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发现

注意防晒 可将牛养在牛舍内、凉棚或树荫下，同时做
好降温，以减少紫外线对牛体的辐射。散养户要根据自己的
情况选择不同的饲养方法， 但要确保牛不能长时间在太阳
下暴晒。

通风对流 提高牛舍内的通风和对流，可在牛舍内安装
风扇， 以尽可能多地带走牛身上的热量， 避免牛发生热应
激。

美化环境 养殖户可以在养殖场内种植一些植被，这样
不但可以美化环境，还可以净化养殖场的空气。

合理喂食 可在清晨和傍晚凉爽时给牛喂料，原则上应
做到早上早喂、晚上多喂，夜间不断料。 喂料时间应循序渐
进，随着温度的变化逐步调整，不能突然改变饲喂习惯。

打扫牛舍 要经常打扫牛舍、 清除粪便。 定期用清水
冲洗牛床， 按时用清水冲洗和刷拭牛体， 降低牛发生热应
激的概率。 冲洗牛体应在饲喂前进行， 喂后 30 分钟内不
能冲洗牛体， 更不能用水突然冲洗牛的头部， 以防牛头部
血管强烈收缩引起休克。另外，牛舍四周应安装纱门、纱窗，
以防蚊蝇叮咬牛体，也可用 1%的敌百虫药液喷洒牛舍及四
周，杀灭蚊蝇等害虫，阻断病害传播途径。 张华

加工贮藏

信息快递

玉米是全球最主要的农作物之一，而种植玉米会消耗大
量氮肥。 有没有不依赖氮肥也能高产的玉米品种呢？ 8 月 7
日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期刊上的一篇研究论文
给出了肯定答案。 该文介绍的一个玉米品种，能够和细菌构
建和谐关系，从空气中获取植株生长所必需的氮。 研究人员
表示，如果传统玉米品种也能获得这种固氮能力，将有力地
推动玉米种植业的发展。

该玉米品种是由现美 国 玛 氏 公司农业部门总监霍华

德 - 雅娜·夏皮罗于上世纪 80 年代在墨西哥瓦哈卡州塞拉
米实———一个氮贫乏地区发现的。 近年来， 随着宏基因组
学的兴起， 玛氏公司开始联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
人员， 与当地玉米种植者合作， 对该品种玉米进行深入研
究。

这种玉米的气生根很发达， 能分泌一种富含碳水化合
物的黏液。 研究人员对黏液中的菌群进行分析后发现， 其

能够将空气中的氮转化成植株可以利用的形式 。 他们
在塞拉米什地区进行的田间试验表明， 该种玉米所需氮
素营养的 29%至 82%是依靠黏液菌群的这种固氮能力获得
的。

一直以来， 人们普遍认为只有豆科作物才具有固氮能
力， 能将空气中的游离氮转化为化合态氮。 例如大豆， 会
依靠与其共生的根瘤菌将空气中的氮转化为植株可吸收的

酰胺类化合物或脲类化合物。 而此次塞拉米实玉米品种的
发现， 则改变了人们的这一看法。

研究人员指出， 氮是植物必需的营养物质， 对许多非
豆科作物来说， 氮肥是它们获取氮的最主要途径， 而氮肥
的生产不仅要耗费大量能源， 还会产生温室气体。 玉米种
植需要消耗大量氮肥， 开发出具有固氮能力的玉米是育种
专家几十年来的重要目标， 塞拉米实玉米品种的发现给他们
带来了希望。 研究人员表示， 若传统玉米品种也具有如塞
拉米实玉米品种一样的固氮能力， 将有望大幅减少玉米种
植对氮肥的需求， 并增加土壤贫瘠地区的玉米产量。

据 2018 年 8 月 9 日《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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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建设创新型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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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7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举行了国
家动物疫病防控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认可证书授予仪式，
标志着我国唯一的大动物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开始投入运行。
这是我国第一个完全自主设计、建设和管理运行的生物

安全四级实验室。 其建成运行，使我国具备了开展所有已知
重要传染病病原动物试验的能力，是我国生物安全保障能力
建设的重要成就，将显著提高我国烈性传染病的防控和研究

能力，确立我国在生物安全领域的重要国际地位。
国家动物疫病防控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是目前全球

