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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高光效新型种植模式及配套技术研究与应用”取得突破

  文章来源：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4-09-24 【字号： 小  中  大 】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一二四”两个重大突破之一取得的项目成果“作物高光效新型种植模

式及配套技术体系研发与应用”获新进展。该项目依据地理学、作物学及生态学等相关理论，利用地理纬度、太阳

高度角、方位角、作物高度及其投影长度等参数，科学量化了主要作物（玉米、水稻）最佳种植垄（行）向与垄

（行）距，创建了作物高光效新型种植模式及配套技术体系，并构建了玉米苗带轮换休耕、秸秆覆盖还田培肥为主

的配套技术体系；经10年连续验证和6年示范应用，高光效种植模式提高作物光能利用率0.1%-0.3%，可使玉米增产

6-15%、水稻增产5-10%。在吉林省、黑龙江农垦、沈阳军区、新疆等地区累计示范应用1273万亩，增产粮食13.4亿

斤，经济效益20.5亿元。 

  9月22日，中国科学院组织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鉴定，鉴定委员会由吉林农业大学李玉院士、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匡廷云院士、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振声院士、长春分院王利祥院长、吉林省科技厅赵辉副厅长、中国

农业大学王璞教授、吉林大学杨振明教授等来自院内外的12位专家组成，李玉院士任鉴定委员会主任，匡廷云院士

任副主任。中科院科技发展促进局农办翟金良副主任、发展规划局刘晓东博士，东北地理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兴土

院士、何兴元所长及相关领导专家参加了鉴定会。 

  鉴定委员会实地考察了试验田，听取了项目负责人所做的技术与工作报告，审阅了相关技术资料，观看了成果

示范推广录像。经质疑和讨论，一致认为该项目在作物高光效群体构建方面取得了原创性重大突破，丰富了作物栽

培学的理论和方法；为遏制耕地质量退化，提升土壤肥力提供了技术支撑；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

项目研究思路清晰、技术方法先进，在作物高光效种植模式上取得重大突破，是我国农业种植模式的一次变革。达

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针对项目下一步工作开展，鉴定委员会建议项目组进一步完善配套技术体系，加快成果的推广应用，并从水肥

管理、群体光能利用率研究及配套机械研发等方面给出了具体指导意见。何兴元所长代表项目依托单位对各位专家

的高度评价及良好建议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该项目是研究所“一二四”战略重大突破之一，研究所会对项目进展

情况保持高度关注，积极推动、支持项目组进一步完善成果，扩大示范面积，以取得更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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