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最广泛接受的宇宙学模型指

出 ， 宇宙是从约 138 亿年前的一次大
爆炸开始形成的 。 但加拿大科学家开
展的一项新研究表明 ， 宇宙的年龄可
能为 267 亿岁 ，约为此前认为的两倍 。
该研究结论不仅挑战了主流宇宙学模

型 ，也为所谓的 “不可能的早期星系问
题 ”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相关论文刊
发于最新一期 《皇家天文学会月刊 》。

科学家通过测量宇宙大爆炸以来时

间的流逝，并根据来自遥远星系的光的红
移研究最古老的恒星，以及对宇宙微波背
景辐射和宇宙膨胀等现象的精密观测，估
算出宇宙的年龄为 137.97 亿岁。

但是这一模型并不完美，它存在一些
难以解释的矛盾和悖论。其中之一就是所
谓的“不可能的早期星系问题”，即在宇宙

形成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非常大、非常
亮、非常成熟的星系。 例如，詹姆斯·韦布
空间望远镜就发现了处于高级进化状态

的早期星系。这些星系在大爆炸后仅 3 亿
年左右就已经存在，其成熟度和质量似乎
表明宇宙已经演化了数十亿年。 此外，像
“玛土撒拉星” 这样的恒星似乎比宇宙还
要古老。

研究人员引入了保罗·狄拉克假设的
“耦合常数”的概念。耦合常数是控制粒子
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物理常数，狄拉克认
为这些常数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如果允许这些常数发生变化，韦布望
远镜在高红移下观测到的早期星系形成

的时间框架可从数亿年延长到数十亿年，
为其处于更高发展水平提供了更可行的

解释。 据 7 月 17 日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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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通风。 保持舍内通风换气， 有效降低
空气湿度， 带走舍内热量， 降低硫化氢、 氨气
等有害气体的含量 ， 使舍内空气凉爽 、 新鲜 。
一般可通过安装湿帘降温， 采用纵向通风； 或
增加风机数量， 加快舍内空气流动速度； 还可
以安装电风扇等达到较好的通风换气效果。

隔阻热源。 一方面可在鸡舍窗户上搭遮阳
棚或悬挂半透光黑帘， 隔断热源； 另一方面可
把鸡舍向阳墙壁和舍顶用白色涂料漆白， 增强
反射， 减少热量吸收； 此外， 有条件的还可在
鸡舍周围种草植树， 通过植物吸收热量， 降低
舍内温度。

补充水分。 夏季养鸡必须提供充足的饮水，

可在饮水中加入适量的抗热应激 、 消暑药物 ，
在鸡活动的范围内要放置一定数量的饮水器

（槽）， 鸡群饮水时间是上午 6 点至 10 点， 这个
时间段较凉爽， 饮用水的温度控制在 8℃~12℃，
可以在水中添加冰块或使用深井水等， 降低水
的温度。 注意将饮水管道埋在地下， 定期检查
饮水乳头是否堵塞。

降低饲养密度。 按品种差异降低饲养密度，
保证鸡只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一般来说， 一只

鸡在鸡舍的占地面积为 0.4 平方米， 这样就不会
对它们的生长带来影响， 尤其到了夏天， 更要
合理控制密度， 从而达到降温的目的。

加强管理 。 夏季高温天气应调整饲喂时
间和次数 ， 尽量选择在凉爽的时间内喂料 ，
并注意匀料 。 注意保持舍内的环境卫生 ， 每
天坚持清除鸡舍粪便 ， 减少粪便在舍内的产
热 ， 用刮粪机刮粪的鸡场要比平常多刮粪 1
至 2 次 。 （李明）

濮阳县王先生问 :玉米出苗发黄
啥原因？

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胡占菊答:
缺素症： 玉米为锌敏感作物， 缺

锌会出现白化苗， 看似玉米苗黄。 一
般锌肥以基施为好， 若生长期发现缺
锌， 会出现长不高、 叶片小的症状。
可于苗期每亩用 1~2 千克硫酸锌拌细
土 10~15 千克 ， 条施或穴施 ； 或用
0.1%硫酸锌溶液 （注意： 浓度不得超
过 0.4%， 以免造成肥害 ） 在苗期至
拔节期间隔 7 天连续喷施 2 次， 亩用
肥液 60 千克。

间苗 、 定苗不及时 ： 玉米出苗
后， 应在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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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灵活掌握， 按照栽培品种所要求的

密度定苗。
浇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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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造成弱苗、 苗期发黄。

