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发让农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好技术
<p style=text-align:center><img src=/static-img/HG4RqcqPZpk-
1zPMuIpGqFulNR9vNxuRfijkQv-aS3KmVyEyfgxQM8wX5GiQr43C.
jpg width=-webkit-fill-available /></p> <p style=line-height: 2; fo
nt-size: 16px; text-align: center; text-indent: 0em;>尹飞虎在检查
智能化设备运行情况。</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strong><span style=text-i
ndent: 2em;>人物小传</span></strong></p> <p style=line-height
: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尹飞虎，
1954年生，湖南平江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
自1976年从事工作以来，他率先在国内研发出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旱区滴灌条件下土壤次生盐渍化防控技术，并创建了不同区域主要大田
作物水肥一体化高效利用技术模式和标准化生产田间管理技术规程。曾
获得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获国家专利38件
。</p> <p></p> <hr>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
-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四川、宁夏、新疆……古稀之年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长
途奔波——在他的努力下，16个省份建起了试验示范基地。他希望通过
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推广帮助农民增产增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
。<br></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
em; text-align: justify;>近50年来，尹飞虎从事农田水利与土壤肥料
方面的科研工作，取得多项创新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
新疆兵团科技进步特等奖、特殊贡献奖各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4项、二等奖3项。</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
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strong>耕层土壤盐分下降3.1
%—7.3%</strong></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
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把带有孔隙的管道铺设于地
下一定深度，使水盐溶液随管道排走”</p> <p style=line-height: 2; f



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1972年，18
岁的尹飞虎放弃了去机关单位、学校工作的机会，从湖南来到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学习农业知识，4年后进入科研单位。“我出生在农村，5岁
就开始下田插秧、拔草，对土地的感情已经深深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尹飞虎说。</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
nt: 2em; text-align: justify;>“做农业研究，必须先在田地里学习。
”尹飞虎看到了当地农耕的难处：缺水、土壤盐碱含量高，作物产量上
不去。为了节水，只能种小麦、玉米、棉花这些旱生作物，盐分升高了
，只能种水稻压盐，但这会使水资源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p> <p st
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
ustify;>为了更好地节水，尹飞虎等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了现代滴灌系
统，但是当时高昂的成本让这项技术只能应用于设施农业，无法在大田
推广。</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
em; text-align: justify;>1997年，经过科研人员努力，滴灌装置的国
产化和滴灌技术的属地化得以实现，滴灌成本降至每亩700到800元，
滴灌技术大面积应用成为可能。“现在新疆节水灌溉面积已超过6000
万亩，占播种面积的50%以上，每亩地灌溉用水节约30%以上，滴灌设
备成本已经进一步下降到每亩400元左右。”尹飞虎说，农业研究和其
他领域不同，要尽可能降低成本，才能让农民真正地用起来。</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节水问题解决了，但是在干旱地区，滴灌过程是一个积盐的过
程。针对传统滴灌技术造成的耕层土壤盐分上升等问题，尹飞虎团队对
灌溉系统进行调整优化，研发了滴灌农田土壤盐渍化灌排协同防控技术
。</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首先是水盐调控，我们对高频次、每次少量的灌
溉模式进行调整，减少灌溉次数、增加每次灌溉量，结合土壤深松作业
，盐分就会随水下移。”尹飞虎介绍，“最重要的是暗管排盐技术，把
带有孔隙的管道铺设于地下一定深度，使水盐溶液随管道排走。”</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



ign: justify;>经定点和抽样测试，这项技术应用区耕层土壤盐分下降3.
1%—7.3%，棉花根冠比由0.21∶1提升到0.4∶1，有效控制和降低了
滴灌田耕层土壤盐分的积聚。</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strong>亩均节本增
产30%左右</strong></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实现水肥一体化，才能提高
施肥效率”</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
nt: 2em; text-align: justify;>滴灌可以节水，但如何在实现节水的同
时又增产增效？要想高产，更重要的是肥料，传统的施肥方法效率较低
，还浪费肥料。“实现水肥一体化，才能提高施肥效率。”尹飞虎思考
。</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但难题摆在面前：常用的肥料中，磷肥难溶于水，
它和杂质会堵塞滴孔，因此，要做到水肥一体化必须研发一种可溶于水
的磷肥。</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为此，尹飞虎跑遍磷矿丰富的云贵川等地区
。为了摸清磷元素在土壤和作物中的运移规律，他将沿途收集的标本带
回实验室做同位素实验。由于实验材料辐射性很强，做实验必须穿上笨
重的铅衣，又闷又热。作为团队负责人，尹飞虎身体力行，经常一干就
是大半天，热得汗流浃背。</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
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磷肥制备常用的方法有湿
法和热法两种。湿法工艺制备的磷肥，杂质含量高，而且随之产生的大
量磷石膏还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热法制备的磷肥杂质少，水溶性好，但
成本较高，一吨就要1万多元，同时还会产生副产品——泥磷，这种副
产品遇到空气就会燃烧，处理难度大，对环境也不友好。</p> <p style
=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
fy;>“如果能回收利用泥磷，从中提炼高纯度的磷，成本就会低很多，
同时还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尹飞虎分析。探索的过程并不轻松，尹
飞虎带领团队历经一次次失败，花了3年多时间，才找到泥磷的创新回
收方法和工艺，回收率从70%提高到95%，成本也降至每吨约3000元



