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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在从阿拉善盟返回呼和浩特
的旅程中，内蒙古骆驼研究院院长、内蒙古
农业大学教授吉日木图脑海里不断回想着
刚出生不久的2峰健康活泼的驼羔萌萌的
样子。

分别出生于3月16日和22日的这2峰
公驼羔的来头可不小——它俩的诞生，标志
着世界首例低温保存骆驼胚胎移植、中国首
例高产奶驼胚胎移植实验喜获成功，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可谓是“头顶着光环
出生”。

吉日木图教授是这支团队的负责人，他
告诉记者，目前2峰母驼以及2峰驼羔都由
团队专门的负责人照顾打理，健康状况良
好。

据了解，该项科研成果由内蒙古骆驼研
究院、阿拉善盟畜牧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
学及澳大利亚何牧仁博士、阿联酋穆哈穆德
博士、伊朗阿米尔博士等科研机构和相关专
家共同取得。从2019年1月中旬在阿拉善
盟阿拉善右旗阿拉腾敖包镇骆驼良种繁育
基地，选择11峰阿拉善双峰驼作为受体进
行高产奶驼的鲜胚移植，到不久前2峰公驼
羔的诞生，这期间凝聚了所有团队成员的心
血和付出，也收获了骄人的成果。

初生奶驼萌萌哒

在距离巴彦浩特280公里远的阿拉善
右旗阿拉腾敖包镇，有个骆驼良种繁育基
地，那里是全国首家骆驼研究院——内蒙古
骆驼研究院团队的实验基地。该研究院主
要针对骆驼基因、骆驼生物制药、驼奶、骆驼
疾病防治、骆驼文化、沙漠生态治理、骆驼饲
草料种植和研发等方面进行重点科研。

吉日木图告诉记者，高产奶驼胚胎移植
实验的成功，与一项关于动物胚胎低温保存
技术的突破密不可分。

目前，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技术的结合
为家畜繁殖育种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
化。然而，动物胚胎低温保存（4℃）和冷冻
保存（-196℃）是这项技术产业化的瓶颈技
术。

“与牛羊等家畜不同，骆驼是刺激性繁
殖动物，只有在交配之后才排卵，而且繁殖
周期长。这些繁殖性能使胚胎移植技术更
加复杂化，导致一直以来国内外的骆驼体外
受精实验成功率非常低。”吉日木图说，如果
无法突破供体和受体繁殖周期同步性这个
技术难题，可能会直接影响到骆驼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实验的成功。

此时，一位远在澳大利亚的技术专家何
牧仁博士关注到了吉日木图团队的实验。
他决定加入团队，将自己研发的一项在当前
世界比较先进的动物胚胎低温保存技术用

于实验。
2019年初，戈壁大漠还在沉睡。而从

农历新年大年初一开始，吉日木图就带领团
队成员走进实验室，日夜奋战在胚胎移植的
前期准备工作上。2019年 2月27日，以阿
拉善双峰驼作为受体，团队移植了低温
（4℃）保存了35至38小时的胚胎。

终于，今年3月，在那两个让团队成员
永难忘怀的日子，2峰公驼羔顺利诞生，高
产奶驼胚胎移植尝试终于成功！

“这标志着世界首例低温保存骆驼胚胎
移植在内蒙古获得成功。何牧仁博士的骆
驼胚胎低温保存液为胚胎移植技术在骆驼
育种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吉日木图
表示。

奶驼产乳棒棒哒

近年来，驼奶作为一种新兴的乳产品，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资料显示，含有多
种天然活性物的骆驼奶不仅营养成分比牛
羊奶更加丰富，而且对糖尿病、肝病以及过
敏等各类疾病具有较好的辅助治疗效果，在
医疗保健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然而，在阿拉善双峰驼的产地，奶源却
成为制约当地骆驼奶产业化发展和牧民增
收的瓶颈。

“一峰体重几百公斤的双峰驼日产奶量
只有 1公斤左右，而国际上高产奶驼日产
奶量平均在10公斤以上。”阿拉善盟畜牧研
究所研究员张文彬告诉记者，传统养驼模式
已不适应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应用胚胎移植
技术增加高产奶驼数量、提高产奶驼群整体
质量，是解决奶源紧缺问题的当务之急。

骆驼胚胎移植技术的突破，为当地今后
深入开展不同目标与方向的骆驼选育提质
研究，优化阿拉善双峰驼品种群体结构，增
加群体产乳、产绒、产肉等生产性能，建立良
种资源基因库和良种推广打下了良好的理
论基础，对保护和发展阿拉善双峰驼产业具
有深远意义。

