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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基扎实结硕果 源头活水自基金

季作梁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系
,

广州 51 06 4 2)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首要推动力量
,

是国家强盛 的决定性 因素
。

农业生

产也是这样
,

农业科技的进步
,

将促进农业和农业经

济的发展
,

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
。

自 80 年代以

来
,

在已故李沛文教授牵头指导下
,

我们在农业教育

和科研工作中
,

把基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

把科研成

果应用于生产
,

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
,

深感国家和

省 自然科学基金及部委的基础研究项 目资助是第一

生产力的重要源头
。

在此作简要介绍
,

共 同研究探

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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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荔枝栽培的化学控制

荔枝是广东的主要水果之一
,

是我国的特产
,

经

济价值高
,

国内外市场广阔
,

但是产量低及大小年结

果是生产上长期存在的难题
。

要克服荔枝隔年结实

现象
,

一般认为要过 3 关
: “

开花
、

座果
、

保果
”

关
,

而

涉及的因素很复杂
。

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
,

首先是解

决成花问题
。

19 83 一 19 87 年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荔枝花芽分化期间内源激素动态研究
”

项 目资助

下
,

研究了荔枝的开花机理
,

从荔枝花芽分化人手
,

通过 2 年观察
,

明确了广东荔枝花芽分化 的形态和

时期 ( (园艺学报》 19 84
,

11 ( 2 ) : 13 4一 13 7 )
,

确定了荔

枝来年不开花
“

冬梢
”

的临界期
,

在栽培上提 出及 时

杀除
“

冬梢
”

的观点
,

从 而产生了巨 大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

在此基础上通过 4 年的研究测定了花芽

分化不 同时期内源激素 CA A
、

以
、

C K
、

A B A 的含量

动态
,

研究结果在《园艺学报》上发表文章 2 篇
,

其中

1篇获得该学报 30 年优秀论文三等奖
,

在 《华南农

业大学学报 》上发表文章 1 篇
。

台湾学者在 5 年后

才在美国发表相似结论 的文献
。

此后
,

运用成花机

理的成果
,

选用不 同的生长调节物质进行抑制
“

冬

梢
”

生长及促进芽分化的田间试验
,

最后筛选了有效

的价廉的荔枝控梢促花素 1 号和杀除花穗小叶的控

梢促花素 2 号
,

并发表普及性文章 3 篇
。

上述 2 种

药剂明显地促进 了荔枝成花
,

而且 花穗 短
、

座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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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平均能增产 巧%一 25 %
,

19 8 8一 19 89 年推广 4 万

多瓶
,

使用面积达 2 660 h衬
,

经济效益 4 8 57 万元
,

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于 19 90 年获广

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

19 90 一 19 95 年后每年 4 0 00

h m Z 面积至 19 % 年后进一步扩大
,

每年以 2 (x x ) h扩

的面积推广应用
。

为了克 服荔 枝 有花 无果 现 象
,

攻 克座 果关
。

19 88 一 19 90 年承担 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荔枝

果实发育期间内源激素含量动态研究
”

及广东省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

荔枝果实 内源激素与衰老关系及

其控制
” ,

系统地分析了荔枝果实不同发育阶段内源

c KT
、

E TH
、

IA A 和 G 4A
, : 含量动态 (《华南农业 大学

学报》
,

19 9 2) 了解 了荔枝果实从受精到胚发育期间

内源激素的水平
,

选用促进花粉发芽 和花粉管伸长

的激素和其他营养物质进行花粉发芽试验
,

筛选出

促进受精作用的配方
“

荔枝授粉素
” ,

它可促进花粉

管伸长 1一 3
.

