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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光伏发电是全球绿色转型

的“生力军”。尽管太阳能电池板已“飞
入寻常百姓家”， 但它们并非尽善尽
美。为此，科学家还在孜孜不倦探索新
技术，力求使其更高效、更可靠。 美国
the�cool�down 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
列出了研究人员今年取得的五大极具

发展潜力的太阳能创新技术突破。

钙钛矿电池：稳定耐用性增加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曾被《科学》
杂志评为 2013 年十大突破之一，更被
视为下一代光伏技术的璀璨明星，其
受关注程度与日俱增。

钙钛矿是一组与矿物质钙钛氧化

物拥有相同原子排列（晶体结构）的材
料， 在太阳能电池中展现出独特的潜
力。相比传统硅基太阳能电池，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不仅成本更低， 而且更加
柔韧。它还能制成透光、半透明的光伏
组件，广泛应用到建筑窗户上。但钙钛
矿也有一个致命缺陷：在自然状态下，
它会很快降解。

今年 1 月传来喜讯， 美国密歇根
大学团队发现，通过“修复缺陷”，即向
钙钛矿电池中添加各种分子， 会显著
提升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板的稳定性和

耐用性。相关论文发表于《物质》杂志。
这一突破的关键在于巧妙使用添

加剂， 以抵消钙钛矿晶体结构内阻碍
电子运动并加速降解的缺陷， 研究团
队对不同尺寸、 重量和配置的添加剂

进行了深入评估， 以探究它们对钙钛
矿太阳能电池耐用性的影响。 结果显
示， 质量较大的分子在预防缺陷形成
方面表现更佳，且分子越宽，效果越显
著。研究团队表示，这一创新有望大幅
降低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

印制电池：规模生产能效高

今年 3 月，英国剑桥大学、澳大利
亚 联 邦 科 学 与 工 业 研 究 组 织

（CSIRO） 等机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
团队经多年研究， 创下卷对卷印制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光电转化效率新纪

录， 相关论文发表于 《自然·通讯》杂
志。

研究负责人之一 、CSIRO 首席
研究科学家度晶·瓦克博士认为 ，
传统硅基太阳能电池板既坚硬又

笨重 ， 印制太阳能电池能效高 、成
本低 。 但在保持太阳能电池光电转
化效率的同时扩大生产规模 ，一直
是印制太阳能电池技术的 “拦路
虎 ”， 此前问世的印制柔性太阳能
电 池 板 的 光 电 转 化 效 率 仅 1% —
2% 。 他们借助全新卷对卷印制技
术 ，得到的柔性太阳能电池实现了
高达 15.5%的创纪录能源转化效
率 。

研究团队表示， 这些电池非常轻
便且柔韧， 便于携带， 有望在城市建
设、国防、太空和个人电子产品等领域
“大显身手”。

有机电池：可穿戴设备“好搭档”

随着可穿戴设备逐渐融入人们日

常生活，从智能手环到健康监测设备，
再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新奇产品，
不断推动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 但
如火如荼的繁华背后， 电源问题一直
是制约可穿戴设备发展的关键因素之

一， 一种有机太阳能电池似乎提供了
新的解决方案。

今年年初， 韩国科学技术院科学
家在《焦耳》杂志刊发论文称，他们研
发出一种新型有机聚合物材料， 具有
很高的光伏特性，能像橡胶一样拉伸。
在这种聚合物的基础上， 他们研制出
一款可拉伸的有机太阳能电池。 新电
池的最大特点是， 即使拉伸超过其原
始状态 40%， 光电转换效率依然能够
保持在 19%， 使其成为服装或可穿戴
设备的“好搭档”。

研究团队表示， 该电池还具有出
色的耐用性和稳定性， 能长时间为可
穿戴设备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持。
由于电池采用了有机材料， 在生产和
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较小，具
有环保优势。

串联电池：光电转化率提升

目前的太阳能电池板大部分是单

层， 且大部分光电转化效率已经超过
20%。 中国科技大学陈涛教授等人今
年 3 月在《能源材料与器件》杂志刊发

论文指出，他们的一项新研究表明，串
联（双层）太阳能电池也能具有很好的
光电转化效率。

他们研制出的电池顶层由钙钛矿

制成，底层由硒化锑制成，整个电池实
现了 20.58%的光电转换效率。 硒化锑
是一种极好的无机吸光材料， 毒性相
对较低。

陈涛表示， 硒化锑的高稳定性为
制备串联太阳能电池提供了极大便

利， 它与多种不同类型的顶部电池材
料配对，都可能获得良好效果。

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指出 ，
2009 年串联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化
效率仅 3%，而目前已在 20%以上。有不
少科学家正在开发叠层太阳能电池，
测试其他底层材料，以提升其效率。

