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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西 兰 农 业 科学 研究概况

一考察学习报告之一

李瑞高

(广西植物研究所 )

随着我所同新西兰科研部 门学术交流的进展
,

应新方的建议
,

我所派遣我和另外两位同

志赴新西兰进行为时一年的园艺生产和科研的工作实习
,

着重进行新西兰琳猴桃科研与生产

的工作实习
。

在新西兰工作实习的期间
,

先后到过南北两岛近 20 个城镇
。

除了在两个果园
、

一个苗木公司 ( 新西兰最大的一个 )
、

两个称猴桃选果包装厂和贮藏冷库工作实习一段时间

外
,

还曾在隶属新西兰科学与工业研 究 部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S e i e n t i f i e a n d I n d u s t r i a

R e s e a r e h N e w Z e a l a n d ) 和农渔部 ( M i n i s t r y o f A g r i e u l t u r e a n d F i s h e r i e s )

的三个研究所工作实习过
。

此外
,

还有机会参观了植物生理研究所
、

果树信息研究中心
、

水

土保持研究所
、

土壤研究所
、

森林研究所
、

园艺与加工研究所等多个研究单位
,

还参观了儿

所大学
、

几个植物园以及多个果园
、

花园
、

苗圃和 J
一

L个果品加工厂等
,

并参加了在新西兰召

开 的国际植物育种会议
。

为了使更多的人对新西兰农业科学界有所了解
,

以便扩大我方 同新

西 兰农业科学界的交流和合作
,

兹就本人所知
,

介绍新西兰农业科学研究概况如下
。

新西兰由南北两大岛和斯图尔特等一些小岛组成
,

位于南纬3’
。

一48
。 ,

面积 2 69 肠孚平方

公里
,

人口 32 。万
。

新西兰的农业科研机构均直属中央集权领导
。

农林科研机构
,

一是直属新西兰科学与工

业研究部食
’

科研系统
,

相当于中国科学院系统
,

简称D SI R , 二是直属农渔部的科研 系 统
,

相 当于中国农业科学院系统
,

简称M A F ; 三是农艺工程系统 ( N e w Z ae la n d A g r i o lu t ur al

E
n g i n e e r i n g I n s t i t u t e ) ; 四是直属林业服务部的森林研究系统 ( N e w Z o a l a 皿 d F o r e s t

s e r v i e e
一 F o r e s t R e s 。 a r o h I n s t i t u t e )

,

相当于中国林业科学院系统
。

研究系统以前两

者为主
。

水属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的科研系统计有 22 个专业
,

设置研究中心
、

所
、

站 1 0 1 个
,

合理分布在全国30 个城镇
。

研究中心往往包含几个研究所
。

研究站是某研究中心
、

所派出设

于某地的一个专门研 究单位
,

如园艺研究站
、

赫猴桃研究站
、

蔬菜研究站等
。

工作在科学与

工业研究部科研系统的博士以上 的科学家有 5 00 人
,

技术员 ( 大学毕业生 ) 250 人
。

隶属农渔

部的研究单位其数目与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的基本相等
,

但农渔部的科技人员要比科学与工业

研究部的科技人员多 一倍
,

且分为两大部分
,

一部分着重于科研工作
,

一部分着重于推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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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承蒙李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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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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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林业服务部系统只有一个森林研究所和一个分所
,