已建成的 4 个大动物生物安全四级设施之一 。 该实验室
2004 年立项， 2012 年完成施工设计并开工建设， 2015 年
12 月建成并通过工程验收， 2018 年 7 月获得中国合格评定
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 认可。 该实验室可开展包括马、
牛、 羊、 猪、 禽类及鼠、 猴等常规实验动物在内的所有动
物感染试验。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

研究所。
《国家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建设规划》 已将国家

动物疫病防控高级别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列为国家重要动

物传染病与人兽共患病综合性研究平台。 据介绍，国家动物
疫病防控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将本着开放共享的原则，积
极联合有关研究机构， 针对烈性传染病防控开展合作研究，
为保障养殖业健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发挥关键平台支撑
作用。 据 2018 年 8 月 8 日《科技日报》

我国首个自主设计建设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投用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 ， 我市以国家知
识产权试点城市和国家知识产权投融资试

点建设为重点 ， 围绕知识产权创造 、 运
用、 保护、 管理和服务 5 个环节， 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 提
高知识产权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 全市知
识产权工作成绩突出、 亮点纷呈。

一是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

期满验收。 6 月 12 日，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
城市验收工作组莅临我市 ， 通过听取汇
报、 查阅资料等方式， 对我市 3 年来国家
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考

核， 并给予高度评价。 我市以优秀等次顺
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期满验收。

二是国家知识产权投融资试点成效显

著。 今年上半年， 全市 9 家企业实现专利
权质押贷款 9580 万元， 新增质押融资企
业 6 家， 为历年同期最高。 在河南省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经验交流会上， 我市代表作
典型发言。

三是专利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稳步推

进， 专利创造量质稳步提升。 今年 1 至 6
月份 ， 全市专利申请 977 件 ， 同比增长
25.9%，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192 件 ； 专利

授权 779 项， 同比增长 41.89%； 有效发明
专利 679 件， 同比增长 15.48%。 惠成电子
发明专利 “5- 降冰片烯 -2， 3- 二甲酸酐
生产方法” 在首届河南省专利奖评选中获
一等奖。

四是执法维权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
坚持每月开展一次专利执法检查。 今年上
半年， 共处理专利违法案件 51 件， 其中
专利侵权纠纷案件 2 件； 12330 电话咨询
316 人次； 深入产业集聚区开展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活动 3 次。

五是知识产权宣传培训亮点纷呈。 举

办全市首期企业知识产权运营培训班， 组
织评审 2018 年度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示
范 （试点） 学校 11 所， 12 所学校获批第
五批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实验基

地。
六是联合市人社局、市科技局等部门，

对近两年来在全市知识产权领域做出突出

贡献的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等 30 个先进单位， 以及冯昱翔等 60
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促进了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和保护，推动全市知识产权工作
更好更快发展。 （濮知）

今年上半年我市知识产权工作成绩斐然

1.用遮阳网降温。 对于不耐高温的叶菜类， 可在上午
10 时至下午 3 时的高温时间段用遮阳网降温， 其他蔬菜
品种可根据作物对高温的抗性， 适当减少遮阳网覆盖时间
或不盖遮阳网。 蔬菜瓜果在育苗或出苗前， 需要全天遮阳
降温， 以减少水分蒸发。 出苗后可逐步揭掉遮阳网。

2.科学施肥。 施肥应按照 “薄肥勤施” 的原则， 以满
足蔬菜生长过程中对水肥的需求。 畦面覆盖有利于土壤保
墒、 降温， 露地蔬菜可用稻草或作物秸秆覆盖畦面， 再结
合喷施磷肥、 钾肥等， 以提高蔬菜抗逆性。 叶菜类蔬菜宜
采用微喷灌技术， 山地蔬菜可选择微蓄微灌系统， 在傍晚
或早晨喷水或灌水。

3.做好病虫害防治。 高温季节， 蔬菜病虫害主要有青
枯病、 病毒病、 甜菜夜蛾、 烟粉虱等。 防治措施： ①采取
翻耕晒畦、 灌水浸田、 高温闷棚等土壤消毒措施， 以降低
土壤病虫源基数； ②采用防虫网、 杀虫灯、 色板诱杀、 植
物诱虫等方式杀灭病虫， 减少病害； ③在病害发生初期或
害虫低龄期， 可选用高效低毒、 低残留农药， 在早晚温
度较低时进行喷雾防治， 喷雾要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

