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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集合，吃面！”这句网络流行语，精
准地抓住了陕西人爱吃面的特点。

在一天辛苦劳作之后，走进熟悉的面
馆，来上一碗油泼面，加西红柿干拌，就着蒜
吃，喝着面汤，别提有多么舒坦。

你知道吗？一碗面条里，蕴含着种子的
力量。近日，记者走进杨凌农科城，探寻一
碗面中小麦、油菜、番茄的育种故事，了解农
业专家为了让国人吃“好”饭所付出的汗水
与努力。

面要筋 捣揉之间育良种

面要好吃，关键在小麦筋度。
“筋”是指小麦里蛋白质的含量。强筋

小麦磨成面粉，和的面有弹性，拉起来不容
易断，煮熟吃着有嚼劲，并且不容易坨。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育种专家王
辉团队选育的“西农226”，就是这样一种优
质强筋小麦，也是陕西省首个通过旱地水地
双审的小麦品种。

“经农业农村部测定，‘西农 226’的多
项品质指标都达到甚至超过了优质强筋小
麦的国家标准，其粗蛋白含量为14.48%，非
常适合加工成面条、饺子、馒头。用它磨的
面粉，完全可以和国外市场优质小麦面粉相
媲美。”7月18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育
种研究室成员、农学院副教授冯毅说。

在2021年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上，“西农 226”惊艳亮相，用其制作的手工
馒头、蘸水面、旗花面等让参会者大饱口福。

近几年，通过引种、试种、推广，“西农
226”品质好、适应性强、稳产的特点愈发突出。

今年5月，“西农226”在河南大面积推
广，这标志着杨凌良种走出陕西，正式落户
河南。

“今年，河南等地虽然受到干热风影响，
但种植管理好的‘西农 226’田块亩产依然
达到725公斤左右，小麦种子从质量和商品
性来看，都很不错。”陕西荣华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荣华公司”）小麦事业部负
责人刘永锋说，该品种在陕西、湖北、河南、
江苏、安徽等地都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小麦新品种的培育，往往需要近10年时
间，这背后凝聚着育种专家的心血和智慧。

“西农226”利用“陕麦94”和“西农822”
两个亲本组配杂交组合，经系谱法选育而成。

“这个品种具有抗寒耐旱、抗纹枯病、抗
茎基腐病、矮秆抗倒、大穗大粒、高产优质等
特点，实现了高产与优质、多抗与广适的完
美结合，千粒重48克至50克，具有每亩产量
800 公斤以上的产量潜力。”冯毅对“西农
226”充满期待。

小麦育种，需要耐住性子，反复去做同
一件事，就像揉面团一样。

“往面盆里加水、面、酵母，这就像我们
把小麦优良性状放在一起杂交。和面的时
候，捣、揉、摊、摔，各种手法，就像在地里做
各种试验种植。”冯毅说，往后就是一遍遍重
复，直到面团成型，直到选出好种子。

多年来，以“西农”系列为代表的小麦重
大品种创新与应用，主导了黄淮麦区小麦品
种6次更新换代中的4次，累计推广20多亿
亩，增产超500亿公斤。

果要鲜 且煎且熬出“浓汁”

好番茄的标准是什么？
皮薄、瓤沙、甜度高，咬一口会爆汁，能

熬出浓郁的番茄汤汁——这是陕西金棚种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棚种业”）番茄育
种人员王志梅给出的答案。

金棚种业培育的“特美达001”，就是这
样一款既能鲜食又能做菜的“全能”大番茄。

“‘特美达 001’果实呈高圆或圆形，单
果重250克左右。经专业机构测定，这个品
种的番茄每100克中含有15.84毫克维生素
C，含糖量超过6%，口感好，风味浓郁，可以
对标目前市场上流行的‘普罗旺斯’西红
柿。”王志梅说。

