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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乐县读者王先生问： 玉米苗发黄
不长是咋回事？

市农科院副研究员胡占菊答：
1.玉米为锌敏感作物，缺锌会出现白

花苗，一般锌肥以基施为好，若生长期缺
锌，会出现长不高、叶片小的症状。

2.种子播种过浅不易出苗，过深则会
出现苗弱、苗黄，播种深度应控制在 3～5
厘米；播种时，施入一定量种肥，可促苗
期生长， 如播种时每亩施入 3 千克磷酸
二铵，可有效防治苗期发黄。

3.玉米出苗后，应在 3～4 片叶时进
行间苗，6～7 片叶时定苗， 避免幼苗拥
挤，互相争肥、争水、争光，形成弱苗、病
苗、黄苗；亩留苗数要根据品种的不同而
灵活掌握， 按照栽培品种所要求的密度
定苗。

4.玉米播种前或播种后浇水不足，种
子得不到充足的水分， 进而影响正常发
芽出苗，出土时间过长易造成弱苗、苗期
叶子发黄。

5.如果苗期遇到长期低温阴雨天气，
会造成玉米苗枯病的发生和流行。 苗枯
病多在 2~3 叶期开始发病， 病苗叶片发
黄干枯、边缘焦枯，叶片由下向上逐渐发
黄干枯。 另外，根毛较少，根系变褐发育
不良，也会造成黄苗、弱苗。

6.玉米苗期往往正逢雨季，低洼地块排水不良或
小麦收割时碾压处积水，也会造成苗黄。

7.少数农民随意加大除草剂用量，盲目与其他农
药混用，用药浓度过高，喷雾器互用等，都会造成玉
米苗黄。

8.玉米苗期虫害主要有棉铃虫、金针虫、蚜虫、粘
虫、蓟马、瑞典杆蝇、地老虎、耕葵粉蚧等。 耕葵粉蚧
的若虫和雌成虫集中在玉米幼苗近地表茎基部、根
部和叶鞘内，吸收汁液，致使受害玉米叶鞘首先发黄
干枯。

治传染性法氏囊病。 用单味石膏粉以 2%的比例
拌料，青年鸡每只用 3 克，连喂 3 天即可康复，不能站
立者予以辅助吃料。 若以中药组方治疗，则必加石膏
粉，不但见效快、治愈率高，且不留后遗症。

治啄羽。 啄羽是群养鸡常见的异食癖，多因饲料
缺乏含硫氨基酸所致。 若能及时用 1%～2%石膏粉拌
料喂鸡，可迅速遏制啄羽癖蔓延。

治产蛋期笼养疲劳症。 产蛋高峰期，如饲料中含
钙不足，鸡表现产蛋减少，软壳和薄壳蛋增多，鸡体瘫
痪。 在日粮中添加 0.5%～1%石膏粉， 并配以维生素
AD 三粉补钙，比使用骨粉、贝壳粉效果更好。

治大肠杆菌病。 石膏有生肌敛疮功效。 治疗大肠
杆菌病，在使用抗生素或其他药物的同时，在日粮中
添加适量的石膏粉可有效促进肠道和器官炎症消除。

甲乙

夏季，防治禽病，应每天对家禽的食欲、饮水、精
神状态、粪便等进行认真观察，做到及时掌握禽群的
健康情况。 同时，应加强对禽群的管理，注意“四宜”
“四忌”。

宜选高敏药物 忌滥用药物

高敏药物可缩短疗程，减少药物投入量，降低死
亡率。 而滥用药物的结果是导致病原体对药物产生
耐药性，给防治带来困难。

宜联合用药 忌药物拮抗

多数禽病并非单独发生， 并发或继发感染的现
象经常存在。 因此，应综合各种病因联合用药，以提
高治疗效果。 如对鸡球虫病的治疗， 可另投其他抗
菌、抗病毒药物。 在联合用药时，应避免药物的拮抗
或副作用。

