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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火花”活动  

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乡村振兴”科技成果 

推介会活动通知 

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促进研究所相关科技成果转化

落地，拟定于2023年12月13日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科技

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联合举办中关村“火花

”活动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乡村振兴”科技成果推介会，届

时将推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5项科技成果。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植物所”）是我国植物科

学领域历史最为悠久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

植物所从不同生命层次研究植物科学领域的重大基础理论和关键技

术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色和优势领域，产出了一批重大科技

成果，有力支撑了生态文明建设、农业转型发展、精准扶贫和乡村

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 

中关村“火花”活动是由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联合北京市

各区、各园区及在京高校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科技企业、投资机

构、专业服务机构等共同举办的系列活动，旨在推动科技成果找到

应用场景，实现技术供需对接，促进投融资、产业链、创业服务、

空间载体、落地政策等资源要素融合支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加速

项目落地发展。 

一、活动时间 

2023年12月13日（周三）上午9:00-12:00 

二、活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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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会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水杉楼二楼多功能报告厅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辛村20号） 

线上直播：腾讯会议（253 833 130） 

备注：在京单位现场参会，京外单位可根据情况选择参会方式。 

三、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 

支持单位：天津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河北省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 

四、活动议程 

（一）开场及领导致辞 

9:00-9:10  主持人介绍到场领导及嘉宾 

9:10-9:20   植物所相关领导致辞 

（二）科技成果项目路演 

9:20-9:45    优质鲜食及高抗逆优质酿造葡萄新品种产业化 

9:45-10:10  油用牡丹栽培技术及产业化 

10:10-10:35 薰衣草新品种育种及精油产品开发 

10:35-11:00  杂交构树‘构-饲-畜’生态农牧业 

11:00-11:25  生态牧鸡经济技术体系 

每个路演项目介绍 15分钟，介绍后互动交流 10分钟 

（三）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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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12:00   交流讨论    

五、活动报名 

请参会人员于12月10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在线报名。 

 

报名二维码
 

六、项目成果情况 

成果1：优质鲜食及高抗逆优质酿造葡萄新品种产业化 

（1）早熟鲜食葡萄新品种、设施间作及果品周年供应栽培技

术 

成果介绍：我国是葡萄生产大国，近10多年来，葡萄总产量和

鲜食葡萄产量一直居世界首位。目前我国鲜食葡萄主栽品种‘红地球

’‘阳光玫瑰’‘巨峰’等多为中晚熟品种，优质早熟品种较少，果实成

熟相对集中，造成卖果难、价格低等问题。我国设施栽培面积已达

300多万亩，但设施内体系化栽培专用品种较少，设施高效利用技术

应用不多，致使设施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针对上述科学问题，植物研究所开展优质早熟鲜食葡萄品种选

育，选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京香玉’‘京艳’‘京焰晶’等“京”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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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优质鲜食品种18个，具有：①早熟或极早熟：果实发育期短，

栽培风险小、成本低，可抢占果品缺乏的早期市场，生产效益高，

采用促成栽培实现更早上市（北方可在4月份采收），北方温室或南

方栽培可一年两次结果（第一次促成栽培，第二次延迟栽培）；②

品质优：‘京香玉’‘京艳’等具有愉悦的玫瑰香味；‘京艳’果实无需光

照仍能着鲜艳红色，是国际上首个报道的非光依赖型着色品种；‘京

焰晶’极早熟，无核，色泽艳丽；③果实成熟后挂树时间长：成熟后

可延迟30-50天采收，果实糖分更高，玫瑰香味更加浓郁，实现树上

“贮藏”，适宜大面积或观光采摘园栽培。2012年统计，老“京”字号

系列品种‘京亚’‘京秀’等品种栽培面积超过120万亩，占全国葡萄总

面积的14.2%，促进了我国葡萄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民的脱贫致

富做出了突出贡献。‘京香玉’‘京艳’等新“京”字号品种也将为我国自

主知识产权葡萄产业的发展及乡村振兴做出贡献。 

同时，根据设施栽培产业需求，植物研究所研发了与早熟品种

配套的设施间作种植及果品周年供应种植模式，为产业补充优质早

熟品种资源、提高生产效益，推动鲜食葡萄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2）高抗逆酿造葡萄新品种、配套节本生态栽培及特色酿造

