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近日获悉， 北京中农富源集
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农富源”）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

划研究所 （以下简称 “资划所”） 日
前正式签署了蔬菜尾菜生物快腐还田

科技成果转化协议， 让蔬菜尾菜变废
为宝。

数据显示， 2023 年我国蔬菜尾菜
产量超过 4 亿吨 ， 这些尾菜中富含
氮、 磷、 钾、 钙、 镁， 以及有机质、
氨基酸和糖类等营养元素， 是重要的
农业资源。

“蔬菜尾菜若不及时处理， 容易
招引蚊蝇， 产生异味， 甚至形成地表
径流， 对环境造成污染。 当前， 我国
蔬菜尾菜浪费现象较为严重。 农民们
不愿将其还田， 主要是因为尾菜自然
腐解过程中会积累病原菌， 从而引发
作物病害。” 资划所副研究员、 国家
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高淼

告诉记者。
为此， 高淼课题组研发出一种蔬

菜尾菜快速腐解菌。 这种菌能够迅速

分解番茄、 辣椒、 娃娃菜等多种蔬菜
尾菜， 并具有促进作物生长、 拮抗土
传病原菌等功能特性。 在此基础上，
课题组进一步研发了 “蔬菜尾菜 + 快
速腐解菌 + 有机肥 + 功能菌 ” 四位
一体的原位还田技术 。 该技术应用
后， 能够减少化学底肥使用量 10%，
同时增加下茬作物产量 10%， 提高土
壤中有益菌的丰度， 并降低土壤中病
原菌的丰度。

“此外， 该技术还适用于还田闷
棚场景 ， 能够提升土壤温度 3 摄氏
度， 使土壤最高温度达到 60 摄氏度，
从而有效杀灭大部分土传病原菌和根

结线虫， 提高尾菜处理效率， 并减少
农药的使用量。 同时， 该技术还能够
与灭茬机、 灭茬旋耕机等农机设备结
合使用， 显著节省人力资源和成本，
提高作物的种植效率。” 高淼说， 目
前， 该技术已在山东、 甘肃、 河北、
河南、 内蒙古、 海南、 湖北、 北京等
地进行了示范应用。

据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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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
技奖颁奖典礼 11 月 19 日在浙江乌镇
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领先科技奖评
审委员会主席邬贺铨揭晓获奖项目名

单。
蚂蚁集团 “认知决策智能体技术

创新及应用”、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
公司“文心智能体技术”、国家高性能
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超算互联
网平台”、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超
大规模视联孪生平台技术创新与规模

化应用”、爱立信“5G 可编程网络”、阿

里云 “面向 AI 的云计算基础设施”等
20 个项目获奖，展现了互联网领域前
沿科技创新。

“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
术正在引领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浪

潮， 而智能体是当前最能激发大模型
潜力的应用方向。 ”国家卓越工程师、
百度首席技术官王海峰在颁奖典礼上

说，“文心智能体技术的突破， 促进了
文心大模型能力全面提升， 充分释放
大模型潜力，加速应用爆发，比如代码
智能体、 农民院士智能体、 个人助手

等。大模型、智能体等技术将激发更多
创新 ， 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价
值。 ”

蚂蚁集团副总裁、 首席技术官何
征宇在现场介绍，“认知决策智能体技
术创新与应用” 项目解决了人工智能
大规模落地产业时面临的领域认知能

力弱、复杂推理能力差、端到端落地难
三大难题。 该项目在多项关键技术上
取得创新成果： 研发了万亿参数的可
信大模型基座“百灵大模型”，打造可
信“大脑”；研发了高性能知识决策引

擎，让大模型像专家一样做决策；研发
了行业智能体开发平台 “百宝箱”，让
行业智能体能轻松构建，打通 AI 落地
“最后一公里”。

作为由大会国际组织主办的面向

互联网领域的国际性科技奖项，2024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得到全

球互联网领域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

应，共收到基础研究、关键技术、工程
研发 3 种类型的 270 项成果，涉及 24
个国家和地区。

据《科技日报》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研究团队开发出一款创新性的

可穿戴超声波贴片， 可持续无
创监测血压。 这款设备首次在
超过 100 位患者身上完成了严
格的临床测试， 标志着该领域
的一个重要进展。 相关研究发
表于 20 日的 《自然·生物医学
工程》 杂志。