电池板：最大限度吸收阳光

当其他科学家致力于寻找提高太

阳能电池光电转化效率的新方法时，
英国剑桥卡文迪什实验室和阿姆斯特

丹 AMOLF 公司的科学家另辟蹊径。
今年 3 月份，他们在《焦耳》杂志

刊发论文称， 可以通过让太阳能电池
板更适应周围环境， 来提高其光电转
化效率。 具体途径包括让太阳能电池
板弯曲、折叠或半透明，以便更好地融
入周围环境。此外，研究人员还建议对
太阳能捕获装置进行图案化处理，以
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

据《科技日报》

目前， 冬小麦陆续进入备耕备播
的时期。 秋播期做好地下害虫防治工
作， 对确保小麦一播全苗和苗期正常
生长意义重大。 地下害虫主要有蛴螬、
金针虫、蝼蛄 3 大类，应抓住秋播关键
期，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秋播期以地下
害虫为主的小麦病虫害防控工作 ，把
好病虫害防控第一道关口， 确保小麦
生长安全。

农业防治

播前及时清除田间地头杂草 ，
深耕 、深翻 、耙耱 ，通过机械作业杀
伤浅层土壤中的部分地下害虫 、越
冬害虫休眠体等 ，减少虫源 。 推广平
衡施肥，注意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培
养健壮小麦个体，提高病虫害抗性。

合理布局品种，种植抗、耐病虫品
种。 适期播种，禁止早播。 旱塬区适播
期在 9 月 20 日～10 月 5 日。 灌区和扩
灌区适播期在 10 月 5 日～18 日，秸秆
还田可提前 3 至 5 天播种。

药剂拌种

可直接选购包衣种子。可用 40%辛
硫磷乳油 15 毫升加水 1.5 公斤～2 公
斤拌麦种 15 公斤～25 公斤，拌匀后堆
闷 4 小时～6 小时后晾干播种； 或用

40%的甲基异柳磷乳油 50 毫升兑水 2公
斤～3公斤拌麦种 50公斤， 拌匀后堆闷 2
公斤～3小时播种。 也可亩选用 31.9%戊
唑·吡虫啉悬浮种衣剂 50毫升拌麦种 1
2.5 公斤～14公斤； 或 27%苯醚·咯·噻
虫嗪悬浮种衣剂 30 毫升拌麦种 12.5
公斤～14 公斤 ， 拌匀后 2～3 小时播
种，兼防茎基腐等病害。

土壤处理

地下害虫发生重的田块 ， 亩用
50～60 毫升 50%辛硫磷乳油拌细土 8
公斤配成毒土均匀撒施地面； 或亩用
15%毒死蜱颗粒剂 2 公斤于耕地前均
匀撒施地面， 或亩用 15%毒·辛颗粒剂
300 克～500 克拌细土 50 公斤～60 公
斤配成毒土均匀撒施地面，随耕翻入土
中。

注意事项

未用完的包衣或拌种种子不可食

用，要妥善保存及时处理，防止农药中
毒事件。 辛硫磷见光易分解，应选择傍
晚或阴天使用，避免晴天中午在强光下
使用。

严禁使用甲胺磷、 甲基对硫磷、对
硫磷和久效磷等高毒、高残留农药。

孙晓丽

秋季给果树施肥可改善土壤结构、
增加肥力使树体抗寒防冻。

秋施基肥应在采果清园后立即进

行。 早熟的品种在果实采收后进行，中
晚熟的品种可在果实采收前进行。最迟
不晚于果树落叶前一个月施用。

秋季施肥应以有机肥为主、无机肥
为辅，做到改土与供养相结合、缓效与
速效互补。

化肥要配方施肥，不宜施用过多的
速效氮肥，否则易引发冬梢病害。同时，
要有针对性地合理配施微量元素。施用
钙肥可以降低果树软腐病等病害的发

病率，提高果品品质，有利水果的储藏
运输。 由于果树套袋后光合作用的减
弱，不利于水果对钙的吸收，更应该注
意钙肥的施用。施用硼肥能显著提高果
树的坐果率和产量，对防治果树缩果病
效果十分显著。施用锌肥对矫治果树的
小叶病效果较为显著。