工艺技术 

成果介绍：我国酿酒葡萄主产区冬季寒冷、干旱，夏季雨热同

季，生产中的主栽品种‘赤霞珠’‘霞多丽’等为起源于地中海式气候的

欧亚种品种，且相对单一，这些品种在我国大陆性季风气候条件下

栽培，冬季需要埋土防寒才能安全越冬，非常不利于葡萄机械化栽

培，夏季需要喷施大量的化学农药，这些不仅造成生产成本增加，

种植环境生态条件脆弱，而且带来果品及葡萄酒产品的安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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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这些已成为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

颈。 

针对上述科学问题，植物研究所开展高抗逆酿造葡萄新品种选

育，选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红’‘北玫’‘北玺’‘北馨’等“北”字号

系列高抗逆酿造品种13个，与欧亚种酿造品种相比具有：①高抗寒

旱，可在我国酿酒葡萄主栽区域免埋土安全越冬，减少冬季埋土、

春季出土用工，全生产过程可采用机械化管理，减少管理成本40%

以上；②抗病性强，减少植保用药次数30%以上；③耐盐碱，在含

盐量0.2%土壤可以正常生长结果，果实次生代谢产物含量明显高于

正常土壤中的含量，葡萄酒品质独特；④果实含糖量高，含酸量较

高，花色苷含量丰富，产品具有独特的辨识度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可满足目前我国葡萄酒市场亟需多样化的发展需求。“北”字号葡

萄品种在全国23个省市推广应用，品种酿造的葡萄酒，荣获一带一

路国际葡萄酒大赛、比利时布鲁塞尔葡萄酒国际大奖赛等大赛银奖

、金奖等30余项奖项。 

植物研究所研发了与品种配套的节本、生态栽培技术及葡萄园

智慧管理决策平台技术，克服传统栽培品种所带来的埋土防寒生产

成本高与产品安全性低等我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制约，改变传统栽

培模式，提升葡萄园管理的效率和水平。同时研发出干型、半干型

葡萄酒以及桃红酒、气泡酒、冰酒、蒸馏酒、白兰地等产品及配套

工艺技术。 

所处阶段：该项目新品种均已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配套技术

已获专利保护。品种与配套技术均已成熟，可大面积推广应用。 

团队介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葡萄与葡萄酒研发团队于

1954年开始葡萄科学研究和育种工作，是国内开展葡萄科学研究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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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最长、育出品种最多、推广应用面积最大的研究单位。紧扣国家

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重点开展葡萄种质资源

收集、保存和评价，果实品质与抗逆性遗传规律和调控机制，葡萄

大数据与基因编辑，葡萄育种理论和技术，高抗优质新品种选育等

研究。2011年获批“葡萄科学与酿酒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2018

年与法国农科院波尔多葡萄与葡萄酒研究所共建“葡萄与葡萄酒中法

联合实验室”（LIA Innogrape）。目前团队50余人，包含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青促会会员等优秀人才。近年获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中国园艺学会华耐科技奖特等奖等奖

项。 

合作需求：开展品种转让、许可，技术开发、服务等多种合作

方式进行成果转化。 

成果2：油用牡丹栽培技术及产业化 

成果介绍：油用牡丹是我国特有的木本油料作物，其全身是宝

，花可观赏、根可医病、籽可榨油。牡丹籽油中人体必须的α-亚麻

酸含量高达40%以上，是橄榄油的60多倍，是非常珍贵的木本食用

油原料。2011年，国家卫生部正式批准牡丹籽油为新资源食品。 

植物所芍药科多样性与种质创新研究团队经过近20年的研究积

累，建立了国家牡丹种质资源库，收集了牡丹种质1300余份，构建

了牡丹资源保护体系。近年来，围绕油用牡丹品种培育、品质评价

、栽培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选育出高产优质、赏油兼用牡丹新品

系30余个，研发了牡丹栽培专用地膜、微生物专用肥和人工辅助授

粉等12项技术，创建了油用牡丹高产、稳产、优质、低成本栽培技

术模式，如中原模式、黄土高原模式、光伏模式，在北京延庆、平

谷等地建立了牡丹基地，在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山西、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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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示范推广11万余亩。与企业、高校合作，研发出牡丹籽油中高