与传统的袖带式血压计相

比， 这种新型贴片可以提供连
续的血压数据流， 不仅限于单
一时间点的血压值， 而是能够
捕捉到血压随时间变化的详细

情况。 这有助于医生更准确地
了解患者的血压状况， 对于心
血管健康的长期监控尤其有益。

这款贴片设计轻巧 ， 大约
相当于一张邮票大小， 可以直
接粘贴在皮肤上， 特别是前臂
位置。 其构造包括由硅胶制成
的柔性基底， 内置多个小型压
电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装在可
伸缩的铜电极之间， 通过发射
和接收超声波， 能够追踪血管
直径的变化， 进而转换为血压
读数。

研究结果显示 ， 这款可穿
戴超声波贴片提供的血压读数

与传统的血压袖带、 重症监护
室和手术室用的动脉导管所得

的数据相当。 动脉导管虽然提
供了高精度的血压监测 ， 但具
有侵入性， 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相比之下， 这款贴片提供了一
种非侵入、 舒适且不影响日常
活动的血压监测方式。

此外 ， 研究人员还在不同
场景下对该贴片进行了验证 ，
如日常活动、 姿势变换 、 在医
院接受治疗等， 该贴片都显示
出良好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 特
别是在心导管室和重症监护病

房的测试中， 贴片的表现证明
了它作为动脉导管非侵入性替

代品的巨大潜力。
这一技术的发展不仅有望

改善诊所和家庭对心血管疾病

的护理， 也为未来的个性化医
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据《科技日报》

近期，气温骤降并伴随降雨、降雪
天气，严重影响越冬露地蔬菜的生长。
根据蔬菜生长发育特点， 结合近期气
候变化情况， 提出蔬菜冬季生产防寒
防冻技术措施，供广大菜农参考。

科学施肥，提升抗寒力
露地蔬菜幼苗期（如春甘蓝等）依

据实际情况，尽量减少氮肥的施用量，
切忌过量施氮肥， 防止植株的幼苗生
长幼嫩，抗冰冻能力不足，从而影响蔬
菜的整体生长发育。低温来临前，叶面
喷施浓度为 0.2%~0.3%的磷酸二氢钾
溶液，促进蔬菜根系生长发育，保障成
活率， 有效提升对寒流、 冰冻的抵抗
力；有条件的可在菜地撒一层草木灰、
谷壳灰等，能有效防治蔬菜冻伤。

积极培土，防止冻伤
在冰冻或寒流到来之时， 结合中

耕，培土于蔬菜的根旁，能有效疏松土
壤，防止根系被冻伤，促进根系生长，
保障根系的活力。 一般中耕的深度以
8 厘米左右为宜， 中耕后的泥土可培

于蔬菜根部，培土要松软，切忌过于压
实，否则会造成土壤板结，不利于土壤
温度缓冲，保持内部温度。

开沟排渍，透气提温
冬季雨雪天气较多 ， 菜地湿度

较大 ，加上光照时间短 ，更容易造
成蔬菜冻伤 。 地势较低的菜地 ，要
及时开挖好和疏通排水沟 、 围沟 、
腰沟 ，以便快速排出渍水 ，增强土
壤透气性 ，提高土壤温度 ，促进露
地蔬菜健康生长 。 通过开沟排渍 ，
不仅能够有效防止冬季蔬菜冻伤 ，
还有利于春季菜地的防涝除湿 。

其他方式

在蔬菜作物上覆盖稻草等也可以

有效防止冬季露地蔬菜冻伤。 在霜冻
或者寒流来临的前两天下午， 利用稻
草、秸秆等覆盖物稀撒在蔬菜表面。切
记不可将蔬菜全部覆盖， 会影响蔬菜
光合作用，不利于蔬菜生长，一般每亩
覆盖 10 千克左右的稻草等即可。

据农业农村部网

女性更年期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

程，通常发生在 45到 55 岁之间。 伴随
着卵巢功能的衰退和雌激素水平的下

降， 女性会经历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的
变化。 以下是女性更年期的一些主要
症状及干预措施：

