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二氧化碳封存到地下，
被认为是解决日益严重的温室

效应的一种安全而有效的方

法。 如何应对二氧化碳在封存
过程中存在的泄漏风险是一个

棘手的难题。 我国在二氧化碳
驱替过程实时动态监测方面取

得重要进展， 有助于解决这一
难题。

记者 1 月 9 日从中国科学
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了解

到， 该所科研人员首次利用光
纤布拉格光栅传感技术对不同

状态二氧化碳的驱替过程进行

实时动态监测， 揭示了在二氧
化碳注入压力诱导下的应力场

变化特征和运移前缘规律。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

研究所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利用

岩芯驱替夹持器模拟超临界二

氧化碳的稳定驱替过程。 实验
结果表明， 岩芯表面动态应变
响应与二氧化碳注入压力相关

且保持线性增长关系。
据介绍， 光纤布拉格光栅

传感器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

种新型光纤传感器。 该研究负
责人说， 依据实验中的光纤布
拉格光栅测量结果可知， 这种
监测技术可观测二氧化碳流体

运移路径及相应前缘信息，因
而可应用于二氧化碳封存现场

渗漏监测。
据新华社

科技要闻

1 月 9 日，经过近 3 个月的挖泥、挖岩
试验，国之重器“天鲲号”顺利返航至江苏
启东船厂，正式具备投产能力。此次挖泥试
验过程中，“天鲲号” 智能挖泥控制系统调
试获得巨大成功， 这是绞吸船自动挖泥技
术在我国的首次应用， 是中国疏浚技术的
又一重大突破。

“天鲲号” 为亚洲最大重型自航绞吸
船，由中交天航局自主研制。 2018 年 10 月

2 日，“天鲲号”赴江苏启东开展挖泥试验，
经过近 1 个月的调试， 挖泥最高生产率达
每小时 7501 立方米， 远超每小时 6000 立
方米的设计标准，同时验证了该船 15 公里
超长排距的挖掘输送能力。

2018 年 11 月 23 日，“天鲲号”开赴大
连开展挖岩试验，试验围绕着高产量、低能
耗的要求开展， 共进行了绞刀在岩床上的
挖掘姿态试验、不同性能的刀齿试验、绞刀

转速试验、极限横移拉力试验、正反刀挖掘
试验 5 个方面的试验。最终，“天鲲号”成功
完成挖掘 60 兆帕岩石强度的试验，超过挖
掘岩石硬度 50 兆帕的设计标准。

据介绍，2 次试验期间，“天鲲号”的挖
掘系统、 输送系统和智能挖泥系统等施工
关键设备性能均成功通过了实际施工的考

验， 各项测试技术指标均达到或超过设计
标准。

另据悉，经过 5 年攻坚研发，中交天航
局成功将该技术运用于“天鲲号”上，装配了
智能挖泥系统的“天鲲号”可实现无人操控
自动挖泥，并能根据施工区域实际情况自动
调节施工动作，确保生产效率长期保持在较
高标准，真正实现了挖泥船的高产稳产。

下一步，“天鲲号” 将在江苏启东船厂
做最后坞检，坞检结束后将正式投产。

据 2019 年 1 月 10 日《科技日报》

我国自主研发疏浚重器“天鲲号”完成测试

日本北海道大学日前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

显示， 抗眩晕处方药倍他司汀具有帮助恢复记
忆的功能，可能有助于认知症（痴呆症）的治疗。

在动物实验中， 日本北海道大学和东京大
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倍他司汀能够帮助

实验鼠恢复记忆。
研究人员让 38 名健康成年人观看 128 张

照片，一周后再对他们展开测试，给他们看上周
看过的、没看过的和类似的照片各 32 张，并查
看他们记忆照片的正确率。 其中一组人在辨认
照片前会服用倍他司汀， 另一组人则服用安慰
剂。

结果发现， 服用倍他司汀的人能够回忆起
更多照片，记忆照片的正确率要高出约 11%。进
一步分析发现， 越是记忆成绩差的人服用这种
药的效果就越明显。 研究人员希望这一研究能
够有助于医学界研发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等认知

症的新药。 据新华社

科技改变生活

最新发现

农资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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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 1 月 7 日
在《自然·代谢》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一种名为
Slc12a8 的转运蛋白在细胞能量供应链条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 能将细胞代谢所需燃料直接输
送至细胞中。 研究人员指出， 这一细胞燃料输
送新路径的发现， 有助于揭示人类衰老过程及
与之相伴的慢性疾病病理， 进而帮助开发新的
治疗药物， 减少岁月流逝对人体造成的不良影
响。

