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
﹃
惠
﹄
草
原

要闻一览

8 执行主编：海粼 责任编辑：潘佳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 科技科技■邮箱：15651348@qq.com

﹃
青
创
﹄
观
察□本报记者 白莲

早春四月，武川县的丘陵沟壑一望
无际，号称“补药之长”的黄芪幼苗在松
软复苏的红色土壤中悄然萌动，蓄势待
发，等待时机破土而出。

千百年来，中药材是中医学精粹之
根本，也是历代医家防病治病最有力的
武器。内蒙古生产的药材素以质优无污
染著称，被公认为黄芪的道地产区。土
壤环境清洁、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病
虫害相对较轻，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
赋予黄芪根条长、品相好、粉性足、药用
成份稳定，且含量远优于中国药典的质
量标准。

对于耐寒耐旱的黄芪来说，武川县
深厚肥沃的土地为其提供了极佳的生长
环境，而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陈贵
林教授的科研团队研究基地也长期在此
扎根。

野生资源日趋减少，人工栽培成必然选择

俗话说，“十药八芪”。据统计，含黄
芪的中成药多达200余种，目前国内外
市场对黄芪的需求量极大，以黄芪为原
料的上市保健品也大量涌现。现代科技
发现，黄芪中含有皂苷、多糖、黄酮等物
质及硒、锌、铜等多种微量元素，具有增
强机体免疫功能、保肝、利尿、抗衰老、抗
应激、降压和较广泛的抗菌作用。

《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明确提出，全面提升中药
产业发展水平，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
推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扶植中药
原料基地建设。自治区蒙医药中医药事
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也把促进蒙药中
药资源生态建设列为发展重点。

由于长期大量采挖，野生黄芪资源
量急剧减少，属于渐危品种，成为国家三
级保护植物。需求量快速增加，野生和
半野生资源不断减少，人工栽培成为解
决药材供应问题的关键。尽管近年来我

区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黄芪生产基地，
但生产中仍然存在单位面积产量不高、
品质不稳定、生产成本过高等一系列问
题。

搞好大宗蒙药中药材基地建设，提
高药材质量尤为关键。“要想把资源优势
转变为经济优势，必须走生态种植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积极开展黄芪种质资源
研究和人工栽培品种选育。保护黄芪种
质资源的多样性，建立优质高产、抗逆性
强的良种资源库，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陈贵林教授说。

2006年，陈贵林教授带领团队开展
了黄芪种质资源收集整理工作，一些品
质纯正的黄芪种子已很难找到。人工栽
培中，存在种质品种混乱混杂的情况，山
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地区种植地相
互调种使用。同时，黄芪品种人工选育
工作严重滞后，优良品种品系较少，种质
资源已成为制约黄芪产业发展的主要瓶
颈。针对黄芪优良品种选育问题，陈贵
林课题组将收集到的12个黄芪种源同
步播种于温室和大田试验，进行干旱处
理及一系列相关生理生化指标和有效成
分的比较，筛选出抗逆性强、品质好的优
良黄芪种质。

从根入手，为生态种植奠定基础

黄芪虽好，但想得到品质极佳的黄
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深入武川
县、固阳县、奈曼旗和喀喇沁旗黄芪主产
地田间地头的调研中，陈贵林发现，经常
会有种植户抱怨药材种植投入高，品质
和产量得不到保障，得不到高回报收益。

在大面积种植黄芪的过程中，很多
地区由于盲目追求产量而忽略品质，加
之水肥调控技术不规范、连作障碍等问
题，极大影响到黄芪的产量和品质。在
有着“黄芪之乡”之称的固阳县，高峰期
种植面积可达总耕地面积的1/4，几乎
包括了当地所有水地。连年的黄芪种
植，重茬导致的病虫害猖獗，黄芪产量和
质量急剧下降，病虫害高发时甚至绝收，

