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适期播种 麦套花生最佳播期在每年的5月20—25日，最
迟 5 月底前播种完毕。 一般情况下， 中等肥力地块亩播种 1 万
穴，每穴播种 2 粒，播深 3~5 厘米，播种后浇蒙头水一次。

2. 中耕除茬 中耕除茬不但能消除病菌和害虫的繁殖场

所，还能提高地温，促进花生根系发育，提高坐果率，从而达到增
产的目的。 麦套花生浇水 2 天后，可趁墒情好时拔除麦茬，之后
中耕锄划，并拔除田间杂草。 在花生封垄前一般需中耕 2~3 次。

3. 追施苗肥 由于前茬小麦在整个生长期消耗了大量的土

壤养分， 导致麦收后大部分地块出现肥力不足的现象。 因此，
麦套花生应及时补施提苗肥，以促进植株快速生长。追肥要以速
效氮肥为主，结合浇水每亩追施尿素 20 公斤。小麦收割 3—5 天
后可及时施肥、浇水。

4. 防治害虫 麦收前后常出现高温天气，易发生红蜘蛛、二
代棉铃虫、黏虫等虫害。因为此类害虫会吸食、啃咬花生叶片，影
响植株正常生长，所以应及早防治。 可选用 2.5%的高效氯氟氰
菊酯乳油 1000~2000 倍液喷雾防治。 王虎

共享科学

随着细菌耐药性增强，包括青霉素在内的许多抗生素作用越
来越有限。 美国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自然·化学生物学》杂志上
发表论文称，他们揭开了细菌为何能“吃”青霉素的秘密，相关发
现有助于解决抗生素污染问题。

研究人员分析了 4 种能“吃”青霉素的土壤细菌，发现有 3 组
基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些基因的作用下，细菌会
先释放β－内酰胺酶，以此使青霉素失去杀菌能力，然后再释放
一种特殊的酶，用于将青霉素分解为可供“食用”的物质。 整个过

程就像有经验的厨师处理河豚一样，先去除毒素，然后享用美食。
细菌产生耐药性的原因包括滥用抗生素、 药厂废水乱排等。

大量抗生素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土壤和水源等环境中，导致越来越
多的细菌产生耐药性。由于仅靠环境中天然存在的某些细菌难以
有效消除抗生素污染，研究人员认为可用基因改造等方法，使大
肠杆菌获得“吃”抗生素的能力，然后在有需要的地方投放这些细
菌，帮助清除土壤和水源中的抗生素污染。

据 2018 年 5 月 10 日《科技日报》

市知识产权局组织开展中小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巡讲活动
本报讯 为营造校园知识产权文化氛围，提

升学校知识产权教育能力，5月3日， 市知识产
权局组织知识产权辅导员杨建庄、常青到我市
第五批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实验基地

南乐县城关镇初级中学、 南乐县第三实验小
学，开展中小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巡讲活动。

在南乐县城关镇初级中学，杨建庄以“知

识产权与青少年创新发明活动实施方法”为题，
为该校师生讲解知识产权与申请专利的意义、
创新发明与知识产权类别、 知识产权保护与学
生创新精神培养等知识。 在南乐县第三实验小
学，常青以“知识产权、专利申请就在我身边”为
题，讲解什么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主要类型，
以及专利的主要类型等内容。 （赖晓川 王淑杰）

最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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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26 日， 2018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
周活动主场将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 记者 5 月
8 日从科技部获悉， 本届科技活动周以 “科技创新 强国

富民 ” 为主题 ， 充分展示军民科技融合 、 科技创新重
大成就 ， 集中展现科技成果转化催生的新产品和新产
业。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副司长唐玉立说， 今年全国
科技活动周有三大特色： 硬科技、 炫科技、 乐科技。 “我
们可以看到很多关键领域的突破性技术， 如深海潜水器、
新材料等； 炫科技是向大家展示一些人工智能的产品， 以