在多种细胞代谢反应中， 烟酰胺腺嘌呤二
核苷酸（NAD）分子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细胞
保持活力的重要支撑。 但随着年龄增长，NAD
水平会不断降低， 细胞代谢能力也随之受到影
响。 虽然科学家已经发现细胞生产 NAD 是始
于一种称为烟酰胺单核苷酸（NMN）的前体分
子， 但对于这种前体分子是如何进入细胞进而
加工成 NAD 的，却一直不清楚。

此次， 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为这一谜题找
到了答案。 他们经过在细胞和小鼠中进行的多
次实验，最终发现了 NMN 的输送机制。研究显
示，Slc12a8 蛋白会在钠离子的帮助下，将 NMN
直接运输到细胞中， 并迅速发挥作用 ， 用于
NAD 的生产。 而当 NAD 水平下降时，细胞还
会增强 Slc12a8 基因的表达 ， 增加它们运输
NMN 的能力。

据 2019 年 1 月 9 日《科技日报》

南乐县李先生问： 为啥果
树冬季一定要浇水？

市林科院高级工程师张兆

欣答：
提高抗寒能力 冬季浇水

后，果树含水量增加，自身代谢
就会加快，不但可以增强果树抗
逆性，还可以避免因生理缺水引
起的干冻，保证果树安全越冬。

防止土壤干旱 冬季风大

地干，往往会出现“风刮土，树
根露，冻害重，树倒伏”的现象，
特别是坡丘滩地土质疏松，且
黏结力差， 冬灌可使土壤保持
湿润状态， 收到保温保湿又防
冻的效果。

提高肥料的吸收利用率

果树冬灌可以加快有机肥腐

熟， 有利于根系对矿物质的吸
收， 对于未吸收的肥料还可以
再次吸收， 提高肥料的吸收利
用率， 从而增加树体对营养物

质的积累， 提高来年果树的产
量和果实品质。

防止果树风干 进入冬季

后，空气变得极为干燥，风力较
大的地区， 果树会出现风干的
现象。 浇水则可以避免这一现
象发生。

防治病虫害 冬季果树处

于休眠期，此时浇一次封冻水，
就像人为筑起的隔离， 不但可
以闷死土壤中的虫卵、幼虫，还
可以减少来年病虫害数量，降
低病虫害的发生概率。

为啥果树冬季一定要浇水

有腐蚀作用的肥料 碳酸

氢铵具有挥发性和腐蚀性，易
熏伤种子和幼苗， 过磷酸钙含
有游离态的硫酸和磷酸， 对种
子发芽和幼苗生长会造成伤

害。
有毒害作用的肥料 尿素

在作物的生长过程中， 会生成
少量的缩二酸， 缩二酸的含量
若超过 20%， 就会对种子和幼
苗产生毒害。另外，含氮量高的
尿素分子进入种子的蛋白质分

子中，会使蛋白质变性，对种子
发芽和幼根产生毒害。

含有害离子的肥料 氯化

钾等含有氯离子的化肥， 施入
土壤后会产生水溶性氯化物，
对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产生不

利影响，容易造成烧种、烧苗。
硝酸铵、 硝酸钾等肥料所含的
硝酸根离子， 对种子发芽有毒
害作用。

未腐熟的农家肥 农户常

用厩肥、人粪尿水等做种肥，这
些农家肥如果未经腐熟， 在发
酵过程中释放的大量热能易烧

根系，释放的氨气会灼伤幼苗。
所以， 未腐熟的有机肥不宜做
种肥，需经堆沤高温发酵、充分
腐熟后才能做种肥。 宜农

四类肥料不宜做种肥

一、要保存标签
保存好农药标签及使用说

明书， 已破损的包装要及时更
换。 标签已失落或模糊不清的
农药，必须重新用纸写清名称、
用法、用量、有效期限、使用范
围，并贴于包装上。

二、要实行密封
瓶装液体农药要有内盖，

且要将瓶盖拧紧， 以免农药挥
发失效，造成空气污染。袋装粉
剂农药要用双层塑料袋密封，
以防吸湿结块变质。

三、要保持温度
大多数粉剂农药在高温情

况下，其质量容易受到影响。温
度越高， 农药越容易分解、挥
发，甚至燃烧爆炸。一些乳剂农
药遇到高温后， 其乳化性能容
易被破坏，从而降低了药效；一
些瓶装液体农药遇低温后容易

