农民培训的课堂，引领更多人深入了解
不断更新升级的黑土地保护利用“龙江模式”，携手更多人共同筑牢祖
国的大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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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专家查看应用起垄覆膜种
稻技术的秧苗生长情况。 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静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升级，
安全、健康、营养、无污染的绿色、有机食
品，广泛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展现出巨大的
发展潜力。省绿色有机农业协同创新推广
体系（以下简称绿色有机体系）2022 年正
式启动后，体系首席专家来永才认为，当下
正是我省从农业、粮食生产大省转向农业
和绿色食品强省，打造龙江特色品牌的有
利契机，我省独特的气候条件和良好的生
态环境，具备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和生态健
康食品的天然优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农业科技工作，作出了要发展科技农业、绿
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四个农业”的
重要部署，绿色有机体系围绕我省绿色有
机农业新理念、新技术、新成果，将科技链
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
地，为加速推进我省绿色有机农业健康发
展、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体系专家
在实现龙江农产品“真绿色”“真有机”“真
健康”上做文章，通过打造龙江品牌，做强
品牌营销，筑牢品牌底色，提升龙江农产品
在全国市场的影响力、知名度和占有率，为
黑龙江绿色、有机农业发展筑牢安全保障。

延寿县信合有机稻米专业合作社是绿
色有机体系的试验基地之一，合作社理事长
姚宏亮是有机水稻覆膜技术创始人，他为专
家们介绍了有机水稻覆膜技术增产、除草、
防虫、抗倒伏、抗病、保肥、节水、促早熟、保护
生态环境等优点，同时也提出了在实际生产
中遇到的诸多问题。

体系专家们结合实际开展调研工作，
与合作社在原有覆膜有机水稻栽培技术的
基础上共同研发了起垄覆膜种稻技术。据
介绍，该技术采用超早育秧技术，秧龄达到
50～55 天左右，带蘖下田；水稻移栽前，在
田间起垄覆膜，提高地温的同时有利于保
水控草；垄宽 70公分，垄上双行水稻，水稻
在田间呈宽窄行分布，有利于通风透光，提
高水稻光能利用率和水稻产量。

当年秋收，通过机械现场实收，获得了
折合亩产 724.62公斤的好成绩。

科技助力提单产

本文图片由绿色有机体系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