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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在线

““深瞳深瞳””··种业科技自立自强⑤

我区多篇论文获海峡两岸
科 普 论 坛 优 秀 论 文 奖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白
莲）日前，第十五届海峡两岸科普论
坛优秀论文评选结果揭晓。内蒙古
科协共推荐科普论文35篇，入选论
文集28篇，获选优秀论文15篇。其
中，一等奖2篇、二等奖5篇、三等奖
10篇，入选论文数量及质量均为历
年最高。

据悉，海峡两岸科普论坛自
2008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十四
届。今年11月，由海南省科协、福
建省科协、内蒙古科协等单位共同
主办的第十五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
将在海南省举办。通过 14年的努
力，海峡两岸科普论坛已经成为两
岸科普领域常态化、有影响力的品
牌活动，为海峡两岸科普人士互通
理念、互借互鉴，互勉互励、互切互
磋，加强交流、扩大合作提供了广阔
平台，在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厚植创
新发展土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研发费用达82.1亿元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白
莲）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动研发投
入攻坚行动，建立政府研发投入刚
性增长机制，对不同主体有针对性
地实施激励性政策，上半年全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创新高，
达 82.1 亿元，同比增长 53.5%。全
区规模以上工业国有控股企业中有
研发投入的企业163家，研发投入
总额3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4.9
亿元，增长87.1%，研发投入总额增
速高于去年同期10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我区通过推进减税
减负、落实企业奖补政策等措施，激
发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大科技投
入，全区财政科技预算支出增长
24%。截至8月底，由企业牵头实施
的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和科技
成 果 转 化 项 目 资 金 占 比 达 到
77.65%。此外，自治区还引导金融
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加大对科技企
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对首次在自治
区股权交易中心科创板优选层或上
市层挂牌的科技型企业，一次性给
予20万元奖补。截至目前，我区累
计向首次挂牌的科技型企业奖补
2900万元。

极 端 磁 场 条 件 对 淀 粉
精细结构的影响被揭示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风
启）近日，内蒙古工业大学刘培玲副
教授科研团队在极端磁场条件对生
物高分子物质结构与行为关系研究
领域取得重要科研进展。科研团队
证实了极端磁场条件导致淀粉发生
氧化和交联反应，C-OH和O-C-
O被氧化为O=C-OH并交联形成
酯键。研究成果在淀粉工业热处理
及可降解包装材料领域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也为柔性材料研究应用
提供了新思路。

单层AlN掺杂体系光催化
性 能 研 究 取 得 新 进 展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风
启）近日，内蒙古工业大学侯清玉教
授科研团队在单层AlN掺杂体系光
催化性能研究中取得新进展，相关
研究成果“点缺陷（Hi-VAl）对单层
AlN：Be/Mg/Ca 磁性和光催化性
能影响的第一原理研究”，发表于国
际期刊《应用表面科学》。科研团队
研究发现，单层Al34HiBeN36更适
合用作光催化剂。此研究对设计和
制备新型单层AlN掺杂体系光催化
剂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且为半
导体物理或材料物理和表面学科的
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退役三元电池镍钴锂
高 效 提 取 项 目 签 约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白
莲）近日，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与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共同签
订了退役三元电池镍钴锂高效提取
与产品制备技术项目合作协议。项
目的实施将发挥中科院在人才、技
术等方面的优势，与内蒙古科学技
术研究院强强联合建立全流程扩试
线，采用退役电池回收利用新技术，
获得纯净的硫酸镍溶液，并制备得
到碳酸锂、硫酸钠等产品，将形成完
整的循环产业链闭环，对推动全区
退役动力电池高值化循环利用，保
障资源安全、促进产业绿色低碳转
型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播撒希望的种子，创新让种子更好地开花结果。
我区选育出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病高油丰产双低甘蓝型油菜杂交品种NM88、以皮裸燕麦杂交