4.做好秋菜播种育苗。 蔬菜苗床应尽量保持土壤湿润
状态， 连续高温干旱时， 除每天早晚浇水外， 还应在 3 至
5 天后的傍晚再浇一次 “跑马水”， 以确保苗床土壤湿润，
满足秧苗对水分的需求。 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微喷灌、 湿
帘、 棚外喷灌等方式降温。

农友

麻雀广泛分布，且与人类密切相关。 然而令人惊讶的
是，一直以来我们对麻雀的历史知之甚少。

挪威奥斯陆大学研究人员马克·拉文奈特及其同事近
日在 《英国皇家学会学报 B》 上发表报告称， 他们通过筛
查麻雀的基因组， 试图分析麻雀不为人知的历史。 研究
中发现， 有证据表明该物种在过去的一万年中已扩展到
欧洲， 而遗传特征还揭示了麻雀觅食中重要的颅骨和消
化酶， 可能是麻雀最近期的一次进化。 这一变化的原因
可能是为了消化更难处理、 更多富含淀粉的种子而出现
的， 因为这些种子也伴随着人类的种植作物历史。 研究
人员表示， 该结果不仅增加了人们对麻雀进化的理解，而
且也揭示这一“最熟悉的陌生人”与人类共生的历史。

据 2018 年 8 月 9 日《科技日报》

濮阳县王先生问：如何改善黄瓜弯瓜？
市农科院副研究员张雪平答：
1.肥水管理分次完成。 黄瓜是分次采收的瓜类作物，其

根系较浅， 吸收肥水能力较弱， 因此肥水管理必须分次完
成。

2.精细管理。 黄瓜有攀缘的习性，可使用一些竹竿，将
其一端插入土中，使竹竿呈“人”字形或梯形，为黄瓜生长发
育创造条件。 同时，用塑料绳系好“龙头”，即黄瓜植株的顶
端（生长点），时间上一般每周调整一次，“龙头”高度应基本
一致。 在平时的管理中，以主蔓结瓜的品种，应及时摘去过
早伸出的侧枝；侧枝雌花较多的品种，可在侧枝留 1 至 2 个
雌花摘心， 同时摘除植株下部的老叶、 病叶及多余的卷
须。

3. 对已发生弯曲的黄
瓜，可及时摘除，也可用小石
块或小砖块等坠住黄瓜底

部，使其伸直。 同时，叶面喷
施复合微生物肥 200 倍液，
每隔 7 天喷一次， 连喷 2 至
3 次 ，对产生弯瓜 、尖瓜 、大
肚瓜等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如何改善黄瓜弯瓜

控制种子含水量 种子含水量越高，呼吸作用会越强，
散发的水分及热量也会随之增加， 这种情况下更易发生腐
烂变质。 所以，在种子还未入库前应先晾晒，等种子含水量
达到安全贮藏的要求后，再放入仓库。 一般情况下，粮食作
物的种子含水量不超过 13%， 瓜果种子的含水量不超过
8%。

防潮工作要做好 贮藏种子应尽可能选择背风向阳的

位置。 在仓库中贮藏种子时，不能直接将其放置于地面，应
将盛放种子的容器或袋子垫高 50 厘米左右，以利通风。 如
果种子贮藏在露天的地方，除将种子的底部垫高外，还应在
顶部覆上遮盖物，以防种子被雨水淋湿。

杜绝种子混杂 不同作物的种子不宜混合贮藏。仓库中
存有不同的种子时，应将各类种子的名称、含水量及入库时
间等信息全部标记。袋装贮藏的种子，袋子外部应挂上写有
种子信息的标牌。

贮藏空间要通风 贮藏空间要有足够的通风和正常的

温度、湿度，以确保种子干燥，从而有效解决种子贮藏期间
的虫害和霉变问题。如果是袋装保存，则要将种子按“非”字
形或“半”字形摆放，种子的堆放应和门窗的走向平行，以利
于通风散热。 惠农

