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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技术成果由甘肃省植保植检站主持完成，属植物病虫灾 键影响因子，建立了6种病虫鼠害长、中、短期和超长期预测模 

害预报学领域。研究小组以小麦条锈病、小麦白粉病、小麦蚜虫、 型 5O多个，经多年验证 ，预报准确率达 80％～100％，是我国小 

二代粘虫、玉米螟、中华鼢鼠等重大病虫害为对象，通过对不同 麦条锈病等测报技术研究的重要进展和突破。 

生态区域，32个测报站 (点)多年的系统观测，采集了 100多万 该项技术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建立的病虫测报数据库以及组建 

个测报数据，建立了甘肃省重大病虫鼠害测报资料数据库 ，提出 的全省多种病虫鼠害长、中、短期预测模型，应用于测报实践，使 

了本省6种流行性、迁飞性病虫害发生流行区划，并概括总结了 该省中长期预报准确率普遍提高1O～2O个百分点；2003～2005年累 

各分区病虫害流行、迁飞特点。应用多元回归、模糊综合评判等 计示范推广应用7788．11万亩 (次)，新增产值48410．9万元，已获 

分析方法，筛选出6种重大病虫害在不同生态区域流行危害的关 得经济效益33544．78万元，并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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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为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魔芋人工种芋生产技术及健康 年繁殖系数达到5万倍以上，而且突出了试管芋便于运输保藏和 

种芋生产体系建设”项目的子课题 (编号：2003BA901A05)。课 栽培的优势；通过分子标记对不同世代试管魔芋的遗传变异进行 

题负责人为华中农业大学柳俊教授。 了研究，结果证明尽管继代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变异，但在结合选 

研究选用2个主要栽培魔芋种——花魔芋和白魔芋为材料， 择的前提下并不影响生产利用，为该体系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和技 

系统研究了魔芋组织培养外植体和愈伤组织类型对魔芋离体诱导 术基础。 

和分化能力影响，建立了以叶柄为外植体，以部分组织化愈伤组 创新点： 

织为继代培养物的魔芋继代技术；通过对魔芋离体分化的组织学 建立了魔芋稳定的组织培养体系，成功解决了魔芋组织培养 

和生理学研究，揭示了魔芋器官分化主要起源于愈伤组织亚表层 不能长期继代和扩繁的问题； 

细胞、植株再生主要通过不定芽和球茎两种途径的细胞学基础， 建立了以试管苗叶柄为基础的扩繁体系，该体系可使魔芋年 

研究证明了愈伤组织内源赤霉素和茉莉酸含量是影响植株再生途 繁殖系数提高到 1：50625； 

径的关键因素的生理学机制，为有效调控魔芋离体组织培养的状 建立了以物理因素调节为主的试管魔芋生产技术，并形成了 、 

态提供了依据；通过优化离体繁殖的各个环节，建立了 “魔芋叶 叶柄半组织化扩繁一试管魔芋生产的技术体系； 

柄外植体 一部分组织化愈伤组织一试管苗一叶柄切段扩繁一试管 率先对不同继代时期再生的试管苗进行了变异分析，为魔芋 

魔芋”高效繁殖体系，创新了魔芋高倍繁殖的技术途径，不仅使 离体繁殖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地 址：湖北武汉洪山区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电 话：027-87287381 

该装置是一种适宜于干旱、山丘区非密植作物抗旱灌溉的节 水器流量为4升 ／小时或 8升 ／小时，其上可同时安装 4个地下 

水灌溉设备，以家户应用的灌溉装置或农机具代替普通的滴灌工 滴水器，即滴水器的额定流量为 1升／小时或2升 ／小时； 

程设施，不必设计，不需施工，农民只需按照说明书要求操作 ， 需要的储水器容量：按灌溉的面积及作物需水量确定，一般 

就可实施灌溉。它将移动滴灌和地下滴灌有机结合，节水、省钱、 2～5立方米可灌溉一亩地 ； 

操作方便和适合家户型应用。 一个灌水周期6O～804＼时 ，作物灌水量依具体情况而定，如 

装置型号分大、中、小三种规格，大规格单套投资约9000 烟叶灌水量在2．O～3．O升 ／株；滴水器插入深度一般为 1O～2O 

元，一个灌水周期的灌溉面积可达6O亩；中规格单套投资约6000 厘米，若作物根系较深，则可插到 3O厘米。 

元，控制的灌溉面积约 4O亩；小规格的投资约 3500元，控制的 优 点： 

灌溉面积约2O亩。用户根据控制灌溉面积的大小 ，可 自由选择合 装置规格多，应用范围大，节水潜力大；装置所需工作水头 

适的规格，也可根据地形、水源、栽培结构等具体情况来调整干、 低、范围大；装置的用料少，投资小，约 150元／亩；灌水器抗 

支、毛管和灌水器的用量。 堵塞性强，部件组装、插拔灵活；省工、省时 ，操作管理方便， 

主要技术指标： 维修费用低；部件用自闭式快速接头联接 ，移动更简单、快速。 

水头工作范围为2～4O米；一次浇水量为2～6立方米；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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