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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上也有玻璃！5 月 7 日，记者从中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获悉，通过对嫦娥五
号月壤样品开展系统的物质科学研究，我
国科研人员发现了多种类型、不同起源的
月球玻璃物质。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在嫦
娥五号月壤中首次发现天然玻璃纤维。 相
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

提起玻璃，我们通常会想到漂亮的落
地窗、多彩的玻璃工艺品和随处可见的电
子屏幕。 其实，玻璃不仅是重要的人造材
料， 而且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天然物
质。 即使是在荒凉贫瘠的月球表面，仍然
存在着由火山喷发、地质运动、陨石撞击
等活动产生的丰富的玻璃物质。

许多月球上的玻璃可以稳定地存在

亿万年。 月球玻璃是探索月球奥秘的重要
材料，不仅保存了古老的月球物质，还记
录着其形成时的环境信息。 “嫦娥五号月
壤样品为揭示月球起源与演化、认识月球
表面和空间环境、促进月球资源原位利用
等提供了绝佳机遇，也为地外玻璃物质研
究提供了宝贵样本。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
员白海洋说。

此次，研究人员综合分析了嫦娥五号
月壤样品中玻璃物质的形态、成分、微观
结构和形成机制。 他们发现，月球表面存
在着固、液、气多种转变路径的玻璃起源。

月球表面频繁遭受的陨石及微陨石撞击

导致的矿物熔化和快速冷却，产生了各种
形态的玻璃物质，包括球状、椭球状、哑铃
状等旋转形状的玻璃珠，气孔构造的胶结
质，流体形态的溅射物等。

“这些撞击起源的玻璃物质记录了月
球表面从数千米到纳米的多尺度撞击事

件，相关凝固玻璃的形态取决于撞击温度
主导的玻璃形成液体的黏度，由此可反推
出陨石的撞击强度，对理解月壤的形成与
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科院物理所赵睿
博士介绍。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研究人员在嫦娥
五号月壤中首次发现了天然玻璃纤维。 这
些具有超高长径比的玻璃纤维来源于撞

击过程中黏稠液体的热塑成型。 和低长径
比的玻璃珠相比，形成这些玻璃纤维的液
体黏度要更高，意味着对应的撞击温度和
撞击速率更低。 这反映了月球表面较为温
和的微撞击事件。

同时，“这些天然的玻璃纤维证明，月
壤具有良好的玻璃形成能力和优异的加

工成型特性，肯定了在月球表面就地取材
利用月壤加工生产玻璃建材的可行性，将
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中
科院物理所副研究员沈来权说道。

据 5 月 8 日《科技日报》

南乐县邵先生问： 大葱叶尖发
黄如何防治？

濮阳农林科学院研究员张雪平

答：如果是外叶发病，为地下假茎叶
鞘腐烂导致， 这是典型性大葱白腐
病， 由不完全真菌亚门小菌核属的
白腐小核菌引起， 病菌菌核在土壤
中或大葱病残体上存活越冬， 遇根
分泌物刺激萌发长出菌丝侵染植株

的根和茎，借灌溉、雨水蔓延传播。
病菌侵染和扩展适宜温度为 15摄氏
度至 20 摄氏度，其营养菌丝在无寄
主的土中不能存活， 所以病菌往往
是成片发生或成行发生。 一般春末

夏初、 温度较低、 多雨季节发病严
重，夏季高温不利该病流行。

防治措施：
1. 种植大葱时要实行 3 至 4 年

轮作；
2.种植期间，及时清理田间病株

和病残物；
3. 播种前将葱种用 50%速克灵

（腐霉利）或 50%扑海因（异菌脲）可
湿性粉剂 1000 倍液浸种 20 分钟；

4. 大葱生长期按包装喷雾浓度
选用嘧霉胺、醚菌酯、苯醚甲环唑 、
菌核净、乙烯菌核利、甲基立枯磷等
进行灌根。

■科技服务热线·6661606

葡萄花期前后是周年管理的关键时

期之一， 决定着葡萄果实的品质和产量。
这个时期不仅是植株管理的关键时期，也
是花穗修剪及果穗修剪的关键时期，同时
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

科学施肥

要做好硼、锌等微量元素肥的补充施
用工作。 如植株缺硼，会降低葡萄的开花、
坐果率，容易出现落花落果等现象；如植
株缺锌，会导致幼果膨大受阻，出现大小
粒现象。 种植初期，在土壤内施入适量的
硼、锌等微量元素肥，并在花果期各追施 1
次。

