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二氧化碳为原料， 不依赖
植物光合作用， 直接人工合成淀
粉———看似科幻的一幕， 真实地
发生在实验室里。 我国科学家首
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

合成，相关成果北京时间 9 月 24
日由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在
线发表。

淀粉是粮食最主要的成分，
通常由农作物通过自然光合作用

固定二氧化碳生产。 自然界的淀
粉合成与积累，涉及 60 余步生化
反应以及复杂的生理调控。 人工
合成淀粉是科技领域一个重大课

题。 此前，多国科学家积极探索，
但一直未取得实质性重要突破。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

术研究所研究员马延和带领团

队，采用一种类似“搭积木”的方
式，从头设计、构建了 11 步反应
的非自然固碳与淀粉合成途径，
在实验室中首次实现从二氧化碳

到淀粉分子的全合成。 核磁共振
等检测发现， 人工合成淀粉分子
与天然淀粉分子的结构组成一

致。
实验室初步测试显示， 人工合成淀粉的效

率约为传统农业生产淀粉的 8.5 倍。 在充足能
量供给的条件下，按照目前技术参数，理论上 1
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量相当于我

国 5 亩玉米地的年产淀粉量。
对于此次成果，德国科学院院士曼弗雷德·

雷兹、美国工程院院士延斯·尼尔森等国际知名
专家均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这一重大突破将该
领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中科院副院长周琪说， 成果目前尚处于实
验室阶段，离实际应用还有距离，后续需尽快实
现从“0 到 1”概念突破到“1 到 10”的转换。

据新华社

市知识产权局负责人赴台前县考察企业知识产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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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建设创新型濮阳

蓝图绘就 六大重点任

务支撑知识产权强国战略

“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回应
新技术、新经济、新形势对知识产权
制度变革提出的挑战， 加快推进知
识产权改革发展， 全面提升我国知
识产权综合实力， 对于提升国家核
心竞争力、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
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知识
产权法律制度体系逐步完善， 知识
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显著加

强 。 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由
2012 年的 63.69 分提高到 2020 年
的 80.05 分。

截至 2020 年底 ，国内 （不含港
澳台）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到 15.8 件 ， 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
3017.3 万件 ， 均为 2012 年的 4 倍
多。 核心专利、知名商标、精品版权、
优质地理标志产品等持续增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显示 ， 中国排名由
2013 年的第 35 位上升至 2021 年的
第 12 位，连续 9 年稳步上升。

“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
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

然要求， 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
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的

作用更加凸显。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

纲要部署了 “建设面向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支
撑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建设激励创新发展的知识

产权市场运行机制”“建设便民利民
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
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人文社会

环境 ”“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
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更强保护 加强制度体

系建设提升保护水平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产权

事业发展的基础。纲要明确，到 2025
年，知识产权保护更加严格，社会满
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 到 2035
年，知识产权制度系统完备，全社会
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本形成。

“近年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保护知识产权，取得显著成效。 根
据纲要， 未来将更加注重知识产权
制度和保护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更
好满足不断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需

求， 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和保护效率。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

纲要提出， 构建更加完善的知
识产权法律体系、管理体制、政策体
系，构建响应及时 、保护合理的新
兴领域和特定领域知识产权规则

体系 。 健全司法保护体制和行政
保护体系 ，健全统一领导、衔接顺
畅、快速高效的协同保护格局。

纲要还注重知识产权人文社会

环境的建设， 通过提升全社会知识
产权文化自觉， 促进实现知识产权
更高水平保护、更高质量发展。

纲要提出，塑造尊重知识、崇尚
创新、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知识产
权文化理念，构建内容新颖、形式多
样、 融合发展的知识产权文化传播
矩阵，营造更加开放、更加积极 、更

有活力的知识产权人才发展环境。

质量引领 为高质量发

展打造强力引擎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
高质量发展对知识产权的更高水平

创造、更高效益运用提出迫切要求。
对此，纲要提出，到 2025 年，专

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达到 13%， 版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7.5%， 知识产权使用费年
进出口总额达到 3500 亿元，每万人
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2
件 ；到 2035 年 ，知识产权促进创新
创业蓬勃发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纲要突出“质量引领”，通过深化
知识产权领域改革， 构建更加完善
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更好
发挥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

保障作用，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
不断的动力。

纲要提出，完善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的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

机制，健全运行高效顺畅、价值充分
实现的运用机制，建立规范有序、充
满活力的市场化运营机制。 并要求
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 建立
数据标准、资源整合、利用高效的信
息服务模式。

“我国还将推动知识产权与经
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深度
融合发展，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更为安全
的发展， 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贡献力量。 ”国家知识产
权局有关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