这种状况一度严重威胁了该地区的黄芪
种植业。

道地药材的优良品质是药材的基因
型与特定环境条件长期作用的结果，优
良药材品种的基因只有在特定的生态环
境条件下才能够得以充分表达。

“土壤是生态环境中影响药材道地
性形成的重要因子。连作后，黄芪根际
土壤有益菌和致病菌的平衡关系被打
破，根际土壤微生态失衡。连作年限越
多，对黄芪维持根际土壤微生物多样性
越不利。”陈贵林告诉记者，目前道地药
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气候条件及土壤理
化因子对药材品质形成的影响，而关于
土壤微生物对药材道地性形成的作用还
缺乏足够认识和系统研究。

为探索缓解黄芪连作障碍的方法，
2014年开始，团队在武川县进行为期6
年的大田试验，同步进行温室盆栽实验，
探索黄芪与燕麦、油菜、黄芩及马铃薯等
不同作物轮作后黄芪根腐病发病情况、
土壤养分含量及根际微生物多样性变
化，围绕黄芪道地性问题及品质提升开
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工作。

研究结果表明，黄芪与燕麦轮作后，
黄芪植株生长情况健康且产量较高，与
燕麦轮作后土壤养分含量显著上升。同
时，黄芪根际土中有益菌数量提高，有利
于黄芪生长及品质提升，是一种缓解黄
芪连作障碍的合理轮作措施。

陈贵林还发现，种植户在栽培过程
中，水分控制不当，盲目浇灌，导致了黄
芪产量和品质降低。

为探究黄芪药用有效成分的积累规
律，2010年开始，团队运用转录组学及
代谢组学技术研究了干旱胁迫下黄芪及
膜荚黄芪不同器官有效成分（毛蕊异黄
酮葡萄糖苷和黄芪甲苷）的积累规律，进
行正常供水和干旱胁迫处理，进行光合
指标、生长指标和酶活性的测定。

“实验发现，适度的干旱有利于黄
芪有效成分的积累。轻度和中度干旱
时，黄芪体内一些抗氧化酶活性增强，
渗透调节物质脯氨酸和可溶性糖含量

增多。此外，一定程度范围内的干旱胁
迫，黄芪的生物量降低，但能提高黄芪
甲苷、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芒柄花苷、
毛蕊异黄酮和芒柄花素等黄酮类成分
的含量。”

同时，课题组还在和林格尔县进行
了2年的大田控水试验，发现在6月中旬
到7月上旬实行1次灌水，有利于黄芪根
药效成分的积累，过多灌水反而不利于
黄芪生长，也会导致黄芪品质降低。这
些有益的探索和发现，对于提高黄芪种
植中水分利用效率及黄芪品质提升，降
低生产成本，颇具应用价值。

面向需求，把所学应用到田间地头

从黄芪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到收获
越冬、返青等每一个生长时期，陈贵林教
授和团队成员几乎每年有近一半的时间
坚守在田间地头。实验室里，日日夜夜
共同探讨研究方案、观察实验；试验田
间，春种秋收、取种采样，风餐露宿中伴
随着艰辛付出和收获的喜悦。十余个春
秋，寒来暑往，黄芪成了大家生命中的一
部分。

陈贵林教授认为，做农业研究不能
只待在实验室里，而是要把所学应用到
田间地头，用实践检验理论，用农民的丰
产增收考核科研工作。

为让种植户掌握黄芪的生态栽培技
术，实现科技惠农，陈贵林近年来围绕黄
芪生态种植及规范化种植的关键技术，
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赤峰市、通辽市、
呼伦贝尔市、巴彦淖尔市、山西、甘肃等
黄芪主产区进行黄芪种植规范化指导，
培训种植户2200多人次，研究成果得到
推广及应用。

经过多年培育，内蒙古产的黄芪品
质已经得到中医药界的认可，其影响力
和品牌效应也在不断提升。“正北芪”品
牌被评为知名商标，“固阳黄芪”通过了
国家地理标志登记，逐渐成为名副其实
的“黄芪之乡”。

（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由100位院士、专家组成的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
员会近日成立。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分设基础零
部件和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业软件、基础工艺与装
备、产业技术基础、政策6个专项工作组。作为专业化、
战略性决策参谋机构，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将围绕
产业基础高级化，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致力于推
进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既可以上天，也可以入海，一种新概念的海空两
栖无人航行器“哪吒”，由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海洋技
术团队成功研制，多项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相关研
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海洋工程》。“哪吒”是
将水下滑翔机的设计理念与无人机的设计思想进行了
有机融合，具备垂直起降与悬停、水平飞行、水下滑翔等
多种功能于一体。

