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科技人员通
过坚持不懈的技术攻关，成功攻克了“150㎜方坯 6 米
定尺双排料”和“160㎜方坯 12 米定尺”2 种规格在线
转换生产新工艺，极大提高了生产作业率，促进产量
稳步提升。 郑志宏 摄

乌钢成功攻克两种钢坯规格
在线转换生产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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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本报记者 白莲

东北地区（包括东北三省和我
区东四盟市）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
供应基地，为我国粮食安全和主要
农产品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近
年来，在粮食产量增加的同时，也
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种
植方式不合理，资源利用率低；耕
地有机质减少，地力下降；土壤耕
层变浅，梨底层上升；过量施用化
肥 和 农 药 ，农 业 面 源 环 境 污 染 严
重；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恶化
等。

可不可以依靠农业科技创新，
建立科学合理的旱地种植制度和
养地制度，既能稳定提高农田生产
力、持续提升耕地质量，同时将对
生态环境的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
内？由中国农业大学领衔多家单
位共同参与完成的项目“东北地区
旱地耕作制度关键技术与应用”，
取得了重大创新和突破，荣获 201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内
蒙古民族大学是该项目主要承担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李志刚
是重要参与者。

耕作制度是一个地区或生产
单位作物种植制度以及与之相适
应的养地制度的综合技术体系，包
括种植制度和养地制度两部分，耕
作制度应建立在合理的生态平衡
基础上，这是保证农业持续增产的
首要前提。东北地区作为我国粮
食 主 产 区 ，现 有 耕 地 面 积 约 4 亿
亩，其中 70%以上为旱地，“东北
地区旱地耕作制度关键技术与应
用”建立了东北地区典型耕作制度
模式，为耕作制度创新提供了理论
基础，对农业区域性开发、资源合
理利用与保护及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成为农业科学技术领域的
热点。

“项目围绕种植区划优化、主
要作物高产耕层标准及配套耕法、
典型区域耕作制度模式构建等重
大关键技术难点，在主要类型区开
展了为期 14 年的联合攻关和集成
应用。”李志刚介绍说，团队主要在
以下三方面取得突破：

明确了全球气候变化对东北
地区主要作物种植区划的影响，制
定了基于气候变化的旱地耕作制
度新区划，并提出了相应的产业和

优势作物发展战略优先序与技术
优先序，为耕作制度创新提供了理
论基础；

系统开展了旱地耕作制度关
键技术研究，明确了关键技术的作
用机理。种植制度方面，从田间作
物优化配置入手，确定了不同区域
田间作物群体优化配置的具体参
数，探明了群体光、热、水和养分高
效利用的机理，构建了适合不同区
域 的 资 源 高 效 利 用 型 种 植 制 度 。
养地制度方面，从玉米田高产土壤
耕 层 构 建 入 手 ，首 次 提 出 了 白 浆
土、黑土、棕壤和褐土的高产耕层
参数阈值，填补了合理耕层构建参
数量化研究上的空白。在土壤耕
作制度方面，围绕土壤耕层主要物
理指标参数阈值，建立了与之配套
的土壤耕作方法，形成了较为系统
的土壤耕作制度。在施肥制度方
面，从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养分
平衡入手，围绕耕层主要养分指标
参数阈值，确定了主要土壤类型的
秸秆最佳还田方式、周期、数量、氮
肥配施量、有机肥和无机肥的施肥
配比量，建立了地力保育型施肥制
度；

建立了主要类型区典型耕作

制度模式，系统集成了与生态环境
相吻合的耕作制度综合技术体系，
实现了粮食产量和效益的同步提
高。在粮食主产区构建了高产高
效型耕作制度模式与配套技术体
系，在生态脆弱区构建了资源高效
利用型耕作制度模式与配套技术
体系，实现了技术的制度化，并在
试验示范区广泛应用。

李志刚是作物遗传育种学二
级学科带头人，2012、2014、2016
年自治区“新世纪 321 人才工程”
第二层次人选，荣获 2016 年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2012 年自治区科
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11 年自治区
农牧业丰收奖一等奖等荣誉称号；
还出版了《植物生理学》《基础生物
化学》《东北农作制》等教材和学术
专著 6 部，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自治区教育厅基金、自治区
人才基金等项目，参加国家公益性
行业项目、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等课
题。

目前，李志刚正在带领大豆育
种团队，与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合作
冲击下一个目标，为杂交大豆早日
实现制种产业化，力争为我国的大
豆科研生产领先世界作出新贡献。