三个苗圃
,

科技人员也较少
。

研究单位的设置是全国统一合理布局的
。

全国六所大学附近都设有研究中心或所
,

有利

于大型仪器的使用和学术交流
。

一个研究所设一 个所长
,

副所长人数视该研究所有多少个研

究室而定
,

一般来说
,

一个副所长负责领导 2一 3个研究室
,

人事
、

行政工作由下 属 机 构 完

成
,

当然他们的庶务工作没有我们的繁多
,

主要是财务
、

人事
、

基建
、

交通等工作
。

有些研

究所 ( 站 ) 只设一个所 ( 站 ) 长
,

有的增加一个秘书
。

研究站一般仅 3~ 5个博士 以上的科学

家
,

许多站只有一个博士以上的科学家
。

据介绍一般一个博士 ( 科学家 ) 配给 1~ 2 个 技 术

员
,

但许多科学家都没有技术员
,

有一些工人
,

但这些工人不是固定的职员
,

许多试验工作

都是科学家 自己干的
。

不论研究中心
、

研究所或研究站
,

只有办公楼
、

实验楼
、

图书馆及茶厅等公共建筑
,

没

有住房等生活设施
,

环境安静
。

研究中心或研究所设有茶厅作为职员午餐和每天两次工间休

息的地方
,

而研究站则往往只有休息间
。

茶厅或休息间除了作为休息场所外
,

也是学术交流

的重要场所
,

在午餐或工作休息时
,

科技工作者往往在茶厅进行一些学术讨论
,

也交流一些

新的科技信息
。

星期五下班后约一个小时
,

科学工作者还自愿集中到这里
,

许多人利用这一

机会与大家聚一聚
,

交流科技信息
,

共同讨论一些学术问题
,

融洽彼此间的关系
,

这天称为

科学家活动 日
。

科学工作者在交流时
,

思想一般是开放的
,

都愿意把自己的工作进展情况向对方介绍
。

但有一条
,

无论是谁
,

只要是在别人的工作基础上进行研究
,

在其论文中必须写 明是在某人

的工作基础上进行的
, 取得成果

,

获得奖金
,

做了前部分工作的人也有一份
。

这不是说他们

没有竞争
,

而且可以说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

但这种竞争不是玩弄权术
,

不是互相低毁
,

而是

靠技术水平
、

工作效果进行竞争
。

在同一个单位内如果有两个同级的科学家同时进行一项科

研
,

当其中有一位认为 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时
,

一般是主动另找课题或调离本单位
。

一个博

士一般承担一个课题或两
、

三个课题
,
极少有两个科学家共同进行一个课题研究的

。

课题很

少重复
,
且多为横向课题

。

虽然全国许多研究所
、

站都有称猴桃的研究课题
,

但这些课题分

别从不同侧面去进行研究
。

育种是关于称猴桃科研中最受重视的研究课题
,

但全国只有四个

研究单位设有这一研究课题 ( 不包括一些个人的研究工作 )
。

又如有两个研究单位设有称猴

桃的授粉研究课题
,

一个是科学与工业研究部林肯研究中心 ( L i cn ol n R se e o r o h C en t -

, e )
,

一个是农渔部鲁阿库拉土城和植物研究站 ( R“ 。 k u r a 5 0 11 a o d P la n t R e s e a r c h

st at i on )
。

但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

前者从喷粉授粉途径进行
,

后者则从喷雾 授 粉 的

途径进行
。

有关草药的研究只有林肯研究中心设有这一课题
,

曾先后进行了人参
、

田七的引

种试验
,

当前则着重于食物搭配方面的研究
。

前面已说过
,

新西兰的研究课题多 为横 向 课

题
,

如研究称猴桃授粉研究的科学家
,

同时还进行板栗
、

水果等跳授粉研究
。

由于这样
,

他们

可节省下大量的人力财力
,

去进行更多的研究
,

购置先进的仪器设备
。

为搞植物生理方面的

研究
,

他们集中经费建设 了一个现代化的人工气候室
,

进行称猴桃生长发育 的研究
,

在人为

控制 的温度
、

光照
、

湿度等条件下进行琳猴桃的花芽分化
、

开花习性的研究
。

相形之下
,

我

国的研究单位
,

有国家的和地方的
,

分工不甚明确
,

许多研究课题互相重复
。

当然我国地大

物博
,

自然条件变化大且较复杂
,

一些研究课题的适当重复是必要的
,

但往往有些研究课题

显得过多的重复
,

还有一窝蜂 的现象
,

对一个新的有希望的课题
,

大家都涌上去研究
,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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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人力财力的浪费
。

