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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丰县杜先生问：富硒大蒜怎样栽培？
市农林科学院副研究员张雪平答 ：浸

种。 用 100 毫克 / 公斤的硒酸钠溶液，在播
种前浸种几小时。 大蒜产量一般提高 10%，
而且硒含量增加。

土壤施硒。 大蒜播种前，每亩施用硒酸
钠 13 克， 结合其他基肥， 均匀施在播种沟
内，一般可以增产 15%左右，且具有明显的
增加硒含量的作用。

叶面喷施。 在采收前一个月，将硒酸钠
配成 100 毫克 / 公斤浓度的溶液，每亩施纯
硒量 5 克，均匀喷洒在大蒜叶面，一般可以
增产大蒜 10%左右，而且硒明显富集。

注意事项。 硒的使用量要控制准确，过
多将产生毒害作用，过少则起不到富硒的作
用。土施和喷施的时候，一定要均匀。喷施选
择晴天上午 9 时以前、下午 5 时以后，喷后
遇雨应补喷。

�������当苹果树受到寒冷天气侵袭的时候，树
体的枝干、 根系等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到了春天就会表现出萌芽晚、 发芽不整齐、
果品产量和品质下降等现象，所以，一定要
做好苹果树冬季防冻。

“喂饱肥”。 在寒气袭来之前，苹果树根
系吸收能力较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基肥的
施用，基肥可以选择有机肥料、生物菌肥等，
同时结合使用一些氮磷钾等速效性肥料。 通
过基肥的使用， 保证树体贮藏养分充足，苹
果树过冬“不挨饿”，进而不容易发生冻害。

“浇足水”。 这里的水是防冻水。 具体来
说，防冻水是通过填满土壤之间的空隙，堵住
外来冷空气渗入土壤中的道路，给植株根系
生长营造温暖环境。

“穿厚鞋”。 这里的“鞋”指的是根系堆
土，原理和目的与防冻水相似，需要注意的
是在进行根部堆土时，要压实，不留空隙，防
止冷空气钻空子。 堆土的高度在 15~20 厘米
即可， 因为冻害发生多在根颈部以下 40 厘
米的地方。

“穿厚衣”。 就是用稻草、秸秆、枯草等缠
绑苹果树的树干，通过增加树干的厚度起到
防寒的效果， 这与我们天冷加衣的效果一
样。

“涂好霜”。 当寒气袭来时，在树干上喷
一些抗冻剂，增加树干抗寒能力。 也可以采
用树干涂白的方式，达到抗寒效果。 同时，涂
白剂还可以起到杀死树体、树缝上虫卵的作
用，可谓是一举两得。

“戴好帽”。 这里主要针对一些较小的苹
果树，采用无纺布、塑料膜、遮阳网等覆盖在
树冠上，达到抗寒的目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
当白天气温过高的时候， 大约超过 5 摄氏
度，就要掀开覆盖物，晚上再盖上。

“点把火”。 冬季的晚上，在苹果园的上
风口处，点燃提前准备好的燃料，燃料要选
择发烟量大的，比如杂草等，让烟遍布果园，
提高果园的温度。 在午夜 12 时左右点燃，注
意控制火势，以暗火浓烟为宜。 一般每亩果
园可以点 3~4 个燃火点， 使烟雾覆盖苹果
园。 陈珏

�������冬季，葡萄进入休眠期，葡萄种植户开
始进行冬剪清园与越冬保护工作，以此促进
来年春季葡萄正常生长，对葡萄高产丰产具
有重要意义。 那么，葡萄种植如何越冬？ 近
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教授、陕
西葡萄产业体系岗位专家张宗勤提出以下

几点管理建议。
换架绑蔓：要把葡萄园内坏的、毁折的

架材全部更换。 再根据架形把主蔓、侧蔓绑
在架面上，棚架要根据空间把主蔓、侧蔓均
匀分在架面上引绑，把已经光秃、过密的主
侧蔓及时剔除更新。

整形修剪：通过整形修剪，可以调整葡
萄植株的树体结构，平衡枝蔓生长和果实生
长关系。修剪前先观察树势、树相，保证每亩
留冬芽 2500~4000�个；遵从“看、算、剪、查”
四步法，因树制宜修剪，将树形逐步改造为
“厂”形，架式为双十字“Y”形架。

