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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年初以来，市科技局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坚持把科技宣传与服务工作作为提高全民科学文
化素质、 推动科教兴濮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 运用报纸、广
播、电视、网络等媒介，通过开展科技下乡宣传服务等活动，
宣传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技成果，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取得了良好效果。

科技服务中心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解读科
技政策，展示企业风采，推广科普知识。 截至目前，共编发《濮
阳日报·科技之光》专版 13 期，编辑播放《科技之声》节目 132
期，拍摄制作《龙都科技》电视专题节目 1 期。 利用科技信息户
户通咨询服务热线（9600175）接听用户来电咨询，并邀请专家
逐一解答问题。深入开展科技下乡宣传服务活动。成立科技专
家服务团，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真正把科学技术和
信息送到最基层。截至目前，共开展科技下乡宣传服务活动 10
次，发放各种宣传资料 9400 余份、技术小册子 2900 余册、科
普知识扑克牌 1100 余副，接受咨询 1500 余人次。

科技情报研究所围绕科技人员和中小微企业创新需求，
积极开展“五位一体”（网络共享、文献应用、定题咨询、辅导培
训、联盟协作）科技信息服务活动。 截至目前，濮阳科技信息港
提供科技信息共享服务 1.8 万多人次；濮阳科技数字图书馆第
一季度新增会员 327 个，科技文献下载 7.6 万多页，提供科技
成果、技术专利、项目课题等查新、分析咨询服务 100 多人次，
举办科技文献检索、企业创新方法辅导培训 4 次，受训 156 人
次。

计算机中心利用濮阳科技之窗等网站， 共上传科技信息
2700 多条，接受咨询 165 人次。

化工研究所积极开展服务企业活动， 组织人员开展化工
企业技术、人才需求调查，为 “2018 中国（濮阳）石化产业精细

化发展大会”做好准备工作。 深入化工企业进行技术对接。 先
后到迈奇科技、蔚林化工、可利威化工、天源生物等企业，和企
业负责人座谈交流， 帮助河南安凯职业技术检测有限公司举
办检测技术培训和仪器操作培训班， 为河南双玉化工有限公
司提供项目研发服务， 协助河南佳尔特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开展第三方环境检测认证等工作。

科技企业孵化器不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力度， 利用
电子屏幕、微信群、网络等平台，向在孵企业宣传税收优惠政
策、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等，使各项优惠政策惠及每一家在
孵企业。 组织在孵企业通草孵雕与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科
创中心进行对接， 促使双方就通草孵雕的销路问题达成初步
合作意向。 （晁阳 王彰奇 耿长海 孟庆臻 李世想）

市科技局多举措开展科技宣传服务活动

本报讯 4 月 10 日， 市知识产权局组织召开专利
保险座谈会， 市知识产权局局长田春英、 中国人保财
险河南分公司信用保证险部总经理姚珺、 中国人保财
险濮阳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奇等 12 人参加座谈会。

田春英指出， 为促进知识产权与金融资源结合，
保障知识产权价值实现， 2015 年， 市知识产权局与中
国人保财险濮阳分公司建立协调合作机制， 通过搭建
服务平台、 完善政策措施、 创新保障模式、 强化宣传
培训等措施， 积极开展专利保险工作。 目前， 已补贴
保单 16 个， 有效降低了企业专利维权成本。 针对中
小微企业在转型升级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融资难、 融资
贵等问题， 市知识产权局积极推进专利权质押融资工
作， 逐步构建了知识产权融资服务体系， 专利权质押
融资工作成效显著。 2015 年 12 月， 我市被国家知识
产权局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投融资试点市 。 截至目
前， 全市已有 32 家企业签订专利权质押贷款合同 58
笔， 累计实现专利权质押贷款 4.2274 亿元 ， 真正把

“知本” 变成了 “资本”， 有效缓解了创新型中小微企
业融资难题。 随着政府、 银行、 保险等多方共担风险
的 “捆绑式” 专利权质押融资模式在全国推进， 广东、
山东、 四川等地探索性建立了专利权质押融资风险补
偿基金， 推出了专利权质押融资保证保险新产品， 这
对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分散风险、 激发创新活力起
到了重要作用。 希望人保财险河南省分公司能在我市
率先试行专利权质押融资保证保险， 共同探索政府、
银行、 保险、 担保多方共担的风险补偿捆绑新模式，
实现多方共赢， 促进专利保险工作再上新台阶， 为我
市中小微企业发展加油助力。