更年期症状

月经紊乱：月经周期不规律，延长
或缩短，经期持续时间延长，以及经量
增多或减少。

血管舒缩症状：潮热和出汗，通常
在胸部、 颈部和面部感觉到热意阵阵
涌来。

自主神经失调症状：睡眠障碍、心
悸、头痛、头晕、易疲劳、记忆力减退、
注意力不集中等。

精神神经症状：情绪波动较大，如
激动易怒、焦虑不安、脾气暴躁、喜怒
无常，或情绪低落、抑郁、不能自我控
制等。

泌尿生殖道萎缩症状：外阴瘙痒、
阴道干燥疼痛、 性生活困难， 排尿困
难，尿频、尿急，反复发作的尿路感染
等。

骨质疏松：雌激素水平下降，增加骨质疏松和骨
折的风险，出现腰酸背痛、骨关节疼痛、频繁抽筋等情
况。

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血脂异常、血压及血糖异
常、冠心病的发病率较绝经前明显增加。

干预措施

调整生活方式：健康饮食，控糖少油，摄入富含雌
激素的食物，如豆制品，补充钙和维生素 D；适当运动
锻炼；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每天保持 8 小时以上睡
眠。

做好心理疏导： 正确面对更年期肌体的衰退变
化，学会调节情绪，排除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干扰，培养兴趣爱好，可以通过社交、阅读等方式来缓
解压力。

合理用药治疗：如果更年期症状严重影响到生活
质量，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药物进行治疗，
如雌激素替代疗法等，但一定要遵循医嘱，避免自行
用药。

个性化医疗干预：根据每位更年期女性的具体症
状和健康状况，开展个性化的治疗，并建立个人健康
档案，进行长期的随访和评估。

科普宣教：加大宣传力度，为更年期女性科普健
康知识，使她们学会自我症状评估并及时就医，以得
到最及时和获益最大的医疗干预。

以上措施可以帮助女性更好地管理更年期症状，
提高生活质量。

冬季养牛场饲养的怀孕母牛容易

出现流产现象，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由于冬季天气变化大 ， 牛面临着草
枯 、 霜冻 、 青饲料缺乏和寒冷的威
胁， 尤其对孕牛影响更大， 还要考虑
后期胎儿发育加快等。 因此， 需全面
抓好母牛的孕期管理， 注重预防孕牛
流产， 确保其安全越冬。

加强营养。 为保证过冬， 要抓好
孕牛后期的膘情， 除维持其自身生命
活动需要的营养外， 还要满足胎儿快
速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 这就必须饲
喂品种多、 营养全的配合饲料。 为了
使孕牛的营养平衡稳定， 不能突然更
换饲料， 要采用定时定量、 先粗后精
的饲喂方法 ， 以提高牛膘 、 防御严
寒、 减少体温散失等， 才能保证生下
的犊牛体大、 体壮、 抗病力强。

饲喂疏松可口的饲料。 孕牛接近
妊娠后期， 胎儿快速生长发育， 子宫

膨胀增大， 对各种脏器官的挤压力度
增大， 从而影响母牛和胎儿的生长发
育。 这就要求给孕牛饲喂一些糠麸类
的疏松饲料 ， 同时减少粗硬饲料喂
量， 以保护胎儿正常生长和发育， 减
轻对脏器官的压迫， 保障血液循环顺
畅， 防止流产。 对临产期的孕牛， 应
注意饲喂体积小、 质量好、 易消化的
饲料。

注意圈舍保暖。 冬养孕牛要搞好
圈舍保暖， 以减少牛体热量散失， 确
保孕牛能够安全过冬。 牛最适宜的舍
温为 8℃~15℃， 这是对孕牛预防流产
和保胎的有利温度。 其有效做法是：
关闭牛舍的门窗， 堵塞漏洞， 防止贼
风侵入； 地面要干燥、 不上冻， 防止
阴冷潮湿 ； 做到墙不透风 、 舍不上
冻、 棚不挂霜， 让孕牛有一个好的越
冬环境。

据 《农业科技报》

由于自然环境的复杂性， 传统方
式保护名山大川面临诸多挑战。如今，
运用日益升级迭代的人工智能技术，
山川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
平有效提升。

