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编辑：魏瑾 校对：于晨阳

2024年 12月 26日 星期四科技之光

本版主办：濮阳市科学技术局 组稿：路晓燕 祝小娟 王少斐

最新一期 《自然》 与 《科学》 杂
志同时发表了科学家对古老基因组的

深入分析：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
人类学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的科学家对 300 名现代和古代现
代人的基因组展开检测 ， 其中包括
59 名生活在 2000 至 45000 年前的个
体。 该研究有助人们了解人类祖先的
基因功能和基因流动的影响， 其结果
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 “混血时间
表” 提供了更精确细节。

现代人类在 45000 多年前抵达欧
洲， 与尼安德特人的重叠时间至少有
5000 年。 古人类祖源分析则显示他
们有两次 “混血事件”。 研究团队此

次分析了从骨骼碎片中分离出来的一

个高覆盖基因组和 5 个低覆盖基因
组， 这些骨骼碎片据估约有 45000 年
历史。 在他们分析的另一个高覆盖基
因组里， 发现了重要遗传关系， 可以
表明这些个体属于同一族群， 且是已
知最早从非洲走出的一系分离出来的

族群。
而通过观察尼安德特人 DNA 片

段的长度， 团队推断基因流动开始于
大约 50000 年前 ， 持续了大约 7000
年。 这个时间线与欧洲尼安德特人与
现代人类重叠的考古证据非常吻合。
一些早期现代人类， 依然拥有大量独
特的尼安德特人基因， 但 40000 年后

现代人类不再拥有这种基因。
研究还发现， 非洲以外的人类的

多样化， 可能正始于尼安德特人基因
流动期间或之后不久， 这可部分解释
非洲以外人群中尼安德特人血统的不

同水平。
团队还分析了尼安德特人祖先在

整个基因组中， 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
的变化。 许多尼安德特人序列可能对
人类有害， 因此在进化过程中被积极
而迅速地淘汰。

这项研究揭示了从尼安德特人到

现代人类基因流动的复杂历史， 强调
了基因组数据在阐明人类迁徙和基因

流动遗产方面的力量。

尼安德特人是人类进化史中间阶

段的代表 。 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
曾在同一时空内共存了很长一段

时间 。 尽管已经灭绝 ， 但他们还
是在现代人基因里永远留下了存

在过的证据 。 2010 年 ， 尼安德特
人基因组草图发布 。 研究指出 ，
除非洲人之外的欧亚大陆现代人 ，
平均有 1%至 4%的尼安德特人基因
成分贡献。 如今， 人属之下现存唯一
物种只有智人， 但用基因学手段， 我
们可以遥望人类起源时期那段波澜壮

阔的岁月， 对 “人从哪里来” 这一问
题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据《科技日报》

选择合适的除草剂 。 选用对下
茬作物没有影响的除草剂 。 小麦田
防除阔叶草常见的有苯磺隆 、 苄嘧
磺隆 、双氟磺草胺、二甲四氯等；防除
禾本科杂草常见有精恶唑禾草灵、炔草
酯、氟唑磺隆等。 油菜田防除禾本科
杂草常见的有高效氟吡甲禾灵、烯草酮
乳油和精吡氟禾草灵乳油等除草剂 ；
防除阔叶类杂草选择草除灵和二氯

吡啶酸等除草剂 。
适时喷药。应在 11 月中旬至 12 月

下旬进行化学除草。这时 80%左右的杂
草已发芽出苗且处于幼苗期，根系发育
稳定，化学药剂更容易接触到杂草的各
个部位，除草效果好。 选择晴天且 4 天
内无霜冻和大雨， 田间不泥泞积水，当
日平均温度高于 8℃时进行喷药 ，以
中午时分为宜 ， 白天能保持在适宜
的温度范围 ， 使得除草剂在杂草体
内的吸收和传导速度更快。 此外，要注
意在无风的天气喷药，以免因风力影响
导致喷药不匀。

充足的药量和水量。在进行施药操
作时，需要确保有足够的药量，严格按
照规定的剂量使用，既不能过少以免达
不到预期的防除目标，也不能过多以免
造成浪费甚至可能对环境产生不良影