8 倍
,

明显地提高 了荔枝座果率
,

如结

合人 工 辅 助 授 粉
,

效 果 更 佳
,

平 均 提 高座 果 率

10 %一 30 %
。

为了配合人工辅助授粉
,

又研究 了荔

枝花粉的采集方法
、

雌蕊最易受精的时期及状态
、

单

宁含量
、

杀菌剂对花粉发芽 的影 响
、

花粉的贮藏 温

度
、

最适发芽温度等
,

发表科普性文章 5 篇
,

从而形

成了以应用荔枝授粉素为中心的人工辅助授粉的成

套技术
。

近几年来
,

在田 间试验的基础上该技术已

在广东省全面推广
。

在本省的主要荔枝品种上应用

该技术
,

可使大树增产 12
.

5一巧 k g
、

尤其是 当花期

遇上低温阴雨天气 时效果更加显著
。

19 91 一 19 92 年

推广近 9X() h衬
,

增产 达 3 2 50 t
,

增收 2 14 5 万元
。

19 91 年由广东省科委组织鉴定了该技术
,

获中山科

技推广奖二 等奖
,

珠海市科 技推广奖二 等奖
,

1993

年获广东省高校系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近年来以

每年 1 00 0 k衬 的速度在全省推广应用
。

19 93 年以

来
,

又在荔枝果实发育期间内源激素含量动态 的研

究基础上
,

与高飞飞副教授
、

黄辉 白教授合作
,

结合

他们对荔枝果实发育的研究成果
,

在大 田试验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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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
,

筛选出可减少荔枝不同时期落果的荔枝保果

素 1
、

2
、

3 号
,

1 号
、

2 号是荔枝保果素
,

3 号是糯米核

防裂保果素 (高飞飞
、

黄辉 白 )
。

近几 年已 大面积

推广应用
。

在荔枝果实的不同发育时期应用不 同的

保 果 素
,

能 显 著 减 少 落 果
,

平 均 提 高 座 果 率

10 % 一 20 %
,

在综合应用栽培技术的基础上一般可

提高产量 5 %一巧%
。

近年来该产 品 已逐渐被果农

接受
,

应用 面积不 断扩大
,

1993 年推广 3 30 k时
、

19 94 年 2 5 0() k衬
、

199 5 年已达 4 0 00 kmZ
,

199 6 年 以

来每年 5 X() o k衬 左 右
,

该产 品除在广东广 为应用

外
,

已逐渐被福建
、

广西
、

海南等省的农民所接受
。

2 水果的贮运保鲜研究

2
.

1 芒果贮运保鲜

由于适应 我国气候的芒果品种的选育成功
,

在

短时间内
,

广东
、

广西
、

海南等地即已大面积种植
,

据

初步统计
,

近年来 已有 1 5 00 k扩 的芒果陆续投产
。

由于芒果采后极易腐烂
,

商品率极低
,

因此
,

我们在

80 年代末就开始研究芒果保鲜问题
,

随后承担了农

业部
“

八五
”

重点课题
“

芒果冷藏保鲜运输技术研究
”

和广东省 自然科学基金
“

芒果果实冷藏及冷 害机理

研究
” ,

经过 5 年多 的研 究和应用推广
,

在 《园艺学

报 》上发表文章 2 篇
,

国际采后生理学术讨论会发表

论文 1 篇 (英文 )
,

普及推广性文章 1 篇
,

主要成果
:

( l) 提 出了一套提 高芒果 耐藏性的 田间管理技 术
;

( 2) 对于芒果的冷害机理有 了进一步了解 ; ( 3) 提 出

一套适合芒果冷藏的综合技术
,

实验室冷藏 40 d
,

好

果率可达 90 %
。

为 了把科研成果尽快转 化为生产

力
,

近 5 年来
,

先后在南海市狮 山芒果场
、

深圳市罗

湖区果场
、

深圳 市南 山 区西丽果场帮助建立冷库 3

座共 5 75 扩
,

热处理机 3 台
,

共处理芒果 151
.