宜对症治疗 忌标本偏颇

一些暴发性疾病，潜伏期很短（短者仅几小时），
投入的药物尚未被吸收， 家禽已死亡。 在这种情况
下，更应该对症治疗、标本兼治。

宜疗程完整 忌半途而废

一般情况下， 每种禽病均有其潜伏期和发病过
程，治疗药物也应用足疗程。 而见好就收的给药方式
只能杀灭部分病原体或抑制病原体的活性， 待药物
作用时间一过，病原体活性恢复，可导致家禽继发其
他疾病，进而感染禽群。 赵帆

本报讯 近日，周口市知识产权局负责
人带领郸城高新区管委会工作人员一行 8
人， 到我市开发区考察学习专利导航实验
区建设工作。市知识产权局、开发区经济发
展局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陪同。

考察团一行先后考察了开发区科技创

新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濮阳惠成电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并就如何做好专利导
航实验区工作进行了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 考察团听取了该区有关电
子化学品化工新材料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

验区建设情况汇报。 市知识产权局负责人
介绍了开发区专利导航实验区建设的特

点、做法及主要成效。双方就专利导航实验
区建设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考察团对开发区专利导航建设工作给

予了高度评价，表示此行受益匪浅，回去后
要认真学习借鉴濮阳开发区的好经验、好
做法，加强交流，携手并进，推动专利导航
工作再上新台阶。

（康晓勇）

本报讯 上半年 ，市知识产权局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 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紧紧围绕新发展理念，持续巩
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建设成果，加
大高价值专利、 商标、 地理标志培育力
度，深入推进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进
一步提升知识产权创造、 保护和运用能
力，做好新冠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各项工作成绩斐然。
今年 4 月份， 市知识产权局被评为 2020
年度全市科技工作先进单位；在 2020 年
全国知识产权试点城市行政执法绩效考

核中，我市排名全省第一；我市知识产权
政务信息及宣传工作再次名列全省第

一，被省知识产权局表彰为先进集体。 5
月 26 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的“全
国知识产权新闻宣传培训班”上，市知识
产权局作为我省唯一受邀的地级市代表

参会并做典型发言。
一是出台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与促进工作的实施意见》。 今年 5 月 24
日，中共濮阳市委办公室、濮阳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印发了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
护与促进工作的实施意见》（濮办〔2021〕
4 号）， 这是我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促
进工作的顶层设计， 为推进知识产权全
链条保护、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二是知识产权创造量质稳步提升。 1
至 4 月份，全市授权专利 890 件，同比增
长 55.8%， 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883 件，同
比增长 12%， 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2.45 件（361 万人）。 前一季度，全市商标
申请 1859 件，注册商标 1943 件，有效注
册商标达到 24161 件。

三是专利技术产业化水平稳步提

升。 濮东产业集聚区通过省首批专利导
航产业发展实验区验收。 指导开发区电
子化学品化工新材料产业省级专利导航

实验区完成现场考核验收。
四是专利权质押融资规模稳步提

升。 1 至 6 月份，全市新增 13 家企业、13
笔质押贷款，实现贷款金额 2.37 亿元，再
创年融资额新高， 全市累计实现专利权
质押贷款 10.85�亿元。

五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加大。

截至 5 月底， 共立案查处商标侵权案件
27 起，结案 16 起，罚没款 33.44 万元，保
护了知识产权持有人及社会群众的合法

权益。
六是广泛举办知识产权宣传培训 。

上半年，举办知识产权专题培训 6 期 700
余人次。 启动了全市中小学知识产权普
及教育巡讲活动，成功举办了“4·26”知
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持续开展知识产权
“四进”活动，知识产权宣传培训工作精
彩纷呈。 1 至 6 月份，市级以上媒体发稿
292 篇。 其中，省级以上媒体发稿量 102
篇，《中国知识产权报》发稿 10 余篇。 截
至 6 月份，《濮阳日报》《实施知识产权战
略建设创新型濮阳》 专栏刊发 9 期 2 万
余字， 濮阳知识产权微信公众号刊发 25
期 46 篇。