新西兰有关研究课题紧密结合生产
。

如对称猴桃的研究
,

从称猴桃 的 育 种
、

繁殖
、

种

植
、

棚架
、

土壤
、

肥料
、

灌溉
、

修剪
、

授粉
、

病虫防治
、

采收
、

分级包装
、

贮藏乃至销售等

有关称猴桃生产的各个方面都有人进行研究
。

原来在修剪扶绑时使用细绳去绑缚藤芡
,

效率

底
,

他们经过研究后
,

生产了一种塑料扣
,

用手一按一扣就完成了一个藤蔓 绑缚
,

速度 很

快
。

新西兰很重视植物的引种工作
,

当他们得知外国有优良的植物品种时
,

总是千方百计地

要搞到它
;
经过引种

,

认为有较大 的经济价值的
,

就不惜投入大量的经费发展生产
,

称猴挑

引种栽培就是很好的例子
。

他们为了发展琳称桃生产
,

投入 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

以架设称嗽

桃棚架而 言
,

每英亩 ( 相当于 .e o 了市亩 ) 投资达8 0 00 元新币 ( 一元新币等于一元七角八分人

民币 )
。

又如近年引进的一种水果
,

叫lb ue b er r y ,

我们称为越桔
,

发展很快
,

1 985 年 圣 诞

节前出口关国400 吨
,

每公斤价2。元新币
。

因为鸟类很喜欢吃这种采子
,

为了防止 鸟 害
,

他

们用塑料网把整个果园罩起来
。

樱桃果园也采取这种措施
,

防止鸟害
。

新西兰除了积极引种外
,

政府还大力鼓励培育良种工作
,

如果谁培育出优良品种
,

就给

予高额奖励金
,

还可以申请专利
,

因此不仅科研单位搞植物育种
,

许多个体农民也进行培育

良种的研究
。

如他们经过多年 的努力
,

已培育出6个琳猴桃品种
,

其中包括了现已成为全 国

当家品种的海沃德 ( H a y w ar d )
,

这个品种果大适中
,

品质优良
,

成熟期较晚
,

耐 贮 藏
,

发展这一品种为新西兰挣得了大量外汇
。

但 是
,

他们认为 目前称猴桃的品种太单纯
,

全国去

种同一品种
,

成熟期一致
,

采收期相当集中
,

一方面造成劳力紧张
,

二方面不利 于 调 节 市

场
,

三方面增加贮藏投资
,

希望能培育出更多更好的品种
,

许多科研单位或个人不惜掏钱去

旅游或通过共他途径收集纷猴桃种质资扼
。

现己 从中国
、

日本等国收集了姚猴桃种 和变种 “

个
,

有些 已开花结果
,

并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杂交育种
,

有些已获得杂交后代
,

有的杂交后代

已开花结果
。

已退休的科学家麦肯奇 ( D
。

W
。

m e k e n幼。 ) 博士是我国的一位好 朋 友
,

他 与

一些果园主协作进行杂交育种
,

一

1 9 8`年获得了两万余株杂交后代苗
,

现正分六个地区进行试

验观察
。

据我所见
,

估计新西兰已获得开花结呆的杂交后代有 1加多号
,

其中有些表现 出 相

当好的特性
,

我经手考种的米实中
,

有一个单株的呆实长圆形
,

果重达 2拐克
,

是非常 有 前

途的一个单株
。

金花茶已闻名于世
,

新西 兰人民获得这信息后
,

也千方百计的要收集这个种源
,

经过努

力
,

己从美国获得金花茶
,

从澳大利亚获得显脉金花茶
,

且有扦擂繁殖苗上市
,

奥克兰植物

园中心已有销售
,

20 新元一株
。

许多人正期待着这些金花茶植株开花
, 以便进行杂交育种

。

我曾就这个 问题间一些新西兰朋友
,

为什么你们这样重视金花茶
,

他们认为茶花是人们喜爱

的一种花卉
,

经过多年的培育已经培育出了大量的品种
,

其中包含有带香气的品种
,

也培育

了少数黄花茶品种
,

但这些品种 的花只是淡黄色
,

还不够理想
,

我在新酉兰曾亲眼看过这样

的品种
,

据我看 它可能是茶梅的杂交后代
。

他们认为如果用金花茶
口

作亲本进行杂交
,

很有希

望培育出优 良的品种
。

新 四兰农业部门很重视科学普及工作
,

工作主要是由半官方机构— 水果生产者联合会

和称猴桃联总 ( N e w Z e a l a n d F r o i t` r o w e r s F e d e r a t i o n ` n d N e二 Z e a la n d

iK w ifr
u it A ut ho

r it y ) 负责组织
。

分地区组织
,

每月一天
,

称之为田间试验日
。

届 时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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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科学家结合水果生产季节讲授科学技术
,