含量α-亚麻酸（50～70%）的可控制备工艺，建立了高纯度α-亚麻

酸（≥99.0 %）的纯化技术，实现了工业化中试，为打通油用牡丹

产业链提供了技术支撑。因油用牡丹耐贫瘠、适应性强，可在边际

土地种植，不与主粮争地，已在全国20多个省份迅速发展，为“美

丽中国”和“乡村振兴”等提供科技支撑。 

所处阶段：油用牡丹高效栽培技术成熟，并已示范推广；牡丹

籽油中高含量α-亚麻酸（70-80%）提取工艺达到中试水平。 

团队介绍：植物所芍药科多样性与种质创新研究团队负责人为

舒庆艳研究员，主要从事牡丹品质性状遗传调控与种质创新利用，

重点进行品质分析，α-亚麻酸的纯化等加工技术和产品研发及牡丹

的全株利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战略生物资源计划、

中科院先导A任务及企业合作项目等10余项。团队现有30余人（其

中研究员3名，副研究员3名、助理研究员2名、博士后2人），在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Plant Science和Horticulture Research

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10余项。 

合作需求：1.团队希望与参与国家储备林、果树等经济林木相

关的企事业单位合作，进行油用牡丹种植示范推广，提升土地附加

值，促进林下经济发展；2.与大型食品企业合作，进行牡丹籽油等

加工及深度开发研究；3.与药用企业合作，开展牡丹中重要单体化

合物研发，用于高血糖、皮肤病、前列腺疾病及慢性代谢病相关的

治疗；4.与日化企业合作，进行美容护肤和皮肤保健等研发；5.与畜

牧养殖企业合作，研发畜牧养殖替代抗生素相关的牡丹等植物来源

的药用功能成分提取和药用功效评价。 

成果3：薰衣草新品种育种及精油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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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介绍：薰衣草是世界著名的芳香植物，薰衣草精油中富含

芳樟醇和乙酸芳樟酯，具有镇静、助眠、杀菌、防虫等功能，在日

化、食品和医药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在中国科学院战略性

科技先导专项、中国科学院全球共性挑战专项、科技部国际合作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芳

香植物研究团队在薰衣草育种及薰衣草精油的功能产品开发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成果：1、薰衣草新品种育种：利用杂交育种、航天育种

及分子育种等多途径育种技术，培育出了优良的薰衣草新品种4个，

‘洛神’薰衣草的选育成功将薰衣草适宜种植区域从新疆伊犁拓展

到中原地区；申报调控薰衣草精油中主要成分的专利4件； “芳香

植物引种与新品种选育” 成果通过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2、薰衣

草精油产品开发：（1）牵头制定了优质的《薰衣草（精）油》和《

薰衣草纯露》的化妆品企业标准，实现了超高芳樟醇和乙酸芳樟酯

含量的薰衣草精油作为化妆品原料的产业化生产；（2）通过薰衣草

精油芳香疗法对睡眠障碍人群睡眠质量改善的研究，揭示了薰衣草

精油的助眠作用主要是增加深度睡眠时长和缩短入睡时间，获得授

权专利1件，为薰衣草精油助眠系列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支撑；（3）

利用薰衣草挥发性精油对昆虫行为学影响的原理，研发了针对温室

蔬菜种植中主要害虫烟粉虱的复合精油驱避剂，获得授权专利2件，

拓展了植物精油在农业绿色生物防治领域以及人居环境蚊虫防治领

域的应用场景。3、乡村振兴的三产融合模式构建：建立了芳香植物

“种质资源库-新品种育种-标准化种植-采收加工-产品研发-产业规

划与示范推广”的三产融合高质量发展模式，“芳香植物产业化关

键技术集成及三产融合模式构建” 成果通过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

本科技成果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薰衣草新品种种植和优质薰衣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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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生产，开展了薰衣草精油在化妆品原料、助眠产品和蚊虫生物

