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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种棉记
本报记者 钱冀敏 摄影报道

在河间国欣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的棉田里，有一些特殊的种棉人。他们不是当
地的棉农，而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单位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从
棉花育种播种到栽培收获，他们一身土、一脚泥——

近日，中国农业大学、河北
农业大学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在种棉专家和老师的带领下，在
河间国欣现代农业科技园区亲
手播撒下新品系棉种。

国欣现代农业科技园区位
于河间市西九吉乡。在国欣现代
农业科技园区，数千个品系棉种
有如排兵布阵，按照专家们设计
好的方案，被插牌标记，进行精
准播种。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昨天上午，在国欣现代农业
科技园区，刚刚播种没多久的棉
花已经长出了嫩苗。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张特正
在操控无人机查看棉花的出苗
情况。

国欣现代农业科技园区是
中国农业大学的实践基地。棉田
里插着很多白色的标牌，上面标
注着一个个试验小区。张特告诉
记者，他在科技园区内种植了 6
亩半棉花，划分了 100多个试验
小区。

今年是张特来到国欣现代
农业科技园区进行种棉研究的
第 3年。张特的研究方向是通过
无人机精准监测棉花生长，进而
促使棉花种植实现全程机械化。

从 4月下旬棉花播种到 11
月初棉花收获，张特一年中大半
年时间都要“泡”在地里。他要时
时关注棉花每个阶段的长势，采
集棉花数据。与此同时，他还要
操控无人机通过遥感技术采集
相关数据。

张特说，无人机采集棉花出
苗数据可以节省大量人工，但目
前还不精准。通过无人机采集，
只要栽种棉种的地方出现一个
绿色的点就能被快速捕捉，而如
果仅仅把这个点判断为出苗就
会出现偏差，还需要进一步测算
幼苗展开的面积，才能采集到精
准的出苗数据。

张特说，种棉和研究的过程
确实辛苦。酷热的夏季，中午太
阳最毒辣的时候，对于棉花来说
却是光照最强的时候，这时，他
不能躲在空调房，而是要头顶烈
日在棉田里测量光合参数。

在棉花的蕾 期 以 及 花 铃
期，张特和研究团队的工作量
还会更大，有时早晨5点多就要
到棉田里测量数据，100多个试
验小区，每个试验小区的棉花株
高、棉花叶片的数量、花的数量、
铃的数量等都要测量准确。除此
之外，他们还要操控无人机采集
相关数据，完成大量的数据“拟
合”工作。

张特说：“我们这样辛苦进
行研究，目的是让更多棉农不那
么辛苦，通过科技兴农，推进种
棉机械化。作为一名种棉博士，
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在田地里“墩墩苗”

在国欣现代农业科技园区，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高先原最近

时刻关注着试验区内棉花的出
苗情况。

高先原告诉记者：“棉花播
种后，苗全苗壮是实现棉花丰产
丰收的基础，出苗成苗是棉花整
个生命周期中比较脆弱的一个
阶段。我们研发了一种药剂，利
用这种药剂处理棉花种子能够
帮助棉花出苗。”

此前，高先原和研究团队在
实验室研究发现这种药剂有效
果，今年第一次来到国欣现代农
业科技园区，在地里试种。

高先原说，虽然今年结果达
到了预期，但还需要反复试验才
能最终确定它的效果。

高先原的研究方向是棉花
分子育种。过去的常规育种往往
需要很长的时间，从大量群体中
才能选育出一个新的品种，如今
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挖掘
抗逆关键基因，可以缩短育种年
限，提高育种效率。

高先原大多数时间会待在
实验室。由于分子实验难度比较
大，耗时比较长，有时夜里 12点
他还在挑灯夜战。从一次猜想开
始，在实验室里一步步通过实验
验证，推翻，再验证，再推翻，再
验证……要经历很多次失败，很
多次打击。