近日，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盐湖与盐
化工产业院士专家工作站获自治区批复。截至目
前，阿拉善盟经自治区批准建立的院士专家工作站
已有 4 家。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我区最大
的盐湖——吉兰泰盐湖，其湖盐储量超过 2 亿吨，
因多年开采，正面临盐湖补水严重不足、盐湖老化
导致湖盐产品质量显著下降、盐湖开采工艺及盐田
生产工艺有待创新优化等技术难题。兰太盐湖与
盐化工产业院士专家工作站引进以中国地质科学
院盐湖与热水资源研究发展中心资深院士郑绵平
和天津科技大学化工与材料学院骨干研究人员共
19 人组成的院士工作站研究团队，开展湖盐资源
持续高效开发、盐湖化学资源综合利用及盐化工产
业创新发展新技术等系列关键技术研究。

该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建立，将进一步加快该盟
盐湖勘探及盐化工资源综合利用，推动关键技术攻
关，实现盐化工循环经济产业链，为增强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王丽霞）

赤峰市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示范区
创建工作启动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
颈问题，赤峰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可持续发展实
验区的创建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创建国家级可持
续发展实验区 3家：元宝山区、克什克腾旗、红山区；
创建自治区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3家：林西县、宁城
县、喀喇沁旗，全市有半数旗县区进入可持续发展试
验区行列，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工作在全自治区
名列前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经过多年努力建设，元宝山区、克什克腾旗、红
山区 3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科技创新能力和科
技服务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通过 100多个优先
项目的实施和带动，经济、生态、社会各项事业均得
到了长足发展。面对新形势创造新机遇，创建国家
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示范区的条件已经具备，下一
步将与国家科技部、自治区科技厅积极沟通，以元宝
山区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为突破，创建国家可持续发
展实验区示范区，发挥模范实验区的带动作用，全面
推进新时期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工作。 （任林）

巴彦淖尔市认定一批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为全面做好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以
下简称“优势企业”）培育工作，根据巴彦淖尔市企
业知识产权工作的实际情况，巴彦淖尔市科技局制
定了《巴彦淖尔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工作方
案》，组织开展了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培育和评审
认定工作。经企业自愿申请、各旗县区科技局择优
推荐、市科技局组织核查和评审，确定内蒙古盾安
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等 11 家企业为首批巴彦淖尔市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巴彦淖尔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评审认定工作
通过对市内知识产权工作较为优秀的企业进行认
定挂牌，按照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标准进行培
育，力争通过培育，达到自治区及国家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的标准，实现知识产权强企的发展目标，并
示范带动其他企业自主创新，为建设知识产权强
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
级提供有力支撑。 （张宇）

阿盟新增 1 家自治区院士专家工作站

在广袤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即便是抗旱能力
极强的沙漠植被，也会在炎热的夏季成片死亡。不
过，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科研人员近日发
现，“沙漠之英”梭梭具备“假死”本领，表面看上去
枝枯叶败，根系却仍能存活，只需一点水分，就可再
次恢复活力。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彦带
领团队通过 2 年多的实验，确定了梭梭在干旱死亡
过程中水和碳的生理、形态指标变化先后顺序，量
化了地上、地下组织在干旱环境下的存活时间，结
果表明，梭梭具有优先“投资”根系的生存策略。

据李彦介绍，长期对干旱的适应性进化结果使
得梭梭从幼苗开始就具有“根保护”能力：在极度缺
水的情况下并不会迅速死亡，它会牺牲地上的枝
叶，降低碳需求，以满足根系的碳消耗，保证根系存
活，这是一种“假死”状态。此时只需要一点点水
分，就可以“驱动”根系积累的碳水化合物，提供再
次萌芽的能量。

实地观测发现，梭梭通过调控水、碳的分配，幼
苗可以坚持“假死”一两个月，一般的成年植株可以
跨年。这种策略使梭梭生命力极其顽强，研究发
现，连续 5 年遮挡降水都没有造成一些成年梭梭的
最终死亡。李彦表示，干旱区很多多年生木本植物
都具有一定这样的“复活”能力，梭梭最为典型。

这一研究的相关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植物生
物学》上。

据介绍，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为我国第二大沙
漠，近年来，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沙漠南
缘天然梭梭林分布面积减小，覆盖度下降，尤其当
夏季干旱来临，土壤水分有效性降低，梭梭幼苗死
亡率升高。这一发现对当地植树造林、植被生态恢
复具有指导意义。

（据新华社）

荒漠植物梭梭“假死”成因
得到破解

短波

1 月 9 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2016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又一批在
科技创新中作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登上领奖台。

2016 年，国家共授予 2 名科学
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国家
自然科学奖 42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66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71 项。

我区一项目成果获得 2016 年
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我
区 6 家高校和企业作为项目承担单
位受到表彰。

