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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记者从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获悉， 该校生物与医学
工程学院教授李晓光团队创新性

地揭示了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

子 （bFGF） - 壳聚糖凝胶可填
充脑卒中腔， 促进脑卒中腔内产
生新的神经元和血管。 相关研究
成果近日刊发在国际学术期刊

《生物活性材料》 上。
缺血性脑卒中是一种脑部

血液循环障碍 ， 可导致局部性
脑组织坏死或软化 ， 并在大脑
病灶处形成空腔 ， 即脑 卒 中
腔 。 它会引起神经元大 量 丢
失 ， 导致不可逆的神经功能障
碍 。 如何让脑卒中腔内的神经
元再生是神经科学领域的重大

医学难题 。

李 晓 光 介 绍 ： “ 我 们 将
bFGF 加载至壳聚糖凝胶上 ， 发
现 bFGF- 壳聚糖凝胶可诱导大
鼠内源性神经干细胞增殖并迁移

至脑卒中腔， 分化为成熟的神经
元， 最终改善大鼠的感觉运动功
能。”

研究人员将 bFGF- 壳聚糖
凝胶注射入大鼠脑卒中腔内， 其
促进了脑卒中腔内血管内皮细胞

增殖， 新生血管形成功能性血管
网络， 最终导致脑卒中腔内脑血
流的恢复。 同时， 该凝胶可促进
脑室下区神经干 / 祖细胞的活
化， 并使其迁移至脑卒中腔， 分
化为具有不同类型和脑皮层特异

性的成熟神经元。 这些新生神经
元与脑组织形成了功能性的神经

环路。
中国科学院院士、 暨南大学

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院

长苏国辉说 ， 以往的研究主要
聚焦于脑卒中 腔 周 围 的 半 影

区 ， 尝试通过抑制炎症 、 氧化
应激或再灌注等手段 ， 保护半
影区内残留的神经元 、 轴突和
血管 ， 但如何让脑卒中腔内死
亡的神经元和血管再生 ， 从根
本上治疗脑卒中仍未解决 。 该
项研究揭示了 bFGF- 壳聚 糖
凝胶可以促进脑卒中腔内产生

新生的神经元 ， 重建功能性神
经网络 ， 促进感觉运动功能恢
复， 这为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治
疗开辟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据 《科技日报》

春季清园。 休眠期未完成清园刮
皮工作的果园应继续做好此项工作，
在树下铺塑料布， 用刮刀将老树皮连
同虫蛹刮下并集中烧毁。

梨树发芽前半月， 全园喷施 1 次
3～5 波美度石硫合剂 ， 或 1:1:100
波 尔 多 液 ， 或 4 8 % 毒 死 蜱 1000
倍 液 +40%氟硅唑 EC6000 倍液 +
寡糖水剂 1000 倍液。

于惊蛰节气前后 （连续 3～5 天
晴朗温暖天气 ） 在树下撒施杀虫剂
（3%辛硫磷颗粒剂 3 公斤 / 亩）， 阻杀
出土的梨尺蠖雌蛾等越冬害虫。

施肥。 梨树萌芽前追施促芽肥是
对秋施基肥的补充， 以速效氮肥为主
（占施肥总量的 20%～30%）， 根据树
龄、 树势、 土质及品种确定施肥量，

一般结果树株施 0.5 公斤～1 公斤氮
磷钾复合肥 + 腐熟农家肥 ， 或株施
0.5 公斤尿素 +1 公斤过磷酸钙 + 腐
熟农家肥， 幼龄树追肥量酌减。 采用
多穴少量或放射沟状施肥法， 施肥后
灌小水， 促进萌芽、 开花和新梢、 叶
片生长， 提高坐果率。

花前浇水防冻。 早春常常有晚霜
（倒春寒） 危害， 应注意查看天气预
报， 如有降温下霜天气， 可对梨树开
花期易发生霜冻的果园全园灌 1 次透
水， 以延迟开花期， 避免霜害。

花前复剪。 花芽可明显辨认后进
行花前复剪， 去除过多的花芽和衰弱
花枝， 集中养分供应开花、 授粉受精
和坐果。

万全区

黄瓜 。 播前种子要消毒 ， 以
50℃热水浸种 15 分钟， 并不断搅拌，
然后加冷水到常温再浸种 2 小时至 5
小时 ， 捞起沥干后 ， 放于 25℃至
28℃环境催芽， 经 1.5 天至 2 天， 胚
根外露即可播种。

