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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瑞山今年58歲，自2003年開始承包土地，目
前已流轉土地1,300多畝。「這幾年，天氣對

農作物的影響真的比以前大。」楊瑞山說，玉米種
植後的管理相對粗放，播種後只要玉米長起來，追
上肥，農民就可以等待9月底的收穫了。

「今年旱了，去年卻澇了，前年也澇了」
玉米播種後基本就進入了北方的雨季，在楊瑞山印

象裏，早些年降雨還算比較規律，也基本不用進行再
次灌溉。今年雖然北方多地遭遇洪
澇，但山東多地卻是高溫疊加了乾
旱，楊瑞山只能抽取地下水灌溉玉
米地。
「河裏沒有水，只能在地裏打
井。井裏的水也抽乾了，只能加
管子再往更深處取水。」劉厚志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乾旱導致
地下水位明顯下降。山東淄博市
高新區中埠鎮三月三農場負責人
李廣信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他流轉的土地下面缺水嚴重，只
能挖溝鋪設管道，從一千多米外
的機井中取水，再引到地裏來。
「今年旱了，去年卻澇了，前年

也澇了！」楊瑞山回憶說，「去年從播種就開始下
雨，停雨了就趕緊去地裏排水，水還沒有排完，又下
雨了。」楊瑞山說，防汛溝裏的水滿了，水多得排不
出去。他的玉米去年減產30%左右，損失較大。
楊瑞山說，前年玉米收穫時也遭遇秋澇，成熟了的

玉米全部泡在水裏，收割機陷在了地裏，三個拖拉機
往外拖。劉厚志說，前年他們是蹚着水把地裏的玉米
背出來的。劉厚志流轉了1,100多畝農田，經歷了兩年
的雨澇，去年開始，他在每200畝農田周邊都深挖了排
水溝，投入了兩三萬元（人民幣，下同）。

「既要打井灌溉，又要挖溝洩洪」
楊瑞山斥資購買了履帶收割機、脫粒機，還修

建了烘乾塔。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修建烘乾
塔也是無奈之舉，玉米脫粒後如果不能及時烘
乾，就會發生霉變。八九年前上了一台12噸的烘
乾機，四年前又上了一台30噸烘乾機，兩個烘乾
塔一個100噸，一個150噸。為了顆粒歸倉，楊瑞
山又建設了大大小小的五個糧倉，儲糧總量可以
達到600萬斤。

「既要抗旱，又要防澇；既要打井灌溉，又要挖
溝洩洪。」劉厚志很是感慨，種地真的太難了！於
是，在選種玉米品種時，劉厚志特別看中耐高溫、
耐乾旱、耐澇又抗病的新品種。

「玉米種植一定要跟着科技走」
楊瑞山還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新的品種確實改變了

很多，抗逆性有了顯著提升。他今年種了一款抗倒伏的
玉米品種，根系發達，地表以上長出了兩三層氣根，這
樣抓地牢固，抗倒伏能力強。「我們老百姓不怕少、就
怕倒，旱澇保收才是好品種。」楊瑞山如是說。
「玉米的種植一定要跟着科技走。」楊瑞山笑着
說，他這些年嘗到了甜頭。即使面臨厄爾尼諾等極
端氣候的影響，新品種以及科學的管理模式還是可
以讓損失減少到最小。

極端天氣越來越多影響農業布局
「實際上厄爾尼諾帶來的最直接的影響還是水分
的異常，例如乾旱或者洪澇。對於中國來講，水分
異常帶來的氣象災害佔到所有氣象災害的
70%-80%，對農業的影響肯定很大。」山東農業大
學資源與環境學院張艷慧博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從氣象學的角度來講，中國受到乾旱的影響最
大，此外就是洪澇、高溫，如果高溫再疊加乾旱，
更是「雪上加霜」。
張艷慧說，溫室效應導致全球變暖，海水溫度升
高後導致颱風強度增強，近年來已多次出現超強颱
風。拉尼娜現象和厄爾尼諾又輪番上陣，極端天氣
越來越多，這肯定不利於所有農作物的生長，甚至
有可能會影響到農業的布局。
山東省農科院玉米研究所副所長薛艷芳從事玉米
栽培與養分管理已有15年，極端天氣變化，尤其是
高溫、乾旱對玉米品種以及管理技術都帶來了很大
挑戰。她目前所做的一些大田試驗也都是針對未來
頻發的極端天氣，例如玉米寬窄行密植、水肥一體
化、無人機飛防作業、病蟲草害綠色防控等。一旦
遭遇逆境突發天氣，她建議農戶及時快速排澇，並
利用無人機噴施葉面肥等，及時止損。
目前，既耐高溫乾旱，抗性又強的玉米品種相對
較少。薛艷芳建議農戶在選擇玉米品種時，首選耐
密抗倒伏的品種，先別一味追求高產，穩產為主。
國家玉米產業技術體系崗位科學家、山東省農科院
玉米所研究員孟昭東也建議，新品種建議先小面積
試種2-3年，表現好再擴大面積。

