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 7 月 8 日在广东
汕头开幕。 会上发布的多份数字经济报告显示，2021 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继续快速增长， 数字经济已经由经济
的组成部分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引领力量。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报告 （2022 年）》，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45.5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6.2%，占 GDP 比重达到 39.8%。
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支撑作用更加
明显。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介绍，2012 年以

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的比重不断提升，数字经
济年均增速显著高于同期 GDP 平均增速， 已成为支撑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在会上发布了 《中
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研究报告》。 该所副所长王蕴辉说，
从数字产业化指标来看， 通信产业是数字经济快速增长
的重要因素。 从数字基础设施指标来看，新基建、数据要
素和相关辅助企业是高速增长的来源。此外，中国的数字
人才指标也取得了快速增长。

据新华社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快速增长
占 GDP比重近四成

记者 7 月 5 日从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获悉， 该院生态循环农业团队在长期秸
秆还田土壤碳效应的研究中取得最新进

展， 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 《整
体环境科学》 上。

稻麦轮作是长江流域主要种植方

式， 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对秸秆的处理和利用是农业生产
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而秸秆还田是秸秆
资源化利用主要途径之一。 研究表明，
秸秆还田对土壤物理、 化学、 生物方面
具有重要影响， 但对长期秸秆还田后土
壤有机碳存在状态以及相关土壤酶、 微
生物群落结构的互动变化特征却鲜有了

解。
最新研究依托农业农村部废弃物肥

料化利用重点实验室， 基于国家农业环
境潜江观测实验站稻麦轮作秸秆还田长

期定位试验 （14 年）， 探讨了秸秆还田
下土壤有机碳库构成、 相关酶活性以及

微生物群落的变化。 结果表明， 长期秸
秆还田下碳库管理指数提高 37.7%， 增
加了活性有机碳库库容。 活性有机碳库
变化促进了与碳、 氮、 磷循环相关的酶
的活性， 进而影响碳、 氮、 磷循环生态
过程。

此外， 长期秸秆还田下耕层土壤相
比亚耕层土壤中细菌、 真菌丰度和多样
性变化更为显著， 难降解有机碳源微生
物利用能力显著增强。

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表明， 土壤活
性有机碳组分与土壤微生物群落显著相

关， 尤其是与土壤真菌变化联系最为密
切。 本研究为秸秆还田在提高土壤活性
有机碳库及其驱动土壤物理、 化学、 生
物方面的变化提供了新认识， 为秸秆还
田提升耕层土壤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稻麦轮作下粮食生产可持续性发展具

有现实意义。
据 7 月 6 日 《科技日报》

长期秸秆还田土壤碳效应研究取得新进展

近日 ，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
源与过程研究所武建飞研究员带领

的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 ， 在
硫化物全固态锂离子电池领域的基

础科学问题和电池规模化制备技术

方面 ， 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新进
展。

硫化物全固态锂离子电池凭借高

能量、 快速充放电、 低温性能好及高
安全性、 长寿命等优点， 开创性地解
决了液态锂电池存在的能量密度低、
易燃、 易爆等一系列问题， 成为一项
颠覆性前沿科技。 硫化物全固态锂离

子电池的关键核心材料是硫化物电解

质， 目前已报道的硫化物电解质室温
离子电导率越来越高， 可与商品化锂
离子电池所用有机电解液的离子电导

率相媲美。
多年来， 该科研团队致力于开发

高性能硫化物固体电解质， 利用高通
量计算方法， 开发出高电导率的硫化
物固体电解质， 其室温离子电导率均

达到国际水平， 且已建立硫化物固体
电解质中试生产线， 具备公斤级批量
制备能力。

在此基础上， 针对硫化物电解质
空气稳定性的研究， 该科研团队近期
又取得关键性进展， 通过向电解质中
进行软酸物质和硬碱物质的双掺杂，
获得了兼具高离子电导率、 电化学稳
定性和空气稳定性优异的硫化物电解

质材料。
目前， 该科研团队完成了实验室

技术制造， 已建立一条全固态软包电
池实验室生产线， 探索出硫化物全固
态锂离子电池生产模式， 为推动高性
能、低成本、大容量、高安全硫化物全
固态软包电池的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基

础。
据7 月 5 日《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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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在盛果期经常出现死棵现象，
中午萎蔫，早晚恢复。 有人说是枯萎病，
有人说是青枯病。那么，菜农在种植中该
如何区分这两种病害呢？

番茄枯萎病为真菌病害， 侵染根、
茎、叶、果实，主要侵染根茎部位；侵染时
期为幼苗期至成株期， 主要在成株期表
现，在番茄生长后期发病严重。番茄青枯
病为细菌性病害，主要危害根系茎基部，
多在番茄开花后出现症状。