好酒不怕巷子深，好番茄引来客户上门。
今年6月，多家杨凌蘸水面经营户组团

拜访金棚种业，参观番茄育种大棚，现场品
尝熬制的西红柿汤，感受杨凌蘸水面专用番
茄——“特美达001”的魅力。

“这个品种口感好，水分足，能吃出儿时
的味道。”杨凌食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晓武告
诉记者，熬制蘸水面汤汁最为关键的食材就
是番茄，此前市场上常见的番茄大多水分不
足，“特美达001”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的番茄育种以常规杂交育种为
主，并在抗病性研究等领域，通过分子标记
辅助育种。”金棚种业研发中心主任蔡义勇告
诉记者，公司每年投入育种经费数百万元。

金棚种业有100多亩试验田，60多座大
棚，今年春季一茬就试验种植了 1000 多个
番茄品种。

“4月开始，我们进行初筛，留下来的大
番茄、小番茄加起来也就20多个品种。然
后我们邀请客户来选品，再进行区域试验，
有时候一年下来，几千个品种也找不出一个
合适的。”蔡义勇说，“特美达001”的完整育
种时间超过6年。

经过小火慢炖，番茄才能被激发出浓郁
香味。育种也是一样，通过漫长试验期“蓄
力”，金棚种业研发成果不断涌现。今年，该
公司已经完成8个番茄品种的登记，包括2
个大番茄和6个小番茄品种。

油要香 一研一磨见“透亮”

葱花、花椒粉、盐、辣椒面铺于面上，把
烧好的热油泼上去，瞬间香气四溢。

这勺油就是油泼面的灵魂！
咸阳市乾县临平镇孟家店村的油坊经

营人祝义辉，已有 30 多年的榨油经验，对
油菜品性、出油率等榨油的关键要素了如
指掌。

“油的好坏一般要从颜色、香味、出油率
来看，好菜籽榨出来的油又黄又亮，油质清

透、品质好，闻起来也很香。”祝义辉告诉记
者，近几年前来榨油的农户，大多种植了新
品种油菜，比如“秦优1618”，基本上50公斤
菜籽能榨出20公斤油。

一滴油里藏乾坤。多年来，陕西省杂交
油菜研究中心在杂交油菜培育上取得了多
个重大突破。通过种质资源和育种技术的
创新，该中心把油菜种质的含油量从40%左
右最高提至66%，培育出目前已知的全球含
油量最高的油菜种质；先后育成高油油菜品
种10余个，其中“秦优1618”已连续3年入选
国家农业主导品种。

7月13日，记者走进陕西省杂交油菜研
究中心民乐县杂交油菜制种示范基地看到，
千亩油菜花海美不胜收。陕西省杂交油菜
研究中心常年在甘肃省民乐县开展春油菜
杂交种子生产，每年制种面积都稳定在
1500亩以上，生产种子20万公斤以上。

在杨凌，荣华公司的种子加工生产车间
里，油菜种子加工包装生产线满负荷运行。
今年将有150万公斤到180万公斤油菜种子
从这里走向黄淮海以及长江流域等油菜主
产区。

荣华公司作为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国家
育繁推一体化企业，选育的“沣油737”连续
多年推广面积位列全国第一；经营的“秦优
1618”年推广面积达100多万亩。

“仅这两个品种，年推广面积就超过
400万亩，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以及产量计
算，年产值将突破40亿元。”荣华公司副总
经理王金龙说。

从引进国外品种到自主选育品种，从追
求高产高油到注重品质改良，当前，我国的
油菜育种已实现蝶变升级。

“如今，我们注重培育低芥酸、低硫苷
‘双低’优质油菜品种。芥酸低了，可以降血
脂，人吃了更健康；硫苷低了，可以改良油菜
秸秆饲料，有利于牲畜品质提高。”陕西省杂
交油菜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殿荣说。

（原载2024年7月24日《陕西日报》）

一碗面条里的育种故事
陕西日报记者 王晨曦 杨凌融媒体中心记者 行波

新 思 想 引 领 新 时 代 改 革 开 放

时值盛夏，在陕西省合阳县新池镇南
沟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葡萄生产基地，成
片的白色钢架大棚内，一行行葡萄藤架整
齐排开，翠绿的叶子下挂满了成串即将成
熟的葡萄。

