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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麦田田里里的的守守望望者者
省农科院有群女博士不在实验室就在田间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媛

一锅热气腾腾的馒头马上出
炉了，刘爱峰博士正在食品烘焙实
验室密切关注着开锅后馒头的变
化。这一锅7个馒头是用不同小麦
品种的面粉制作而成的，刘爱峰博
士每天就在实验室里负责对每个
小麦品种制成的面条、馒头、面包
进行品质鉴评，然后才将最好的小
麦品种推广到老百姓的餐桌上。

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
所的小麦团队中，活跃着十几个像
刘爱峰这样的女博士，占到总人数
的一半。她们平均年龄在35岁，有
经验丰富的大姐，也有刚毕业的小
妹，有从舒适的行政管理单位辞职
选择来此从事科研工作，也有留洋
回来一心扑在小麦育种事业上的。

女人能顶半边天，这些女博士
每天不是泡在实验室，就是扑在麦
地里。从小麦最初的播种到生长期
间的观察，再到麦收以及磨制成粉，
最后到餐桌，每一步都浸透着她们
的汗水。眼下，正是小麦田间管理
的关键时期，女博士们放弃周末休
息时间，每天都到麦田里调查苗
情。从事小麦栽培的冯波博士笑着
说，从小麦种到地里开始，就跟看
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每天都要陪着
它，看它慢慢长大。到麦收的时候，
更是天天泡在麦地里。为了防晒防
暑，这些女博士都全副武装，早上5
点多钟起床，趁太阳还没出来就跑
到地里做调查，而总是要忙到天黑
才从地里出来，一天下来体力消耗
非常大。

她们的身份除了是搞科研的女
博士，也是孩子的母亲。刚从法国留
学回来的张荣志博士，女儿才7个
多月，每天奔波在实验室和麦田之
间，一忙起来就忘记了家中嗷嗷待
哺的女儿。从事小麦推广示范的孟
维伟博士，一出差就是三四天，孩子
8个月后，就很少见到母亲。

正在实验室里忙碌的李玉莲博
士说，每个新品种的“出生”都要
经过七八年甚至十几年时间，其
间要经历无数次失败的煎熬。她
们所在的小麦团队经过努力，培
育出来的小麦品种济麦22号在全
国已累计推广种植2 . 11亿亩，也
就是说，我们吃的五个馒头中，就
有三个是她们所在的团队研发出
来的。

如果她们不在实验室，那就一定在试验田。眼下小麦正在疯长，一天一个样，女博士们天天都得泡在地里做调查。

▲市面上买到的馒头，就是这些女博士们在实验室里经过无数次
验证之后，将最好的品种推广到餐桌上制作而成的。

在温室内，刘爱峰正在对麦穗进行人工授粉。虽然温室内温度不
算很高，但是呆时间长了也会汗流浃背。

冰箱里存放着成千上万个品种的基因。

▲每个转基因实验都要经过3个月的流程，从小麦的幼胚
到愈伤组织，再到再生成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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