选育的第一个国家鉴定的皮燕麦新品种“蒙燕1号”……
这是近日在高价值知识产权成果项目路演活动上，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推介的新品种代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
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
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自
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重大创
新成果竞相涌现，农业科技实
力不断提高。在日前举办的
高价值知识产权成果项目路
演活动中，内蒙古农牧业科学
院推介的“蒙科豆系列”大豆
新品种、“蒙燕 1号”燕麦新品
种、“北星八号”甜椒新品种、
灌木资源饲料化加工利用技
术等新品种和专利成果悉数
亮相，显示出农业科技创新对
促进农业稳产增产、农民持续
增收、实现乡村振兴的强大影
响力。扎实走好农业现代化
之路，必须向科技借力，向创
新求解。

农业基础研究是农业科
技发展的原生动力，不断推动
基础研究迈上新台阶，是巩固

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首
要任务。目前，我国已经在农业科技基础
研究领域取得诸多成绩，但在一些关键领
域仍与其他农业强国存在差距。因此，聚
焦基础研究、瞄准关键核心，才能使农业
科技创新的支撑要素更加有力。要最大
限度集聚人才资源、搭建创新平台、提供
便利条件，以登高望远的视野引导基础研
究取得前瞻性和突破性的成果。

抓好农业科技创新，要坚持农业科技自
立自强，紧紧围绕农业生产全链条各环节谋
创新。要想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就要把

“种子芯片”牢牢攥在手里，打好种业翻身仗；
要想更好地解放劳动力提高生产率，就要持
续加大农业机械化自主研发力度，推动产业
技术转型升级；要想让农业生产成果实打实
地变成真金白银，就要为现代农业夯实科技
基础，做到有信心有能力稳产保供，让农民
搭上增收致富的“科技快车”。

抓好农业科技创新，要科学布局、智
慧管理，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实现农业
发展现代化。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
化，随着我国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
大批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不断取得创
新突破，并且被运用到农业生产各个环
节，带动了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农业农村
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和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催化剂。

抓好农业科技创新，要以高质量发展
为主线，以乡村振兴为目标，着眼关键核
心问题，敢趟“深水区”，勇闯“无人区”，让
农业科技创新步伐不断加快，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动能更加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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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麦育种团队科研人员张志芬燕麦育种团队科研人员张志芬
（（左一左一））在武川县哈拉哈少乡燕谷坊在武川县哈拉哈少乡燕谷坊
集团燕麦种植基地进行指导集团燕麦种植基地进行指导。。

油菜团队博士油菜团队博士
研究生赵丽丽研究生赵丽丽在云在云
南元谋南繁基地开南元谋南繁基地开
展油菜展油菜NMNM8888套袋套袋
杂交杂交。。

辣椒育种团队科研人员杨志刚
（左一）在杭锦后旗指导“北星八号”
甜椒移栽前蘸根。

绒毛羊研究室团队刘斌研究员绒毛羊研究室团队刘斌研究员（（左一左一））和和
李玉荣研究员李玉荣研究员（（右一右一），），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旗内蒙古亿维白绒山羊有限公司三北羊场开旗内蒙古亿维白绒山羊有限公司三北羊场开
展超细超长型绒山羊种羊生产性能鉴定展超细超长型绒山羊种羊生产性能鉴定。。

草食家畜健康养殖及饲料资源开草食家畜健康养殖及饲料资源开
发利用创新团队高源发利用创新团队高源（（左一左一））博士开展博士开展
柠条发酵品质评价试验柠条发酵品质评价试验。。

我国是山羊绒生产第一大国，而内蒙
古是我国绒山羊养殖和羊绒最多的省区。

“针对我区绒山羊养殖中优质种羊缺乏、羊
绒变粗导致的绒品质下降及养殖效益低的
问题，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绒
毛羊研究室团队立足我区丰富的绒山羊遗
传资源，在阿拉善左旗和鄂托克旗开启了
培育超细绒山羊品种之路。通过近10年
的持续选育，超细绒山羊育种群各类型种
羊绒毛细度降低或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产
绒量和抓绒后体重两个主选性状都随着选
育有了显著提高，团队最终突破了细度不
变又要提高产绒量的技术瓶颈。”畜牧研究
所绒毛羊研究室团队负责人刘斌研究员介
绍。