及自动驾驶、 5G 的应用场景等； 而乐科技说明科技很好
玩， 让大家体验到参与科技的乐趣。”

据悉 ， 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还将组织开展一批
贯穿全年的重大科普示范活动 ， 包括科技列车云南行 、
科学之夜活动 、 全国中小学生创造大赛等 。 初步统计 ，
各部门各地将举办 2 万余项具有地域特色和优势的科
技活动 ， 地方如上海科技节等 ， 部门如中科院公众科
学日、 气象局的气象科技活动周等， 预计参与人数超 3
亿人次。

北京市科委副主任伍建民介绍： 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

京科技周活动主场展览面积约 1.15 万平方米， 突出 “北
京引擎 中国实力” “科技创新中心进行时” 主题； 四大
板块展现科技创新 “加速度”、 科技创新 “助冬奥”、 科技
创新 “独角兽”、 科技创新 “惠民生”； 2 个户外体验区主
要展示 360 度太空球幕、 共轴双旋翼无人直升机， 以及西
瓜基因组图谱、 无线传输电能的水下彩灯等。

据悉， 本届科技周首次采用手绘动画、 三维生长视频
等多种技术， 大量采用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等形式， 讲述
科学原理、 成果应用与科技人物。

据 2018 年 5 月 9 日 《科技日报》

2018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即将启幕

据英国 《独立报》 官网近日报道， 英
国科学家发现了首个只出现于雄性体内的

基因 UTY。 研究人员称， 在人类和实验
鼠身上进行的研究表明， UTY 可帮助人
类对抗包括白血病在内的多种癌症。 这项
研究将改变人们对 Y 染色体的理解，并可
能带来新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AML）疗
法。

女性有两条 X 染色体，而男性有一条
X 染色体和一条 Y 染色体。X、Y 染色体共
享许多基因，但只有少数基因（包括 UTY）
仅在 Y 染色体上被发现。 科学家一直认
为，Y 染色体只携带使胚胎发育为雄性而
非雌性胎儿的遗传信息。

维康基金桑格研究院和剑桥大学的研

究人员在最新一期《自然·遗传学》上撰文
指出，UTY 似乎提供了对抗 AML 的额外
保护层。

他们研究了人类和小鼠身上的 X 染
色体基因 UTX，试图了解其在 AML 中发
挥何种作用。 结果发现，UTX 的丧失会加
速 AML 的恶化，因为健康的 UTX 基因在
协调细胞蛋白质和基因表达中发挥关键作

用。 他们还发现，UTY 会保护缺乏 UTX
的雄性老鼠对抗 AML 的恶化， 因为它可
以执行 UTX 在预防细胞疯长中所发挥的
作用。 而且，UTY 的抑癌作用对其他几种
人类癌症也有效。

论文主要作者、 桑格研究所的玛尔歌
泽塔·格兹达德卡博士说：“以前有人认为，
Y 染色体的唯一功能是制造男性性特征，
但我们的研究表明，Y 染色体也可以对抗
AML 和其他癌症。 ”

研究人员表示， 目前 AML 患者的生
存率仍然很低， 新研究有助科学家全面了
解有关 AML 发病和恶化的遗传基因 ，了
解这一过程对于开发针对 AML 的靶向药
物至关重要。

据 2018 年 5 月 10 日《科技日报》

立夏过后，气温逐渐升高，农作物进入生长旺季。 晴好天气
时，中午棚室内的温度往往会超过 30℃，若通风遮阳不良，甚至
会在 35℃以上，影响了蔬菜的正常生长。 针对夏季棚室蔬菜易
出现的异常状况，菜农应做到科学应对。

谨防出现“五大异常”
日灼 高温强光下，蔬菜植株的蒸腾量变大，尤其是叶片和

果实。 此时，若不及时补水，会直接导致瓜类蔬菜的叶片发生日
灼，即叶片褪绿变白，并逐渐枯黄。茄果类蔬菜发生日灼后，叶的
边缘会出现干缩枯死，果面表现为黄白色，严重时呈干薄皮状。