夏季农作物种子咋贮藏

高温天气蔬菜咋管理

夏季养牛五要点

我国科学家发现两种可食用或药用的甜味植物： 翅果
藤、 毛果鱼藤， 从中分离出的化合物甜度为蔗糖的数十
倍。 该系列成果近期相继发表在国际期刊 《农业与食物化
学杂志》 上。

论文通讯作者、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
员杜芝芝介绍 ， 当今人群高发的某些疾病 ， 如糖尿
病、 肥胖、 龋齿等与过量摄入蔗糖有关， 因此寻找安全、
低热量、 非营养性天然甜味剂成为各国科学家研究的领
域。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特色

食用、 药用植物的野外调查， 并结合味觉感官评价， 发现
了多种甜味植物， 并对其中两种甜味植物———翅果藤和毛

果鱼藤的甜味成分进行了深入研究。
杜芝芝介绍： 萝摩科植物翅果藤在云南当地被称作

“土甘草” 或 “大对节生”， 其果皮可用于腌制咸菜， 根可
入药， 全株可治肺结核； 豆科药用植物毛果鱼藤具有甜
味， 有时在民族药中被用来替代甘草。

研究者通过对翅果藤的味觉活性追踪分离， 发现其果
皮中含 10 个新的甜味甾体糖苷类化合物， 甜度为蔗糖的
50 倍至 400 倍不等； 而其根部发现的 7 个新的甜味化合
物甜度为蔗糖的 25 倍至 400 倍不等。

在毛果鱼藤中， 研究者发现了 4 个新的甜味三萜皂苷
类成分，其中有 2 个化合物甜度分别是蔗糖的 150 倍和 80
倍。杜芝芝说：“我们通过动物急性毒性实验，发现在所测试
浓度下这 2 个化合物未显示毒性, 从甜味觉的角度证实了
毛果鱼藤在民间被用作甘草替代物的合理性。 ”

研究者表示， 这些甜味植物及其高效甜味分子的发现
为天然甜味剂的开发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 据新华社

南开大学陈永胜教授团队在有机太阳能电池研究领域

获重大突破，他们设计、制备的具有高效、宽光谱吸收特性
的叠层有机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器件， 实现了 17.3%的光电
转化效率， 刷新了文献报道的有机 / 高分子太阳能电池能
量转化效率的世界纪录。 这一成果让有机太阳能电池距离
产业化更近一步。 8 月 10 日，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国际学
术期刊《科学》上。

有机太阳能电池是解决环境污染、 能源危机的有效途
径之一，其在质轻、柔软、半透明、可大面积低成本印刷、环
境友好等方面远优于传统太阳能电池， 被认为是具有重大
产业前景的新一代绿色能源技术。然而，如何提高光电转换
效率始终困扰着各国科学家， 也直接决定着有机太阳能电
池能否走出实验室、走进人类生产生活。

陈永胜教授团队与中科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丁黎明教

授、华南理工大学叶轩立教授研究团队合作，利用半经验模
型， 从理论上预测了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最高效率 （20%以
上）和理想活性层材料的参数要求。 在此基础上，他们以在
可见光区域和近红外区域具有良好互补吸收的两种材料分

别作为前电池和后电池的活性层材料， 采用成本低廉与工
业化生产兼容的溶液加工方法， 制备了一种高效的有机太
阳能器件，获得了 17.3%的验证效率。

研究人员介绍，依据该工作提出的模型和设计原理，结
合有机高分子材料结构的多样性和可调性， 通过对材料和
器件的进一步优化， 非常有望获得和无机材料类似的能量
转化效率， 从而为有机太阳能电池的产业化提供有力技术
支撑。 据新华社

利用细菌从空气中获取氮素营养

固氮能力 玉米也可以有

麻雀基因组揭示其与人类共生历史

科学家发现两种植物含天然甜味分子
甜度远超蔗糖

南开大学有机太阳能电池研究获新突破
刷新世界文献记录

8 月 10 日，在北京中关村（枣强）产业协同创新基地展室，工作人员向客商展示石墨烯原材料。
近年来，河北省枣强县倾力打造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引导企业与高

校、科研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大力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助力传统复合材料企业转型升级。 目前，该县已
建成河北省复合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玻璃钢沼气池实验基地、玻璃钢制品监督检验站等复合材料研发检验机构 11
家，拥有复合材料生产企业 200 余家，产品远销十多个国家及地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