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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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枯病多在二、 三叶期开始发病，
病苗叶片发黄干枯， 边缘焦枯， 叶片由
下向上逐渐发黄干枯， 根毛较少， 根系
变褐发育不良， 造成黄苗弱苗。

水渍苗 ： 玉米苗期往往正逢雨
季， 低洼地块排水不良或小麦收割时
辗压处积水， 造成苗黄。

除草剂危害： 除草剂使用不当，
随意加大除草剂用量， 盲目与其它农
药混用 ， 用药浓度过高 ， 喷雾器互
用， 使用假冒伪劣除草剂， 都会造成
玉米黄苗。

高温和干旱， 对玉米的生
长发育和产量造成了一定影响。
面对这种不利因素， 我们应当
积极应对， 因地因苗加强田间
管理， 促进玉米的健康发展和
提高产量， 减少不利因素造成
的影响， 力保玉米产区夺得丰
收。

当前玉米生长发育情况

夏玉米播种时间集中在 6
月 11 日至 18 日， 目前尚处在
苗期 ， 大部分处在 4~7 展叶 ，
播种出苗早的开始拔节。 从整
体情况来看， 夏玉米由于播种
时间相对集中且各地气候差异

不大， 地块之间的差异相对较
小。 春玉米则由于各地地形地
势及气候的差异， 加之覆膜与
露地栽培的区别， 导致田块之
间玉米植株生长发育进程差异

较大。
干旱和高温对玉米生长发

育的影响

今年玉米生产当中的突出问题就是

干旱， 且较常年偏重发生。 旱情期间夏
播玉米大多处于苗期阶段， 适度干旱对
幼苗生长发育总体影响不太大， 但部分
地块个别品种的分蘖偏多发生。 春播区
玉米旱情发生期间大多处于大喇叭口至

抽雄前期， 此期干旱 （俗称 “卡脖旱”）
对玉米植株生长发育影响较大， 主要是
影响雌穗的发育和花丝形成， 对将来果
穗结实产生一定影响； 受旱较重地块将
导致雌穗发育畸形、 雌雄脱节， 严重影

响产量。
高温对开始抽雄的春播玉米

主要影响雄穗花粉的发育， 使花
粉活力下降而导致授粉与结实不

良。 当前高温对尚处在苗期的夏
玉米幼苗生长发育影响不大。 高
温条件下植株蒸腾及土壤蒸发量

较大， 容易造成土壤墒情不足而
加重旱情， 特别是目前旱情较重
的春播玉米。

加强田间管理

当前的田间管理要因地因苗

采取不同的措施。 对于未受旱灾
影响的正常地块要以 “促壮增
产 ” 为主 ， 对于受灾地块要以
“保产减损 ” 为要 。 前期受旱的
春玉米， 一是要充分利用当地灌
溉设施及现有的水资源条件， 采
取多种方式进行补充灌溉， 尽可
能降低产量损失； 补充灌溉时要
掌握 “先重后轻、 先大后小” 的
原则， 优先灌溉旱情重、 植株发
育早的地块。 此外还可喷施腐殖

酸类抗旱剂和磷酸二氢钾水溶液等， 以
提高受害植株的抗逆能力。

对于前期未受旱情影响的春播玉米，
要结合灌溉或降雨及时追施穗肥， 促进
穗花发育， 提高籽粒产量。 夏玉米当前
要加紧苗后除草， 减少杂草对土壤养分
和水分的消耗。 另外做好病虫害的防控，
重点防控地老虎、 二点委夜蛾、 蓟马和
苗枯病等病虫害。 对于有灌溉条件的农
田， 出现旱情时应及时补充灌溉， 确保
玉米植株健壮生长。 据 《河北科技报》

七八月份， 是果树下一年度果品产
量高低成型的关键时段。 要判断果树来
年产量的高低优劣 ， 就要看果树长得
“好坏”！

其一看条子的长度。 在树冠上， 春
梢的生长长度以 30~40 厘米为宜， 且能
及时停长， 不发秋梢或极个别枝发秋梢
为宜 。 高纺形树形的外围春梢长度以
20~30 厘米为宜， 以不发秋梢为最好。

其二看条子的木质化程度。 条子的
木质化程度越高， 说明条子中积累的养
分越多， 对应的延长根系越健壮， 利于
花芽的分化形成， 利于营养生长向生殖
生长的转化。 主要外观表现为及时停长
（花后 4至 50 天）， 长度达到生长指标 ，
颜色发红， 粗壮度好。

其三看叶子。 植物的生长主要靠叶
子和吸收根 （毛细根）， 树上的叶子和地
下的吸收根是一个平衡对应关系， 叶好
根就好。 植物靠叶子的光合作用制造出
自身需要的有机营养、 提调水分和无机
营养。 根系的作用是吸收水分和矿物质。