温度控制

葡萄设施栽培中，进入花期后，要适
当提高棚内的温度，白天的温度控制在 26
摄氏度左右， 昼夜温差保持在 10 摄氏度

左右。
湿度调节

要做好水分管理工作， 控制好浇水
量， 浇水时不能大水漫灌， 湿度控制在
60%左右。做好通风换气，如果湿度过高容
易引起灰霉病。

保花保果

葡萄花期要做好保花保果。 如遇到长
时间的阴雨天气，对葡萄结果及果实的品
质非常不利，要适当喷洒赤霉酸等药剂进
行保花保果。

病虫害防治

葡萄花期常见的病虫害有灰霉病、褐
枯病，以及斑衣蜡蝉、绿盲蝽等。 在进行病
虫害防治时，不可在开花期间喷药，要在
开花前后喷药， 防止药剂对花朵的花粉、
柱头等造成损伤，降低坐果率。 刘志平

棉籽饼是饲喂家畜常用的蛋白质饲料，但棉
籽中含有对动物有害的棉酚及环丙烯脂肪酸。棉
酚对家畜的危害很大，单胃动物过量摄取或摄取
时间较长，可导致生长迟缓，繁殖、生产能力下
降，甚至死亡。

在母牛干奶期和种公牛日粮中不要使用棉

籽饼粕，犊牛日粮中可少量添加，成年母牛日粮
中棉籽饼粕的添加量一般不超过精料的 20%，在
架子牛育肥日粮中，棉籽饼粕可占精料的 60%。

去除棉酚毒素的方法。取草木灰或生石灰适
量，加入 100 公斤清水搅拌均匀，沉淀后取上层
清液浸泡棉籽饼，棉籽饼液比例为 2：1，浸泡 24
小时后再用清水过滤 3 至 4 遍即可。

在每百公斤土榨棉籽饼中加硫酸亚铁 1.2 至
1.5 公斤，机榨棉籽粕只需加 0.15 至 0.2 公斤，再
以适量清水浸泡 4 至 6 小时即可。

用 2%的碳酸氢铵或 1%的尿素溶液均匀
喷洒在棉籽饼粉上充分拌匀 ， 饼粉含水量达
15%为宜 ， 然后用塑料薄膜密封闷 24 小时即
可。

用 24 公斤的 15%的纯碱溶液喷洒在 100 公
斤棉籽饼粕上， 充分拌匀后用塑料薄膜密封闷 5
小时，然后蒸 50 分钟晾干；也可用浓度为 1%的
氢氧化钠溶液浸泡 3 至 4 小时后沥去溶液，用清
水冲洗干净、晾干，在 110 摄氏度的高温下蒸煮 3
至 5 分钟即可。 李发庭

5 月气温升高、 降雨
增多， 此时的蔬菜正处于
旺长期， 同时高温高湿易
引发病虫害， 如防治不及
时， 将对蔬菜品质产生很
大影响。 那么 5 月的蔬菜
常见病虫害及其防治药剂

有哪些呢？
霜霉病
霜霉病主要危害大白

菜、小白菜、萝卜、番茄、辣
椒、黄瓜等蔬菜，受损植株
的叶片上会有一层霉菌。

防治药剂：嘧菌酯、霜
脲·氰霜唑水分散粒剂、烯
酰·吡唑酯水分散粒剂。

病毒病
病毒病主要危害瓜

类、豆类、十字花科 、茄科
蔬菜，会引起叶面收缩、卷
曲、枣化等现象。病害严重
时可导致叶片生长缓慢或

落叶，甚至整株死亡。
防治药剂： 盐酸吗啉

胍、羟烯吗啉胍、氨基寡糖
等。

早疫病
早疫病主要危害西红

柿，发病初期 ，其叶 、茎和
果实上会出现暗褐色或黑

色圆形小斑；严重时，几个小斑会连成一片；
潮湿时，斑上有黑色霉变。 病害严重时，会导
致枝条折断、果实脱落。

防治药剂 ：嘧菌酯 、代森锰锌 、百菌清
等。

菜青虫
菜青虫主要危害甘蓝、花椰菜、卷心菜、

萝卜等十字花科蔬菜。 当幼虫增多时，会把
叶子吃成洞或槽口，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防治药剂：拟除虫菊酯（溴氰菊酯、氯氰
菊酯、三氟氯氰菊酯等）等。