施肥量与施用方法。有机肥要充分
腐熟，按生产 1 公斤果品施用 2 公斤～
3 公斤优质有机肥， 每亩施用 3000 公
斤～5000 公斤为宜。 化肥要根据树龄
大小来定。

沟施时，在树冠内挖环形、放射形
等施肥沟， 沟深 40 厘米～50 厘米，沟
宽则应视施肥量的多少而定， 沟底宜
平。施肥前应将露出沟内的树根沿沟壁
剪平，剪口要平滑，防止根系发霉腐烂。
施肥时肥料要逐层施放，将树叶、杂草
等放在底层，化肥放在中层，最上层应
放有机肥，每施一层肥覆一层土，最后
肥土应高于地面 25 厘米～30 厘米。

成年果园可采用耙施法，即在植株
的一侧把表土耙开，耙土时距树干近处
宜浅（8 厘米～10 厘米），距树干较远处
宜深（40 厘米～60 厘米），耙后撒施肥
料，再覆土。

王珺

着色成熟期

利用性诱剂配套相应的诱捕器

诱杀大量害虫 ， 是害虫绿色防控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 苹果上应用较
多的是金纹细蛾 、 卷叶蛾等害虫的
性诱捕器 ， 一般在春季就已经悬挂
在果园了 ， 后期只要根据性诱芯的
持效期及时更换诱芯 ， 并及时更换
粘满虫的粘板 。

加强栽培管理，改善果园通风透光
条件。近期雨水多，果园杂草生长旺盛，
不管是人工生草或者自然生草，草高超
过 20 厘米的，要及时刈割，确保树盘下
无草。 果树行间的草留茬 5 厘米～10
厘米。割下的草铺在行间，腐烂后深翻，
可提高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

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情况或植保

部门的防治意见，对症选择药剂，并仔
细阅读药剂说明书，按照推荐用量进行
叶面喷雾。不要盲目跟风，打保险药。另
外，应注意药剂的安全间隔期，尤其是
临近采收的早熟品种。

果实采收后

药剂清园。 果实采收后一周，要注
意压低越冬病虫源基数。

病斑轻刮。秋末冬初，检查果树，对
发现的腐烂病新发病斑轻刮轻治，刮除
表层病变组织， 使树皮表面微露黄绿
色。 然后，涂抹甲基硫菌灵或噻霉酮糊
剂等，防止腐烂病在冬季的进一步侵染
和扩展。最后，再进行一次药剂涂干，刮
除粗老翘皮后可用戊唑醇或辛菌胺醋

酸盐等药液涂刷主干大枝，兼防腐烂病
和轮纹病。

栽培管理。 一是尽早秋施基肥。 二
是清洁果园，即落实“剪、刮、涂、清、翻”
等农业技术措施，即冬季修剪和剪除病
虫枝梢、刮除粗老病皮、树干涂白、清扫
果园、深翻土壤、保护伤口等。特别要注
意将剪除的病虫枝、 刮除的粗老翘皮、
病皮、病果等运离园外集中处理，修剪
下的无症状枝干也要集中堆放或粉碎

处理。
据《农业科技报》

鸡传染性鼻炎是由鸡副嗜血杆菌

引起的一种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疾病 ，
分布广泛，发病率较高，以秋冬季及早
春季多发。

流行特点

可感染各种年龄的鸡。 以育成鸡
和成年鸡多发， 特别是产蛋鸡发生较
多。病鸡和带菌鸡是主要传染源。传播
方式以飞沫、尘埃经呼吸道传染为主，
也可通过污染的饮水、 饲料经消化道
传播。 该病的发生与环境因素如鸡群
饲养密度过大、通风不良、气候突变等
有关。

临床表现

病鸡表现为精神委顿，缩颈，采食
量明显下降。 鼻孔流出水样鼻液，后期
可转变成浆液性黏性分泌物，甩头、打
喷嚏。 眼结膜发炎，眼睑水肿，流泪，一

侧或两侧颜面肿胀， 有的可见颈部或
肉髯水肿。 蛋鸡产蛋量明显下降。

防治措施

加强平时的饲养管理、 消除外界
不良因素、 加强鸡舍内外环境的消毒
是防止本病发生的重要措施。

疫苗免疫接种是预防传染性鼻炎

的有效手段。 可使用传染性鼻炎油乳
剂灭活疫苗，一般是在鸡只 25 至 30 日
龄进行首免，120 日龄左右进行第二次
免疫，可保护整个产蛋期。 磺胺类药物
和其他抗生素对发病鸡有良好的治疗