判断叶子的好坏？ 一是看叶相， 二
是看叶子角质层厚度， 三是看叶面亮度。
一般来说 ， 叶色黄绿 、 叶片边缘上翘 、
叶片肥厚而大、 叶片硬而脆就是好叶子；
否则叶子就不好。

其四看芽子 。 芽子是成花结果的
基础 。 好芽生好枝 ， 好枝形好花 ， 好
花结好果 。 好果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
标 ， 因此形成好芽 ， 是果树高产稳产
的前提和首选 。 所谓的好芽指的是单
芽 ， 单芽的好坏对果树的良性健康发
展尤为重要 ， 一般用单芽饱满程度判
断果树生长优良与否 。 好枝条上的芽
基部和梢部都很饱满 ， 且饱满程度高
而整齐 、 芽间距均匀 。

其五看整个树的表现 。 到七月份 ，
果树外围新梢长度在 30 厘米左右， 叶片
亮而厚， 基本不发秋梢或秋梢极少， 有
少量或极少量的徒长枝。 树体结构圆且
以树根为中心比较平衡， 枝轴单轴延长，
小枝组以桶状均匀排列分布， 长中短枝
比例在 2∶1∶7。 农科

桃树结果后 ， 消耗了大量的营养 ，
桃树采果后如能及时加强技术管理， 可
以增加树体的营养积累， 尽快恢复树势，
形成良好花芽， 为提高下一年的桃产量
和质量创造有利条件。

桃采收后， 及时追施一次速效化肥。
初果期树每株施用尿素 0.25 公斤， 成龄
树每株施用尿素 0.5 公斤。 一定要控制
氮肥的施用量， 防止枝条徒长， 影响花
芽分化。 结合病虫害防治进行叶面喷肥，
8 至 9 月用 0.3%~0.5%磷酸二氢钾溶液，
每次间隔 15 天。

9 至 10 月结合深翻扩埯施一次基
肥， 以充分腐熟的农家有机肥为主、 三
元复合肥为辅。 初果期树每株施用有机
肥 50 至 100 公斤、 三元复合肥 0.5 至 1
公斤 ； 成龄树每株施用有机肥 100 至
200 公斤、 三元复合肥 1 至 2 公斤 。 施
肥方法用环状沟或放射状沟均可， 施肥
深度为 30~50 厘米。

桃采收后一般雨水较多， 可不必浇
水； 若干旱时间太长， 可酌情浇水补墒；
雨季要排水防涝、 中耕除草， 防止土壤
板结。 （李胜）

玉米出苗发黄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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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月如何判断果树长势

桃树采果后的管理

养鸡如何做好防暑降温

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记者 魏梦佳 马
晓冬 ） 16 日 ，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场内 ，
800 余名海内外科学家及知名学者共聚一
堂 ， 重点围绕数学 、 理论物理 、 理论计算
机与信息科学三大基础科学领域的最新发

展成果展开探讨交流 ， 展望未来基础科学
的发展方向 。

当天， 主题为 “聚焦基础科学， 引领人类
未来” 的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
吸引了包括 10 多位菲尔兹奖得主 、 图灵奖得
主、 诺贝尔奖得主， 以及 50 余名各国院士在内
的 300 余名海外科学家及知名学者前来参加。

“基础科学研究不仅是为了满足我们对物质

本质、 宇宙结构和历史的好奇心， 也是为了在
知识上探索出真正伟大的发现和进步 ， 从
而催生新技术 。 ” 开幕式上 ， 诺贝尔物理学
奖得主 、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戴维·格罗斯
教授表示， 当前人类面临气候变化、 环境污染
等诸多挑战， 而解决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加强
基础科学等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基础科学是引领人类未来、 推动社会进步
的强大动力。”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主席、 菲尔兹
奖得主、 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教授期
待， 能通过这样大规模的学术交流， 为世界基
础科学发展作出贡献。 “我希望国际知名学者
能加强对中国的了解， 也希望年轻学者、 学生

们积极与世界一流学者交流， 从而树立明确的
目标。” 他说。

记者从大会组委会获悉， 本届大会将持续
两周， 举办 500 余场大会报告、 专题学术会议
及卫星会议。 “数学与物理巅峰论坛” “基础
科学与人工智能论坛” “科学家面对面” “中
国当代数学展览” 等系列活动， 不仅将为中外
学者交流与共享学术成果搭建平台， 也将为青
少年提供与世界著名科学家交流对话的机会。