向 知 识 产 权 强 国 进 发
———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看点解析

保持菇场清洁。菇房在栽培前
要彻底清扫干净，并用 800 倍的敌
百虫或敌敌畏溶液均匀喷一遍。室
外种菇要清除栽培场地周围的杂

草，并用 250 倍的敌百虫溶液喷洒
土壤和场地周围。

防止成虫入室。室内栽培食用
菌，要将门窗、通风孔等用 60 目的
细纱网钉上，防止菇蝇、菇蚊等成
虫入室危害。

诱杀成虫。 菇蝇、菇蚊等成虫
具有趋光性，可在菇场设置黑光灯
或日光灯， 在灯周围挂上黏板，或
灯下放置敌敌畏溶液药盆，让成虫
触药中毒。

药物熏杀。 室内栽培食用菌，

在密闭的条件下，每立方米空间用
2 至 3 片磷化铝熏蒸，可以消灭室
内虫源。

处理培养料。 每 50 公斤培养
料用三氯杀螨醇 15 毫升，兑水 10
公斤，均匀喷洒在料上，边喷药边
拌料，喷后堆积 3 天，即可消灭料
中虫源。或者在培养料中拌入 40%
的辛硫磷 500 倍液或 2.5%的敌杀
死 1000 倍液， 也有很好的杀虫效
果。

喷药杀虫。如出菇前发现有害
虫时，可向床面喷洒 500 倍的敌百
虫溶液，或 1000 倍的敌杀死溶液，
或 800 倍的敌敌畏溶液，可以消灭
害虫。 宋杰

猪高热综合征即猪无名高热

症，是一种夏秋季节高发、死亡率
较高的疾病。 该病病因复杂，病猪
一般愈后不良， 除坚持预防为主
外，还应通过采取以下措施，降低
其发病率和死亡率：

一、 坚持自繁自养的原则，防
止购入隐性感染猪。

二、 重视猪群的饲养管理工
作，尽量减少各种应激因素。

1.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增加
猪舍通风量， 并用凉水喷雾等降
温；猪舍门窗应全部打开，以便让
空气对流。

2.应降低饲养密度，生长猪每
头应有 0.8 平方米以上的生活空
间 ， 育成舍最好为 1.2 平方米 /
头， 每栏猪的数量应控制在 10 至
12 头， 可有效控制猪无名高热和
呼吸道病。

3.猪从分娩 、保育到育成 ，均
应严格采用“全进全出”的饲养方
式，避免日龄相差太大的猪只混群
饲养，尽量减少猪群转栏和混群次
数。

三、消毒与药物预防。
1.平时应做好药物保健，保健

方案中不宜使用氯霉素类药物（氟
苯尼考），慎用磺胺药物。药物治疗
方面，要考虑应激、毒副作用、免疫

抑制和诸多并发感染。
2.平时要经常消毒，并更换多

种类型的消毒药。
3.不胡乱接种疫苗，以免猪只

免疫失调，对猪群健康造成影响。
4.合理搭配营养，增强猪只抗

病能力。 不使用质量差的原料，以
免造成猪只慢性中毒， 免疫力下
降，诱发猪高致病性蓝耳病。

5.用复方花青素 1000 克加牛
磺酸 2000 克加阿司匹林 800 克拌
1000 公斤饲料， 可控制猪无名高
热病，且临床治疗效果很好。

四、猪舍及周围环境应定期消
毒，减少病原微生物含量。

由于病毒对普通消毒剂不敏

感， 特别是猪圆环病毒， 一般消
毒剂对它不起作用， 消毒时应选
择新型 、 刺激性较小的消毒剂 ，
如复合醛类消毒液。 猪只发病的
10 天内 ， 应提高消毒药液的浓
度， 对疫区及疫区附近环境每天
进行 4 至 6 次消毒， 母猪和大中
猪中午时可连猪一起进行喷雾消

毒， 猪场生活管理区每天消毒一
次。 第 10 天开始， 可增加一倍稀
释进行消毒， 减少健康猪通过呼
吸道感染流感或其他病毒， 以防
病毒蔓延。

陈立东

保证秸秆粉碎质量，掌握还田
数量

调试好机械，保证玉米秸秆粉
碎长度掌握在 3 至 5 厘米，以免秸
秆过长土压不实，影响作物出苗和
生长。 秸秆还田并非还田越多越
好，而是根据水源和耕作条件来决
定。原则上应保证当年还田秸秆充
分腐烂，不影响下茬耕作质量。 一
般情况下，玉米秸秆的还田量标准
是每亩 400 至 500 千克为宜，过多
会危害下茬小麦根系生长。

尽早翻耕或旋耕，播后必须镇
压

机械收获玉米，秸秆粉碎后被
均匀撒在田地中，此时要尽快将秸
秆翻耕入土， 要求深度一般在 20
至 30 厘米，最好边收边耕埋，让粉
碎秸秆与土壤充分混合，地面无明
显粉碎秸秆堆积。这样有利于秸秆
腐熟分解， 保证小麦种子发芽出
苗。

秸秆还田后播种小麦，播量应
在正常基础上适当增加 0.5 至 ２
公斤。 播种后一定要镇压，尤其是

旋耕麦田， 最好随播种随镇压，使
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以保证充足
的基本苗。