清理园址： 清除园内的残枝、 落叶、病
果、杂草等，剥掉葡萄树上的老翘皮，以免给

越冬的病菌和虫卵留下藏身之所。冬剪后要
及时喷施药剂，可以在全园喷施 3~5 波美度
石硫合剂，消灭越冬病菌与害虫。

施肥灌水： 施基肥要在清理园地后进
行，肥料以腐熟的有机肥为主。 土壤开始上
冻前，灌越冬水，宜大水漫灌。冬季可根据天
气情况适时补水。 冬季灌水可以提高土温，
防止冻害，同时有助于肥料的分解和根系的
吸收， 为春季葡萄的生长发育创造良好条
件。

埋土防寒：冬季气温低于 -10 摄氏度的
地区，需要进行埋土防寒工作。 即从距根部
1.5 米外取土，将葡萄枝蔓理顺放入栽植沟，
再分一次或多次进行埋土。

枝干涂白： 在果树落叶后至封冻前，配
制石硫合剂或使用专用涂白剂对枝干进行

涂白。 涂白的位置以树干基部为主，由上而
下涂抹 1 米左右长度，剥除老树皮后涂白效
果更好。

谷幸

葡萄冬季管理抓住这些要点

�������2023 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
子展（CES）1 月 5 日开幕。 作为全球
最大的消费技术产业盛会之一 ，
CES 被视为国际消费电子领域的风
向标。 数百家中国企业克服疫情影
响来美参展，展示了在屏幕显示、智
能家居、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
的诸多创新技术和产品，彰显“中国
智造”的创新实力。

受疫情和全球经济形势影响 ，
参展的中国企业数量和展位面积较

疫情前有所下降，但 TCL、海信、联
想等知名中国企业依然以强大阵容

亮相， 一些中国初创企业携不同领
域的创新产品参会， 吸引众多展商
和媒体关注。

在高清电视领域， 中国企业展
示了多项炫酷产品：TCL 推出新一
代 98 英寸 Mini�LED、QLED 智屏及
全球首款 65 英寸 8K 印刷 OLED
显示器；海信展示了全球首款 8K 激
光电视及 110 英寸超大屏 8K 电视，
刷新人们的视听享受体验。

TCL 的一款 49 英寸 Mini�LED
曲面电竞屏吸引游戏玩家驻足体

验。 “屏幕的弧线造型很新颖，给人
环幕的感觉，清晰度很高，让我有身
临其境的沉浸感。 ”正在玩“使命召
唤” 游戏的英特尔公司工程师约瑟
夫·克斯戈默告诉记者。

人工智能一直是 CES 上一大
热点。 今年展会上，中国企业携各行
业的人工智能新产品、新应用亮相，
包括机器人、智能厨具、智能语音鼠
标、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眼镜等，成
为展会的一大看点， 吸引受众关注
和认可。

展会上， 海信的智能蒸烤箱前
香气四溢，厨师现场烹制的热狗、汉
堡、培根虾卷、鸡翅等美食让观展者

排起长队试吃。 作为智能家居的应
用之一，这款智能蒸烤箱可以分区、
设定不同温度， 所有食材可同时入
箱，箱内摄像头能识别食物，让使用
者实时看到食材状态、掌握进度，还
能记忆常用食谱和烹饪方法，大大节
省烹饪时间。

在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的中心

馆，一台外形酷似迷你版民航客机的
无人机吸引大量人群围观、拍照。 这
台名为“龙鱼”的无人机是深圳道通
智能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拳头

产品，其配备自主充电“机巢”，可自
动“回巢”充电，能够在山区等人员往
返不方便的环境执行安防、巡检及农
业相关任务。

清洁能源产品和应用也是本届

展会的热点之一，中国企业展示的太
阳能发电产品和应用场景吸引众多

户外爱好者、媒体、展商的目光。
总部位于深圳的华宝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旗下光充户外电源品牌