结冰形成块状，或使瓶子冻裂。
在保管这类农药时， 室内温度
应保持在 1℃以上。 另外，辛硫
磷类农药怕光照， 长期见光曝
晒， 会引起农药分解变质和失
效，保管时要避免高温和日晒。

四、要保持干燥
粉剂农药和植物生长调节

剂很容易吸潮结块， 所以存放

的场所应保持干燥， 严防漏雨
或飘雪。此外，存放场所要留有
窗户，以便通风换气，相对湿度
应保持在 75%以下。

五、要分类存放
农药按化学成分和性质可

分为酸性、碱性、中性三大类。
酸性农药如敌百虫、乐果、敌敌
畏等，碱性农药如石硫合剂、波
尔多液等， 中性农药如辛硫磷
等。 不同性质的农药贮存保管
时要分开存放， 距离应保持在
0.5 米以上，以免农药相互影响
导致变质失效。

六、要防止事故
凡是农药都有不同程度的

毒性， 保管时最好放在柜子或
木箱里，并且外面要加锁。农药
不能与粮油、种子、饲料、蔬菜
等放在一起； 乳油剂和烟熏剂
农药不能和火柴、机油、鞭炮等
易燃易爆物品放在一起； 农药
不能存放在寝室内和人、 畜经
常出入的地方， 应单独保管在
通风干燥的阴凉处。

七、要经常检查
保管的农药要定期检查，

以防地面返潮、房屋漏雨、包装
破裂导致农药变质失效。

贾友江

冬季农药保存需“七要”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吴文俊、
袁隆平 、王选 、黄昆……历届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事迹广为人

知 ， 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奋斗不
息、创新不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科技奖
励制度在改革中发展完善，逐步建立
健全既符合科技发展规律，又适应我
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科技奖励体系。

五大奖形成 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在改

革中完善

1978 年 3 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
会，会上对 7657 项科技成果举行了隆重的
颁奖活动，标志着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恢
复。 40 年来，我国科技奖励制度在改革中
不断完善。

———奖励体系不断丰富 。 国家发明
奖、 自然科学奖相继恢复 ， 国家科技进
步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
作奖 、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先后设立 。
随着国家五大奖体系形成 ， 我国科技奖
励体系不断完善。

———奖励质量持续提升。 1999 年科学
技术奖励改革将国家科学技术奖总数从

每年奖励 800项左右减少到不超过 400项，
2017年又将奖励数量减为不超过 300项。

———确保权威性和公信力。 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我
国始终把促进公开、公正、公平评奖作为
科技奖励的生命线，自 2006 年起实施质量
管理体系以来，全面规范和完善了相关工
作程序、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 ，使国家科

技奖励的管理和评审工作更加科学化、标
准化、制度化。

———有力支撑国家科技战略。 例如，
1987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中星火奖的增设，
2005 年把科普纳入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奖
励范围，2008 年将企业技术创新工程纳入
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奖励范围等， 均为国家
科技战略有效实施提供了支撑、引导作用。

10 余万人（次）获奖 国家科技奖励营
造科学氛围

40 年来， 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一
大批优秀科技成果获得奖励， 极大提高了
科技工作者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在全社会
形成崇尚知识、崇尚科学、积极投身科学的
良好氛围。

1999 年以来，29 名杰出科学家摘取中
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
“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和激动，这充分体

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

科技工作者的热情关怀。 ”2009 年度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孙家栋院士说，“荣
誉不仅属于我们， 也属于科技战线的全体
同志！ ”

40 年来，国家共授予 10 余万人（次）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三大奖，20 个国家的 113 位

外籍专家和 2 个国际组织、1 个外国组织
国际合作奖。 共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
1230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4112 项、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 12323项， 包括高温超导材
料、载人航天、青藏铁路、特高压交流输电、
超级计算机、人类基因组计划、杂交水稻、甲
型 H1N1流感防控等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

“新时代，我们的科技事业走出了仿制
跟踪， 进入了创新征程， 我感到了科技兴
国、科技强国的强大力量。 在知识爆炸、科
技迅猛发展的今天 ， 我们的未来前途无
量。 ”201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王泽山院士说。