每项获奖成果都凝聚着科技工
作者潜心探索、奋勇攀登的智慧和
汗水。本版将陆续刊登部分获奖项
目背后科技工作者们的精彩故事，
与读者朋友分享，激励全区各族干
部群众深入贯彻自治区第十次党代
会精神，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
实处。 ——编者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
东北地区旱地耕作制度关键技术与应用

﹄

—
—

让旱地种植实现可持续
关注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充分发挥农牧业现代
化的基础作用和绿色化的引领作用，在更高层次上推进我区
现代化建设。

近年来，赤峰市宁城县把加大科技服务力度作为推进现
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大大提高了设施农业生产
中的科技含量。有着 20 年辉煌历史的宁城县设施农业，如今
总面积已达 39 万亩，农民人均增收 4100 元，先后荣获全国蔬
菜种植重点县、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县等荣誉称号。

科技一线

□文/图 邵涌河

赤峰市宁城县那一栋栋温暖如
春的大棚，扣着的不仅仅是勃勃生
机和累累硕果，还有科幻般的镜头
和神话般的故事，不信请看⋯⋯

“大棚高铁”：自动运送蔬菜
随着设施农业的发展，温室大

棚长度不断延伸、面积不断扩大成
为普遍现象。过去，菜农们从大棚
深处将新鲜果蔬弄到棚外，除了人
扛就是车推，既费力气进度又慢。
2015 年秋季，宁城县一肯中乡万亩
尖椒园区传出一桩新鲜事儿：万家
营子村棚主迟宝臣在 200 米长的大
棚安装了“大棚高铁”，即把用方钢
焊制的长形铁车放在用角钢铺就的
2 条轨道上，再配上动力装置，即可

在大棚内运行自如，一次可将千余
斤尖椒运出棚外。

有人会提出疑问：2 根角钢怎
能担得起负重的“高铁”？原来，铺
在地上的铁轨，每隔 1 米就放置 1 根
不起眼的圆钢枕木。一个做百个
瞧，2016 年，全乡新增的 1300 多个
蔬菜大棚，有 80%开通了菜农们发
明制作的“大棚高铁”，生产效率大
大提高，劳动强度明显减轻。

二氧化碳监测和释放装置：智
能监测植物长势

自打有了温室大棚，菜农们就
一直受棚内缺少二氧化碳之困扰。
这是因为，室外光照充足时二氧化
碳缺乏，会因光合作用不佳影响蔬
菜产量和品质。2012 年，一肯中乡
石柱子洼村棚主孙昌在棚内安装设
置了二氧化碳监测和释放装置，只

要棚内二氧化碳含量缺乏，该装置
的智能精准气肥机就能立即测出，
并将信息传导到放置在棚口的二氧
化碳释放罐，释放罐便自动排放作
物急需的二氧化碳气体。

随时监测排放二氧化碳气体能
使作物丰产。仅以前年冬天为例，
孙昌的大棚生产的茄子获纯收益
8000 余元，而没有该装置的棚户收
益不到 5000 元。2016 年入冬，一
些棚户眼瞅着孙昌靠“孙猴儿吹口
气儿”就来大进项，也学着他的样子
在棚内放置了二氧化碳监测排放装
置，别说，蔬菜长势和座果率明显好
于过去，丰产增收是把攥着的事儿。

物联大数据远程监控系统：生
产过程一目了然

消费者最关心的莫过于蔬菜安
全。去年 7月，八里罕镇立志果蔬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南立志，在设施农业
园区的 247 个大棚中，选取 2 个棚安
装了物联大数据远程监控系统，用于
生产管理、产品溯源、营销指导，将棚
菜生产过程全部暴露在消费者眼皮
子底下。由于该系统严格按照有机
蔬菜要求操作，农药用量比其它棚减
少40%，因此棚菜产品备受广大消费
者认可和青睐，远销北京、天津等地。

敢曝光棚菜生产过程，足见该合

作社生产放心菜之诚意。南立志经常
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只有让消
费者钻进大棚这个“铁扇公主”的肚子
里看个究竟，消费者才会放心购买。

瞧，农家大棚里扣着这么多精
彩的高科技，怎能不青翠欲滴生金
结银？目前，宁城县正在全力实施
赤峰市提出的“3661”工程，那一栋
栋大棚，正在绽放着一朵朵科技创
新的奇葩⋯⋯

“五化”协同
创新驱动 农家大棚里的高科技农家大棚里的高科技

应用了黄板诱杀害
虫技术的温室大棚。

手 自 一 体 智
能放风器。

李志刚在农田里实地调研。 (图片由李志刚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