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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7 月 17 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获悉，该院研制
的我国首台大推力、高性能液氧煤油高空发动机，日前成功实
施首次整机热试车。

据悉， 这是我国首台大推力、 高性能液氧煤油高空发动
机，推力可达 120 吨，用于运载火箭芯二级。 相比现役 75 吨级
液氧煤油发动机，其未来将用于运载能力更强的火箭型号。

由于突破并采用了多项创新技术， 该型发动机性能及固

有可靠性显著提升。 在其研制过程中，六院 11 所研究设计团
队开展了高空泵后摆发动机的设计工作。 相比传统发动机的
整体摆动，泵后摆技术将摇摆装置后置，局部摇摆，能减少发
动机的体积。 节省出来的空间可为运载火箭并联更多发动机
提供可能，从而实现更大推力。

据介绍， 研制团队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该型发动
机系统方案论证， 半年内相继完成了多项关键技术的论证工

作，随后紧锣密鼓地开展了关键技术方案验证试验，从而确保
了首次热试车的圆满成功。

本次试验验证了该型发动机方案的正确性和技术可行

性。 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大推力、高性能液氧煤油发动机技
术在高空发动机领域获得重大突破， 对大幅提高新一代运载
火箭的运载能力、拓宽火箭型谱意义重大。

据 2018 年 7 月 18 日《科技日报》

我国首台120吨推力二级火箭发动机热试成功
将大幅提高新一代火箭运载能力

“中国在创新方面的进步令人瞩目， 是
唯一一个创新指数持续攀升的国家。” 7 月
10 日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发布
2018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GII）， 中国首次跻
身最具创新力经济体 20 强， 排名第 17 位，
对此， WIPO 经济和统计司综合指标研究处
处长沙夏·文森特作出上述评价。

“正如我在多次访华时亲眼所见， 中国
的创新正在从数量增长转变为质量提升， 这
一转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 沙夏·
文森特指出， 中国不仅在综合排名中持续攀
升， 在投入分指数、 产出分指数和效益分指
数等方面也都有较好的表现 ， 其中创新效
益、 原创工业设计， 以及创意产品出口、 知
识与技术产出等单项指标更是名列前茅， 中
国也因此成为全球创新领导者之一。

2018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根据制度、 人力
资本和研究、 基础设施、 市场成熟度、 商业
成熟度、 知识与技术产出及创意产出 7 大类
80 个指标， 对 126 个经济体进行了评估及排

名。 报告显示， 从绝对值来看， 中国在研发
支出、 科技工作者和研发人员数量、 专利申
请数量， 以及学术论文发表数量方面在全球
排名第一或者第二， 超过绝大多数高收入经
济体； 在全球研发企业、 高科技出口、 科技
出版物， 以及高等教育入学方面也有较大幅
度的提升。 同时， 深圳—香港名列全球创新
集群第二， 北京位列第五， 中国以 16 个创
新集群成为全球拥有创新集群次多的国家。
在 WIPO 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宏兵看来， GII
作为 WIPO 的年度 “旗舰报告”， 其对中国
创新的衡量和评估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中
国在这些指标上取得的优异成绩， 表明中国
在全球创新版图上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从全球范围看， ‘创新鸿沟’ 的影响
依然显著。 而中国成为唯一跨越这一鸿沟的
经济体。” 沙夏·文森特说。 “创新鸿沟” 是
横亘在中等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之间

难以逾越的障碍， 高收入经济体往往引领创
新方向 ， 使后来者难以追赶 。 报告分析指

出， 2016 年中国成为首个跻身 GII 前 25 强
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到去年上升至第 22 名，
今年上升至第 17 名， 中国强有力的创新激
励政策功不可没。 从注重创新数量到注重创
新质量， 中国成为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应当
学习的榜样。

“从 GII 报告看来， 中国有望提前实现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提出的 ‘到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的目标。” 报
告的撰写人之一、 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
GII 研究中心主任陈东敏指出， 近年来， 中
国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 创新氛围日益浓厚， 创新环境
不断优化， 创新质量显著提升， 创新体系均
衡发展。 “近年来， 中国政府在对外开放、
人才培养、 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做了大量优
化调整。 随着这些举措的进一步落实， 中国
的各项指标将会进一步提升。”