这几天，南沟社区党支部书记肖万顺看
着今年的葡萄长势，高兴得合不拢嘴。

虽然前期遭受了高温和连续降雨，他却
丝毫不用为村民今年的收入担心。

肖万顺说，我们通过智能化的系统来释
放劳动力，智能化的设备在面对极端天气时
应变能力和应变速度会更快更强。

原来，所谓的“智慧”，秘密全源于园
区中建成的智慧农业控制中心。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合阳葡萄试验站张宗勤教授说，这是
一座高效智慧冷棚，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援
建，配套有自动卷膜机、迷雾系统、数据收
集、显示终端平台等十大系统。

走进葡萄种植基地内，随处可见温度传
感器、滴灌设备以及智能化卷膜系统等科技
设备的“葡萄管家”。

“通过手机上的APP就可以对整个园区
的智能科技设备实行调节，随时随地监测果
园环境气候、土壤、病虫害等数据，及时做
好果园管理决策和灾害预防。”肖万顺说。

记者看到，多项科技成果综合运用在葡
萄树上，让葡萄们“住”温棚、“穿”’防
护服、“吃”营养套餐。

这些被科技“武装”起来的葡萄色味俱
佳，价格也是普通葡萄的几倍。通过科技设
备管控棚内温度和湿度、保证果实品质，确
保葡萄的甜度和口感。2023 年，南沟社区
的葡萄产业收入3200万元，比2022年增收
50余万元。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科技创新。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阳葡萄试验站的技术指
导下，一批前沿性创新成果正源源不断孵化
落地，转化为生产力，带动更多企业、果农
走上了致富路。

2017 年，合阳县坊镇乾落社区农民刘
根红返乡种植葡萄，在张宗勤教授的全程技
术指导下，从一名葡萄小白，发展到现在成
立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农场。

目前，刘根红“阳光玫瑰”“新郁”葡
萄品种销售价每斤比周边果农高出 0.5 至 1
元。品质优良的有机葡萄卖出了高价钱，这
让刘根红尝到了创业的甜蜜果实。

在合阳添缘现代农业园区，一串串穗大
饱满、色泽鲜艳、肉嫩香甜的葡萄展现在人
们面前，着实令人眼馋。

该园区是国有企
业陕西农垦在合阳县

的葡萄种植基地，自
2017 年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启动“一对
一”定点帮扶以来，
在试验站专家的指导
下，换品种、上设
施、铺地膜、装滴
灌、改树形，实行果
园生草、重施有机
肥、探索实施智慧化
管理，短短两三年园
区大改观，实现了效
益翻番。

“可别小看了这
里的葡萄，这是货真
价实的地理标志产品，也是货真价实的‘智
慧’葡萄，品质优良。”合阳添缘现代农业
园区总经理常磊刚时常向游客这样推介自己
的产品。

常磊刚说，依托试验站专家提出的“新
品种、新技术、新设施、新模式、新产业”

“五新”经营理念，目前园区葡萄产值从原
来的每亩 2000 多元，增加到现在的每亩
5000至6000元，成为了当地名副其实的精
品葡萄产业园。

2009 年至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阳
葡萄试验站先后开展优良葡萄品种的引种和

选育、开发配套栽培技术及创建葡萄高效育
种体系等工作，培育了“媚丽”等新品种3
个，引进示范葡萄品种 80 个，通过“控
产、更新、提质、增效”为目标集成应用技
术，示范推广智慧农业产业化技术、葡萄园
调亏灌溉关键技术等主推技术的示范，累计
推广面积160余万亩，效益近30亿元。

如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阳葡萄试验
站已成为带动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科技示范
推广基地，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乡村振兴、
发展产业的火车头，展示和推广新品种、新
技术、新成果的主窗口。20242024““走出杨凌看示范走出杨凌看示范””系列报道之二系列报道之二

小葡萄搭上“科技车” “串”起致富梦
记者 耿苏强 李泉林 苏洪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阳葡萄试验站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