s t
,

明

显减少腐烂
,

商品率达 70 % 以上
,

3 个单位的直接经

济效益达 4 55 5 70 t
,

更主要的是经过上述单位的中

试应用
,

积累了一套把研究成果装配成实用的生产

线的经验
,

为产
、

供
、

销一条龙作 了初步尝试
,

为在产

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

全面提高我 国水果的质量 和档

次提供了经验
。

近年来我们又承担了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项 目
“

芒果果实冷害中多胺和乙 烯相互关系 的

研究 ( 19 %一 19 98 年 )
” 。

逆境诱导蛋 白与芒果果实

耐冷性关系的研究 ( 19 98 一 2《XX) 年 )进一步从分子水

平研究芒果冷害机理
,

不但从理论上填补 国内空 白
,

而且为提高热带
、

亚热带水果耐冷性提供理论根据
。

2
.

2 龙眼贮运保鲜

龙 眼是华南地 区 的名优水果
,

近年来 由于
“

三

高
”

农业的发展
,

龙眼 的种植 面积迅速扩大
,

广东种

植了近 40 万 k衬
。

由于龙 眼的果 肉极易 自溶
,

导致

果皮出水
,

采后 3 d 就腐烂变质
,

失去商 品价值
。

目

前泰国龙眼在国际市场上 占领先地位
,

并 于近年打

人我国市场
。

为了减少我国龙眼 的腐烂变质
,

提高

龙眼质量
,

以打开国内外市场
,

我们在江门市优质水

果基地进行 了 2 年的试验
,

初步取得成功
:

经硫处理

后
,

在实验室条件下
,

常温可贮藏 7一 s d
,

而对照仅

3 d
,

5 0 : 残留 5
.

3一 2 1
.

g p p m
,

而泰国龙眼高达 9 3
,

15

PP ;m 初 步摸 出龙 眼低 温 贮运 的最适 温 度 为 5℃
。

19 9 5一 19 97 年承担省科委 自然科学等项 目
。

目的是

将实验室的基础研究成果实用化
,

尽快转化为生产

力
。

拟建立生产性熏硫工厂
,

重点研究硫用量
、

熏硫

时间
、

空气 中 50 : 浓度
、

果实中硫 的残 留量
、

通风及

安全性等一系列技术参数
。

我省有 10 多万公 顷的

龙眼
,

按 3
.

75 t/ h衬
,

年总产达 37
.

5 万吨
,

如能将产

品腐烂率减低 10 %
,

就可增值 7
.

5 亿元
。

3 几点体会

3
.

1 国家对基础性研究的连续支持是必要的

在我们的研究中
,

荔枝成花机理
、

荔枝果实发育

与内源激素
、

芒果冷害机理等基础性研究之所 以能

够启动
、

运行
,

是 由于得到了 4 个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项 目
、

2 个广东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及 1 个农业 部

项 目的资助
,

总资助金额达 39 万元
。

我们就利用这

些经费
,

白手起家
,

经 10 年努力
,

建立起了果树采后

生理实验室
,

常规仪器药品俱全
,

而且在内源激素方

面
、

农药残 留分析
、

采后生理方面均有专 门的设备
。

没有国家的支持
,

不可能满足基础性研究的需要
,

仅

靠学校的教学仪器设备是无法完成的
。

由于基础研

究的艰巨性不可能短期获得重大突破
,

因此 国家 的

连续资助十分重要
。

我们取得的科研成果及在生产

上 的推广应用
,

有赖于国家基金的连续投人
。

3
.

2 选题确切
.