“通过基因改良，个体产奶量有望实现
大幅提升，达到日均5至6公斤的目标。”吉
日木图表示，取得此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团
队接下来的工作也更有把握了。

通过高产奶驼胚胎移植技术的应用，不
仅可以大大加快高产奶驼的数量扩张，迅速
提高奶驼的产乳量，随着现代畜牧业生产方
式的整体推进，对于优化农牧业结构，促进农
牧业增效和农牧民增收，提高国民身体素质，
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依靠科技创新破题，相信素有“骆驼之
乡”美誉的阿拉善，其骆驼产业在高新技术
的加持之下将迎来华丽转身。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国家发改委微信平台日前发布消息
称，由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牵头
制定的《民用卫生口罩》团体标准日前正
式发布。

“疫情期间，口罩需求急剧增加，出
现了民用口罩企业采标乱、市场监管难、
消费者无从辨别等一系列新问题。”中国
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产业用纺
织品行业协会会长李陵申说。另外，目
前国家相关口罩标准中没有对儿童口罩
进行专门规定，疫情期间儿童应该选用
什么样的口罩，也成为社会焦点所在。

李陵申介绍，此前，我国口罩标准主
要涉及民用防护、工业防护和医用防护
三大领域。根据口罩使用场景及使用人
群，普通群众使用的卫生（阻隔型）口罩
没有合适标准。

“鉴于此，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
会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紧急向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了
《民用卫生口罩》团体标准的立项申请。”
李陵申说，标准立项后，中国产业用纺织

品行业协会立即组织30余家机构，按照
快速制定程序，开展了标准制定。该标
准从立项到发布，只用了半个月时间。

“《民用卫生口罩》标准适用于日常
环境中用于阻隔飞沫、花粉、细菌等颗粒
物的民用卫生口罩。”李陵申介绍，标准
紧紧围绕口罩应具备的功能及佩戴安全
性设定指标，主要包括材料安全性、佩戴
安全性及必要的防护功能，尤其是对佩
戴口罩的舒适性给予特别关注。

首先，确保可靠性、实用性。该标准
口罩分为成人口罩和儿童口罩，规格按
照大中小三类区分，可有效阻隔飞沫、花
粉、微生物等颗粒物传播，细菌过滤效率
不低于 95%，颗粒物过滤效率不低于
90%，不仅适合复工、复学佩戴，也满足
疫情后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对个人防护的
要求。

其次，兼顾安全性、舒适性。关于佩
戴和材料要求，明确不应存在可触及的
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原材料不应使用
再生料，口罩与皮肤直接接触材料不得

染色等，明确规定了环氧乙烷残留量、耐
干摩擦色牢度、甲醛含量、pH值、可分解
致癌芳香胺染料、微生物指标、阻燃性能
等指标；突出口罩佩戴舒适性，成人用口
罩通气阻力定为≤49Pa，儿童用口罩通
气阻力定为≤30Pa。

同时，考虑儿童生理发育特征，标准
对儿童口罩在安全性、舒适性、使用材料
及口罩设计方面都有单独要求。

“《民用卫生口罩》是在复工、复产、
复学急需民用口罩标准的情况下，按照
快速制定程序颁布的标准，但不仅仅用
于当前疫情。符合该标准的民用卫生口
罩，可以在日常工作、生活环境中用于阻
隔飞沫、花粉、细菌等颗粒物，能够减少
和降低疾病的传播，对佩戴者起到防护
作用。”李陵申表示。

（刘园园）

复工复产戴啥口罩？

现代高层建筑需“人工吊绳”
清洗墙面，耗力、费水且存在危
险。有没有一种建材，下一场雨
后建筑就焕然如新？

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
授徐鑫等人创新方法，制备出一
种超疏水、高气孔率、隔热与隔音
性能俱佳的轻质混凝土，有望实
现建筑物“自我清洁”的设想。美
国化学会学术期刊《应用材料与
界面》不久前发表了该成果。

从池塘里的荷叶到壁虎的
脚，自然界有许多物质的表面可
以“自我清洁”。当雨水撞击这些
超疏水物质的表面，会形成水滴，
在滚下来的同时清除灰尘颗粒和
污染物，因此研究超疏水建材是
个很有意义的方向。传统的超疏
水材料主要通过表面涂覆有机硅
来实现，但这种修饰层容易磨损，
很快就会失去自清洁功能。