效果。 可在饮用水中添加红霉素，或在
饲料中添加土霉素，连用 3 至 5 天；也
可选用链霉素，6 万单位 / 公斤体重，
肌肉注射，每天 2 次 ，连用 3 天 ；还可
选用多西环素，0.1 毫升 / 公斤体重，每
天 1 次，连用 3 天。 寇宗彦

22 日是周日，安徽合肥西郊科学
岛上的一个实验室内却十分热闹，轰
鸣声从一个巨大的白色罐体传来，身
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紧盯着罐体上方

的小屏幕。
“40.99”“41.15”“42.02”， 随着屏

幕上数字不断提高并最终定格， 众人
发出欢呼：“42.02 万高斯！破纪录了！”

经现场专家组确认 ，中国科学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

学中心自主研制的水冷磁体产生

了 42.02 万高斯的稳态磁场 ，打破
了 2017 年由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
室水冷磁体产生的 41.4 万高斯的
世界纪录 。

为什么要创造稳态强磁场？
据介绍， 稳态强磁场是开展物质

科学前沿研究所需的一种极端实验条

件，是推动重大科学发现的“利器”。在
强磁场实验环境下， 物质特性会受到
调控，有利于科学家发现物质新现象、

研究物质新规律，为物理、化学、材料
和生物等学科研究提供了新途径。

几十年来， 全球科学家在稳态强
磁场条件下取得了众多重大科研成

果，其中有 10 多项获得诺贝尔奖。 强
磁场技术已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重要

领域。
“与此同时，稳态强磁场技术已在

我们生产生活中有多项应用， 比如医
院的核磁共振设备。”强磁场科学中心
磁体运行与实验测量部副主任郗传英

说， 更强的磁场将为研制高温超导材
料、 高性能电池以及生物医疗设备等
提供更大助力。

42.02 万高斯稳态强磁场有多
强？

据介绍，地球磁场约为 0.5 高斯，
42.02 万高斯相当于地球磁场的 80 多
万倍， 标志着我国乃至世界水冷磁体
技术发展的新高峰。

“就像显微镜放大 100 倍比放大

10 倍能看得更清楚，这一磁体的成功
研制将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强大的实验

条件和创新环境。”强磁场科学中心学
术主任匡光力说。

据悉， 稳态强磁场磁体分为三种
类型，即水冷磁体、超导磁体以及由水
冷磁体和超导磁体组合的混合磁体。
“水冷磁体、 超导磁体都是 ‘单打高
手’， 混合磁体是 ‘混双组合’。 2022
年， 我们曾以综合优势问鼎 ‘混双冠
军’，今天，我们又拿下了一项‘单打冠
军’。 ”匡光力说。

水冷磁体新纪录是怎样产生的？
42.02 万高斯水冷磁体新纪录的

产生， 得益于我国稳态强磁场实验装
置的建设运行。

该装置是国家发展改革委 “十一
五” 期间立项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2017 年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投入
运行，使我国成为美国、法国、荷兰、日
本之后第五个拥有稳态强磁场的国

家。
截至 2023 年底，该装置已为国内

外近 200 家单位 3000 多项课题提供
了实验条件， 多项成果已成功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

依托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 强磁
场技术研究团队经过近 4 年努力，创
新了磁体结构、优化了制造工艺，最终
在 32.3 兆瓦的电源功率下产生 42.02
万高斯的稳态磁场。

“这一磁体的研制成功，为我国未
来建设更高场强的稳态磁体打下关键

技术基础。 ”匡光力说。
据悉， 下一代稳态强磁场大科学

装置将建设以 55T 混合磁体为代表
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稳态磁体群，
以及集成多种利用先进波源的测量系