陈东敏强调， 在看到报告的积极方面的
同时， 也应注意报告反映出的中国创新 “短

板”。 “中国要实现 ‘到 2030 年跻身创新型
国家前列 ’ 的目标 ， 还必须在降低单位
GDP 能耗、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等方面下功
夫。” 陈东敏指出， 尽管报告显示中国在人
工智能、 3D 打印、 纳米技术等领域专利数
量名列前茅， 但这些专利大多掌握在高校和
科研院所手中， 产业化程度较低。 需要着力
推动产学研成果对接， 挖掘这些创新成果的
高价值。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能否顺利
转化， 是中国产业创新驱动发展和转型升级
的关键因素。” 陈东敏说。

“中国排名的快速攀升反映出中国最高
领导层的战略导向， 那就是开发世界一流的
创新能力， 推动经济基础结构向知识密集型
产业发展， 而这些产业需要通过创新来保持
竞争优势。 从长期来看， 中国的排名一直在
上升， 并且未来还会持续上升。” WIPO 总
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对中国的创新前景寄予
厚望。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

濮阳是我省双孢蘑菇主产区之一。 每年的 7 月上
旬至 8 月上旬是常规栽培双孢蘑菇培养料堆制发酵的
最佳时期。 现将双孢蘑菇培养料堆制发酵技术要点介
绍如下：

一、培养料的选择
用于双孢蘑菇培养料堆制的所有原料要求新鲜、

干燥，不霉变、未受潮、未发热。 麦秸等含有蜡质层、吸
水性差的原料，使用前应先压扁、粉碎，并适当延长发
酵时间；粪肥类在堆料前应先晾干、粉碎，提前发酵 15
天左右。

二、培养料配方
1.稻草 25 千克、干牛粪 15 千克、菜籽饼 1 千克、

过磷酸钙 0.5 千克、石灰 0.25 千克、石膏 0.5 千克；
2.小麦秸 30 千克 、干牛粪 30 千克 、菜籽饼 1 千

克、尿素 0.1 千克；
3.玉米芯 20 千克、干牛粪 15 千克、尿素 0.4 千克、

过磷酸钙 0.4 千克、石灰 0.8 千克、石膏 0.4 千克。
三、室外堆制发酵（前发酵或一次发酵）
建堆： 按一层草一层粪肥逐层堆叠。 先铺一层草

料， 然后铺一层粪肥， 每层草和粪肥的厚度在 15 厘
米左右， 一般堆叠 10 至 12 层， 堆高 1.5 至 1.8 米，堆
宽 2.1 至 2.3 米，长度一般不小于 5 米；堆成车厢状，四
周垂直， 顶部成鱼背状， 料堆顶部用一层粪肥全部覆
盖。 堆制时间一般为 15 至 20 天，中间翻堆 4 次，翻堆
间隔时间一般为 4 天、3 天、3 天、2 天，具体应按天气、
草料的种类确定。 料堆中心的温度应控制在 80℃左
右。

四、室内后发酵(二次发酵)
将发酵好的培养料搬入菇房床架上， 关闭门窗，

待料温自然回升至 45℃以上时开始加热 ， 使料温 、
室温达到 60 至 65℃， 保持 6 至 8�小时， 对培养料进
行巴氏灭菌， 然后在 50 至 52℃的条件下保持 5 至 7
天，进一步使其分解、转化营养物质。控温发酵阶段，菇
房每天通风 2 至 3 次， 每次五六分钟。 控温发酵结束
后，待料温降至 45℃时，打开菇房门窗，使料温迅速下
降。

经过后发酵的培养料料色为深咖啡色， 表层和内
部可见白色放线菌，稻麦草松软有弹性，不粘手，手捏
不湿不脏，无氨气，略有甜面包香味，含水量为 62%至
65%�， 以手捏培养料时指缝间有水印而不滴为宜，PH
值为 7.2 至 7.5，无害虫杂菌。

市农业科学院 陈建芳 阎淑滑 郑云峰

双孢蘑菇培养料堆制要点

一、高温闷棚后及时补充生物菌
经过高温作用后， 土壤中不管是有害菌还是有益

菌都被大量杀灭， 处于 “空白” 阶段， 因此应及时补
充生物菌。 很多菜农认为高温闷棚的效果不好 ， 原
因就在于没有及时补充生物菌， 一旦病原菌先行传
入， 因为缺少生物菌的抑制作用， 病原菌会繁殖得更
快、 更猛烈， 导致病害发生更严重。 生物菌肥可在蔬
菜定植前按每亩 80 至 120 公斤的用量均匀施入定植
穴中。