姚珺介绍了 “政银保” （政府 + 银行 + 保险 + 评
估公司） 的融资模式， 表示将积极协调， 拟订方案，
做好保费费率的测算等基础性工作， 争取在濮阳率先
推出专利权质押融资保证保险产品， 让专利保险从风
险保障产品升级为综合金融服务产品， 推动中小微科
技型企业升级发展。 （吴蔚然）

市知识产权局组织召开专利保险座谈会

近日，市知识产权局负责人赴郑州、洛阳等地，对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进行考察。 考察人员围绕知识产权代理、管理、运营、诉讼服务等
方面，走访了河南行知、郑州联科、郑州大通等 8 家知识产权服务机
构，为引进优秀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在我市落地生根、改变我市知识产
权代理服务机构匮乏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图为市知识产权局负责人
在郑州联科专利所进行考察。 代玲玲 周高贺 摄

台前县张先生问：家兔春季管理注意啥？
市畜牧兽医工作站高级畜牧师白继武答：
①做好繁殖管理。 春季天气渐暖，阳光充足，万物

复苏，正是家兔繁殖的黄金季节，也是养殖户扩大养殖
规模的关键时期。 春季养兔的适宜温度为 15~25℃，低
于 15℃会影响母兔的繁殖。

②做好防疫管理。 为防止春季家兔出现感冒、鼻
炎、腹泻等症状，可在饲料中拌入少量大蒜、洋葱、大
黄、板蓝根、紫苏叶、鱼腥草等。 春季是兔瘟的高发季
节，养殖户应注意查看防疫记录，对已到免疫期的大兔
及时注射兔瘟疫苗；仔兔 40~45 日龄进行首次免疫，60
日龄进行二次免疫。 疫苗剂量：大兔每只 1 毫升，仔兔
首免每只 0.5 毫升，防疫期为 6 个月。 另外，春季多风，
昼夜温差大，是家兔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可用巴氏
杆菌和波氏杆菌二联灭活苗为其预防接种， 以防该病
流行。

③做好卫生管理。春季一定要保持兔舍干燥、清洁
卫生，做到勤打扫、勤清理、勤洗刷、勤消毒。 清扫出的
粪便应堆积发酵，以杀灭其中的寄生虫卵，防止各类寄
生虫病的发生。

④做好饲料管理 。
春季青饲料幼嫩多汁 ，
饲喂家兔时不但要控制

喂量，还要保证质量，不
喂霉烂变质、 夹泥带水
的饲料。 饲喂时应先少
后多，逐步增加，切忌喂
食过量， 以免引起消化
道疾病等。

家兔春季管理注意啥

春耕时节， 对于易旱土壤来说， 抗旱施肥就成
为农作物高产、 稳产的关键。 春季抗旱施肥应把握
以下几个要点：

合理施用农家肥 合理施用农家肥 ， 增施有机
肥 ， 以及秸秆还田 ， 能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 ，
提高土壤肥力和抗旱能力。 有机肥经过土壤中各种
微生物的分解， 能稳定释放出被农作物直接吸收利
用的、 种类齐全的营养元素， 部分有机质在土壤中
变成腐殖质， 能调节土壤养分， 使土壤结构性能稳
定， 增加土壤的储水功能。

科学施用磷肥 磷能改善和调节植物新陈代谢，
使之适应各种不良环境。 在低温环境下， 足够的磷能
增加植物体内可溶性糖类的浓度， 提高作物的抗寒
性。 另外， 无机磷能增加植物细胞液的缓冲性能， 有
利于细胞的正常生命活动。

适当补充钾肥 钾充足有利于降低植物的呼吸作

用， 维持细胞原生质膜的稳定性和抗氧化能力， 减轻
低温对细胞膜造成的破坏， 从而增强植物的抗寒性。
此外， 钾还能促进根系生长， 提高根冠比， 从而提高
作物吸收水分的能力。