凭风借力好扬帆。在畜牧研究所绒毛
羊研究室团队的助力下，近2年，阿拉善左
旗和鄂托克旗培育推广超细超长型种公羊
690只，改良低质羊13.66万余只并提高了

低质羊群绒毛品质，逐渐形成了14.5μm以
下超细超长型生产群体。构建了高效实用
的超细绒山羊繁育技术模式，实现超细绒
山羊提质增效和优质种羊创制的产业化应
用。

为提高广大养殖户生产优质羊绒的积
极性，团队与内蒙古蒙绒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等公司联合推动了
羊绒优质优价收购机制，以高于市场价
30-100元/kg的价格收购优质羊绒，新增
经济效益135余万元，获得了绒山羊养殖
户的广泛认可。“我们的产业更有保障了。”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诺尔公苏木哈日
木格太嘎查牧民巴依尔太看到科技成果带
来的真金白银连连感叹。

团队形成了“超细超长型绒山羊的选
育和优质原绒的生产技术”，建立健全了从
超细绒山羊种群繁育到优质原绒生产再到
高端无毛绒加工完善技术体系和科学、清

晰的产业技术路径，为带动广大农牧民依
靠绒山羊养殖稳定增收、振兴羊绒产业提
供了技术支撑。

此外，针对我国蛋白饲料资源短缺、现
有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的现状，畜牧研究所开
发利用我国丰富的灌木资源，研究和集成灌
木蛋白源挖掘及其利用、灌木生物发酵饲料
加工、灌木源新型饲料添加剂及灌木专用菌
酶复合制剂研制4项技术，开辟了新型饲料
资源，有效提高了灌木资源的饲料化利用，
在草食家畜日粮中占比达到30-50%，减少
了养殖成本；解决了北部牧区禁牧舍饲期和
冬春季饲料不足导致家畜生产效益低，死亡
率高的瓶颈问题，同时充分利用灌木资源的
蛋白源，达到了“豆粕减量替代”，实现了地
源性饲料资源的就地利用。

科技创新，必将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增添新动能、创造新活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放大优势：墙里开花墙外香

“‘蒙科豆8号’这个品种前期发苗
快，比别的品种更早封垄，株高不是很
高，节间短，结荚很密集，而且籽粒也很
大，这产量相当高了。”今年，鄂伦春自治
旗两个看禾选种平台展示试验中，从出
苗到收获测产，鄂伦春自治旗农牧科技
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刘威全程负责，见证
了“蒙科豆8号”品种田间高产情况。经
过农技人员测产，“蒙科豆8号”轮作地
块产量208.3公斤/亩，重茬地块180.5
公斤/亩，在61个参展品种中产量最高。

我区是我国大豆优势主产区，大豆是自
治区第二大农作物，但大豆生产中仍存在单
产偏低、品质不优等问题。以问题和需求为
导向，李强博士带领团队在自治区大豆主产
区开展大豆种质创新与新品种选育，并在内
蒙古瑞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
杨种业”）等7个承试点进行大豆极早熟组
品种试验，经过3年层层选拔，“蒙科豆8号”
脱颖而出。

“这50亩地产了8.5吨多，这点地有重

茬地块，有低洼地块，有上茬玉米除草剂残
留地块，不同类型地块代表着不同的逆境环
境，平均亩产170多公斤，证明了这个品种
的抗逆性和适应性是相当不错的。”今年，瑞
杨种业与大豆团队合作，在鄂伦春自治旗大
杨树镇繁育“蒙科豆8号”原种50亩，董事长
王继明对转化开发这个品种信心十足。

3年来，玉米研究所在巴彦淖尔市、包头
市等地开始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适宜大
豆、玉米品种筛选试验示范。试验示范负责
人、研究员党久占介绍：“‘蒙科豆2号’‘蒙科

豆12’耐密植、抗倒伏、耐荫性较强、熟期适
宜，在筛选试验中综合表现优异，产量位居前
列，非常适合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蒙科豆 2 号、蒙科豆 10 号、蒙科豆
12、蒙科豆17”，扎根兴安盟、通辽市、赤峰
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巴彦
淖尔市，填补了这些区域无自治区自育品
种的空白。