响。同时，水量要充足，合适的水量能够
使药剂更好地分散和覆盖，从而充分发
挥药效以提高防除效果。

配制和喷雾方法。使用除草剂必须
采用二次稀释技术，即先用少量水在小
容器内稀释均匀，再倒进药械内加足水
摇匀。 喷药时应尽量做到不重喷、不漏
喷，以免形成药害。

谨防药害。小麦田喷施有机磷类和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后，至少需要间隔 3
至 5 天才能使用除草剂，否则容易引起
小麦发黄，出现烧叶现象。 因为有机磷
类农药会使小麦降解除草剂的能力降

低，紧接着使用除草剂易导致药害。 同
时， 除草剂不要与防病虫药剂混合，以
免发生药害。

张华

进入冬季，果树将面临极端低温天
气的威胁。 为了更好地保护果树 ，避
免果树冻害的发生，应做好以下措施 ：

1.做好冬季修剪工作 ，剪除病虫 、
细弱、过密、组织生长不充实的枝条，减
少果树养分消耗， 剪锯口涂抹国光膜
泰。

2.树干上刷涂白剂（石灰 10 份、硫
磺 1 份和少许食盐、 动植物油适量、水
适量），既能提高树体防寒越冬能力，又
能起到杀菌防虫作用。

3.树干绑草把 ，既可防冻 ，还可诱
集越冬害虫、病菌，深冬后解下烧掉，可以
降低果园虫口密度，减少病害发生次数。

4.当年栽的小树可套塑料筒，对新
移栽的大树可在树干上缠专用防寒布

条。
5.树体喷防冻保护剂，在树体上形

成一层保护膜，可有效保护树体。
6.在树盘周围覆盖稻草、秸秆或地

膜，起到保温作用。
7. 在冷空气来临时对果园进行熏

烟，能够减少土壤热量散发，抵御冷空
气入侵，提高果园环境温度。

8. 喷施植力源， 提高树体抗冻能
力，减少树体冻害发生。

9.在果园的风口设立防风屏障，能
使树体免受或少受冷空气及倒春寒等

恶劣气候的侵袭， 减少果树冻害的发
生。

10.在土壤冻结前浇封冻水 ，提高
树体抗寒能力。

进入冬季， 农户多以枯黄的牧草、
秋贮的秸秆等粗饲料喂羊，营养及适口
性都不如夏秋季节的草料， 加之气温
低，羊体内能量消耗较快 ，膘情逐渐
减弱 ，抗病能力下降 ，易感染疫病 ，
会导致母羊流产或大批羊死亡等 。
为了确保羊群安全越冬 ， 必须科学
饲养 、精心管理。

及时淘汰病弱羊。病弱羊本身体质
较差，采食能力弱，机体免疫力低，加之
冬季气温变化无常， 极易感染各种疫
病，最终导致死亡。 即使通过治疗和精
心饲养能够越冬 ，也比健康羊饲养耗
费了更多的人力和精力 ， 增加了养
殖经济成本 ， 而且感染疫病后还会
传染其他健康羊 ， 造成更大的经济
损失 。 所以 ，一定要淘汰病弱羊 ，优
选健康羊组群过冬 。

严格做好免疫 ，保证羊群健康 。
冬季气温较低 ，尤其是东北地区 ，昼
夜温差较大 ， 是多种动物疫病的高
发季 。因此 ，必须提前按免疫程序和

技术要求 ，做好应免疫苗的注射 ，做
好冬季多发疫病的预防 ， 提高机体
免疫力 ，建立有效的免疫屏障 。 对于
产后母羊和断奶羔羊 ， 要及时做好
应免疫苗的补免 。

掌握正确的饲喂及饮水方法 。
放牧的羊傍晚时饲喂 ， 舍饲的羊要
早晚两次饲喂 。 喂料顺序应首先喂
精料 ，其次喂多汁块根饲料 ，再次喂
青贮 ，最后喂干草及干秸秆 。 块根类
要切成小块状喂给 ，干秸秆应粉碎 、
切碎或揉碎后喂给 。 精料 、块根类饲
料 、 青贮饲料等都要按量一次投放
在饲槽里 ，干草投放在饲草栏内 ，平
均每只羊每日饲草在 1 公斤左右 ，
精料为 0.25 公斤左右 。