小菜蛾
小菜蛾主要危害大白菜和萝卜。 一龄幼

虫取食叶肉后在菜叶上形成透明斑点，造成
菜叶损伤。 三至四龄幼虫可在菜叶上打洞、
挖槽取食，严重时将整片菜叶吃成网状。

防治药剂：阿维菌素苯甲酸酯、阿维菌
素等。

蚜虫
蚜虫种类繁多，包括萝卜蚜、甘蓝蚜、烟

草蚜、桃蚜、瓜蚜、豆蚜等。 蚜虫会传播病毒
病。

防治药剂：用黄板来引诱蚜虫，有翼蚜虫看
到黄板，会一个接一个地掉在上面。 每亩用洗衣
粉 400至 500倍液 60至 80公斤也能杀灭蚜虫，
或用苦参碱、吡虫啉等化学药品控制。

红蜘蛛
红蜘蛛危害初期，会在叶脉上造成叶尖

大小的白斑， 白斑会迅速发展成灰色或黄
色，这会抑制植物的光合作用，造成叶片失
水、失绿、发黄、干燥和脱落。

防治药剂：可选用阿维菌素、联苯菊酯、
阿维菌素、甲氰菊酯等药剂，并注意交替使
用。 据《农业科技报》

排水降渍涝

密切关注天气，做好暴雨、洪涝、冰雹等灾害
性天气防范应对工作。 对低洼积水地块，及时疏
通沟渠，迅速排出田间积水，最大程度减少植株
受浸时间。同时，清除植株上的泥沙和杂物，促进
叶片尽快恢复光合作用和生理机能。

中耕促散墒

积水浸泡易造成土壤板结， 降低土壤通透
性，不利于作物生长。 加强划锄，促进通气散墒，
对死苗率超过 60%的地块， 视情况及时翻耕补
种，或改种鲜食、青贮玉米及其他短季作物。

追肥补养分

泡水、过水地块土壤养分流失严重，应结合

中耕及时追肥，追施速效氮肥，推荐机械侧深施，
离苗 10 厘米左右，注意及时埋土。 对发生渍涝和
遭受雹灾的地块，通过喷施磷酸二氢钾、芸苔素
内酯等叶面肥料和生长调节剂，促进植株尽快恢
复生长。 有条件的地区可与病虫防控药剂一并施
用，做到一喷多效。

防控病虫害

加强玉米病虫害监测预警， 做好应急防治、
统防统治和联防联控，切实减少病虫害造成的损
失。 重点关注炭疽病、褐斑病、茎腐病，以及黏虫、
玉米螟、棉铃虫等病虫害，及时开展防治，科学安
全用药。

滕松

大葱叶尖发黄如何防治

玉米涝害怎么应对

如何使用棉籽饼饲喂家畜

嫦娥五号月壤中
发现天然玻璃纤维

葡萄花期注意事项

———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

让中国式现代化“数字引擎”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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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东京 5 月 9 日电 （记者钱
铮） 地球上生命如何诞生？ 有科学家提出
陨石给地球带来生命所必需的有机物，也
有观点认为闪电促成地球生命出现。 一项
新研究则提出，地球上生命的诞生可能是
太阳剧烈活动所促成。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

日前在学术期刊《生命》上刊文说，他们通
过一系列实验发现，太阳活动产生的高能
粒子可能与地球早期大气中的气体碰撞

并发生化学反应， 形成氨基酸和羧酸，即
蛋白质和有机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

实验中，研究团队模拟地球早期大气
组成，准备了二氧化碳、氮气、水蒸气和甲
烷的混合气体，再用加速器产生的高能质
子束（模拟太阳粒子）照射或火花放电（模

拟闪电）点燃混合气体。 结果发现，只要甲
烷比例超过 0.5%，质子束照射后的混合物
中就可检测到氨基酸和羧酸，但是火花放
电需要大约 15%的甲烷浓度才能形成氨
基酸。

研究人员表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太阳产生的高能粒子似乎可提供比
闪电更有效的产生氨基酸的能量。 而且，
在地球形成初期，太阳表面发生剧烈爆发
的频率可能较高，并释放大量高能粒子。

研究人员还说，太阳释放的高能粒子
使地球早期大气产生有机物的量可能超

过陨石带到地球的有机物的量。 太阳表面
的剧烈爆发如果发生在今天，或许会给人
类文明造成严重打击， 而在地球形成初
期，可能促进了生命的诞生。

地球生命如何诞生
科学家又有新发现

席卷全球的数字化浪潮正在重塑经济社会

各方面、各领域，不断引发新变革、创造新机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
字中国。 今年 2 月，《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出炉，为数字中国建设作
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数字中国蓝图有了最全
面的擘画。