市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市知识产权局将围绕 2021 年濮阳
市知识产权工作要点， 推进全年工作目
标的完成，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知
识产权工作再上新台阶， 服务濮阳创新
驱动发展。 （李海坤）

本报讯 近日，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市知识
产权局紧密结合知识产权工作实际，立足本职岗位为人民
服务，开展了“知识产权万里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活
动。

一是参加濮阳市“惠企政策进千企”系列服务活动。 6
月 3 日，参加由市工信局组织的濮阳市“惠企政策进千企”
宣讲走进清丰县活动。 市知识产权局协调管理科负责人宣
讲了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基础知识和相关惠
企政策，得到了企业的一致好评。

二是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需求调查。 面向有融资需
求的重点企业，联合评估机构、金融机构深入企业开展“一
对一、面对面”精准走访服务活动，为企业提供政策宣讲、
质押贷款流程业务指导等服务，帮助企业解决质押融资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 龙丰纸业在该局精准指导下实现专利权
质押融资 1.5 亿元。上半年，我市 13 家企业通过质押 80 项
专利和 12 项商标签订 13 笔贷款协议，实现知识产权质押
贷款 2.37 亿元，新增贷款金额超 2020 年全年总量。

三是开展知识产权计划项目中期评估。 对 2020 年度
专利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和知识产权优势培育企业项目

进行中期评估督导， 为企业提供针对性的知识产权服务，
推动企业承担的知识产权计划项目顺利实施。 （吴蔚然）

2021年上半年我市知识产权工作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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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讲座

本版主办：濮阳市科学技术局

组 稿 ：路晓燕 李树华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建设创新型濮阳

■ 最新发现

防治鸡病
要善用石膏粉

夏季防治禽病
把握“四宜”“四忌”

7 月 2 日，在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第二中学，科技辅导员李连国老师为学生普及航天知识。
今年以来，河北省邢台市科协创新校园科普形式，举行“首席科技辅导员进百校”活动，针对中小学生的年龄、兴趣、知识结构等特

点，融合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在全市百余所学校开展科技实验辅导等活动，为学生送去丰富多彩的科学知识，激发中小学生对科学
的浓厚兴趣。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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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能嵌入面料

的核酸生物传感器 ，那
么其可以检测空气中的

细菌、病毒病原体，包括
新冠病毒吗？ 根据英国
《自然·生物技术》杂志 6
月 29 日发表的一篇论
文， 美国科学家团队使
用 CRISPR 技术成功研
发了可穿戴、冻干、无细
胞的合成生物学传感

器， 其检测结果不但能
与被视为金标准的实验

室结果一致， 还可以嵌
入柔性基质中， 用于实
时、 动态监测目标病原
体。 在不久的将来，这项
技术能与口罩结合 ，供
工作环境病原体暴露风

险较高的人群使用 ，如
基层医护人员等。

利用合成生物学技

术， 检测病原体的核酸
生物传感器可以达到很

高的灵敏度和准确性 。
这类诊断工具包含可检

测病原体核酸的基因编

码电路， 常在传统的即
时诊断中用于检测新冠

病毒这类病原体。
如果将这种合成生

物学技术整合到可穿戴

设备中， 则可以极大改
善对病原体或毒素的监

测。 不过，尽管研究人员
多次报道将冻干后的病

原体检测电路嵌入到柔性的服装面料

中， 之前也研发过能封装有感知能力细
菌的面料，但是，工程改造微生物的整合
和保持难度都非常大。

现在科学家们认为， 无细胞合成生
物学传感器能克服这些限制。 此次，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詹姆斯·柯林斯
及其同事， 制作了一组使用 CRISPR 技
术的可穿戴、冻干、无细胞的合成生物学
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通过再水化激活，能
发现病毒特异性遗传物质的存在。