高先原说：“我们的老师时
常鼓励我们多来地里‘墩墩苗’，
意思就是多到地里，把基础打
牢。国欣棉花研究所所长徐东永
是我们的第二导师，他有着丰富
的棉花育种和栽培管理经验。我
们来到河间，经常向他学习请
教，希望能把所学转化为所用。”

面对困难

来到河间进行棉花研究，博
士们甚至比棉农更关注棉花生
长情况。

2021 年 9 月 18 日这一天，
让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王玉坤印
象极为深刻。

王玉坤回忆说，那天夜里狂
风大作，暴雨倾盆，想到地里种

的棉花，他的心揪了起来。他辗
转难眠，默默祈祷着地里的棉花
没事。第二天一大早，他赶紧跑

到地里查看，看到大片的棉花被
风吹倒，他心里咯噔一下。

王玉坤说，当时大约有三分

之二的棉花被吹倒，他和棉农们
一起将被吹倒的棉花扶正，用竹
竿和绳子固定，忙活了三四天才
把吹倒的棉花扶完。

那时正处于棉花吐絮初期，
风雨前，王玉坤正准备测量试验
指标。这场风雨对试验造成了影
响。

王玉坤的研究方向是基于
无人机多光谱研究棉花脱叶，建
立相关模型，为棉花脱叶剂准确
喷施提供决策，促进棉花高质高
产。

据了解，棉花脱叶的目的是
减少机采时籽棉的含杂率，同时
加速棉铃吐絮，缩短棉铃的吐絮
时间。

王玉坤目前面临的挑战是
交叉学科的学习，比如计算机代
码运行、无人机多光谱高通量采
集数据与棉花种植技术等相结
合。

王玉坤说，虽然每一步研究
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他
坚信，只要有恒心，任何困难都
是暂时的。

培育“芯片”

每一粒棉种，都是棉农的希
望，也凝结着科研团队脚踏实
地、久久为功的不懈努力。

国欣棉花研究所所长徐东
永介绍，河间市国欣农村技术服
务总会（简称“国欣总会”）是以
棉农为主体的经济技术合作组
织，目前有会员 6万余户，遍及
全国 10多个主要植棉省（市）。
国欣总会非常重视科研创新，下
设国欣棉花研究所。国欣棉花研
究所连续多年承担国家或省级
试验项目。目前，与中国农业大
学、河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
学院棉花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
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等科研单位
合作，不断进行科研攻关。

棉花是我国主要的经济作
物之一。水资源短缺和土壤盐渍
化等逆境限制了我国棉花产业
健康发展。不断增加科技投入，
选育新品种对于棉花产业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徐东永说，为了让棉花更高
产更优质，从棉花育种播种到栽
培收获，每年都有很多棉花专家
来到河间国欣现代农业科技园
区，开展新品种选育、作物栽培
等研究。

国欣总会会长卢怀玉介绍，
国欣总会深耕棉花种植事业近
40年，拥有 80000亩自有农场，
集棉花育种、繁种、加工、销售、
服务于一体。种子是农业的“芯
片”。国欣总会不断创新，攻关新
品种。在博士团队和国欣棉花研
究所科研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国
欣总会培育出耐盐碱、抗虫害、
高产的棉种，目前已拥有 30多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棉花新
品种。其中近 3年培育的国欣棉
18 号、国欣棉 25 号、国欣棉 26
号和国欣棉 31号通过国家级审
定，国欣棉 27号、国欣棉 30号、
国欣棉 32号和欣试 518通过省
级审定。

博士博士、、硕士研究生在国欣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内播种硕士研究生在国欣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内播种

张特正在操控无人机采集出苗数据张特正在操控无人机采集出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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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颐养园 颐养园是一家“医养结合”型为长者提供医疗、
康复、生活照料、心理疏导、文化娱乐等全方位专业服
务的养老机构。服务对象：自理、失能、失智等长者。

地址：沧县捷地回族乡政府东行300米 电话：0317-8556789、13831703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