防治产品的开发，为美丽中国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了科技支撑。 

所处阶段：薰衣草新品种规模化种植和优质薰衣草精油化妆品

原料开发处于产业化阶段；薰衣草精油的助眠产品和蚊虫生物防治

产品开发处于中试阶段。 

团队介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是国内芳香植物研究领域的

权威机构，是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芳香植物专业委员会的挂靠单

位。团队负责人石雷研究员为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

殊津贴获得者。研究团队建立了国家芳香植物种质资源库；选育出

了一批芳香植物的新品种，获批薰衣草国审良种3个和新品种1个；

在产业化推广方面，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合作使新疆伊犁成为中

国薰衣草之乡和世界最大规模的薰衣草种植基地。 

合作需求：采取多种合作方式，包括：1、产业孵化；2、合作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专利转让/许可等。 

成果4：杂交构树‘构-饲-畜’生态农牧业 

成果介绍：针对我国蛋白质饲草料紧缺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

需求，植物所研究团队以我国本土资源植物构树为对象，先后开展

了基础研究、品种培育、试验示范和应用推广工作。收集野生构树

资源400余份，筛选出核心种质30余份，首次破译构树高精度基因组

，对饲用价值和适应性等19个性状进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挖掘出

重要关键基因1000多个，培育出‘中构’和‘科构’两大杂交构树新品系

。其中，饲用品种‘科构101’茎叶粗蛋白21%左右（提高5%以上）、

适口性好（树干木质素降低2%以上）、适应性强、种植区域广（降

雨量>300mm、年最低温>-20℃、含盐量<0.8%）等特点，是优质的

蛋白质饲草料，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区试验示范。杂交构树年产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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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叶8吨/亩左右（干重2吨/亩左右），干重粗蛋白含量21%以上，折

算成净蛋白质每年亩产达420多公斤，相当于7亩大豆生产的蛋白质

。同时，适口性好，消化吸收率高，为猪、牛、羊、鸡、鸭等畜禽

的优良饲料，可替代15%猪饲料、30-50%牛羊饲草，降低20%左右

的饲料成本。2014年12月杂交构树被国务院扶贫办列入国家十大精

准扶贫工程之一，2020年9月被国务院办公厅纳入健全饲草料供应体

系新品种，2021年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十四五”畜牧兽医产业规划，

2022年6月被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列入“乡村振兴特色优势

产业培育工程”。 

所处阶段：示范推广 

团队介绍：项目团队核心成员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沈世华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杂

交构树研发与产业化试验示范。先后主持或参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973’‘863’、转基因专项、重点和面上基金、中科院知识创新重点

项目等20多项。发表研究论文120余篇，其中SCI论文90多篇；出版

编著3部、译著1部、参编1部；申报专利23件，培育杂交构树品种2

个。培养博士、硕士生研究生40多名人；获省部级等奖励6项。 

合作需求：1.建立杂交构树产业基金，培育强大现有小微企业

；2.与大中型饲料和养殖集团合作，实施规模化生产。 

成果5：生态牧鸡经济技术体系 

成果介绍：为了应对我国草地退化与沙化带来的生态与经济问

题，提高我国荒山草坡、林下草地、光伏草地、果园等土地的利用

价值，植物所科研人员经过10余年试验与示范，研发了促进净初级

生产力恢复的畜禽草耦合的生态养鸡新技术。该技术能实现“真正

”的散养，实现鸡在散养场地上的均匀分布。依托“一种用于散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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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输的多功能型鸡笼”专利装备，实现自动供水和半自动供料，

充分发挥鸡的施肥、松土、播种和灭虫等作用，改良土壤理化性状

，调整植被生产力，提高物种多样性，控制爆发性虫害，开发出了

“规模化小群生态鸡散养”模式，产出优质肉蛋产品，显著增加养

鸡户的经济收入，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已在内蒙

古正蓝旗、苏尼特右旗、乌拉盖管理区、库伦旗等地推广示范超过

20万亩，效果良好。该项目被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

学政策平台（IPBES）遴选为干旱区边际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成功案

例。 

所处阶段：专利技术成果已进行示范推广。 

团队介绍：项目团队负责人为李永庚研究员，依托植被与环境

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

究站开展相关工作。团队成员均具有多年从事干旱区生态学研究、

实用技术研发与利用等方面实践经验。相关成果已在Land 

Degradation & Development、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畜禽草耦合专用小

群散养鸡笼”获第29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后稷奖

”。 

合作需求：开展项目合作及产业化示范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