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科学iikx，为科研人导航
.

尹飞虎院士：把论文写进农民心里

作者：writer 来源：科学网

本文原地址：https://www.iikx.net/news/27271.html

本文仅供学习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尹飞虎院士：把论文写进农民心里。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袁一雪

从新疆石河子到内蒙古海拉尔，再到北京，之后去湖南长沙，从那里返回新疆，这是中国工程院
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这几天的行程。70岁的尹飞虎对这样的长途奔波早已习以为
常。他与全国16个省区市合作建立了试验示范基地，希望通过科技赋农提高农民收入，让更多人
回归农业，共同护卫我国粮食安全。 自1976年从事科研工作以来，尹飞虎立足新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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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飞虎曾获多个国家
级和省级奖项，但面对荣誉与成就，他说：“让农民满意才是我最大的目标和前行的动力。”
尹飞虎查看智能化设备运行情况。受访者供图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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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尹飞虎从湖南老家奔赴新疆。按照当时的条件，他完全可以去机关、学校就业，但他毅
然选择了去农业连队。 “我出生在农村，是农民的儿子，5岁就开始下田插秧、拔草，无论去哪
儿都不会丢掉务农这份情怀。”尹飞虎告诉《中国科学报》。从湖南到新疆，环境与饮食存在差
异。“有工作在，有目标在，就不觉得苦。”他说。 在新疆进行农业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新
疆干旱少水，加上遍地可见的盐碱地，让农耕难上加难。为了唤醒沉睡的耕地，当地人采取了水
旱轮作等方式。 初到新疆的尹飞虎主要从事水稻种植研究。“通过种植水稻可以降低盐碱地中
的盐分，第二年就可以在同一块地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旱生作物。水生作物与旱生作物交替
种植，就是水旱轮作。”他解释说。尽管这种耕作方式可以缓解盐碱对农作物的影响，但水稻种
植让本就不足的水资源更加捉襟见肘。
降“盐”也需要节水。因此，尹飞虎一边参与种稻洗盐降盐工作，一边开展节水研究。
做祖国最需要的研究

上世纪60年代，干旱少雨的以色列在世界上第一个建成了现代滴灌系统，让这个沙漠面积占国土
面积70%的国家成为农业强国。当时，我国虽然希望引进滴灌系统，却受阻于每亩4000元的高昂
成本。 于是，尹飞虎决定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主动请缨，向滴灌技术发起挑战。不过，他很
快意识到，滴灌可以达到节水的目的，但要想促进农作物生长并获得高产，离不开肥料的配合，
水肥一体化势在必行。 水肥一体化的前提是肥料高度溶于水，因为最终水与肥料会通过直径不
超过2毫米的滴孔滴入田间，进而被农作物吸收利用。在农业常用的氮、磷、钾肥料中，氮肥和
钾肥可以完全与水融合，磷肥却不行，而且不溶于水的磷及杂质会堵塞滴孔，影响灌溉施肥效果
。 为解决这一问题，尹飞虎自掏腰包购置了几千元的专业书籍，从零开始学习无机盐化工知识
，并前往磷资源相对丰富的云贵川等地，寻找破解之法。他的目标只有一个，研发出水溶性好、
成本低、适用于大范围作物滴灌的磷肥。 一般来说，磷肥通常采用成本较低的湿法工艺进行制
备，但这样生产出来的磷肥杂质含量高，制备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磷石膏，对环境造成污染。另
一种生产工艺是热法制备，可以产出纯度高、杂质少的黄磷。黄磷在空气中极易燃烧生成五氧化
二磷气体，再利用水循环吸收，就可得到符合标准的磷产品。只是这种方法成本较高，一般用于
药品制作，而且会产生30%的副产品——贫泥磷，依然对环境不友好。 如何在获得高纯度磷的同
时降低副产品产出率，并降低成本呢?尹飞虎想到的是将副产品重新利用，从中提炼高纯度磷。 
历时4年，几经试验，尹飞虎带领团队创新泥磷回收方法，回收率达到95%以上，不仅解决了环
境污染问题，还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最终，一种含有氮磷钾元素及作物所需微量元素的高水溶
性复合肥问世了。配合滴灌系统，每亩可节约成本30%左右、增产30%以上，有力支撑了新疆滴
灌节水的快速发展。 同时，针对传统滴灌技术造成的土壤耕层盐分上升等问题，尹飞虎团队创
制了滴灌农田土壤盐渍化灌排协同防控技术，制定了相应的技术规范。研究人员不仅将其广泛应
用于新疆，还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安哥拉等国建立了以滴灌水肥一体
化为核心的现代农业示范区。 农民说好才是真的好

尹飞虎曾在上世纪70年代末跟随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学习，从事过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
当时在海南，我们白天在田里工作，晚上听袁老给我们上课。” 他至今还记得袁隆平经常挂在
口头的一句话——“无论做什么，一定要亲自干”。这句话对尹飞虎影响深远。他认为，从事农
业研究要具备“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实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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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飞虎说，“现在有人对创新的理解有一个
误区。创新不能仅停留在论文上，而是要经过实验室、中试，最终实现产业化。这3个步骤缺一
不可，才是真正的创新，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不能在地里发现问题的专家是
不合格的。农民希望专家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在地头讲理论。只有在地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才能称为农业专家。”尹飞虎把对实践的重视传递给了学生们。他的学生往往在设计试验田
时就开始介入，并跟随施工，完工后继续在试验田做实验。 “只有亲自做了，才能在对书本的
理性认识上增加感性认识，有新的发现;也只有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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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说。 尹飞虎一直在实践中打磨自己的研究。在解决北方缺水地区的滴灌问题后，他面向南方
地区的需求，与相关专家合作解决了果树大小年的问题。果树一年或持续几年产量非常高，然后
就开始出现产量降低甚至绝收的现象，此后一年或几年又进入高产期，这就是大小年现象。“出
现这一情况是因为土壤肥力不够或养分失衡。我们经过研究找到了土壤缺乏的营养元素，通过滴
灌系统进行有针对性的补充，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尹飞虎说。 现在，尹飞虎团队主要面向3
个方面开展研究：农业节水与水肥一体化、盐碱地改良、灌溉施肥自动化。“其实我的研究都围
绕一件事，就是提高农民收入和幸福指数。只有在地头真的成功了，建立了示范区，农民才能相
信并跟着一起做，乡村振兴才能真正实现。” 《中国科学报》 (2024-05-15第1版要闻)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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