参加听课者要交费
,

尽管如此
,

水果生产者还

是很乐意去听课
,

课后还结合自己的情况提出问题由讲课者回答或大家讨论
。

这是一般科普

活动的情况
。

作为研究单位
,

作为科学家希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出去
,

生产者也希望从

科学家那里得到新技术
,

以发展自己的生产
,

所以一些科学家与生产者的关系是 比 较密 切

的
,

如鲁阿库拉土壤和植物研究站的 D
r 。

H o p iP o g ,

是搞称猴桃喷雾授粉研究的
,

他 的研究

1 作 已取得一定的成效
,

于是他与一些称猴桃生产者挂钩转让这项技术
,

有一个桥猴桃生产

者购买他的技术用于 l .f1 公顷的五年生琳猴桃果园
,

未使用喷雾授粉 技 术 的 1洲 4 年 产7 0 0 0

盒
,

一

每盒 3
。

4公斤
,

19 a5 年采用这项技术
,

估产达1)1 0如盒
,

而这个生产者要付技 术 转 让 费

g Qp灯元新币
。

新西兰的研究设备比较先进
,

普遍使用电子计算机
,

如
:

林肯植物研究所主要是搞植物

分类研究
,

·

有一个所长
,

一个副所长
, 8个主要的科学家

,

每个科学家配一个双筒解 剖 镜
,

用以 鉴定植物标本
,

另外
,

还使用2台计算机贮存植物标本的资料
。

又如
:

鲁阿库拉上 壤 和

植物研究站的肥料和微量元素研究组
,

进行土竣 p H值分析也使用 电子计算机
,

不到一 分 钟

就可完成一个数据的分析
,

既准确速度又快
。

「

研究所所长有权聘请或解雇一切职员
。

研究室 的经费统一由研究所财会人员统一管理
,

但研究室 主任有权支配一切开支
,

还有权解聘研究室内灼职员
。

当然
,

所长
、

室主在希望每

个职员做好工作
,

而每个职员都希望所长
、

室主任信任自己
.

不解雇 自己
,

所以每个职员对

所长
、

室主任都很尊重
。

这种关系在一些私人企业里表现更为突出
,

囚为雇员不 好 好 干 工

作
,

随时都会被解雇
。

在新西兰
,

不论科学家
、

技术员
,

不论所长
、

室主任
,

不论男性或女性
,

都是满 60 岁退

休
。
因为单位不提供住房

,

职员不住在单位内
,

所以退休后自然而
:

然地离开了单位
,

而作为

所长或站长
,

退休后不再过间原单位的事情
。

他们认为
:

一个人在位时总是认为 自 己 是 对

的
,

做错了也不知道
,

而旁观者清
。

若自己退休后仍过何原单位的事情
,

自己执政时造成的

错误就得不到纠正
,

另外
,

新上任的领导就不能按照 自己的意见去办事
,

也就不能发挥新领

导的作用
。

退休后
,

有些 人经营自己的农场或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研究工作
,

有些在家写书
,

还有些去旅游或参加社会活动工作
。

上面谈到新西兰的科研手段是先进的
,

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
,

但也不是什么

都先进
。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在新西兰的生产上应用得比较普遍
,

许多私人的花卉
、

苗木公司

亦采用了这一技术繁殖育苗
,

但他们 的理论研究是欠缺的
,

他们现在组培的主要参考书之 一

是我国1 9 8 2年出版的 《植物组织培养手册 》 ( 英文版 )
。

另外
,

关于琳猴桃喷粉授
` ,

研究去p

新酉兰 制造了很先进的机械
,

通过电子计算机可以知道喷出的花粉流量
,

但在进行授粉时有

忽略了气候因子
、

开花习性等 因素
。

在琳猴桃的修剪方面
,

往往不同的果园主有 不 同 的 要

求
,

进行这一工作印基本都是临时工
,

没有经过必妥的技术培习11
,

所以有些该剪的不剪
,

有

些不该剪的却剪掉了
,

尤其在南岛的一些果园
.

里
,

这方 面的知识尤为欠缺 的
,

可以说我国在

园艺技术研 究的某些方面是比较先进的
。

因本人 的考察不够全面
,

自己的水平有限
,

报告难免有偏面
、

错误
,

恳请指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