实验表明， 目前这些可穿戴传感器
的表现， 与被视为金标准的实验室检测
结果保持了一致，而且，这一传感器可以
嵌入硅橡胶和硅织物等柔性基质中，实
现对目标病原体暴露的实时、动态监测。

研究人员表示， 这一技术还能与口
罩结合，检测空气中传播的新冠病毒。 而
在可穿戴面料中成功嵌入合成生物学传

感器， 正是创造多功能智能服装的第一
步， 这些服装有望实现在生物医学等更
大范围的应用。

据 6 月 30 日《科技日报》

随机数是一种重要资源，在信息安全、
密码学、 科学仿真等众多领域都有应用需
求，但要人工产生大量“真随机数”却是个
难题。 近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
伟、 张军等人联合浙江大学储涛教授研究
组， 通过研制硅基光子集成芯片和优化处
理， 实现了速率达 18.8Gbps 的世界最快实
时量子随机数发生器。

随机数在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都有

重要应用， 比如在信息安全和密码学等领
域， 需要第三方完全不知道的随机数作为
安全性的基础。 在游戏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需要使用随机数来控制系统的演化。 在天

气预报、新药研发、新材料设计等领域，也
常需要通过数值模拟进行计算， 而数值模
拟的关键是要有大量随机数的输入。

要人工产生大量 “真随机数” 并不容
易， 很多随机数发生器其实是基于确定性
的算法，产生的是“伪随机数”。 量子力学的
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局面， 因为其物
理过程具有“内禀随机性”。 量子随机数发
生器具有不可预测性、 不可重复性和无偏
性等特征， 是量子通信系统中的关键核心
器件。

潘建伟、 张军等人长期研究实用化量
子随机数发生器， 并取得了多项世界前沿

性成果。 近期，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基于真空
态涨落的高速量子随机数产生方案， 并完
成实验验证。 同时，他们与浙江大学储涛等
合作，通过多次迭代制备了硅光芯片，并通
过进一步优化处理算法和硬件实现， 在实
现高集成度的同时， 大大提升了量子随机
数发生器的实时生成速率。

经传输测试， 该量子随机数发生器的
实 时 生 成 速 率 达 到 创 世 界 纪 录 的

18.8Gbps，相当于每秒钟产生 188 亿个随机
数。 这个研究成果，为开发低成本的商用量
子随机数发生器单芯片奠定了技术基础。

据新华社

中国科学家实现世界最快实时量子随机数发生器

每秒产生 188亿个

从原始胚层到成为组

织器官，细胞是怎么分化和
发育的？我国科研人员运用
单细胞标记和示踪技术，构
建了斑马鱼原始前肠内胚

层的全细胞命运图谱，进一
步揭示了细胞从原始胚层

到组织器官发育成熟的“来
龙去脉”。

“在多细胞生物胚胎发
育过程中，一个前体细胞最
终可以产生一种或多种类

型的成熟功能细胞。 ”论文
通讯作者、西南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罗凌飞介绍，明
确原始胚层中每一个前体

细胞产生的所有子代细胞

类型及其发育路径和轨迹，
是发育生物学的基本问题

和长期以来的研究目标。
为此，罗凌飞研究团队

运用荧光变色技术，对斑马
鱼原始前肠内胚层中的任

意单个前体细胞予以标记。
由于被标记细胞的子代细

胞会继承红色荧光，研究人
员可以进行可视化“追踪”，
确定被标记前体细胞在 48
小时内产生的所有子代细

胞的位置和数量。在多次独
立实验的基础上，研究团队
构建了单细胞分辨率的原

始前肠内胚层全细胞命运

图谱，明确了每个前体细胞
所产生的子代细胞在前肠

消化器官中的分布，并对胰
腺、肝脏、肠道、肝胰管的前
体细胞在原始前肠内胚层

中的分布区域进行了精确

划分。
审稿专家认为， 这项研究构建的全

细胞命运图谱有助于帮助科学界进一步

理解细胞命运决定和分化机制， 对于功
能细胞体外分化和器官再生研究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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