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风向标 ，4 月 27
日，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开
幕。 峰会以“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为主题，以宣传贯彻落实《数字中国建设整体
布局规划》为主线，集中展示数字中国建设最新
成果，分享发展经验，以数字中国建设推动高质
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在会

上发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2023 年）》，
2022 年我国整体数字经济规模首次突破 50 万亿
元 ， 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的渗透率分别达到
10.5%、24%和 44.7%。

数字中国建设正当其时。 如《规划》所言，建
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夯实数字时代技术根基
根据工信部最新数据，截至 3 月底，我国建

成超过 264 万个 5G 基站， 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
力的端口数超过 1793 万个。 5G 应用已覆盖 52
个国民经济大类， 工业互联网已覆盖 45 个国民
经济大类，全国 5G 和千兆光网“双千兆”网络应
用案例数超过 5 万。

以 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
一代数字技术动能强劲。 但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左
宁在会上也坦言：“我国数字技术长期跟随式发
展，仍不能有效支撑数字中国的建设。 ”

加强原创性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不

言自明。 科技部副部长相里斌表示，为助推数字
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部瞄准集成电路、高端芯
片、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量子信息、脑科学等
战略前沿领域进行技术研究，同时贯彻总体国家
安全观，推动数字安全技术的研发和服务，聚焦
大数据安全、网络治理等需求，推进数字安全、网
络安全技术能力的提升。

工信部副部长徐晓兰表示， 工信部将推动
6G、光通信、量子通信等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
加大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研
发力度，同时深入梳理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数字化
转型中的关键技术，“心中有数，路径统一，坚决
打赢核心关键的产业技术攻坚战”。

强化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
智能老年人代步车、超大巨幕裸眼屏、与真

人同步舞蹈的虚拟人、可应用于无人区作业的智
慧远程驾驶舱、让文物细节纤毫毕现的数字文物
库……与峰会同期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国际数字
产品博览会上，超过 160 家数字经济领域企业携
前沿数字产品亮相，首展率 52.5%，高科技含量占
比 43%。

“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
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
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企业
在数字中国建设创新体系中应该也必须占主导

地位。 ”陈左宁表示，“根植于最有活力的市场，数
字信息技术可以迸发出很大的创新性。 ”

“数字经济在 GDP 中的占比在 2025 年预计
超越 50%，从互联网 2G 时代的门户网站，到 3G
时代的社交软件， 再到 4G、5G 时代视频产业的
大爆发， 如今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我们又站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 ”阿里巴巴集团
董事局主席张勇说，“新一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
济的深度融合将根本性地改变各行各业的产业

实践和运行方式。 ”
为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相里斌强

调，要积极支持企业牵头、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建
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打造产业延伸融合的技术
创新平台， 贯穿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展技术攻
关， 鼓励引导民营企业围绕国家需求积极攻坚，
引领新一轮数字化智能化研究新征程。

推动数据安全流通和共享

“和过去相比， 现在的数字经济有一个新的
特征———它是数据驱动的。 而中国是全球第一个
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行战略谋划的政府。 ”余
晓晖表示。

作为新型生产要素， 数据已经快速融入生
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的各个环节 。
“数据要素有序释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
支撑 。 数据资源共享开放 、流通交易 、开放利
用和安全保护是决定数字中国建设成败的关

键 ， 也是迄今为止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
战。 ”陈左宁直言。

在她看来，释放数字价值的根本动力是数据
的流通和共享，它绝不能被简单类比为传统商品
的流通共享，其核心保障是开放环境下共享数据
的安全，这是一大难题，“需要数据所有者、使用
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协调。 我们要构建以内生式的
数据安全体系实现共享、计算、监管与安全的体
系化融合”。

“数字中国的建设需要技术领先的安全能力
来保障。”中国电子董事长曾毅同样强调 ，在网
信领域 ， 安全往往依靠技术的绝对领先才有
可能实现 ， 当前我国在信息安全技术上尚存
差距 ，而网络安全的形势又越发紧迫，因此，在
激发数据活力、激荡数字经济的同时，安全题是
必答题。

据 4 月 28 日《科技日报》

5 月 8 日，重庆市黔江区中塘镇胜利村村民在进行油菜脱籽（无人机照
片）。 最近，贵州、重庆等地迎来了油菜收获的季节，村民加紧收割油菜，收获
菜籽。 新华社发 (杨敏 摄)

油菜收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