西瓜。 播前晒种 1 天至 2 天， 用
55℃热水浸种 10 分钟至 15 分钟， 并
不断搅拌， 再用冷水浸种 4 小时至 6
小时， 每天中午用温水洗种 1 次。 4
天至 5 天露白即可播种。

冬瓜 。 播前将种子放于 50℃至
60℃的热水中不断搅拌， 使种子受热
均匀， 经 13 分钟至 15 分钟， 水温降
至 30℃时停止搅拌， 用手搓洗种子，
捞出瘪子 ， 除去黏液 ， 换清水浸泡
12 小时至 14 小时， 待种子吸足水后
取出， 用厚棉布包裹起来， 置于发芽
箱内或其他温暖处 （温度 30℃） 催
芽。 催芽的种子每天翻动一次， 使种
子堆内部与外部温度一致。 翻动种子
时要检查水分状况， 发现种子过干时

要及时喷水， 3 天至 4 天即可发芽。
南瓜 。 播前将种子晒 1 天至 2

天 ， 用 50℃至 60℃热水浸种 5 分
钟至 10 分钟 ， 不断搅拌 ， 待水温
降 到 25℃ 至 30℃ 时 ， 再 浸 6 小
时 ， 捞出沥干 ， 在 20℃至 30℃的
环境中催芽 ， 并注意保持良好通
气 。 2 天至 3 天即可发芽 。

苦瓜。 苦瓜种皮坚硬， 播前用湿
沙搓去种皮蜡质 （不要搓破种壳 ），
放入 50℃至 60℃热水中浸种 10 分
钟， 不断搅拌， 待冷却后继续浸 1 天
至 2 天， 使其吸水膨胀。 浸种后置于
30℃至 33℃的环境中催芽。

甜瓜。 播前晒种 2 天至 3 天， 将
种子放入 50℃温水中浸泡 10 分钟 ，
不断搅拌， 随水温自然冷却， 浸泡 1
小时， 然后用 1000 倍多菌灵液消毒
10 分钟至 20 分钟， 冲洗干净后， 用
纱布包好， 在 28℃至 30℃的环境中
催芽， 种子露白即可播种。

中技

增喂夜食有增进畜禽健康， 促进
发育、 加快增重的作用。 早春季节，
需要增喂夜食的畜禽主要有以下几

种。
猪。 仔猪： 增喂夜食可提高断乳

仔猪重量 。 夜食可在仔猪出生 35
天以后进行 ， 由于仔猪胃容量小 ，
排空速度快 ， 夜间胃液分泌量比
白天多一倍 ， 所以除了白天喂 3
次以外 ， 宜在 22 时以后加喂 1 次
（过早则效果不佳 ， 剩食较多）。 这
样可使仔猪增重 10%左右 。 喂夜食
时， 须有照明。 育肥猪： 为增强猪的
抗寒能力， 除白天喂猪外， 应加喂一
次夜食。 可在 1 时左右加喂， 即可保
证猪得到足够的营养 （其育肥速度比
不夜饲的快得多 ） ， 日增重可提高
20%以上， 缩短饲养期 15～20 天。

牛。 早春昼短夜长， 不但晚间应
多喂， 夜间还要加喂一槽。 可在 0 时
饲喂一次 ， 一是肉牛肠胃中有了食
物， 体内增加了热量， 增强了其机体
抗寒冷的能力； 二是夜间安静， 牛吃

草料后有利于休息、 反刍、 消化和吸
收。 原因是牛为反刍动物， 其消化能
力极强， 加喂夜饲， 可使饲养的肉牛
冬季膘情好， 得病少， 精神好， 生长
发育快， 出栏时间短。 奶牛夜饲可提
高产奶量 25%左右。

鹅 。 鹅夜间进行饲喂生长快 ，
一般 2 个月可突破 4 公斤 。 夜间
不进行饲喂的鹅 ， 2 个月只有 3 公
斤左右 。 母鹅产蛋期 ， 特别是产
蛋高峰期 ， 通过夜间补饲可满足
母鹅产蛋需 求 ， 使 产 蛋 量 增 加 。
夜 间 补 饲 宜 在 20 至 21 时 进 行 ，
补饲优质青绿饲料和谷物等 ， 还
要供足清洁饮水 。 每次补喂以八
九成饱为宜 。