。</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解决了这个问题，适合滴灌系统的高水溶性复合肥
于1999年问世了，由于不同地区土壤成分不同，尹飞虎又带领团队研
发出了适应我国北方地区不同土壤条件、多种作物主要生育期专用的无
机、复合含碳素等4类80多种配方的系列产品。</p> <p style=line-hei
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2009
年以来，尹飞虎团队带着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
等10多个省份，推广应用于棉花、小麦、玉米、红枣、葡萄等10多种
作物种植。目前，在全国大田中的年应用面积已经达到1.3亿亩，每亩
可节约成本、增产30%左右。“用了这项技术，内蒙古赤峰市的玉米亩
产从300多公斤增加到了近700公斤，每亩地还可节省30%到50%的肥
料。”尹飞虎说，“好技术要在田间地头真正为农民服务。”</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strong>推动灌溉施肥自动化智能化</strong></p> <p styl
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
tify;>“以前一个人管几十亩地，现在可以管几百上千亩地”</p> <p s
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
ustify;>解决了肥料的问题，尹飞虎又将目光转向灌溉施肥自动化、智
能化，“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智能化灌溉让种地越来越轻松。”尹飞虎说
，在农业领域搞智能化，操作方法必须简单明了，让农民能用、会用。
</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
xt-align: justify;>目前，经过尹飞虎团队的努力，很多地方已经实现了
通过手机操作控制滴灌系统。“以前一个人管几十亩地，现在可以管几
百上千亩地。”尹飞虎介绍。</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滴灌球阀也在不断更新
换代，“刚开始，一个阀只能管10亩地，现在一个阀能管30—40亩地
，这样每亩地的成本就降下来了。”尹飞虎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
连的200亩大田里，新一代球阀已经安装使用了4年，没有出现过质量
问题。</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



em; text-align: justify;>“下一步是实现全自动，通过传感器采集信息
，收到反馈后，系统根据需求自动启动滴灌程序。”目前这项工作已经
在宁夏进入示范阶段，今年将在伊犁巩留县和石河子市等三地分别建立
示范区。</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其实我所有的研究都围绕着一件事，就是
提高农民收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尹飞虎一直坚持跟农民打交道，
了解他们的需求。在交流过程中，常常有农民紧紧握住尹飞虎的手表示
感谢，两双沾满泥土的手握在一起，心也紧紧地贴在一起。</p> <p></
p> <p style=l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
-align: justify;><strong>记者手记：</strong><strong style=text-i
ndent: 2em;>在田间地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strong></p> <p style=l
ine-heig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立足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尹飞虎带领团队研发的滴灌水肥一体化技
术、土壤盐渍化灌排协同防控技术，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一条条分布在
新疆戈壁上的滴灌带，准确地为植物输送养分，很多基础地力差、盐渍
化程度高、产量低的田地，正在成为高产田。</p> <p style=line-heig
ht: 2;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不能
在田间地头发现问题的专家是不合格的。只有在地头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才能称为农业专家。”“如果只是在实验室摆弄瓶瓶罐罐、发几
篇论文，就认为一项技术获得了成功，那是不可取的。”……这些话，
尹飞虎常挂在嘴边，也是他几十年科研生涯的真实写照。在解决水肥一
体化和土壤盐渍化问题的过程中，尹飞虎又发现了新的问题，现在正在
向盐碱水综合利用发起挑战。在他看来，农业技术研究没有尽头，只要
能干，他就会一直干下去。</p> <p></p> <p></p><p><a href = "/pd
f/12412-研发让农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好技术.pdf" rel="alternate" do
wnload="12412-研发让农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好技术.pdf"  target="_
blank">下载本文pdf文件</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