能结合生产实践

我们十分 清楚
,

专业基础研究和纯基础研究 与

生产技术研究不同
。

基础理论研究在选择课题时就

要 明确 : 运用基础研究为农业生产服务
,

解决难度较

大而且需要深人研究的课题
。

如要解决荔枝大小年

结果问题
,

只有通过对成花 机理及座果机理 的深人

研究
,

抓住与生产实际密切相关的关键 的基础理论
,

才能运用基础理论分析解决 目前生产上存在的关键

问题
,

这样选题才有生命力
,

有针对性
,

才能解决生

产问题
,

这样也促进 了基础理论 的发展
。

从而在学

术上也能取得应有的地位
。

另一方面
,

选择要有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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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性
,

例如芒果龙眼的保鲜研究
,

我们 了解到生产的

迅速发展
,

预测到大面积投产后将出现贮运问题
,

在

未出现以前
,

就先行进行研究
,

出现问题后
,

就能提

出一套技术应用于生产
,

起到及时雨的作用
。

过去

采后一周即烂
,

现常温贮藏 10一 巧 d
,

低温可贮 藏

30 一 35 d
,

商品率在 75 % 以上
。

目前龙眼的贮运保

鲜也一样
,

我们预计到 3 年后必出现贮运 问题
。

所

以已研究了 2 年
,

现在申请省基金资助
,

以期进一步

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

3
.

3 将基础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生产力

过去基础研究者习惯于把研究结果写成文章
,

发表后就告一段落
。

在 目前我国的形势下
,

要求研

究者要把成果应用于实践
,

转化为生产力
,

直接取得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

这对研究者提出了新 的要

求
。

过去有人认 为这是 比较简单的脑力劳动
,

实际

不然
,

要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
,

首先要求该成果要

有应用的价值和有应用途径 的可行性
,

然后
,

还要作

大量的田间试验
、

中试
、

最终总结出一套推广应用的

经验
。

荔枝授粉素的应用
,

要研究柱头最易受精的

状态
、

花粉采集方法及贮藏
、

农药和气温对花粉发芽

的影响等
。

这些本身就是创造性劳动
,

是科研 的一

部分
。

这部分需要经受实践
,

尤其是市场的检验
,

在

某种意义上更为艰难
。

另一方面
,

农业推广工作是十分辛苦的工作
,

如

控梢促花素的推广应用
,

举办了 3 年多的推广应用

学习班
,

共有 20 多班
,

学员 1 500 多人
,

上大课 几十

次
,

听课 5 00 0 人次以 上
,

还要下 田间指导
,

回答果

农的书信
,

果农应用不当出现问题时还要到现场调

查
,

负起应有 的责任
,

承受来 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

力
。

在这一点 上要有 充分的思想准备
。

我们经过

12 年的努力
,

随着技术 的推广 和成熟
,

最后受 到了

广大果农的欢迎和学术界的承认
。

3
.

4 解决农业科研成果社会效益和 自身利益的矛

盾

农业科研成果有 自己 的特点
,

很难受专利技术

保护
。

生产者千家万户
,

要应用推广
,

取得的主要是

社会效益
,

如荔枝
“

冬梢
”

的确定
,

实际上是一句话
,

“

某品种在某 日期以后抽出的新梢
,

来年无花
” ,

推广

过程中研究者无任何实际利益
。

怎样把科研成果商

品化
,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

后来研制出了
“

控梢促

花素
” ,

解决了果农人工摘 梢的困难
,

才使成果商品

化
。

一瓶药果农用一亩地
,

我们赚 2 元
,

而果农最少

可增产 25 k g 荔枝
,

按每公斤 10 元也可增收 2 50 元
,

得大头的是果农
,

研究者仅得 1% 以下
。

荔枝授粉

素和保果素也一样
,

生产者获大利
,

而研究者也仅得

到一点利益
,

当然受之无愧
。

3
.

5 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
,

相辅相成

10 多年来
,

在 国家 和省 自然科 学基 金 的资 助

下
,

我们在专业学报上发表文章 14 篇
,

省级普及性

文章 巧 篇
,

经济效益达 7 0 47
.

5 万元
。

我们把研究

生的研究项 目纳人到科研项 目中来
,

使得他们的硕

士论文更具理论和实践价值
,

共培养硕士研究生 12

人 (在职博士生 3 名 )
,

完成本科生毕业论文 20 篇
,

增加了实验设备
,

补充和更新 了教学 内容
,

进而提高

了教学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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