机器狗、无人机新“挑山工”
上岗

在海拔 1500 余米的泰山景区登
山步道，一位特殊“挑山工”吸引着海
内外网友的目光———四肢纤细、 身驮
重物， 健步如飞的银白色机械狗正在
进行垃圾负重攀登测试。

数据显示，2023 年， 泰山游客人
数达到创纪录的 862 万， 约产生 2.4
万吨垃圾。 “该款机器狗可以更快、更
高效地清除垃圾。 它是目前市场上奔
跑速度最快、 技术最为先进的工业级
四足机器人之一， 具有翻越障碍能力
强、稳定性和平衡能力突出、负重能力
和续航能力出色等性能优势。 ”杭州宇
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服务负责人李恩

泽介绍，该款机器狗充满电能续航 4至
6个小时，静态最大承载力达 120 公斤。

垃圾清运是各大山川普遍面临的

环境治理难题。由于自然环境复杂，难
以实现大规模机械化作业， 在客流高
峰时段， 不少山川景区容易出现无法
及时清运垃圾的情况。 伴随人工智能
技术发展， 一些景区管理部门开始尝
试利用机器狗与无人机进行环境治

理。
一年来， 来黄山风景区旅游的游

客们时常能看到：随着“嗡嗡”声响起，
拉起重物的大疆无人机稳稳地向着山

脚飞去。自 2023 年 5 月这里试行开展
无人机物流运输生产作业以来 ，5 架
无人机采取双机运输模式， 上行补给
物资，下行以布草、垃圾运输为主，截
至目前已累计运送物资近千吨。

黄山风景区党工委宣传部副部长

吴诚告诉半月谈记者， 按全年总体测
算， 无人机日均运输量为 4000 余公
斤，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挑山工人力匮
乏导致的运力不足。

“千里眼”“顺风耳” 赋能山
川保护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 不仅大幅
提升了山川景区垃圾清运效率， 也为
有害生物防治、蓝藻防控、环境执法等
提供了更高效的方案。

在黄山， 无人机除了能够运输物
资， 还能够借助高分辨率图像捕捉能
力和后端 AI 图像识别技术监测松林
健康， 探索通过搭载的红外热成像摄
像头， 及时发现异常热点并通过平台
发送火情信息， 助力林业有害生物防
控和森林防火。

这样的人工智能监测技术和平台

正在越来越多的名山大川落地应用，
并依据不同场景的治理痛点定制专属

化的保护方案。
在 100 余公里长的长江芜湖段 ，

近 200 个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测采集数
据、无人机在高空全方位巡查、人工智
能算法实时分析判断……这一由遥感
卫星、雷达、无人机、高清摄像头等设
备组成的智慧长江（芜湖）综合管理平
台自 2021 年上线以来，就昼夜不停地

护航着母亲河。
“这些智能设备和持续升级的人

工智能算法， 可以自动分析判断过往
船只和岸边行人的行为特征， 如果发
现非法捕鱼、非法采砂等违法行为，平
台会将信息实时推送至相关一线执法

部门。在夜间，利用热成像技术实时开
展全江巡查监测， 尤其能提高监管效
率。 ”芜湖市发展改革委基础科负责人
贺孙林说。

据了解，该平台运行以来，已累计
发现并闭环处置非法采砂事件 17 起，
发现非法捕鱼事件 700 余起。

作为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 巢湖
一度面临蓝藻水华频发的难题。 “虽有
人工巡湖， 但要从宏观上全面掌握蓝
藻分布，还得靠高科技。 ”安徽省巢湖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
近年来，融合卫星遥感、视频监控、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蓝藻防控智
能全景驾驶舱”在巢湖“挂帅上阵”，通
过日间逐小时全自动“抓取”重点水域
蓝藻数据，就能即时“画”出滨岸带蓝
藻强度分布图， 实现预警预报与科学
应对。

水利部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水
利智能业务应用体系加快构建，3.2 万
余条（个）河湖管理范围内地物实现遥
感图斑复核。北斗、人工智能、大数据、
遥感、激光雷达等技术应用不断深化。