虽然枯萎病、 青枯病两种病害并不
相同，但其发病的土壤环境却极其相似，

都喜欢偏酸性的土壤环境。连作、施肥不
合理、大水漫灌、栽培模式落后、管理粗
放等因素会造成这两种病害连年加剧，
甚至有的棚室在进行土壤消毒处理后，
仍然发生死棵现象。 农技专家表示， 管
理此类病害， 保持土壤健康是根本。 土
壤中有一定量的线虫等地下害虫， 枯萎
病病菌从害虫危害的伤口侵入根部进行

危害。 青枯病主要通过雨水、 灌溉水及
农具传播； 病菌从根部或茎基部伤口侵
入，在植株体内的维管束组织中扩展，造
成导管堵塞及细胞中毒。 鸿海

范县高先生问： 夏季怎样让
鸡产蛋不“歇伏”？

市农科院副研究员郭凤英

答：
天气越来越热， 养殖户不仅

要让产蛋鸡保持正常产蛋， 还要
及时调整休产鸡饲养管理方式，
为下一个产蛋周期打好基础。

防暑降温

鸡没有汗腺， 天气炎热时只
能靠张口喘气散发体热。 当气温
在 30 摄氏度以上时， 鸡呼吸放
慢，胃口变小，造成产蛋率降低。
因此，养殖户应注意防暑降温，方
法有通风换气、搭遮阳棚、降低饲
养密度及地面洒水。

科学饲喂

鸡饲料中应增加蛋白质、谷
类和青饲料比例， 降低能量饲料
含量，使饲料多样化；喂鸡宜在晚

上进行，喂量应占全日量的 50％；
饲料中可添加适量大蒜、细砂，以
使鸡体健壮；切忌饲喂腐烂、变酸
的饲料，以防鸡中毒。 另外，还要
保证鸡饮用足量的清水。

减少光照

夏季应尽可能减少光线照射

鸡群，保证鸡得到充分的休息，以
增强体质，利于产蛋。

防治疾病

应及时对鸡饲槽、 饮水器等
进行杀菌处理， 及时清除鸡舍内
的粪便，并撒生石灰或来苏水。夏
季鸡易患肠炎， 可注射青霉素和
链霉素各 10 万单位；对于鸡球虫
病， 可在饲料中按每公斤体重添
加敌虫净 1至 2片，连续喂 3至 4
天；对于蛔虫病，可按每公斤体重
服用灭虫灵 0.3 毫克。 另外，要及
时打鸡疫苗，以防疾病发生。

科学用肥

茄果类蔬菜是需肥多、 耗肥快的作
物，为保证养分需要，必须施足底肥，保
证供给，尤其在幼苗期、开花期、成熟期
和第一茬果实采收后，都需要分次追肥，
做到氮 、磷 、钾和微量元素 (硼 、钙 、锌 、
铁)结合施用。 在中后期营养管理中，可
进行根外追肥。

适时整枝

茄果类蔬菜生长势强、侧枝多，需要
在生长旺盛期适时摘心，促进早熟。在第
一茬果实采收后， 应根据密度适时摘除
顶心和旁心，消除顶端优势，促进植株平
衡生长。

防治病虫害

茄果类蔬菜生长中后期， 病虫害发
生严重，是造成早衰的一个重要因素。加
强病虫害管理， 既可延长茄果类蔬菜的
生长期，还能增加产量。茄果类蔬菜常见
病害有疫病、白粉病、病毒病、炭疽病、霜
霉病、灰霉病等，需及时防治。 茄果类蔬
菜需慎重用药，严禁施用毒性高、残效期
长的农药，确保人畜安全。 另外，不管治
虫还是治病， 均应在收获前按要求天数
停药。

及时采收

及时采收可以减轻植株负担， 减少
落花落果。 茄子、 青椒可在八成熟时收
获，番茄可在九成熟时收获，红辣椒可在
绛红色时收获。 陈志立

夏季防治禽病， 应每天对家禽的食
欲、饮水、精神状态、粪便等认真观察，做
到及时掌握禽群的健康情况。同时，在对
禽群管理上，应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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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滥用药物，可能
导致病原体对药物产生耐药性， 给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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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病因采取联合用药，以提高治疗效果。
如对鸡球虫病的治疗，可另加其他抗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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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一些暴发性疾病潜伏期很短，

甚至有的仅仅几小时， 这时投入的药物
尚未吸收，而禽只已经出现死亡。大部分
药物难以通过血脑屏障，针对这种情况，
更应对症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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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使家禽
继发其他疾病，进而感染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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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防治禽病“四宜四忌”

怎样辨别番茄枯萎病与青枯病

茄果类蔬菜早衰咋解决

7 月 6 日， 记者从公安部交通
管理局获悉， 据公安部统计，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达 4.06 亿辆， 其中汽车 3.10 亿辆、
新能源汽车 1001 万辆。