兔 。 家兔具有昼寝夜行的习
性 ， 应增喂夜食 。 白天尽量让其
休息 ， 夜间采食量可占全日喂量
的 75% 。 给家兔喂食 ， 应以夜间
为主 。 这样 ， 兔 子 才 能 生 长 快 ，
膘情好 ， 成活率高 。

练亚平

雏鸡。 一般以 2 至 3 月份育雏为
好， 初夏、 秋季次之， 盛夏育雏效果
比较差。 2 至 3 月份出壳的鸡又称早
春鸡， 具有较高的育种与经济价值。
因为春季育雏气温好控制， 自然光照
与日俱增， 只要加强饲养管理， 雏鸡
就能正常生长发育， 疾病少， 成活率
高。 中雏阶段正赶上夏秋季节， 户外
活动时间长， 可得到充分运动， 因而
体质强健。 到 8 至 9 月份， 绝大多数
鸡就能产蛋， 即使到了冬天也大都能
继续产蛋， 直到第二年秋天才换羽，
产蛋时间长达一年。 同时， 蛋重也较
大， 种蛋合格率高， 孵出的雏鸡品质
也好 。 而秋季养育雏鸡气候条件虽
好， 但在育成后期光照时间长， 使性
成熟提早， 成年时体重和蛋重较小，

产蛋持续期短。
雏鸭。 在 4 月份养育 “春水鸭”

（又称头水鸭） 为好。 春水鸭一般是
在水稻插秧前半个月左右进鸭， 育雏
一个月后， 禾苗转青， 鸭也正好能下
田牧养， 不仅可中耕除虫除草、 增加
田中肥料， 而且不必给鸭补饲料， 可
节省 50%以上精饲料， 生产成本比较
低。 到早稻收割时， 蛋鸭开始产蛋，
公鸭和兼用鸭则可利用早稻和一季稻

收获时稻谷 、 昆虫多的条件催肥上
市。 同时， 还能利用饲养春水鸭的棚
舍再养育一批秋水鸭。 可见春季养育
雏鸭经济效益高， 所以有养鸭经验的
人常说 “春季养鸭可赚钱， 夏季养鸭
可还本”。

王桂香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 23 日发布。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在历年中央
一号文件中被首次提出。

文件指出， 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
生产要素集聚，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
质生产力。 这是当前抓好“三农”工作
的关键之举， 也是我国实现从农业大
国迈向农业强国的必答题。

农业新质生产力 ， 科技要打头
阵———

去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 1.4
万亿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
这其中， 单产提升对增产的贡献率达
到八成，科技功不可没。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朱晶认为， 要在较高基础上继续
实现稳产增产， 重心要放到单产提升
上，因地因作物全力推进良田、良种、

良技、良机融合，提高技术到位率，带
动粮食大面积增产。

智能化大棚里育苗 、 植保无人
机施肥 、科技特派员下乡……春耕
时节 ，科技 “焕 ”新 ，好一派希望的
田野景象 。

从良种到良机 ， 再到良技 ，今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瞄准加快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 “深入实施种
业振兴行动 ” “加快攻克一批突破
性品种 ” “加快国产先进适用农机
装备等研发应用 ” “支持发展智慧
农业 ，拓展人工智能 、数据 、低空等
技术应用场景 ”……这些靶向精准
的 “点题 ”，找准了发展农业新质生
产力的突破口 ，也凸显破题 、答题
的紧迫性 。

农业新 质 生 产 力 ， 绿 色 是 底
色———

节水农业、旱作农业、粮食机收减
损、适度加工和科学存储等科技发展，
将推动农业在集约节约利用上迈出更

新步伐； 加强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
溯源和整治， 从源头上强化食品安全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将为我们带来更
绿色更健康的食品。

农业新质生产力 ， 必须有 “钱
景 ”———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 这些年，各地乡村特色产业各展其
长。 在水网纵横交织的湖南汉寿，生态
化养殖甲鱼带来高收益； 在气候温暖
湿润的浙江黄岩，蜜橘加速“裂变”提
高经济附加值；在光、热、水资源丰富