冬季草料比较干燥，必须保证羊饮
水充足并给以适当的啖盐，并于 9 时至
10 时、15 时至 16 时两次饮水， 水温一
般在 20℃左右。 另外，不能饮用冷水和
带冰渣的水。

孙冬梅

冬季气候寒冷，蛋鸡养殖户应注意
鸡舍的防寒保暖，避免冷应激带来不必
要的损失，尤其是半开放式蛋鸡舍应注
意采取适宜的管理措施。

1.对鸡舍的通风方式了解清楚，并
能熟练使用。 横向负压通风，由于风机
安装在侧墙和山墙位置不同，使鸡舍内
的静压、进风口的大小、风速、风的走向
均不同， 在生产管理中要区别对待，舍
内风速以 0.1 米每秒为宜。

2.防止冷风吹袭鸡体。 舍内的冷风
可能来自门、窗等的缝隙，局部风速有
时可达到 5~6 米每秒，必须堵严；有时
冷风来自粪沟的出粪口，出粪口处要安
装挡板御寒。

3. 半开放式蛋鸡舍最好在西北边
设风障，以防西北风吹袭鸡群。鸡舍可将
北窗封严，并给鸡舍的门口挂棉门帘等。

4.在极端低温的条件下 ，进风小
窗可以隔一个开一个 ， 且开口控制
在最低档 。 在清粪时适当排阵风 ，每
次 1~15 分钟 。 由于产蛋鸡最适宜温
度是 18℃~25℃ ， 如温度降到 13℃
以下 ，则产蛋率开始下降 ，低温持续
时间过长还会引起上呼吸道疾病 。
因此 ， 半开放式蛋鸡舍可以在 9 时
后将向阳面的窗户打开 ，照射阳光 ，
调控温度 ，下午看天气预报 ，及时关
好门窗 。

5. 冬季鸡舍以保温为主、 通风为
辅，白天根据舍内空气质量，可采取间
歇通风方式。 有条件的，可在鸡舍安装
温度控制器，根据设定的目标温度调整
风机、小窗的开闭，有效解决通风与保
温的矛盾。

据《农业科技报》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

究团队在最新一期 《神经
元》杂志上发表一项研究，
揭示了大脑细胞压力与阿

尔茨海默症进展之间的关

键机制。 这项研究聚焦于
大 脑 中 的 主 要 免 疫 细

胞———小胶质细胞。 它们
既是保护大脑健康的 “第
一反应者”，又可能是加剧
神经退化的因素。 这一突
破性成果标志着药物疗法

将能减缓甚至逆转该病

情。
小胶质细胞在阿尔茨

海默症中扮演着复杂角

色：一方面，它们能够清除
有害物质保护大脑； 另一
方面，在特定情况下，它们
会转变为对大脑有害的状

态。 团队发现了一种新的、
与压力有关的小胶质细胞

表型。 这种细胞类型在阿
尔茨海默症患者脑内大量

积累， 并且与疾病进展密
切相关。

研究表明， 当小胶质
细胞内的应激反应通路

（ISR）被激活时，它们开始
制造并释放有毒脂质。 这
些脂质会对大脑中的神经

元和少突胶质细胞祖细胞造成伤害。 这两种细胞
对于维持大脑正常功能至关重要， 而它们的受损
与阿尔茨海默症的发展息息相关。 阻止 ISR 通路
或脂质合成过程， 则可在临床前模型中改善阿尔
茨海默症症状。

此外，团队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到，在已故阿
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脑组织样本中存在大量的 “暗
色小胶质细胞”。 这类细胞的数量比健康老年人高
出一倍，并且与细胞压力和神经损伤有关。 进一步
实验显示，在小鼠模型中，抑制 ISR 通路或脂质合
成，可以防止突触丧失，以及 tau 蛋白异常聚集。