开幕式当天， 颁发了基础科学终身成就奖
和前沿科学奖。 多个国际学术组织的代表以及
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等 10 余所
国内高校校长也受邀参会。

聚焦前沿成果 加强合作共享

中外科学家在京共话“基础科学”

■ 科技要闻回顾

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 （记者 胡

喆） 记者 18 日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 / 水
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 “鲲龙”AG600 已完
成典型灭火场景验证试飞科目，这标志着
“鲲龙”AG600 已具备执行灭火任务能力。

近年来，航空工业“鲲龙”AG600 项目
研制团队着眼森林防火迫切需要 ，坚持
并行推进适航取证和实战应用验证 ，
按照 “先平台后任务 、先平原后高原 ”
循序渐进的思路 ， 重点推进适航验证机
安全性、灭火功能效能、平原 / 高原典型
任务场景、飞行保障能力、安全应急能力
等方面验证工作。

今年上半年，“鲲龙”AG600 三架试飞
机并行在珠海、蒲城、荆门、安顺、六盘水、
西昌累计开展 172 架次 /430 小时试飞 ，
完成飞机本体失速、机动特性等平台操稳

科目及灭火任务系统验证； 完成 12 吨齐
投、6 吨 /3 吨连投等不同投水模式，平飞、
转弯、 俯冲不同投水姿态，23 至 100 米不
同投水飞行高度，220 至 284 千米 / 小时
不同投水速度等各种任务模式验证，相关
技术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现阶段已具备
安全出动执行灭火任务的实战化应用能

力。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当前，具备完全自主配套核心
机载系统的 “鲲龙”AG600 已全面进入适
航验证阶段， 计划 2024 年度取得型号合
格证。 后续，航空工业将进一步加大国产
航空装备融入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研究，深
入开展国产航空装备体系化市场开拓、综
合化运营保障、实战化应用演练，加快形
成以 “鲲龙”AG600 为龙头的国产航空应
急救援装备体系。

蓦然回“首”
●首创口服化疗药物能治疗前列腺癌
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首创的口服药物来破坏

前列腺癌细胞代谢，并将化疗药物顺铂直接输送到前列
腺癌细胞中。 团队在人类癌细胞和前列腺癌小鼠模型中测试
了新方法，表明它在缩小难治性癌症方面是安全有效的。

科技聚焦

●科学家发现大量未知蛋白质折叠
蛋白质结构及其折叠的空间究竟有多大？ 一项开创

性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了新线索：日本研究人员着手揭示
大自然在多大程度上探索了可能的蛋白质拓扑空间，结
果发现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前所未知的蛋白质折叠，扩
大了人们的理解并揭示了“蛋白质宇宙”的深度。

●能设计新蛋白质的 AI 再现突破
美国科学家公布一项结构生物学新突破：一种能设

计新蛋白质的深度学习方法，名为（RFdiffusion）。 其能生
成各种功能性蛋白质，包括在天然蛋白质中从未见过的
拓扑结构。

科技之“最”
●迄今最高分辨率人类胚胎发育图面世
美国科学家使用荧光染料和激光显微镜这两种常

见的实验室工具，实时拍摄了迄今为止最详细的人类胚
胎发育图像。 这一成果使研究人员能在不对胚胎进行基
因改造的情况下研究其发育最初几天的关键事件，而此
前由于伦理问题，限制了某些成像技术在人类胚胎中的
使用。

●迄今最精确测量证实电子“非常圆”
美国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精确度达到创纪录水平

的新测量，证实了电子中电荷的分布基本上是完美的圆
球形。 该结果意味着，要解开宇宙中物质为何多于反物
质这一谜团需另辟蹊径。

技术刷新

●人工智能快速解码脑癌基因组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团队设计了一种人工智能医

疗工具，可快速解码脑肿瘤的 DNA，以确定其在手术过
程中的分子身份，而现有方法需要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
才能获得这些关键信息。

科技轶闻

●科幻元素全息成像走进现实
加拿大和英国研究人员在量子技术的启发下，开发

出一种新型全息摄影技术， 用激光来构建三维 （3D）图
像，就像在《星际迷航》和《星球大战》中出现的一样。 这
项研究有望彻底改变 3D 场景重建，在自动驾驶、增强现
实、纳米技术和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大显身手。

据 7 月 17 日 《科技日报》

7 月 17 日，农民在围场一处
“牧光互补”光伏发电场放羊。

近年来，河北省围场满族蒙
古族自治县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采取光伏、
畜牧饲料种植和绿色养殖相结

合的方式，利用光伏板下土地种
植优质牧草，提高草原植被覆盖
率，优化生态环境。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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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
AG600已具备执行灭火任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