据了解， 截至 6 月底， 全国新
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

3.23%。 其中 ， 纯电动汽车保有量
810.4 万辆， 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80.93%。 2022 年上半年， 新注册登
记新能源汽车 220.9 万辆， 与去年
上半年新注册登记量相比增加

110.6 万辆， 增长 100.26%， 创历史
新高。 新能源汽车新注册登记量占
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19.90%。

实际上，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量已经连续 7 年位居全球首位 。
2021 年 ， 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以
及相关补贴退坡的背景下 ， 我国
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也同比增长

了 1.6 倍 ， 双双超过 350 万辆 。
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市场化发展

的新阶段。
我国在推进新能源汽车发展

20 余年过程中 ， 始终坚持将科技
创新作为行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走
出了一条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

子。 在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之
初， 科技部系统性构建了混合动力
汽车、 纯电动汽车、 燃料电池汽车
“三纵”， 能源动力总成控制系统、
电机及其控制系统、 电池及其管理
系统 “三横” 的总体研发布局， 为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搭建了强

有力的技术底座。 科技部鼓励企业
牵头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

体， 推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
需求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产业
创新体系。

当前， 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的
主体， 产业技术创新呈现需求导向
和场景驱动的特点， 资本大量涌入
也加速了技术商业化应用。 在此基
础上， 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速度和
产业成熟度一直呈现加速趋势。 新
体系半固态电池单体能量密度达到

360Wh/kg； 燃料电池系统寿命超
过 1 万小时， 成本大大降低； 第三
代半导体电机控制器和多合一集成

等先进技术不断提升驱动系统的经

济性； 车用固态激光雷达 、 4D 毫
米波雷达、 高算力自动驾驶芯片 、
智能座舱等技术提升了安全性能 ；
网联通信技术实现了车辆对道路状

态的超视距感知与动态更新， 满足
更安全、 更高效的出行场景需求 。
可以说科技创新在加速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同时也在重塑汽车产业的形

态和格局。
2022 年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将

进一步大幅降低， 新能源汽车将与
燃油汽车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 新
能源汽车还需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

力度， 前瞻布局全固态电池、 基于
新材料和新器件的新一代电驱系统

等关键核心技术， 塑造未来产业发
展的核心竞争力， 不断提升产品性
能、 降低成本、 提高使用便利性 ，
向市场和用户提供更智能 、 更绿
色、 更安全的新能源汽车产品。

据 7 月 7 日 《科技日报》

“三纵三横”研发布局搭建强有力技术底座———

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突破1000万辆

●我国在推进新能源汽车发展 20 余年过程中，始

终坚持将科技创新作为行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走出了一
条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子

●在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之初，科技部系统性
构建了混合动力汽车 、纯电动汽车 、燃料电池汽车 “三
纵”，能源动力总成控制系统、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电池
及其管理系统“三横”的总体研发布局，为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搭建了强有力的技术底座

日前， 青岛大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学院杨东江教授团

队的朱玉坤副教授在前期光

催化剂的研究基础上 ， 成
功研发用于分解甲醛等气

体污染物的可见光催化剂，
并实现成果转化。

传统光催化剂主要是以

纳米二氧化钛为代表的半导

体材料， 在光的照射下， 半
导体材料发生光催化反应，
产生出强氧化能力的空穴、
羟基和超氧自由基等活性物

质， 可氧化分解有机化合物
等， 因而具有抗菌、 除臭、
自清洁和净化空气等功能。

基于前期光催化剂的研

究成果， 朱玉坤又研发出用
于分解甲醛等气体污染物的

可见光催化剂。 该催化剂突
破了传统氧化钛光催化剂仅

在紫外光条件下响应的限

制， 在室内自然光和日光灯
的照射下， 即可实现甲醛的
高效去除， 有效改善室内空
气质量。 此外， 该技术在实

现分解甲醛的同时兼具抗菌功效， 这对
夏季高湿环境带来的霉菌滋生起到良好

的抑制作用。 同时， 该催化剂具有绿色
环保的优势， 不会对人体和环境带来伤
害和次生污染， 可用于对建筑、 汽车、
船舶等领域的空气污染进行净化处理。

据7 月 6 日《科技日报》

新
催
化
剂
能
在
可
见
光
下
高
效
去
除
甲
醛

■科技服务热线·6661606

新技术让硫化物全固态锂离子电池向产业化更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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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6
日， 广西柳州

一家汽车企业的工人

在新能源汽车生产线上忙碌。
↓7 月 7 日， 第 28 届兰洽会

上，参会者在了解一款新能源汽车。

↓工作人员在
西安比亚迪草堂工

业园汽车总装厂进行新能

源汽车装配。 资料图

本栏图片均据新华社

这是 7 月 6 日拍
摄的安徽六安兆瓦级

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

（无人机照片）。
当日，国内首座兆

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

范 站 在 安 徽 六 安 投

运 ， 标志着我国首次
实现兆瓦级制氢—储
氢—氢能发电的全链
条技术贯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