与此同时， 科技奖励评价注重科技成
果的广泛应用， 通过奖励科技创新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的成果， 引导科技工作面向经
济建设主战场发力。

近年授予的科技进步奖通用项目中，
企业参与完成的项目都保持在 75%以上，
牵头完成的在 35%以上。 获奖者既有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等一大批具有示范带动

作用的国有大中型创新企业， 也有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等一批自主创新能力突出的民

营企业。
地方科技奖励超 6000 项 多层次奖励

促全面创新

作为我国科技奖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省部级科技奖和社会力量科技奖同样
在调动科技人员创造性、 推动学科或行业
科技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9 年 5 月颁布的《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加强了对省部级科技奖的管理和
指导，鼓励和规范社会科技奖励活动。

目前， 部级科学技术奖平均每年授奖
约 2500 项， 地方科学技术奖每年授奖约
6500 项。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

责人介绍， 部门和地方注重从自身需求出
发，激励和引导不同的科技创新活动。很多
地方新设置了一些具有地方和时代特色的

科技类奖项， 有效激发了各方面的创新创
造热情，推动国防安全和地方科技和经济、
社会发展。

自 1999 年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后，通过
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社会力量科技奖奖励
数量日渐增多，评审日渐规范。 目前，设立
的面向全国范围社会科技奖励达 277 项，
每年授奖约 1.3 万项成果（人）。

从奖励对象看 ， 不同的奖励各有侧
重，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学科和行业， 呈现
出各具特色的态势， 奖励质量逐年提高，
涌现出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陈
嘉庚奖” 等一批学科或行业影响力较大的
奖项。 据新华社

激 励 创 新 引 领 发 展
———我国科技奖励制度在改革中完善

美科学家找到细胞燃料输送新途径

香烟与酒精究竟如何影响人的大

脑和健康？ 近日，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
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冯建峰教授领衔

的国际合作团队揭示了吸烟与饮酒具

有的不同神经环路机制，即使是少量烟
酒也会对人脑具有相反的影响：吸烟人
群对负面刺激更不敏感，而饮酒人群对
正面刺激更加敏感，这可能是烟酒致人
上瘾的重要原因。

冯建峰团队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
吸烟人群的脑功能连接呈现整体减弱

的趋势，而饮酒人群的脑功能连接呈现
整体增强的趋势。

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

究院青年研究员程炜解释道，脑功能连

接，也就是不同脑区间功能信号的同步
性， 可以简单理解为脑区间的协同性。
人脑的各种功能都需要不同脑区之间

的协同作用来完成。
“研究发现，吸烟组对脑惩罚功能

的敏感性降低， 而饮酒组对脑奖赏功
能的敏感性升高。” 冯建峰说， 这也解
释了长期吸烟、 饮酒人群对尼古丁和
酒精的依赖。 研究还发现这些和吸烟、
饮酒关联的脑连接， 与吸烟量、 饮酒
量及冲动性行为都显著相关。

“值得警醒的是， 通过数据驱动的
方法， 我们在研究中就能得出 ‘少量
的吸烟、 饮酒也会表现出脑连接的异
常， 进而影响人脑的认知等功能’ 的

结论。” 冯建峰表示， 这也再一次提醒
公众， 传统认识的 “小烟小酒不伤身”
的观点可能导致错误的健康习惯。

据悉，此项研究历时 2 年。 研究团
队整合了美国人脑连接组计划及欧洲

青少年数据两大脑影像数据库， 基于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脑影像数据对近

2000 例被试进行脑网络建模分析， 分
别找到了与吸烟、 饮酒密切相关的神
经环路。

这一发现为揭示尼古丁和酒精对

大脑的作用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烟
酒成瘾这一全球公共健康问题及发展

针对烟酒成瘾的特异性治疗方法具有

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

烟酒为何使人上瘾
———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团队揭示烟酒影响人脑功能

一种抗眩晕药有助恢复记忆

能把二氧化碳封存到地下吗
我国科研取得重要进展

1 月 11 日，在宁夏中卫沙坡头区东园镇的一座大棚内，村民正在收割芹菜。
近年来，宁夏中卫沙坡头区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以日

光温室、 大中小拱棚、 露地瓜菜为主的蔬菜产业发展格局， 保证了蔬菜四季生产、 周年供应， 帮助农民实现增
收。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