「今年玉米一開始播種就遭遇了

高溫乾旱，播種結束期從6月中旬

拖到了7月上旬。」山東德州禹城

市房寺鎮鄉邦種植專業合作社負

責人劉厚志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持續高溫造成乾旱、地下水

位降低，已經連續兩三年在玉米

播種時需要提前造墒。而玉米授

粉期又遭遇高溫，也會造成玉米

穗禿尖、花粒，甚至減產。山東

煙台招遠市張星鎮穗豐種植專業

合作社理事長楊瑞山也頗有感

觸，在麥收的前十幾天，他就開始

關注天氣預報，並對麥田進行了一

次灌溉。而此時小麥已經成熟本不

需灌溉，這主要是造墒，讓土壤有

一個比較好的水分，以保證小麥收

割後及時播種玉米。在山東這個農

業大省，人們對氣候變

化異常敏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道

「我們一直將耐旱育種作為

一個主攻方向。大約十五六年

前，黃淮海玉米生產上一些玉米

品種遇到高溫出現了結實性差的

問題，開始在耐旱育種基礎上注意篩選耐高溫

的種質。」國家玉米產業技術體系崗位科學

家、山東省農科院玉米所研究員孟昭東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不耐高溫的品種往往會出現花

粒、畸形穗、空稈等現象。育種專家有針對性

地篩選耐高溫、耐乾旱的種質，從源頭上解決

問題。

「魯單9088」是抗逆高產玉米品種
據孟昭東介紹，山東在利用熱帶玉米種質方

面做得比較早，也做得比較好。山東省農科院

玉米所利用熱帶種質選育的齊319是一個抗性

優良的代表性自交系，組配了多個獲得國家和

省級獎的品種，是內地抗逆玉米育種的標誌性

成果。孟昭東團隊選育的「魯單9088」就是

一個抗逆高產的典型玉米品種，審定許可範圍

覆蓋全國主產區25個省市。安徽高溫病害嚴

重的皖墾夾溝農場連續多年萬畝連片種植該品

種，經受住了高溫、漬澇、颱風、銹病等惡劣

條件影響，獲得農場職工一致認可。

孟昭東說，品種從開始選育到最後審定一

般需要七八年的時間，育種目標必須要有前

瞻性，同時還需要把耐高溫、乾旱、漬澇及

抗倒抗病等因素考慮進去，才有可能選育出

既高產穩產，又適應市場需求的好品種。

基因編輯會為選育種子作出貢獻
「高溫、乾旱疊加之下，農作物育種和生

產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孟昭東說，「在

不斷增強的逆境脅迫下，通過遺傳改良實現

作物增產，這就是育種的意義所在。」從事

玉米遺傳育種工作 30 年來，孟昭東一直在

直面這樣的氣候挑戰。他們去年揭榜掛帥的

海南省崖州灣種子實驗室和中種集團聯合項

目就是一個耐旱耐熱的育種項目，期望通過

上中下游單位聯合攻關，為中國玉米產業發

展提供理論、技術和種源支撐。

在山東舜豐生物科技公司（以下簡稱「舜

豐生物」）採訪時，香港文匯報記者就在其

實驗室見到了利用基因編輯核心技術培育的

耐高溫玉米品種。舜豐生物由朱健康院士團

隊於2018年領銜創建，是內地首家開展植物

基因編輯產業化運作的企業。該公司研發總

監牛小牧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其耐高溫玉

米還在測試階段，但基因編輯肯定會為耐高

溫品種的選育作出貢獻。

「現在種玉米是七分靠天氣，三分靠管理。」山
東德州禹城市房寺鎮鄉邦種植專業合作社負責人劉
厚志說，原來基本是「三分靠天氣」，他也從沒有
像現在這樣「看天種地」。但劉厚志也說：「未來
這種極端天氣可能會越來越多，但我們也不悲觀，
積極應對吧！」
在山東煙台招遠市張星鎮穗豐種植專業合作社理

事長楊瑞山看來，應對極端天氣的變化，不僅要改
變玉米品種，還要改變傳統的玉米耕作模式，更要
改變大腦。「糧食生產未來出路在科技，必須相信
科學的力量。」楊瑞山說，山東省農科院給當地帶
來了免費的專家、免費的技術、科學的種植模式，
也補上了當地玉米種植技術的短板。

「魯單510」畝產玉米創佳績
招遠是山東省農科院實施的「三個突破」戰略中

的其中一個縣級市，自2020年6月以來，該院先後
選派180餘名專家來到當地掛職。山東省農科院玉
米研究所副所長薛艷芳博士就掛職穗豐合作社的科
技副總，從玉米種子精選、包衣、播種到施肥、澆
水、噴藥等各個環節，她都親自把關，一絲不苟。
甚至，該玉米研究所還把十畝專家試驗田、百畝技
術示範田和千畝生產樣板田集中布設在此。
薛艷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目前玉米長勢明顯

好於前兩年，基本豐收在望，她對今年的玉米高產
攻關田非常有信心。2021年，山東省農科院在穗豐
合作社的50畝「魯單510」高產攻關田，平均畝產
980.92公斤，曾創下當年全國夏玉米高產品種第一
名的佳績。
李廣信農場的有機鮮食玉米早就開始售賣了，在
濟南舉行的「好品山東．淄博美物」展銷會上，他
的玉米被搶購一空。李廣信流轉的200多畝土地
中，有很多是澆不上水的撂荒地，在今年高溫、乾
旱疊加之下，多虧了地下鋪設的自動噴灌系統，不
僅抗旱還節水。李廣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自動
噴灌系統每畝造價2,000元人民幣左右，當地政府
扶持資金出資60%，為他解決了大問題。

傳統育種+生物育種
雙管齊下選育優種

◆國家玉米產業技術體系崗位科學家、山東省
農科院玉米所研究員孟昭東在查看玉米作物。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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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生產未來出路在科技

◆山東德州禹城市房寺鎮鄉邦種植專業合作社的玉米大豆帶狀複合種植田。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山東煙台招遠市張星鎮穗豐種植專業合作社的無
人機正在飛防作業。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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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農科院玉米研究所副所長薛艷芳博士（左）與穗豐合作社理事長楊瑞山在田間交流玉米管理技術。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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