这项研究不仅加深了人们对阿尔茨海默症细

胞层面的理解，还找到了一个重要治疗方向：通过
干预 ISR 通路或脂质合成来减少有毒脂质的产
生，避免小胶质细胞转变成有害状态，从而改变病
情发展进程。

据《科技日报》

新研究揭示人类基因流动复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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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麦田除草五大要点

做好冬季防护 预防果树冻害

濮阳市农林科学院经济林所 谢守江 刘焕 张兵

过冬羊精细化饲养技术要领

半开放式蛋鸡舍冬天如何管理

12 月 24 日，在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底阁镇康庄村“鱼菜共生”智慧大棚内，管理人员在投食喂
养锦鲤。近年来，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底阁镇探索“鱼菜共生”新模式，将水产养殖和无土栽培蔬菜技
术结合，形成“鱼肥水、水浇菜、菜净水、水养鱼”的闭合循环，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有力促
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发 孙中喆 摄

探索“鱼菜共生”新模式 助力乡村振兴

选择优质的薄膜材料

薄膜大棚的薄膜材料是影

响其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此，在建造薄膜大棚时，应选
择优质的薄膜材料，如聚氯乙烯
（PVC）、聚乙烯（PE）等。 这些材
料具有较高的耐候性、抗老化性
和防水性能，能够有效延长薄膜
的使用寿命。

科学使用和维护

定期检查。定期检查薄膜大
棚的薄膜，发现破损、老化等现
象应及时进行修补或更换。

清洁和维护。薄膜大棚的薄
膜表面应保持清洁， 避免尘土、
污垢等杂质积累。 清洁时，应使
用柔软的布料或海绵擦拭，避免

使用尖锐的物品或刷子等清洁

工具。
通风和降温。薄膜大棚内的

温度和湿度较高时，容易加速薄
膜的老化和破损。 因此，在晴朗
天气下，应适当打开通风口或天
窗，进行通风换气，以降低棚内
温度和湿度。

添加防护层

在薄膜大棚的薄膜表面添

加一层防护层，可以有效延长其
使用寿命， 防护层可由防水材
料、防晒材料等构成。 添加防护
层时，应注意选择合适的材料和
厚度，并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进行
施工。

注意安装细节

安装牢固。在安装薄膜大棚
的薄膜时， 应确保其安装牢固，
避免在恶劣天气下被吹落或滑

落。 同时，安装时不要过度拉伸
或扭曲薄膜，以免造成破损或老
化。

拼接严密。在拼接薄膜大棚
的薄膜时， 应注意拼接严密，避
免出现缝隙或漏气现象。如果发
现拼接不严密或漏气现象，应及
时进行处理。

固定好压膜线。安装压膜线
时，应注意将其固定好，以免造
成薄膜松弛或滑落。 同时，应注
意定期检查压膜线的松紧度和

固定情况，及时调整或更换。
据《四川科技报》

怎样延长薄膜大棚的薄膜使用寿命

12 月 25 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

的科学技术普及法， 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这是科学技术普及法自 2002 年
公布施行以来首次修订。 新修订的科
学技术普及法有哪些看点？ “新华视
点”记者进行了盘点。

看点一：首次设立全国科普月
我国现行科学技术普及法自公布

施行以来，对促进科学技术普及、提高
公民科学文化素质、 推动创新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国科普事
业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更
有力、更完善的法律保障。

新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从法律

层面明确科普在新时代的定位： 国家
把科普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

置， 加强科普工作总体布局、 统筹部
署，推动科普与科技创新紧密协同，充
分发挥科普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

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同时，将“国家实
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作为总体要求
之一， 突出了新时代科普工作的价值
和使命。

“这一修订不仅体现了国家对科
普工作的高度重视， 也反映了新时代
背景下科普与科技创新相互促进、共
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科协科普部
副部长顾雁峰说。

新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从科研

机构、高等学校、企业等创新主体的科
普责任， 科技人员和教师等参与科普
活动，科技资源向公众开放等多方面，
对推动科普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作出