Jackery 电小二展示了最新光充户外
电源产品及磁吸可折叠太阳能电池

板，在光电转化、安全性能和智能互
联等方面取得突破。 据厂家介绍，其
光充户外电源 3000�Pro 可在 4 小时
内完成太阳能充电， 足够为长达 5
天的户外探险或遭遇山火、 暴风雪
等自然灾害时的家庭应急用电供

电。
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孙中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光充户
外电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体积小、
重量轻，能够为房车及微波炉、冰箱、
烤箱、咖啡机等家用设备充电，为人
们户外露营生活或应急用电提供便

捷、高效、安全可靠的绿色电源解决
方案。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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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大蒜硒含量？

������图①：1 月 6 日，参观者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
展上体验 TCL 的一款 49 英寸 Mini LED 曲面电竞屏。

图②：1 月 6 日，人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上参观海信展区。

图③：1 月 5 日，人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上参观。 新华社发

苹果树“吃饱穿好”能防寒

2023 年，全球有哪些科技大事值得期待

“中国智造”在美国消费电子展上彰显创新实力

冬季养鸡三要素

�������冬季是禽类最不舒服的季节，也是影响
畜禽经济效益最严重的季节。 由于气温低、
温差大，导致禽类的生长速度慢。因此，要加
强寒冷季节的饲养管理工作。

控制空气质量。饲养环境的空气质量是
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尤其在寒冷的季节，
保温与通风是冬季养殖环境的最大矛盾，重
视保温而忽视通风换气，易造成舍内空气污
浊、病原微生物增加。 养殖户要在保温的同
时，加强通风换气，以日夜温差不超过 5 摄
氏度为宜。同时，提高饲料的消化率，减少氮
排放，还要及时清扫粪尿。

关注饮水质量。 除了空气质量，养殖户
在寒冷季节也要关注水的质量。可以在饮水

中添加爱酸宝抑制病原菌繁殖，这样有利于
促进益生菌的繁殖、 提高消化酶的活性，提
高饲料转化率，促进鸡的生长，最大限度地
发挥生产潜力。 最好给鸡饮用 20 摄氏度左
右的温水， 可以防止鸡饮水后出现消化不
良、拉稀现象。

调配饲料营养。 冬季由于畜禽自身体温
控制，导致能量消耗加大，能量饲料的比例
增大。 其中，蛋鸡饲料蛋白做到 15%~15.5%
即可，相对提高能量饲料比例，代谢能做到
不低于 2700 大卡 / 公斤， 蛋能比 55%~60%
即可。 在蛋鸡全价料中添加 0.5%~1%的油
脂，既能补充能量的不足，还能提高饲料的
适口性。 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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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23 年，全球科技领域有
许多大事值得期待： 今年全球太空
探索活动丰富多彩， 月球探索成为
热议话题， 各类深空项目也排上日
程；多个大科学装置即将投入使用，
助力基础研究； 新冠疫情使医药领
域的发展广受关注 ， 全球首款
CRISPR 基因编辑疗法有望上市；
联合国气候大会和生物多样性大会

去年均达成重要成果， 今年的看点
是如何落实这些成果。

太空探索亮点多

新的一年， 各国竞相推进太空
探索的势头仍将延续。

月球探测是重点。 俄罗斯计划
把“月球 25 号”探测器送到月球南
极勘察水冰资源并验证软着陆技

术。 印度“月船 3 号”探测任务几经
推迟后暂定今年发射， 再度尝试将
着陆器和月球车送往月球南极。 日
本企业 “白兔 -R”1 号任务计划 4
月在月球表面的阿特拉斯陨石坑进