\

●科技部近日批复同意支持湖南建设国家耐盐碱
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由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牵头，联合海南大学、青岛海水
稻研究发展中心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组建，聚集了广东
海洋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新
疆农业科学院、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农业大学、三亚
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湖南大学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协同共建。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广州市商务局召开平台
“大数据杀熟”专项调研和规范公平竞争市场秩序行政
指导会。会上，唯品会、京东、美团、饿了么、每日优鲜、
盒马鲜生、携程、去哪儿网、如祺出行、滴滴出行共10家
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签署了《平台企业维护公平竞争市
场秩序承诺书》，承诺不非法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
息，不利用数据优势“杀熟”，不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牵头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全球
变暖正迫使海洋生物改变地理分布，“逃离”赤道地区，
向两极方向迁移。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领衔的科研
团队，近期在内蒙古宁城县发现了1.25亿年前的“宁城
中华草”，这是迄今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最早的单子叶植
物化石，为科学界研究植物进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单子叶植物是开花植物中的一个重要类群。人类
赖以生存的大部分粮食作物，例如小麦、水稻、高粱等，
都属于这个类群。但由于此前发现的化石记录不多，科
学界对单子叶植物的起源和历史了解甚少。

此次发现的宁城中华草长约26厘米、宽5厘米，根、
茎、叶、花等各重要器官清晰可辨。从化石上看，它的根
系具有侧根，茎具有明显分节，茎上长有多枚叶片。宁
城中华草的叶片细长，具有单子叶植物典型的平行叶
脉，样貌上类似玉米的叶片。其植株顶端还长有形似高
粱穗的花序，花序中包含许多朵小花。

“特别难得的是，此次发现的化石完整保存了宁城
中华草的整棵植株。这大大减少了人为推测、拼接各组
成部分可能造成的错误，为研究植物进化提供了新的化
石依据。”领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研究员王鑫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正式发表在古生物学术期刊《远古
世界》上。 （据新华社电）

距今1.25亿年前的
“宁城中华草”被发现

看天下

□本报记者 白莲

不同废旧垃圾投入智能垃圾箱开口处，经识
别后迅速由同步带传送至相应分类区，这是第七
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内蒙古赛
区选拔赛现场的作品，来自内蒙古工业大学机械
学院的秦郡酉团队。

“我负责的是机械结构设计部分，主要利用
视觉识别和深度学习等程序，来达到垃圾精准识
别分类的目的。参加这次比赛，不仅增长了见
识，也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
方。”秦郡酉表示。

近日，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内蒙古赛区选拔赛在内蒙古工业大学举行，此次大赛
共有全区12所本科院校的25支队伍参加。

竞赛面向适应全球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工程
师培养，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与制造强国战略，
着力构建面向工程实际、服务社会需求、校企协
同创新的实践育人平台，培养服务制造强国的卓
越工程技术后备人才。

据了解，本届比赛重点考察学生利用跨学科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解决面向实际问题的设计、
制造与创新能力，强调工程思维、工程创新、工程
伦理与团队合作等综合素质的考察。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教学部主任李海滨
说：“大赛与高校工程训练教学相衔接，综合考察大
学生机械创新设计能力、制造工艺能力、实际动手
能力、工程管理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通过竞赛，
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与研究热情，也能激发学生
创新潜能，培养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成为课
堂的有益补充。”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二年生黄芪进入开花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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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装待发的智能物流机器人。

智能物
流机器人搬
运调试。

生活垃圾智能分类比赛生活垃圾智能分类比赛。。
势能车竞赛现场。

“宁城中华草”化石。
（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提供）

陈贵林教授陈贵林教授（（中中））及科研团队部分成员及科研团队部分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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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贵林科研团队：让内蒙古黄芪更道地

黄芪育苗田机械喷雾防治病虫害黄芪育苗田机械喷雾防治病虫害。。

联合收割机采收黄芪种子联合收割机采收黄芪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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