花芽分化不良 瓜类蔬菜虽喜高温，但过高的温度会影响其
花芽分化，造成雄花增多、雌花减少。 茄果类蔬菜在高温下会导
致花芽分化畸形和花小、果小，甚至出现落花落果。

产量降低 高温会加剧蔬菜植株的呼吸作用，使其消耗大量
养分，最终使得植株花芽、幼果等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导致出现
畸形、空洞乃至凋落的现象。

果实转色不良 西红柿、 彩椒等茄果类蔬菜的果实在转色
时，果实内部的茄红素在 24℃左右的温度下可快速生成，一旦
温度超过 30℃，就会严重阻碍其生成茄红素，即便有的已经开
始转色，果实也会表现为黄白色。

病毒病显现 蔬菜感染病毒病后， 在适温壮棵时一般不会
呈现显性状态。当出现高温等逆境时，原本强壮的植株长势受到
抑制，这时病毒病就会呈现显性状态，进而表现出花叶、蕨叶、条
斑等症状，且不可逆转。

蔬菜管理“四个要点”
做好棚室遮阳 可采用遮盖遮阳网、 喷洒利凉降温剂等方

法，降低棚膜透光性，减弱棚内光照，从而达到降低棚温的目的。
安装遮阳网时，最好使遮阳网与棚面保持 0.5~1 米的距离，且需
每天定时遮盖。

加强棚室通风 为避免棚室蔬菜出现高温障碍，可将大棚的
上、下放风口全部打开，使棚内空气形成对流，从而加速热空气
的排出，降低棚内温度。

合理浇水 勤浇水可增加棚内湿度、降低棚温。 中午棚内温
度较高，叶片蒸发量也会随之增大，容易出现上卷现象。 可采用
在棚内安装微喷头喷雾的方式，不但能降低棚温，还能预防蔬菜
花柱柱头干燥和落花落果。

合理摘叶 棚室蔬菜摘叶要遵循果实上部叶片“多而不挤”、
下部叶片“少而精”的原则，既保证植株间通风良好，又不缺少透
光性。 果实上部的叶片可以充当果实的“遮阳伞”，尽量不要摘
掉；果实下部叶片适当预留一两片功能叶即可，以保证植株光合
作用，促进膨果和转色。 果志华

夏季棚室蔬菜管理要点

近日，河南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经验交流会在漯河市召开，市知
识产权局局长田春英参加交流会并介绍了我市专利权质押融资工作

经验，濮阳市立圆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南乐广安金属门业制造有限公
司等 4 家企业领取了省专利权质押融资奖补资金。 图为经验交流会
现场。 周高贺 摄

5 月 8 日，台前县知识产权办公
室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在该县开展专

利商品执法检查行动。 检查中，执法
人员对标注专利商品的名称、 专利
号、 生产厂家等信息逐一核查登记，
对涉嫌假冒专利的商品拍照取证，对
存在假冒专利或专利标识不规范的

商品要求立即下架，共检查商品 800
余件、标注专利商品 20 余件，对其中
6 件涉嫌假冒专利产品进行了抽样
取证。图为执法人员在该县万德福超
市检查商品。 杨安军 刘亚玲 摄

首个雄性独有
抗白血病基因现身

濮阳县范先生问： 如何预防盗蜂的发生？
市农科院副研究员郭凤英答：
盗蜂是蜜蜂种内竞争的重要形式，均发生在外界蜜源缺乏

或枯竭的季节。 盗蜂对蜂群饲养管理危害很大，若不及时处理，
极易造成损失。 防止盗蜂的方法： ①平常检查蜂群的时候， 动
作要快， 时间要短。 ②饲喂蜂群时， 切记不要使糖汁滴落在箱
外。 ③抽出的巢脾必须放置在密
闭的空箱内并严加保管， 切勿暴
露在外。 ④在蜜蜂繁殖期和蜜源
缺乏时期， 应适当缩小巢门到只
够 1～2 只蜜蜂出入的大小。可使
用圆孔巢门或窑洞式巢门，并根
据群势、蜜粉源及天气情况确定
圆孔的开放数目。⑤在流蜜后期，
蜂箱内应留有足够的饲料。