适时叶面补养 当土壤干旱严重时， 植物吸收养
分就变得比较困难， 此时可用叶面喷施的方式来补充
养分。 如用尿素 + 磷酸二氢钾进行叶面喷施， 浓度
可根据土壤旱情、作物种类的不同酌情考虑。 如果旱
情持续时间较长，应每隔 5—7 天喷施一次 0.1%~0.5%
的磷酸二氢钾。 中化

春肥这样施
抗旱提品质

合理疏花 苹果树疏花方法： 在苹果花未开放前
的花序分离期， 可根据树势强弱、 品种特性， 先按
20~25 厘米的间距留 1 个花序。 在具体实施疏花时，
则应注意选择所留花的质量和位置。 中、 短果枝花应
尽量选留， 长果枝花和腋花芽花质量较差， 应尽量少
留或不留； 侧生果枝上的花坐果后， 随果实增大而处
于悬垂状态， 这样的果实一般不易和枝条发生摩擦，
且受地球引力的作用果实多高桩、 形正， 优果率高，
应尽量选留； 背上直立结果枝开花坐果后， 果实多横
生， 且易和枝条相互摩擦， 这样的果实多有锈斑， 且
不光洁， 果形受重力的影响也多歪斜， 优果率较低，
应尽量少选留或不留。

另外，如果果树花期气候不稳定或遇到霜冻天气，
应推迟疏花疏果的时间；花期气候稳定，则疏花应尽早
进行。

花期喷硼 盛花期（即 50%以上花开放时）应全树
喷 0.3%硼砂 +1%蜂蜜水 +4%嘧啶核苷类抗菌素 （水
剂）1000~1200 倍液，以促进花粉管萌发生长，引诱蜜
蜂授粉，提高坐果率，同时可预防霉心病等病害。

花期环剥 对干周长在 15~20 厘米的少花幼旺树
或偏旺大树的旺枝、辅养枝、大枝组，可于花期进行环
剥，环剥宽度为 0.3~0.5 厘米。环剥后用纸包扎，可控制
果树旺长，促进形成花芽。

充分授粉受精 要确保苹果树充分授粉受精，除
了正确配置授粉树、果树花期喷硼素和激素外，还应实
施壁蜂授粉技术。

及时清理病虫劣果 应及时清理着生在果树上的

病虫劣果，以免果子长期滞留在树上，消耗树体营养，
从而增加打药次数。

据 2018 年 4 月 10 日《农业科技报》

苹果树花期
管理要点

游客在河北省巨鹿县金玉庄村金银花园艺小镇内游览（4 月 12 日摄）。
近年来，河北省巨鹿县依托当地优势农业产业，因地制宜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建设 20 余个生态农旅观光

项目，打造了一批环境优美、宜居宜游、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样板，改变了乡村面貌，促进了农民增收。 新华社发

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 4 月 11 日发表的研究显示，
一种小蛋白质药物有望用于治疗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目前已
在美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此前已有研究显示，如果 MDMX 和 MDM2 两种基因过
度表达，就会抑制抗癌基因 P53 的活性，从而导致发生某些
癌症。 但此前医学界研究的抗癌药物还局限于 MDM2 抑制
剂。

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研发了一种可以

同时抑制 MDMX 和 MDM2 的新药，充分激活 P53，使其发
挥抗癌功效。 这种新药属于订书肽。 订书肽的螺旋结构更稳
定，可以避免药物在到达靶点前被酶降解。

动物实验显示， 这种新药可将移植了人类白血病细胞的
小鼠的中位生存期从 50 天延长到 150 天。约 40%的小鼠甚至
被该药治愈，超过 1 年没有发病。

研究人员表示， 新药不仅有望用于治疗急性髓细胞白血
病，还有望用于治疗其他与 P53 相关的癌症。 据新华社

美研发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新药

稀土被称作工业维生素。 记者 4 月 12 日从中国大洋协会
获悉，在我国大洋 46 航次科学考察中，搭载“向阳红 01”船的
科考队员在东南太平洋首次发现了大面积富稀土沉积。

据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王湘芹介绍， 沉积物样品
一旦出水，氧化还原环境、酸碱度等指标会很快发生变化，因
此必须第一时间检测。 为确保数据准确可靠，王湘芹在每批样
品测试中都要重新校正仪器， 对同一样品做 3 次以上检测分
析，严格质量控制。 结果显示，科考队采集到多站沉积物样品
中稀土元素含量较高， 表明在东南太平洋海盆局部区域内沉