从田间到车间，科研与生产的融合日益
深入。

杭锦后旗金色安华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
之初，以“茄门椒”主推品种进行育苗销售。
但由于该品种种性退化，抗病性差等问题，在
当地没有竞争优势，辣椒秧苗销售困难。

生产有所呼，科研有所应。合作社负责
人杨安华看准甜椒新品种“北星八号”丰产、
抗病优势，与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在新品种
引进和技术指导方面达成合作，不仅解决了
河套地区脱水甜椒产业缺乏高干物质含量、
高红色素含量专用品种问题，还填补了河套
地区脱水甜椒产业无加工专用品种的空白。

据统计，2012—2021年，内蒙古农牧业
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辣椒创新团队在区
内外8个盟市46个乡镇212个自然村示范
推广新品种，累计示范推广38.5万亩，实现
总经济效益26962.7万元。

民呼我应：
科研与生产融合日益深入

“这就是油菜品种NM88。看这大角
果儿多大，单株角果数特别多，主花序有效
角果都有50多个。”谢尔塔拉农牧场有限
公司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主任骆璎珞面露欣
喜。

不久前，“内蒙古春油菜新品种及化肥
农药减施技术示范推广”专家现场测产与
评估观摩会在呼伦贝尔举行。500亩油菜
核心示范田向农技专家交出满意答卷，让
专家及周边农牧场参会代表啧啧称赞。

成果来之不易。春油菜创新团队历时
12年，选育出内蒙古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
的高油丰产抗病双低甘蓝型油菜杂交种品
种NM88（以下简称“油菜品种NM88”）。

经农业部油料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武汉）检测，油菜品种NM88含油
量 44.62%、油酸 67.5%、亚油酸16.1%；芥
酸未检出、硫甙17.37umol/g。

令“春油菜创新团队”骄傲的是，油菜
品种NM88经农业部油料作物生物学与遗
传育种重点实验室抗病性鉴定为低感菌核
病。“油菜菌核病是油菜生产中的最重要病
害之一，低感菌核病，意味着品种抗菌核病
能力较强，可以减少化学杀菌剂的施用”，

内蒙古农牧科学院研究员李子钦说。
“油菜品种NM88含油率提高 4个百

分点，亩增纯效益32元、品种抗菌核病在
丰雨年份可实现亩节约成本159元的间接
效益；春油菜缓控释套餐专用肥每亩节约
成本20.5元、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亩节
本10-15元，通过测产和对照比较可以在
农垦区大面积推广。”呼伦贝尔生态产业技
术研究院郝建玺说。

2022年，油菜品种NM88列入内蒙古
农牧厅粮油生产主导品种，列入呼伦贝尔
华垦种业主推油菜品种。

从东到西，内蒙古农田充满“科技味”。
“这两个燕麦品种不赖，由于田间长势

整齐，籽粒性状好，收燕麦原粮的企业早早
等在地头，抢着购买。”今年，乌兰察布市察
右中旗三层店村村民郭连奎种植蒙燕1号
150亩，蒙燕2号100亩，尝到了“科技种”
带来的甜头。

这得益于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燕麦育
种团队从60年代开始进行燕麦育种的成
果。

皮燕麦品种蒙燕1号是通过皮裸燕麦
杂交选育而成，是在粮食作物里第一个通
过国家鉴定的皮燕麦新品种，解决了燕麦
与马铃薯倒茬燕麦倒伏严重的问题，籽粒
平 均 产 量 270kg/亩 ，旱 滩 地 最 高 产
310kg/亩，水地干草产量500-800kg/亩，
旱地干草产量300-500kg/亩。

以坝莜1号为母本，通过皮裸燕麦杂交
选育而成的裸燕麦品种蒙燕2号，改善了原
有品种燕科1号和燕科2号籽粒小的缺点，
遗传坝莜1号的优点，在国家裸燕麦区域试
验中，对照品种坝莜3号增产5%，通过国
家小宗豆鉴定委员会鉴定。

如今，蒙燕1号、蒙燕2号成为内蒙古
自治区饲草燕麦主推品种之一，在乌兰察
布市、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市、赤峰市，推
广种植50万亩左右。

大显身手：科技成果扎根内蒙古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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