如何预防盗蜂的发生

信息快递

二氧化碳是一个典型的 “双面间谍”， 一方面它能帮
助土壤固碳， 另一方面又会加剧温室效应。 它究竟 “是正
是邪”？ 这成了一道困扰全球变化研究领域多年的难题。
记者 5 月 9 日从南京农业大学获悉， 该校邹建文课题组通
过观测计算， 揭示了陆地生态系统碳氮过程对大气二氧化
碳浓度升高的响应强度及其驱动机制， 相关论文发表在最
新一期国际学术期刊 《生态学快报》 上。

大气二氧化碳、 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浓度升高
是全球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一
方面能促进陆地生态系统光合产物积累， 增加土壤碳储

量， 形成土壤的固碳效应 （A）； 另一方面又会增加陆地
生态系统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排放， 加剧温室效应
（B）。 那么， 在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背景下， A 与 B 分
别是多少？

邹建文告诉记者： 若 A 小于 B， 则陆地生态系统对
气候变化呈现正反馈， 温室效应将进一步加剧； 若 A 大
于 B， 则呈现负反馈， 大气温室效应将减缓； 若 A 等于
B， 两者相互抵消， 反馈效应呈中性。

课题组通过全球 1655 组观测数据发现， 大气二氧化
碳浓度升高导致陆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甲烷和氧化亚氮的

年排放量增加了 27.6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超过了土壤有
机碳库增量 （24.2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相当于每年陆地
生态系统植被和土壤固碳总增量 （39.9 亿吨二氧化碳当
量） 的 69％。

因此，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背景下陆地生态系统温
室效应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固碳效应。 论文第一作者南农大
资环院刘树伟副教授称： “综合二氧化碳本身的温室效应
及其驱动的陆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反馈效应两方面来

说， 二氧化碳在大气中还是扮演着 ‘反角’。”
据 2018 年 5 月 10 日 《科技日报》

二氧化碳究竟“是正是邪”科学家算出答案

细菌能“吃”青霉素

花期不宜浇灌井水 果树花期正值气温逐渐回升阶段。 此
时，果树根系已进入正常生长状态，如果抽井水浇灌果树，由于
地下水温低于地上层温度， 果树根系会因受到外来刺激而引起
树体内养分供应紊乱、生理功能失调，极易造成果树未授粉就落
花或有花无果。 因此，果树花期切忌浇灌井水，如需浇灌可用河
水或池塘水。

花期不宜喷施农药 果树花期时，大量传粉昆虫及蜜蜂忙碌
于花丛中，此时花朵的柱头会产生一种黏液，这种黏液有利于花
粉的附着。 如果花期喷施农药，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会杀死大
批传粉昆虫和蜜蜂，而且还会稀释花朵柱头上的黏液，使花粉附
着的可能性降低。

花期不宜喷布无机氮肥 果树花期消耗的氮素是上一年秋

季贮存的营养， 经根系吸收合成后以有机态贮藏于树体中， 供
翌年春果树开花坐果时吸收利用。 因为无机氮肥不易被果树直
接利用，所以在果树花期不宜喷布，氯铵、硫铵等无机氮肥也应
尽可能不用。 果通

麦套花生前期管理要点

果树花期三不宜

5 月 11 日，工作人员在河北省青县司马庄绿豪农业专业合作社包装车间内整理待销的蔬菜。
近年来，河北省青县将瓜菜产业作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通过优化种植结构、进行品牌整合、拓展产业链

条等方式，不断提高瓜菜产业效益。目前，该县设施瓜菜面积 32 万余亩，年产值达 51 亿元，并以瓜菜产业为依托打造
了一批大棚观光、果蔬采摘项目，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民致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