二、揭膜后不要立即定植蔬菜
因为土壤中的有机肥在高温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的氨气，揭膜后应通风 5 至 7 天后再定植蔬菜，以防
产生气害。

三、闷棚后谨防病虫害再次传入
为防止病虫害再次传入，高温闷棚时，要把经常使

用的菜筐、水带、锄、铁锹、旋耕机等工具和进出大棚时
穿的工作服、鞋子放入棚内闷一闷；在大棚内干活时穿
的衣服和鞋子出棚时要换下来；育苗应采用无土基质，
如用育苗土必须进行消毒。

据 2018 年 7 月 17 日《农业科技报》

闷棚后 以下三点要抓牢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是一句耳熟能详的
健康谚语。 不过，吃苹果最好是带皮吃。 据最新一期
《自然·医学》报道，美国科研人员发现，达沙替尼（一
种白血病药物） 和槲皮素 （一种来自苹果皮的提取
物）的组合可使老年小鼠的寿命延长 36%。

衰老细胞通常在 60 多岁时出现在人体内，而在
肥胖人群或慢性病患者体内出现得更早。 这些异常
细胞处于衰退状态，但其又不甘于死亡。 有人认为，
衰老细胞本身会催化衰老进程。

美国梅奥诊所詹姆斯·柯克兰领导的研究团队
证明了情况确实如此。 当研究人员向 6 个月大的小
鼠注射少量衰老细胞时，它们的速度、耐力和力量在
几周内下降了 20%至 50%， 差不多是典型 2 岁老年
小鼠的水平。

为了阻断衰老细胞的影响， 研究团队选择了达
沙替尼和槲皮素的组合。 当研究团队将组合药物给
予因注入衰老细胞而老化的幼鼠时， 这些小鼠所失
去的身体能力在 2 周内恢复了 50%至 100%。

当研究团队将药物给予年龄在 24 至 27 个月间
的老年小鼠时，这些小鼠的速度、耐力和力量提高了
30%到 100%，而且它们的剩余寿命要比那些未给药
老年小鼠长 36%。

据 2018 年 7 月 17 日《科技日报》

中国创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
中国首次跻身最具创新力经济体 20强

美国研究人员 7 月 20 日报告说，恢复线粒体受
损基因功能可让出现皱纹和脱发的小鼠恢复如初，
这一研究成果有望为抗衰老治疗提供新思路。

线粒体可为细胞产生能量，被称为“细胞发电
厂”。 线粒体 DNA（脱氧核糖核酸）是线粒体中的遗
传物质，与细胞核 DNA 不同，只通过卵细胞遗传给
后代。 此前研究发现，线粒体功能异常与引发衰老
密切相关。

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子刊《细胞死亡和疾病》
上的这项报告称，研究人员使用多西环素让小鼠的
线粒体 DNA 发生损耗。 这种抗生素可使复制 DNA
所需的酶失活。 4 周后，小鼠出现脱发、行动迟缓、嗜
睡等症状；4 到 8 周后皮肤出现褶皱，其中雌性小鼠
更为明显。

研究人员说，这些症状与长期暴晒、吸烟等因素
导致的人类外因性老化类似。 此外，线粒体 DNA 损
耗的小鼠细胞中还出现了 4 种与衰老相关的标记
物，与人类自然老化表现相似。

研究人员停止在小鼠饮食中添加多西环素 1 个
月后，衰老小鼠线粒体功能得以修复，皮肤重新变得
光滑并长出软毛，与同龄的健康小鼠没有区别。 实
验表明，线粒体是引起脱发及皮肤衰老的可逆转调
节因子。

论文通讯作者、美国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
遗传学教授凯沙夫·辛格说，小鼠模型为预防和治疗
线粒体功能失调相关疾病提供了全新机会。

据新华社

美研究发现逆转小鼠衰老的机制

苹果皮提取物可延缓衰老进程

近日 ， 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发现并证实了上海大气中的硫
酸———二甲胺———水三元成核现象， 揭示了上海大气污染纳米
微细粒子形成， 也就是所谓大气新粒子形成的化学机制。 这为
我国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