增施氮肥，谨防碳氮比失调
玉米秸秆碳氮比为 80∶1 至

100∶1，而适宜微生物活动的碳氮
比为 25∶1 至 30∶1。 秸秆还田的
小麦基肥要增施氮肥。农户可选用
氮含量稍高一点的小麦复合肥做

底肥，也可在小麦正常施肥的基础
上，增施尿素 5 至 7.5 公斤 ，以满
足小麦及微生物对养分的需求，同
时加快秸秆分解腐烂。

清除带病秸秆，做好土壤及种
子处理

清除带病秸秆：带病秸秆不能
直接还田，以免第二年夏季种植玉
米时发生病害。带病秸秆应销毁或
高温堆腐后再施入农田。

做好种子处理：最好选购包衣
种子，或者进行药剂拌种。 应先拌
杀虫剂，堆闷后再拌杀菌剂，晾干
后即可播种，已拌杀菌剂的种子不
可久置。 地下害虫严重发生区，应
采用药剂土壤处理。 何农

濮阳县范先生问： 西葫
芦徒长啥原因？

市农科院副研究员张雪

平答：
徒长原因

温度、湿度不适。西葫芦
幼苗出土后， 如生长环境温
度过高、湿度过大，幼苗极易
徒长造成高脚苗。另外，长时
间处在封闭无光的环境，也
会造成西葫芦徒长。

水肥管理不当。 农户浇
水施肥一定要控制好量，尤
其是氮肥的用量。 如果氮肥
施用过量或浇水过多， 都会
导致西葫芦徒长。

防治技术

做好预防工作。 首先要
做好西葫芦幼苗的培育工作，培育
出根系发达、健壮的幼苗。 如有徒

长现象，应及时喷洒控旺剂，
减缓徒长。

控制温度、湿度。西葫芦
出现徒长后， 要及时查明原
因。如果是因为温度、湿度过
高导致，就要及时降低温度、
湿度， 同时减少浇水量与氮
肥用量， 从根源上解决徒长
问题。

调整结瓜数。 合理调整
结瓜数， 也是解决西葫芦徒
长问题的一个办法。 农户可
根据西葫芦植株的生长情况

合理留瓜， 对于长势较旺的
植株，可选择多留瓜，如雌花
较多，可提早摘瓜时间；对于
徒长的植株， 要延迟摘瓜时
间，让瓜分走植株的营养，减

缓徒长。长势弱的植株则不宜留瓜
过多。

本报讯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市知识
产权局局长田春英带领知识产权促进科、 保护科工作
人员，对台前县 2021 年专利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及优
势（培育）项目申报企业现场考察，台前县副县长刘芳
慧、台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郭延勤参加考察。

田春英一行先后听取河南海源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濮阳市飞翔房车实业有限公司、 台前县金园农业
机械有限公司 3 家企业负责人的汇报， 深入生产车间
查看生产情况， 针对企业在知识产权工作中存在的优
势与短板进行了详细剖析， 并就企业在质押融资、 商
标维权、 专利创造， 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规划方面进

行了指导。 田春英强调， 自主知识产权是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 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企业要注重创
新， 加强知识产权创造、 保护和运用， 以技术创新引
领发展， 要 “扎好篱笆”，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促进
专利技术产业化， 把知识产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把
企业做大做强。

刘芳慧对申报企业良好的发展态势给予充分肯

定，鼓励企业进一步优化管理机制，落实责任分工，明
确责任目标，不断为企业培养更多的知识人才、科技人
才。 （ 刘海秀）

又讯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市知识产

权局局长田春英一行 5 人到华龙区，考察企业 2021 年
度专利产业化重大专项及优势（培育）项目申报工作。

田春英先后深入兴泰金属、百福瑞德、锐驰高科等
5 家企业，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现场和实验室，现场听取
了企业知识产权、 专利产业化以及项目目标等情况介
绍，询问企业是否存在侵权问题，为企业讲解如何申请
驰名商标等。 田春英对项目申报企业提出了指导性意
见和建议：一是创新引领，以自主知识产权立企；二是
培育优势，做到知识产权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三是研
究政策，争取更多资金支持。

（徐亚男）

到 2025 年， 知识产权强
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 到
2035 年， 知识产权综合竞争
力跻身世界前列， 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

本建成。
近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印发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
要 （2021—2035 年 ）》，描绘出
我国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

的宏伟蓝图。 我国从知识产权
引进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知
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

高质量转变全面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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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减少食用菌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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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云仓、濮阳县农特产品公共仓坐落在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西部，是一座占地面积 3000 多平方
米的现代化大型库房。 入驻商家可在该库房内实现产品统一分拣、包装，并可直接向京东、阿里巴巴、苏宁
拼购等电商平台供货。 高峰时期，库房日发货逾 2 万单，日销售额逾 10 万元。 图为 9 月 25 日，女工李艳艳
（右）和王玉娜在包装柴鸡蛋等土特产品。 本报记者 刘文华 摄

土特产品上“云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