统， 主要目标是解决新型电子材料研
发、 重大疾病病理及药物研发等世界
前沿科技问题。

据新华社

五大极具潜力的太阳能技术突破

相当于地球磁场 80多万倍

我国创造世界水冷磁体技术新高峰

秋播期如何做好小麦地下害虫防治

秋季果树施肥原则

苹果中后期管理 绿色防控是关键

鸡传染性鼻炎秋季怎样防治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数据显示，7 月份、8 月份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
销量均超过燃油车。 在汽车市场产销普遍承压背景下，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一路走高。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一个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在美国

《细胞》杂志上发表论文说，在婴
儿出生后第一年内，母乳喂养超
过三个月可使婴儿消化系统和

上呼吸道的菌群有序发展，促进
呼吸系统健康发育，降低在学龄
前阶段患哮喘的风险。

这项新研究由美国纽约大

学兰贡医疗中心和加拿大马尼

托巴大学等机构联合开展。 研究
团队利用加拿大一项大型儿童

队列研究的数据， 分析了 2000
多名儿童在出生后第一年内肠

道和鼻腔内菌群的构成和变化，
以及母乳喂养的详细情况、母乳
的成分等。

在排除母亲产前烟雾暴露

等多种环境因素后，研究人员确
认母乳喂养与婴儿体内菌群发

展密切相关，进而影响着儿童在
学龄前阶段患哮喘的风险。 研究
表明，除了构成菌群的细菌种类
和数量，婴儿体内菌群建立的顺
序和时机对免疫系统发育也很

重要，而母乳喂养超过三个月有
助于婴儿肠道和鼻腔内的菌群

逐渐成熟。 相反，不足三个月就

断奶会扰乱婴儿体内菌群发展

节奏，并增加学龄前阶段患哮喘
风险。

研究人员介绍说，母乳中的
母乳低聚糖等成分只能被某些

特定细菌分解，母乳喂养可使婴
儿体内的这些细菌获得竞争优

势。 如果不到三个月就改为配方
奶粉喂养，细菌的竞争格局会发
生改变，例如活泼瘤胃球菌会提
早在肠道中“安家”。 此前研究表
明这种细菌过度生长会导致免

疫失调，增加哮喘等疾病发病风
险。

新研究：母乳喂养超过三个月可降低儿童哮喘风险

骨质疏松是指骨质疏松症，是
一种代谢性疾病。女性到了更年期，
尤其是断经后， 很容易发生骨质疏
松症， 这是一个特殊阶段的骨质疏
松高发期。这个阶段激素水平下降，
尤其是雌激素水平明显不足， 内分
泌失调，钙的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
胞增加， 相当于把骨头里的钙释放
到血里头的机会增加， 导致骨量减
少、骨质脆弱易折。

骨质疏松的最典型的临床表

现：
1.乏力。 由于雌激素水平下降，

更年期出现乏力感， 乏力感可能与
钙流失过多有关， 导致活动后疲劳
加重，最终出现负重能力下降，甚至
于无法负重的情况。

2.疼痛。 主要是表现于腰背部
疼痛，可能还会逐渐扩张到髋部、腕
部和其他部位。 肌肉活动或剧烈咳
嗽后疼痛加剧， 严重时无法翻身行
走、起坐。

3.脊柱变形。 骨质疏松严重时
可能导致脊柱变形，出现身高缩短、
驼背、 脊柱侧弯畸形， 甚至伸展受
限。

4.骨折。 当病情持续存在时，可能会出现骨折，常
见的有胸椎压缩性骨折和腰椎压缩性骨折。

由此可见， 骨质疏松对我们生活质量影响很大，
要想预防更年期骨质疏松症，首先要补充雌激素。 如
果直接补充雌激素，有一定致肿瘤风险，所以推荐植
物性的雌激素，它的副作用相对比较小。 也可多食用
植物性雌激素含量高的食材，如大豆及其制品、亚麻
籽、黑米、菠菜、南瓜等。二是适当运动。加强锻炼有助
于促进钙的吸收，有利于骨质坚强，防止钙流失。建议
多参加户外活动，阳光对维生素 D 的合成、钙的吸收
非常有利。经常锻炼，增强肌肉力量，并保持身体运动
的灵活性和平衡能力。第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
免吸烟、喝酒、喝咖啡，以防形成负钙平衡。 注意饮食
搭配，摄入足量的蛋白质，充足的钙、磷和各种维生
素。 日常生活中，注意防护，防止跌倒。

更年期骨质疏松症较为常见，建议定期到医院进
行体检并监测骨密度，保持良好心态，保证充足睡眠，
如有不适应及时就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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