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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有这么好吃的苹果！”这是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聚丰苹
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文庆第一次邂逅“秦脆”时，发出的感叹。

2019年，赵文庆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农”）洛川
苹果试验站参观学习，“秦脆”又脆又甜的口感让他难忘。他当即
决定，把自家果园的60多亩红富士全部挖掉改种“秦脆”。事实证
明，他的选择没错：果园的收益连年增加，今年，每亩收入达到了8
万至10万元。

赵文庆认准的“秦脆”，是由西农洛川苹果试验站首席专家、国
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马锋旺团队于2016年审定的苹果
新品种，是今年被列入农业农村部主推的苹果品种之一。目前，该
品种已在陕西、甘肃、山西等地推广近30万亩。

近年来，西农在苹果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种源创新、肥水
高效利用、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黄土高原苹果产业高质
量发展，帮助黄土高原尤其是革命老区实现了果香、民富、产业强。

仅以马锋旺团队为例，已审定的苹果新品种就有 10 个。其
中，“秦玉”“秦霞”等5个品种为今年审定，它们的成熟期、颜色各
不相同，且抗逆性强、品质好，有利于促进我国苹果品种结构的进
一步调整。

与“秦脆”一起被列入农业农村部主推苹果品种的，还有西农
白水苹果试验站首席专家赵政阳团队的“瑞雪”。“给中国苹果装上
中国‘芯’，填补中国苹果品种、品牌在世界上的空白”是赵政阳的
目标。近年来，赵政阳团队陆续选育出的“瑞阳”“瑞雪”“瑞香红”
等苹果新品种，已在全国推广40万亩，增加效益5.13亿元。

近日，一场围绕苹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洛川苹果试
验站进行，马锋旺同团队师生交流工作进展，谋划下一步发展。会
议还特别邀请了政府部门、企业和果农代表参加，听取意见，了解
诉求，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解决问题。

拥有560亩果园的任志强，是陕西轩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自2015年建园起，他就常到洛川苹果试验站参观学习，并邀请
专家现场指导。在专家帮助下，他的果园当年成活率95%以上，亩
产也逐年增加，去年收入300多万元，今年预计将达450多万元。

挖掘潜力做实校地合作，一直是西农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
头戏”。在位于陕西省延安市苏家险村的西农苹果示范基地里，杨
福增教授团队研制的六臂苹果采摘机器人，正在进行苹果采摘试
验。“相较于双臂苹果采摘机器人，六臂机器人的采摘效率更高，还
增加了夜间作业功能。”杨福增告诉记者，团队将继续优化、完善苹
果采摘机器人，尽快让科研机变成商品机，解决农机“卡脖子”问
题。

2012 年以来，西农助推延安苹果面积由 285.3 万亩发展到
331.7万亩，产量由260万吨增加到400.5万吨，鲜果产值由76.6亿
元增长到219.1亿元，农民人均苹果纯收入由5250元增加到9688.6
元，延安成为中国及世界重要的优质苹果生产基地。今年，西农又
与延安续签校地合作协议，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示范站就是校地
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今年5月，西农“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黄土高原旱
作适水改土与产能提升技术模式及应用”团队师生奔赴延安，围绕
土壤贫瘠、干旱缺水和水土流失等问题展开研究，探索实施果园油
菜绿肥还田等技术。

“下一步，我们将在品种选育推广、现代栽培模式、品质提升等
方面持续发力，助推黄土高原地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让红苹果
继续成为农民致富、乡村振兴的‘金苹果’。”马锋旺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

给中国苹果装上中国“芯”

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邓涛研究员和青藏高
原研究所方小敏院士率领的团队，对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新近纪地层和
化石群进行总结，建立和完善了可用于国际对比的青藏高原地区新近纪
高精度综合地层框架，并查明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新近纪的古气候
环境演化特征。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学术期刊《中国科学：地球科学》上。

这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了解到的信息。
新近纪是新生代的第二个纪，从2300万年前延续至260万年前，包括

中新世和上新世。“由于青藏高原在新近纪的显著隆升对东亚乃至全球的
气候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建立青藏高原新近纪地层框架对地球
科学各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论文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邓涛介
绍。

中国的新近纪年代地层系统分为中新统的谢家阶、山旺阶、通古尔
阶、灞河阶、保德阶5个阶，以及上新统的高庄阶和麻则沟阶2个阶。研究
提出，在青藏高原新生代陆相地层的划分对比和测年标定上，哺乳动物化
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在青藏高原新生代盆地发现了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并且东
亚地区许多哺乳动物首现属出现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这使得古哺
乳动物学家很容易对化石依据其所处的演化阶段进行时间排序。结合高
分辨率的古地磁测年，可提高新近纪青藏高原地质地层年代的测量精
度。”邓涛说。

此外，科研人员通过对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新生代沉积物及其所
含的哺乳动物化石进行牙釉质和古土壤碳氧同位素分析发现，青藏高原
在中新世整体上已上升至海拔3000米左右，成为阻碍大型哺乳动物交流
的屏障；至上新世达到4000米以上的现代海拔高度，由此形成冰冻圈环
境，导致冰期动物群祖先类型出现。 来源：新华网

我国科学家建立青藏高原
新近纪高精度综合地层框架

2013年，《自然》报道了一条4.25亿年前的古老鱼类——初始全颌
鱼。它具有典型盾皮鱼类膜质骨甲以及硬骨鱼式的颌骨，是堪与始祖
鸟等相提并论的、介于盾皮鱼类与硬骨鱼类之间的重要过渡化石。 10
年后，《自然-通讯》近日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朱敏院士领导的国际团队对初始全颌鱼的最
新研究成果，揭示出硬骨鱼式的鳞片在全颌盾皮鱼类中已经起源，并
为复原初始全颌鱼这条神奇古鱼从头至尾的完整面貌提供了科学证
据。

论文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博士后崔心东介绍，根据新化石复原的
全颌鱼身体形态粗短圆钝，全长约21厘米，身体最大高度约5厘米，鳞
片覆盖部分长约11厘米，占身体总长度的52%。全颌鱼的身体两侧各
有11行鳞片，侧线鳞大约在身体的中间位置。背腹两侧长有1个背鳍
和1个臀鳍，鳍前有粗短的鳍棘，鳍表面覆盖鳞片。其中，臀鳍棘过去
只在早期软骨鱼类——棘鱼类中发现过，它在全颌鱼中的发现表明其
在硬骨鱼类和软骨鱼类最近共同祖先之前就已经起源。

崔心东表示，对新化石的详细研究表明，全颌鱼的体侧鳞片大而
薄，表面具脊状纹饰，可分为12种形态类型。其中有一类鳞片非常特
殊，它们的整体形态与硬骨鱼标志性的菱形鳞片出奇一致——具备平
行四边形的轮廓、突-窝关节、脊状纹饰、基部的龙骨突等整套硬骨鱼
鳞片特征组合。组织学证据也表明，全颌鱼的鳞片和骨片不具备盾皮
鱼类外骨骼典型的三层构造，反而与早期硬骨鱼类，如梦幻鬼鱼类似。

“这一结果首次将盾皮鱼类与硬骨鱼类的鳞片联系起来，也表明
硬骨鱼类模式的鳞片比鲨鱼那样的软骨鱼类的典型楯鳞更为原始，后
者是一种特化类型。”朱幼安说。

他表示，这一新发现使得初始全颌鱼成为继奇迹秀山鱼、梦幻鬼
鱼之后，又一个保存了从头至尾完整形态信息的志留纪有颌类，为零
散保存的志留纪有颌类鳞片和棘刺标本的鉴定与分类提供了重要参
考。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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