积物具有非常高的稀土成矿潜力。
通过综合分析沉积物元素测试数据、 浅地层和多波束测

量资料， 科考队在东南太平洋初步划分出面积约 150 万平方
公里的富稀土沉积区， 这是国际上首次在该海域发现大范围
富稀土沉积。

2011 年，日本科学家宣称，发现太平洋深海沉积物中蕴藏
着巨大稀土资源量， 相当于全球陆地稀土资源量的 800~1000
倍，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2012 年， 中国大洋协会立项研究世界大洋海底稀土资源

潜力，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开展深海稀土资源调查的国
家。 经前期分析研究，我国在太平洋、印度洋初步划出 4 个富
稀土成矿带， 提出了全球 12 个深海稀土资源潜在富集调查
区。

此次发现的大面积富稀土沉积位于我国前期提出的稀土

预测区内，说明我国已经初步掌握了富稀土沉积的分布规律。
此前， 中国大洋协会组织实施了多个大洋航次的稀土调

查， 分别在西太平洋、 东北太平洋、 中印度洋发现富稀土沉
积。 据 2018 年 4 月 12 日《科技日报》

东南太平洋发现大面积富稀土沉积

记者 4 月 15 日获悉，广东医科大学崔燎教授团队和香港
中文大学李刚教授团队联合研究发现了一种低温 3D 打印技
术，可以打印出适合患者的骨组织和关节材料，将特制的复合
物作为支架材料， 并在里面放置天然药物， 实现药物缓释作
用，研究显示可以促进植入部位的新骨形成，具有促进骨融合
的作用。 日前，该团队已在国际生物材料杂志《Biomaterials》发
表相关研究论文。

崔燎介绍， 她的团队在前期研究中首次报告了丹参酚酸
类如丹参素、丹酚酸 B 在促进骨形成和抗氧化应激方面的独
特作用。 “但是，丹酚酸 B 结构不稳定，生物利用度低，因此做
成 3D 生物材料就是集中维持它的生物活性， 扩大应用范
围。 ”她说。

在研究中， 广东医科大学林思恩博士等研究人员摸索出
一种低温 3D 打印技术， 并将聚乳酸 - 羟基乙酸共聚物 / 三
磷酸钙（PLGA/TCP）复合物作为支架材料负载丹酚酸 B。 研
究结果发现，该技术能有效保持丹酚酸 B 的生物活性并使其
在体内外缓释。

林思恩介绍， 研究人员以细胞培养液萃取 PLGA/TCP/
丹酚酸 B 支架材料，结果发现萃取液可显著促进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成骨分化和成血管分化，并呈现剂量依赖性。进一步研
究发现，复合生物材料可原位促进植入部位的新骨形成，具有
促进骨融合的作用。 据 2018 年 4 月 16 日《科技日报》

3D打印技术实现脱胎换“骨”

美国一项新研究说，久坐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不仅限于过
去发现的会增加心脏病风险等，对中老年人的大脑也有一定
负面影响。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个研究小组报告说，
他们对中老年人进行的这项研究显示，久坐不动的人，大脑
中一个对记忆至关重要的区域厚度会变薄。

研究小组招募了 35 名年龄在 45~75 岁的志愿者， 询问
他们的身体锻炼情况及平均每天坐着的时长。然后研究人员
对这些志愿者的脑部进行了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 结果发
现，坐的时间较长与大脑内侧颞叶变薄有关联。

内侧颞叶是大脑中参与形成新记忆的重要脑区。研究人
员说， 内侧颞叶变薄是中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和痴呆的前
兆。这项研究结果说明，对于早老性痴呆等疾病高风险人群，
可以尝试通过减少久坐时间来进行早期干预。

分析还发现，即便进行较高强度的身体锻炼，也不足以
抵消长时间坐着给大脑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次研究负责人普拉巴·希达斯建议， 为了防范久坐带
来的健康风险，人们首先应该减少每天坐着的总时长，其次
在坐着办公或学习时， 应该隔一段时间站起来活动一下，避
免持续坐着。 据新华社

久坐不仅伤身还伤大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