7 月 20 日， 该研究成果以 《中国典型超大城市的硫酸———
二甲胺大气新粒子形成事件》 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科学》 上。

据论文通讯作者、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王琳介
绍， 由人类活动或自然活动所带来的大气颗粒物直接排放， 在
科学上叫作 “一次排放”， 然而， 在空气中时常发生着的， 还有
颗粒物的 “二次形成”。 其中的一种形成过程是： 大气中部分气
体分子随机碰撞， 通过分子间作用力或化学键而生成分子团簇，
分子团簇进一步生长则形成了纳米微细粒子， 也就是大气新粒
子， 其间发生了从气体到凝聚态的相变。 这些纳米微细粒子的
继续生长， 则可造成大气 PM2.5 污染。

王琳团队利用国际上最新的纳米颗粒物粒径放大技术， 通

过 3 年多的大气观测与数据研究分析后证实， 在上海大气新粒
子的形成过程中， 一个气体硫酸分子和一个二甲胺分子随机碰
撞， 通过氢键形成稳定的分子簇， 分子簇通过与其他硫酸分子、
二甲胺分子、 水分子或其他硫酸———二甲胺团簇的碰撞继续生

长； 到一定尺寸以后， 其他物种 （例如极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开始加入这个过程， 并最终形成大气新粒子。

解释了高污染城市大气中的大气新粒子形成事件， 就能为
我国大气颗粒物污染尤其是大气颗粒物的 “二次形成” 提供潜
在的防治措施， 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雾霾污染和更大尺度
上的全球气候变化。

王琳认为， 在中国典型的城市环境中， 除了加强对污染物
“一次排放” 的监测和管理， 对污染物的 “二次形成” 也应予以
同样程度的关注和重视， 对参与大气新粒子形成过程中的关键
化学物种应该有更具针对性的控制， 如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提
高生产生活污水处理能力等， 从而有效降低空气中颗粒物的数
量浓度， 减轻我国大气颗粒物污染。 据新华社

我国科学家揭示上海大气污染纳米微细粒子形成化学机制

夏季是农作物病虫害的高发期， 加强管理、 做好
病虫害防治是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 实现高产稳产的
重要措施。 施药时应掌握以下 5 个方面的常识， 以确
保药效正常发挥， 达到防虫治病的目的。

确定防治对象 购买农药前， 可先到自己田里看
看， 了解农作物是有病， 还是有虫， 是什么病、 什么
虫， 是否需要打药、 打什么药， 然后再去购买农药。
不要看到别人打除草剂， 自己就跟着打除草剂； 别人
打杀虫剂， 自己就跟着打杀虫剂。 因为打的药不对
路， 所以效果肯定不理想。

确定农药品种 应根据田间调查情况， 确定需要
购买的农药品种， 只有对症下药， 才能事半功倍。

注意农药复配 病虫在自然条件下， 很容易产生
抗药性， 因此在防治病虫时， 不能总使用同一种药
剂。 一般情况下， 一种农药一季只能使用 2 至 3 次，
也可把 2 种或几种农药进行复配喷施。

喷药时间 应根据病虫的生活习性、 发病原因和
天气条件等确定喷施时间。 一般情况下， 夏季施药时
间为上午 10 时前、 下午 3 时后， 冬季施药时间为上
午 10 时后、 下午 3 时前。 另外， 夏季气温超过 30℃
以上、 冬季气温低于 10℃以下， 以及大风等恶劣气
候条件下， 均不利于喷药， 以免影响药效或发生药
害。

药液配制 为防止农药稀释不均匀或发生沉淀，
配制农药时必须采用二次稀释法： 先用喷雾器容量十
分之一的水稀释农药， 然后再添加剩余的水。 农药一
定要现配现用， 以防药液发生化学反应， 降低药效。

据 2018 年 7 月 10 日 《农业科技报》

夏季施药 掌握五点药效高

7 月 18 日，农民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鲁村镇于家石沟村一农业园区的育苗车间管护秧苗。
近年来，山东省沂源县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以“公司+产业园区+贫困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和创意

生产，建立起果品、蔬菜、中药材等多个产业类型的农旅融合创意园区，通过带地入股、园区就业、带动发展等方式，
帮助当地 2000 多户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增收。 新华社发

农旅融合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