了制度性安排。

多年来， 相关部门举办的全国科
普日、 全国科技活动周等系列主题科
普活动， 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欢迎和认
可。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此次科学
技术普及法增加规定， 每年 9 月为全
国科普月。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说，设
立全国科普月， 是首次在科普专门法
律中明确一个时间段，集中、密集开展
面向公众的科普活动。 这一举措积极
回应了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科普需

求，有利于让更丰富、更深入、更稳定
的科普活动融入公众日常生活。

“9 月是新学年的开始，此时组织
科普活动， 可以更好地融入学校的教
学计划和学生的日常学习， 推动教育
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为国家培养更多
科技后备人才。 ”王挺说。

看点二：强调新技术新知识科普
为进一步促进科普高质量发展，

提升科普供给水平， 新修订的科学技
术普及法增加了“科普活动”一章，从
支持科普创作、发展科普产业，加强重
点领域科普， 加强科普信息审核监测
和科普工作评估等方面， 支持促进科
普活动。

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

心研究员彭春燕指出，当前，随着人工
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发
展， 我国经济社会正在经历全面的数
字化转型。 同时，越是前沿的新技术，
越要关注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 这就
对新技术、新知识科普的及时性、准确
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次修法作出了相应规定，如：国
家部署实施新技术领域重大科技任

务，在符合保密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
以组织开展必要的科普， 增进公众理
解、认同和支持。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围
绕新技术、新知识开展科普，鼓励在科
普中应用新技术， 引导社会正确认识
和使用科技成果， 为科技成果应用创
造良好环境。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晓鸣

关注到， 此次修法特别强调了对老年
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科普。

新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规定，
开放大学、老年大学、老年科技大学、
社区学院等应当普及卫生健康、 网络
通信、 智能技术、 应急安全等知识技
能，提升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信息获
取、识别和应用等能力。

看点三：治理网络伪科普流传
互联网、 新技术的普及一方面丰

富了科普的内容和手段， 另一方面也
加剧了网络伪科普的流传， 不仅误导
大众，还可能带来较大社会风险。

“网络上 ， 部分机构和人员打
着 ‘科普 ’旗号散播伪科学和谣言 ，
假借量子 、 纳米等新技术术语 ，谎
称其产品具有特殊功效 。 利用 AI
技术编造新闻事件 、伪造公众人物
音频视频 、散布未经证实的医学建
议等也屡见不鲜 ，一些不法分子甚
至利用 AI 技术开展网络诈骗等违
法犯罪行为。 ”彭春燕说。

对此， 新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
规定， 组织和个人提供的科普产品和
服务、 发布的科普信息应当具有合法
性、科学性，不得有虚假错误的内容。
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传播虚假错

误信息的，应当立即采取处置措施，防

止信息扩散。
王挺说， 相关法条强调了科普信

息发布者对信息合法性与科学性具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源头上保证科普
信息的可靠性；同时，明确平台作为信
息传播的关键环节， 有义务对发布的
科普内容进行审核和监管， 将促使平
台完善审核流程和标准， 提高对科普
内容的审核能力。

看点四：壮大科普人才队伍
全国科普专、兼职人员 199.67 万

人， 实名注册科技志愿者近 456 万
人……近年来，我国科普人才队伍不
断壮大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但
总体上，科普队伍建设仍然相对滞后。

为此， 新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
新增了“科普人员”专章，围绕建立专
业化科普工作人员队伍， 鼓励和支持
老年科学技术人员积极参与科普工

作，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职业学校
设置和完善科普相关学科和专业，完
善科普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等内

容作出规定。
针对科普人员普遍反映的缺乏职

业认同、上升渠道狭窄等突出问题，新
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特别明确，国
家健全科普人员评价、激励机制，鼓励
相关单位建立符合科普特点的职称评

定、绩效考核等评价制度，为科普人员
提供有效激励。

“以法律形式推动完善评价制度
和激励机制， 对科普人员的权益与发
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将吸引更多科技
人才投身科普事业， 保障科普人才队
伍发展。 ”顾雁峰说。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科学技术普及法完成首次修订，这些看点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