多年来，中科大教授徐鑫、陈
初升等人合作进行多孔陶瓷的表
面疏水改性研究，取得了一系列
重要进展。近期，他们基于在乳
液法成型技术和有机前驱体陶瓷
上的研究成果，采取一系列创新
方法，研制出一种新型混凝土。
这种混凝土的气孔尺寸只有约
30微米，远小于目前市场上泡沫
混凝土的1毫米，因此虽重量轻，
但抗压耐磨损。

实验表明，这种轻质混凝土
不仅能排斥灰尘颗粒，还能排斥
牛奶、啤酒、酱油、咖啡等有色液
体，即使将其浸泡在有色液体中
也不会留下污渍。更为神奇的
是，即使经过机械磨损、高温热处
理和化学腐蚀，这种材料仍然能
够保持超疏水特性。同时，它还
具备很好的隔热和隔音性能。

据悉，这项研究引起了国际
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化学会网
站、每日科学等多家媒体进行了
报道，并制作了科普视频在网络
上传播。 （据新华社电）

“自我清洁”的
混凝土

瑞士科学家近期观测到一颗
系外行星出现铁雨现象，那里经
常下铁雨。

日内瓦大学研究人员在英国
最新一期《自然·天文学》杂志刊
载的文章中介绍了这一发现。他
们借助位于智利的甚大望远镜发
现了这颗气态巨行星。它位于距
地球640光年的双鱼星系，编号
Wasp-76b，与星系内恒星距离
仅为地球与太阳之间距离的
3%，因此表面温度非常高。

由于离恒星太近，这颗行星
出现“潮汐锁定”现象，即有一侧
始终朝向恒星，成为“向光面”，另
一侧则陷入永久黑暗，成为“背光
面”。向光面温度大约2500摄氏
度，铁因此蒸发到大气中，形成铁
云。向光面与背光面温差很大，
超过500摄氏度，导致大气中风
速极大，最快超过每小时 1.6 万
千米。风把铁云吹进背光面后，
铁云遇冷成雨，降落至星球表面。

研究主要作者、日内瓦大学
教授戴维·埃伦赖希说：“你可以
说这个星球晚上会下雨，只不过
是铁雨。” （据新华社电）

这颗行星下铁雨

□本报记者 白莲

“感谢知识产权局为我
们免费培训和准备备考书
籍，还有种种贴心工作，让我
轻松应对考试。”一位新晋专
利代理师从知识产权局工作
人员手中接过专利代理师资
格证后，难掩激动的心情。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在为
通过 2019 年全国专利代理
师资格考试的考生发放证
书。

一项好的专利、一个好
的专利布局及专利分析均需
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这
正是许多专利申请者的痛点
所在。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事
业蓬勃发展，专利代理行业
近年来随之涌现，专利代理
师成为备受关注的阳光职
业。

据了解，2019年是专利
代理师考试制度改革后的首
次考试，降低了考试报名门
槛，取消工作年限限制，考生
只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取得国家承认的理工科
大专以上学历，并获得毕业
证书或者学位证书，当年即
可报考。

自 2017 年国家知识产
权局首次设立呼和浩特考点
以来，考生考前培训班已经
连续举办了3年，为培养我区
专利代理人才起到了良好的
推动作用。据统计，2019年
全区专利代理人考试报名人
数366人，比上年增加88名，
同比增长32%。

知识产权局高度重视，
为帮助广大考生做好考试准
备工作，提高考试通过率，投
入资金 20 万元用于考前培
训，并免费发放备考书籍
160 多套。同时开设“专利
代理师考试咨询热线”，并提
供蒙语咨询服务，让蒙古族
考生无障碍交流。还建立了
专利代理师考试微信群，及
时发布最新相关政策、法规
和考试信息，极大方便了考
生。

知识产权保护处处长费
毅表示，当前我区专利代理
人才紧缺，专利代理师业务
水平较低，区内专利代理机
构数量少、服务水平低等问
题成为长期困扰我区知识产
权事业发展的瓶颈。

举办全国专利代理师资
格考试，一方面便于我区考
生咨询考试事宜，降低考生
考试成本，解决考生只能去
外省考试的难题，另一方面
对于选拔和培养全区专利代
理人才队伍，提升自治区专
利代理行业整体服务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今后，自治区
知识产权局将持续加强知识
产权人才队伍的培养，通过
多种方式培养我区专利代理
人才，鼓励越来越多的专业
人才投身服务自治区知识产
权事业。

阳光职业
“专利代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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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所产胚胎移植驼羔“阿丹”一周时发育正常。

吉日木图教授在查看新生驼羔。

移植前进行受体母驼检查。

低温（4℃）保存 35-38 小
时的骆驼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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