的河南项城， 芝麻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助农增收……这其中， 因地制宜发展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凸显。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推
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 ” “打造
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 同时强调完
善联农带农机制 ，让农民更多分享
产业增值收益 ；推进乡村文化和旅
游深度融合 ，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
村振兴试点 ， 提升乡村旅游特色
化 、精品化 、规范化水平 。

可以想见，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将培育更多乡村新产业新业态，让
古老的农耕文明、 山清水秀的田园风
光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融合， 既承载
更多人休闲观光的需求， 也打开和美
乡村的新“钱景”。 据新华社

首提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中央一号文件这样点题

梨树萌芽期如何管理

如何提高瓜类种子发芽率

早春畜禽应增喂夜食

春季是育雏的最佳季节
新型凝胶可修复缺血性脑卒中损伤

近日，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开学第
一课上， 教师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提示
词， 引导学生探索智能时代的学习方
式；重庆两江新区礼嘉实验小学，教师
借助智慧教育资源库快速生成个性化

教案……新学期，“人工智能” 已成为
多地中小学校课堂的关键词之一。

2024 年 11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
知》，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进行
系统部署。通知明确，2030 年前在中小
学基本普及人工智能教育， 这为中小
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此前，教育部在《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
程标准（2022 年版）》中，已将人工智能
列为构建课程体系的六条逻辑主线之

一。
为何在中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教

育？其发展面临着哪些问题？如何构建
适合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课程体系？
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
专家。

培养未来所需人才

早在 2017 年 ，国务院发布 《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实
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 在中小学阶段
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 逐步推广编
程教育”。

在顶层设计的引领下， 各地中小
学开始探索并开展人工智能教育。

2020 年，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编写
的教材《人工智能》由广东省中小学教
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 成为全国首
套经省级教材审定部门审定通过的中

小学人工智能教材。 山东省青岛市推

进人工智能教育“1+4+100N”战略，成
立人工智能教育研究院， 与科研院所
和高校专家联合培养本地骨干教师。
此外，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地积极
开发人工智能教育资源、 构建人工智
能课程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

各地竞相探索中小学人工智能教

育的背后， 是技术发展对人才培养提
出的新要求。 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
会委员、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学术分委
员会主任钟柏昌教授指出， 人工智能
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生

产要素， 而具备人工智能素养也成为
了现代公民的基本能力需求。 “学校是
提升公民素养的主阵地， 只有在中小
学校园普及推广人工智能教育， 才能
广泛、 全面地提升青少年的人工智能
素养。 ”钟柏昌说。

“未来社会需要大量掌握人工智
能知识和技能的人才。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讲师孙宇认为， 开展中小学人工
智能教育， 可以让学生提前了解并掌
握这一前沿技术， 为他们未来的职业
发展打下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人工智
能教育可以推动教育的创新与变革，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
我国在国际竞争中抢占科技和人才制

高点提供有力支撑。
推广普及并非易事

然而， 在中小学普及人工智能教
育并非易事。

首先， 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推
行方式有待改进。 “目前，中小学主要
通过竞赛推行人工智能教育。 ”钟柏昌
告诉记者，这只能惠及一部分学生，普

及力度仍待提升， 范围仍需扩大。 此
外，由于人工智能课程具有前沿性，不
同地区的中小学在师资力量、 课程建
设以及配套硬件方面仍有差距。

在师资力量方面，孙宇表示，人工
智能作为新兴领域， 专业人才相对稀
缺， 现有的信息技术教师或相关学科
教师在人工智能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

可能存在欠缺，难以进行高质量教学。
在课程建设方面，钟柏昌表示，完

善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对于中小学来说

至关重要。 “目前，部分人工智能教材
缺乏课程体系的顶层设计， 教材内容
停留于传统的编程教育、创客教育、机
器人教育。 ”他说。

此外， 在中小学普及人工智能教
育的过程中， 具备算力的硬件设施至
关重要。 “目前市场上缺少适用性良好
的工具平台， 而算力服务器的低成本
解决方案尚未成熟。 ”钟柏昌认为，人
工智能课程涉及诸多算法模型的训练