技术升级、数据训练应用加
速落地

半月谈记者采访注意到， 在名山
大川环境治理中， 包括无人机在内的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有效提升了治理
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但总
体尚处于探索阶段。

李恩泽介绍， 从机器狗上岗测试
来看， 已经完全适应泰山景区 80%以
上的路况，但在坡度特别大的路段，仍
需要做进一步的技术优化， 并改进货
物存放箱的高度、垃圾的密封包装等，
争取早日实现机器狗垃圾运输在泰山

景区的成功应用。
行业各方正在加快技术研发迭

代。 “伴随载荷重量和续航时长的提
升，无人机未来将有无限应用可能。 ”
黄山东进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黄山风

景区无人机解决方案提供方， 公司总
经理方胜利说，近年来，伴随可控性、
稳定性逐步提升，成本逐渐降低，无人
机应用场景相应增多， 其中小型化的
无人机多用于巡查和 AI 图片识别，大
载重无人机多用于低空运输和应急救

援。
图片由 AI 生成数据，是人工智能

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 智慧长江 （芜
湖）综合管理平台技术提供方、安徽阡
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监谷伟

说， 经过大量模拟和演练中的数据训
练， 目前该平台对非法捕鱼事件的识
别准确率能达到 90%， 未来还将进一
步突破数据壁垒， 通过不同场景更深
入的数据训练，提高识别精准度。

人工智能可以在自我学习中快速

迭代升级，变得更“聪明”。业内人士认
为，伴随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人工智能
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 成为保护
绿水青山的有力工具。 据新华社

机器狗、无人机，人工智能如何保护绿水青山？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揭晓

超声波贴片可持续无创监测血压

11 月 23 日，工人在河北省定州市长安路街道孟家庄村附近的一处光伏发电场巡检（无人机照
片）。

近年来，河北省保定市加快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有序推动风电、光伏发电和生物质发电等新能
源项目建设，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据国网保定供电公司介绍，目前该市风电、光伏发电和生物质发电
等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 860.7 万千瓦，占统调电源总装机容量的 60.4%。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河北保定：清洁能源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冬季露地蔬菜如何防寒防冻

冬季要预防孕牛流产

快速腐解菌 让蔬菜尾菜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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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种植的红薯空中结薯，
从嫁接技术变成了营养转移技术， 红
薯产量、 个头都成倍增长， 最大的一
个红薯重量突破 14 斤， 试验田核算
亩产突破 3 万斤。” 11 月 5 日， 记者
在河南郸城县新天豫薯业公司看到，
新天豫薯业研发中心主任、 高级农艺
师贾连东培育出的 “空中红薯” 像是
一排排巨大的 “红灯笼”， 个个长出
了超大个头 ， 单株重量达到 63 斤 ，
单个红薯重量突破 14 斤。

今年， 郸城县正争创国家特色优
势产业集群 （甘薯）。 郸城红薯， 声
名远播， 从当年 “红薯汤、 红薯馍，
离了红薯不能活” 的救命粮食， 变成
了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我今年采用的是嫁接营养转移
技术， 通过其他作物的根系， 嫁接了
脱毒高产的红薯苗， 让红薯秧像葡萄
一样爬上架子， 增强光合作用， 形成

了现在看到的非常漂亮的 ‘空中红
薯’。” 贾连东说。

传统种植方式的红薯长在地里 ，
受叶面光合作用、 土壤松软程度、 土
壤湿度、 地下温度等多方面影响， 限
制了红薯的生长。 于是， 贾连东试验
着像种南瓜、 葡萄一样， 为红薯秧搭
个支架， 让其充分地进行光合作用，
待红薯结薯时， 通过托盆悬在空中，
让其完全沐浴在阳光中， 待 “空中红
薯” 比正常红薯大 1 倍时， 拆除托盆
和营养土， 不再限制红薯的个头， 让
红薯继续生长。

据了解， 每年初冬时节， 气温降
低， 传统种植的红薯生长缓慢或不再
生长， 只能收获， 而 “空中红薯” 依
然在享受阳光， 持续生长。 这种空中
栽培也为旅游农业、 观光农业的发展
提供了技术支撑和观光亮点。

据《河南日报农村版》

长在空中的红薯单个超14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