行软着陆。 美国航天局的小型卫星
“月球手电筒” 也将进入绕月轨道，
利用红外激光脉冲从月球南极永久

阴影区的陨石坑内寻找水冰。
深空探索领域， 今年一大看点

是发射窗口定于 4 月的欧洲航天局
“木星冰卫星探测器（JUICE）”。 该
探测器预计 2031 年飞抵木星附近，
届时开始对木星及其卫星系统的相

互关系和复杂性进行深入调查。
今年中国将继续保持高密度发

射。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日前发布
信息，该集团计划安排 50 余次宇航
发射任务； 空间站工程进入应用与
发展阶段， 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
模式； 全面推进探月工程四期和行
星探测工程等。 此外，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及中科宇航、 星河动力等航天
企业也将安排 10 余次发射。

物理突破新动力

近年来， 物理学的进步越来越
依赖大科学装置。 今年多个大科学
装置将投入使用， 有望助推物理学
取得新发现。

美国 X 射线激光器 “直线加速
器相干光源”的升级版“直线加速器
相干光源 -II”预计今年产生第一批
X 射线激光束。 升级后的 X 射线激
光器比原设备能力有重大飞跃 ，从
每秒发射 120 次激光脉冲提升到
100 万次，为材料、能源等领域的前
沿研究提供支持。

安装在法国低噪音地下实验室

的 “物质 - 波激光干涉引力天线
（MIGA）”预计今年启用。 它是一种
使用冷原子干涉测量法的新型设

备， 有助于捕捉现有引力波探测器
遗漏的引力波事件， 并能在寻找暗
物质等方面发挥作用。

中国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装置

计划于 2023 年年底左右完成建设。
这个建在地下 700 米深处的实验装
置以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为首要科

学目标， 以帮助理解微观的粒子物

理规律，寻找超越粒子物理标准模
型的物理现象。

药物研发受关注

今年， 新冠疫苗和药物研发仍
将是全球医学界关注重点。 多价疫
苗、鼻喷式疫苗 、小分子靶向药物
等方向有望继续突破，进一步丰富
人类应对新冠及更多传染病的“武
器库”。

除了应对疫情，还有更多新药
物和疗法受期待。1 月 6 日，阿尔茨
海默病新药 lecanemab 获美国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上市，3 期临床
试验显示该药能使早期患者认知

能力及其他功能衰退减缓 27%。 可
用于治疗 β 型地中海贫血和镰状

细胞病的基因编辑疗法 Exa-cel 预
计今年向美国药管局提交申请，一
旦获批将成为全球首款可实用的

CRISPR 基因编辑疗法。
信使核糖核酸 （mRNA）疫苗

在新冠疫情期间广泛应用，促进了
针对其他疾病的该类疫苗研发。 德
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近期将开展针

对疟疾、结核病和生殖器疱疹的候
选 mRNA 疫苗临床试验， 还将与
美国辉瑞公司合作对一款旨在降

低带状疱疹发病率的候选疫苗开

展临床试验。

生态治理看落实

2022 年全球频发自然灾害和

极端天气 ， 进一步凸显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必要性。 2022 年 11
月至 12 月 ，《湿地公约 》第十四届
缔约方大会 （COP14）、《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
方大会 （COP27）和 《生物多样性
公 约 》 第 十 五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15）第二阶段会议接连举行，
扩大了各方在保护生态环境、应对
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转型等领
域的共识，对推动未来一个时期全
球生态文明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

义。 在阶段性成果基础上，各缔约
方今年将继续推动后续谈判及成

果落地。
建 立 损 失 与 损 害 基 金 是

COP27 大会成果一大亮点，该基金
旨在向最脆弱和受气候变化影响最

严重国家提供财政援助。 COP27 大
会与会各方同意成立一个 “过渡委
员会”，就损失与损害基金的筹资安
排和运作向今年年底在阿联酋迪拜

举行的 COP28 提出建议。 “过渡委
员会” 第一次会议预计将于今年 3
月底前举行。

在 主 席 国 中 国 的 引 领 下 ，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 “昆
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简称“框架”），设立了到 2050年
的 4 个长期目标和到 2030 年的 23
个行动目标等。 COP15主席、中国生
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未来两年
中国将继续担任主席国， 积极引导
“框架”目标落地，确保大会通过的
相关决定得到全面落实。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