和数据集的准备， 需要符合中小学生
认知水平的数据采集工具和模型训练

平台， 甚至还需要可以部署模型的智
能硬件。 而为了保证课堂教学效率，较
大模型和数据集的训练还需要算力服

务器的支撑。
多方合力构建体系

曾经， 人工智能只存在于科幻电
影和文学作品中；如今，它已融入我们
的日常生活，而对于中小学生而言，未
来他们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将会更加紧

密。 因此，构建一个完善的人工智能教
育体系至关重要。

钟柏昌认为， 要推动中小学人工

智能教育走向成熟， 仅依靠政策是远
远不够的，学校、企业等主体也要采取
行动。

“各中小学应高度重视人工智能
课程的开设，为课程配备合适的教师，
并确保足够的课时和经费投入。 同时，
人工智能的授课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

我，深入学习人工智能相关的知识、技
能，成为一名‘专家型’教师。 ”钟柏昌
说。

人工智能教育对硬件设施也有一

定的要求。 钟柏昌认为，人工智能企业
应加快开发匹配中小学生认知水平的

数据采集工具和模型训练平台， 以及
可切分算力的国产算力服务器产品，
为中小学校提供低成本的软硬件解决

方案。
孙宇表示， 构建既满足学生需求

又符合社会需要的人工智能课程体

系，需要从培养目标、课程内容、教学
方法、 师资队伍和评价体系等多个方
面进行综合考虑和设计。 这样才能培
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工

智能人才， 为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作
出贡献。

“人工智能课程不仅涉及前沿科
技，还是一门‘做学创’合一的实践性
课程。 ”钟柏昌强调，在人工智能教育
的实施阶段，要倡导做中学、用中学、
创中学，让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感受、理
解和掌握人工智能的概念、原理、方法
和技能， 学会提出新问题、 形成新方
案，并通过人机协同解决问题。 这样才
能实现知识学习、 能力塑造和价值创
造的有机统一。 据《科技日报》

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从愿景步入实践

2 月 25 日， 在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嘉兴世合有机农场内 ， 无人驾驶自动喷洒机在大棚内作
业。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农业自动化设备助力春耕春种

2 月 13 日 14 时， 在北京
儿童医院 6 层会诊中心 ， 一
场疑难病例多学科会诊正在

进行 。 在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主任 、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
鑫教授主持下 ， 来自十几个
科室的 13 位知名专家对一位
8 岁男孩的病情展开讨论。 与
以往不同 ， 此次会诊来了一
位 AI 儿科医生———这是全国

首个 AI 儿科医生。 此次会诊
开启了 “AI 儿科医生 + 多学
科专家” 的会诊模式。

专家们详细查阅患儿的

就诊记录并询问病史 ， 经研
讨后 ， 认为该患儿的颅底肿
物可能为皮样囊肿或肿瘤 ，
需要进一步进行局部磁共振

评估 。 工程师将患者主诉和
病历资料输入模型后 ， AI 儿
科医生也给出了与专家组会

诊结果高度吻合的建议。
倪 鑫 院 长 介 绍 ， 此 次

“上岗 ” 的专家型 AI 儿科
医生 ， 是北京儿童医院依
托儿童医学大模型与健康

医 疗 创新应用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 、 儿童创新医疗器
械概念验证平台 ， 携手北
京百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
小 儿 方 健 康 科 技 （ 北 京 ）

有限公司联合研发 。 研发人员整合了北京
儿童医院 300 多位知名儿科专家的临床经
验和数十年的高质量病历数据 ， 通过结构
化临床推理范式训练 ， 构建了覆盖儿童常
见病与疑难病症的立体化知识体系 ， 开发
了这款 AI 儿科医生 。 该 AI 儿科医生能担
任专家的临床科研助理 ， 还能帮助医生快
速 获 取 最 新 科 研 成 果 和 权 威 指 南 ， 辅 助
医 生 进 行 疑 难 罕 见 病 的诊断和治疗 ， 提
升临床决策效率。

近期， 北京儿童医院还将陆续推出家庭型
AI 儿科医生和社区型 AI 儿科医生， 覆盖基层
医疗机构和家庭健康管理等多元化场景， 满足
家庭保健需求， 提升基层儿科服务能力， 为全
国 3 亿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据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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