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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需要经过三年区域试验和生
产试验，如果表现好才能通过审定，品
种拿到国家或省级审定证书，才能进行
合法推广。
耐盐碱水稻的亩产量一般在400

公斤以上，相比普通水稻的产量标准要
低，2017年以前没有专门为耐盐碱水
稻品种进行区域试验到审定的“通道”。
经过袁隆平院士的努力，在全国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支持下，2017年才开始耐
盐碱水稻区域试验的特殊组别，就此打

开耐盐碱水稻市场化推广的大门。
育种是优中选优，不只是要高产，

口感也是重要因素，但口感喜好因人而
异。比如日本消费者一般不喜欢带香味
的米，喜欢吃软糯一点的，而东南亚国
家普遍喜欢带香味的大米，这跟文化和
习惯有一定关系。每年，青岛海水稻研
发中心都举行苗头水稻品种的食味品
鉴活动，评委打分，挑选出口感等各方
面都令人满意的品种，作为大面积推广
的重要指标之一。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朱佳鑫

未来的“海水稻”将是高产的杂交
“海水稻”，或者叫“海水”杂交稻。另外，
水稻既耐旱又耐盐碱，这样的水稻是不
是很神奇？日前，半岛全媒体记者来到位
于青岛白泥地公园的青岛海水稻研究发
展中心，今年又有四个新的耐盐碱粳稻
品种已经通过国家水稻品种审定公示。
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研发副主

任李继明介绍，从2017年至今，首批四
个籼稻耐盐碱水稻品种于去年已经通过
审定。今年又有四个新的耐盐碱粳稻品
种已经通过国家水稻品种审定公示。除
了耐盐碱“海水稻”以外，旱稻研究也在
进行中。“因为我国华北、东北、西北地区
普遍缺水，比如黑龙江有些地方因种植
水稻用水量大，部分地区因为保护地下
水资源被迫放弃普通水稻种植。”李继明
告诉记者，耐盐碱旱稻具有巨大优势和
推广价值，所以他们在研究旱稻方面做
了不少工作。
今年他们在青岛西海岸还有枣庄市

两个点测试的旱稻品种表现都相当好，
但是水稻品种具有区域性，这些品种在青
岛生长良好，因为气候等生态因素不同，
在有的地区不一定生长表现好，有可能到
了那里不会很好开花结实。将来有必要在
当地进行育种和选择，譬如几年前青岛海
水稻研发中心已经在黑龙江铁力建立育
种基地，可以直接做旱稻育种。明年他们
计划将青岛等地选育的旱稻材料在新
疆、内蒙古等地区做旱稻品种测试。
“中心未来的耐盐碱水稻发展方向
是做杂交稻。”李继明表示，从去年已经
开始测试杂交籼稻和杂交粳稻的耐盐性
和耐旱性，测试结果相当不错。目前我国

的耐盐碱水稻在华东和华南地区主要是
杂交籼稻，黄淮或者北方地区以常规粳
稻为主。杂交稻本身不仅在产量上，而且
在耐盐碱和耐旱性上有杂种优势，因为
杂交稻相比常规稻的根系更加发达，吸
水能力强。中心计划在三亚完成杂交籼
稻和杂交粳稻制种以后，进一步扩大对
杂交稻的测试。中心未来的“海水稻”将
是杂交“海水稻”，或者叫“海水”杂交稻。
李继明说，目前是把旱稻和耐盐碱

的“海水稻”分开来研究，将来要把旱稻
和耐盐碱水稻结合在一起。今年研发的
两个水稻材料，耐盐碱和耐旱性都不错，
明年扩大测试，希望这些水稻材料经过
后续的测试和审定以后，将来在我国北
方地区作为耐盐碱的旱稻种植。
“目前，三亚基地那边正在插秧。”李
继明介绍，青岛这边的“海水稻”收获以
后，研发人员下周基本都要去海南三亚
开展工作。三亚基地现有 60多亩试验
田，除了正常的育种加代以外主要有两
个任务，一是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常规稻
或者杂交水稻亲本种子进行繁殖，然后
就是耐逆性强的杂交水稻制种。三亚冬
季气温比较高，今冬在三亚播种的水稻
到明年五月左右就能收获，接下来他们
会将这些南繁的材料分送到全国的诸多
测试基地播种。
通过当地实际种植，表现好的水稻

材料，次年就扩大种植群体。因为第一年
的种植数据有可能不太准确，如果第二
年继续再试种，两年的材料结果表现都
好的话，第三年就进入区域试验。三年的
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如果综合性状表现
好，就可以通过审定，并获得国家或者省
级水稻品种审定证书，这时水稻品种就
可以合法推广。

□文/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金震 通讯
员 贾晨阳 图/山东大学提供

很多人都有饮茶的习惯，但要是说
起茶叶文化起源，那就说法不一了……
11月25日，半岛全媒体记者从山东大
学了解到，该校考古团队公布一项重大
发现，认定邾国故城遗址西岗墓地一号
战国墓随葬的原始瓷碗中，出土的茶叶
样品为煮（泡）过的茶叶残渣，为目前已
知世界最早茶叶遗存。据介绍，这项发
现将世界茶文化起源的实物证据提前
了至少300年。
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南

10公里峄山南麓，一直以来以出土大量
陶文而受到学界普遍关注。此次发现的
茶叶遗存，也是来自于邾国故城遗址。
记者从山东大学了解到，2018年8

月至12月，由历史文化学院王青教授
领衔的邾国故城遗址考古队，对西岗墓
地一号墓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墓室器物
箱内存放的随葬品，对编号为M1:7、
口朝下倒扣的原始瓷碗进行提取时，碗
体与内部填充土分离，顶端露出茎叶状
植物残留。
考古队员意识到这可能是重要的

炭化残留物，快速拍摄照片记录后，将
碗体与土样扣合在一起，恢复原状整体
打包提取，并及时与北京科技大学有关
专业研究人员合作，进行实验室检测分
析。
研究团队在进一步研究过程中，证

明西岗M1样品为古人煮（泡）后的茶
渣。“茶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同样
蕴藏着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承载着中
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据专家介绍，此前
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茶叶实物出土
于西汉景帝阳陵。
邾国故城的这一发现将茶文化起

源的实物证据追溯到战国早期偏早阶
段（公元前 453～ 前 410年），提前了
300多年，同时也为研究茶的早期起源
和传播、利用茶在地域文化交流中的作
用、万里茶路研究及“申遗”等问题，提
供了实证材料。据悉，该研究以“山东邹
城邾国故城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茶叶
遗存分析”为题在《考古与文物》发表。
据了解，山东大学于2012年5月

成立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此外，
山东大学设有一所综合性高校博物馆，
在中心校区和青岛校区两地设馆。其
中，中心校区博物馆展览面积2000平
方米；青岛校区博物馆展览面积为
9000多平方米，文物保护实验室5000
平方米，有文物和标本4万余件，是全
国高校唯一的历史考古类国家一级博
物馆。

2400多年前，古人就喝茶了
山大考古团队新发现将茶文化起源提前300多年

▲西岗M1样品为古人煮（泡）后的茶渣。

记者探访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

旱稻“爱上”海水稻，“孕育”超级稻

进行试种的耐旱水稻。

■延伸

“超级稻”大面积推广要过多少关？

▲编号M1:7倒扣的原始瓷碗。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