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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中 国 农 业 科
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
划研究所牵头，联合我
国 12 家专业科研院所，
历时 21 年共同完成了
覆盖我国全域的高精度
数字土壤数据库。这是
我国迄今最完整和精细
的土壤资源与质量科学
记载。

◆ 中 国 生 态 环 境
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负
责人日前表示，当前中
国核与辐射安全总体形
势保持稳定。全国辐射
环境质量保持良好，公
众健康和环境安全得到
有效保障。

◆ 利 用 先 进 的 基
因编辑技术，我国科学
家在治疗神经性疾病的
基础研究方面，取得重
要进展。首次在小鼠模
型上，成功恢复永久性
视力损伤小鼠的视力，
同时还基本消除了帕金
森 模 型 小 鼠 的 疾 病 症
状。

◆近日，由浙江大
学地球科学学院饶灿教
授课题组发现的一种新
矿 物 LiAl5O8，经 国 际
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
及 分 类 委 员 会 全 票 通
过，获得批准。该矿物
被命名为“竺可桢石”。
竺可桢石是科学家在自
然界中发现的第一个锂
铝氧化物，具有特殊的
晶体结构。

◆ 以 色 列 耶 路 撒
冷希伯来大学的研究人
员近日宣布，他们成功
开发出新冠病毒的新检
测方法，该方法不仅比
现在最常用的方法速度
快 4 至 10 倍，且价格便
宜，同时具有相同的准
确性。

◆ 澳 大 利 亚 研 究
人员领衔团队在新一期
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
说，他们从南非一处古
人类化石遗址中挖掘出
迄今已知最古老直立人
头盖骨化石，其所属年
代比此前已知最古老直
立人还要早 10 万至 20
万年。

◆近日，内蒙古国
际蒙医医院纳贡毕力格
团 队 在 最 新 研 究 中 发
现，用蒙医心身互动疗
法治疗银屑病，在疗效
上可与西药相匹敌。

◆近日，内蒙古农
业大学韩国栋团队在国
际生态学知名期刊《生
态学杂志》上发表最新
研究成果论文，揭示了
增温和氮素添加对荒漠
草原植物群落时间稳定
性的负面影响。

工作人员乘船巡视水上光伏电板运行情况并清洗光伏组件（无人机照
片）。近期，在浙江省长兴县洪桥镇古龙村的“渔光互补”项目现场，光伏板
下鱼塘中养殖的淡水鲈鱼和小龙虾陆续上市，成为当地养殖户的重要增收
来源。项目占地 500 亩，水上光伏板发电，水下鱼塘养殖鲈鱼、鲫鱼、小龙虾
等，“一地两用”极大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经济价值。 （据新华社电）

水上发电 水下养鱼

□本报记者 白莲

“慢阻肺”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的简称，是一种以进行性
发展、持续气流受限为特征的重大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急性加重率
高，致残率和病死率高，影响患者
生活质量，增加医疗负担，严重威
胁民众健康。

根据 2015 年人口普查数据估
算，全国有 9990 万名慢阻肺患者，
其中男性 6840 万，女性 3150 万。
2014-2015 年全国居民慢阻肺监
测结果显示，40 岁及以上居民慢阻
肺 患 病 率 为 13.6% ，其 中 男 性
19.0%，女性 8.1%；城市 12.2%，农
村 14.9%。慢阻肺疾病，已成为与
高血压、糖尿病等量齐观的慢性疾
病，构成重大疾病负担。2015 年的
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内蒙古地
区 40 岁以上居民慢阻肺患病率为
12.8%。

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我区慢
阻 肺 的 发 病 机 制 ，进 一 步 提 高 防
治水平，降低患病率和死亡率，内
蒙古人民医院孙德俊教授团队承
担 的 自 治 区 科 技 重 大 专 项“ 内 蒙
古地区蒙古族人群慢阻肺基因易
感性及蛋白质组学研究”，依托自
治 区 呼 吸 疾 病 生 物 样 本 库 平 台 ，
开展基因、蛋白、甲基化等慢阻肺
机 制 的 相 关 研 究 ，进 一 步 筛 选 了
内 蒙 古 地 区 人 群 慢 阻 肺 易 感 基
因 ，初 步 研 发 了 慢 阻 肺 高 危 人 群
筛查试剂盒。

近日，记者了解到，自治区呼
吸疾病生物样本库自建立以来，共
收集生物样本 2 万余例，包括呼吸
疾病领域相关的科研样本、实验动
物样本和细胞培养样本等，为我国
蒙古族人群和北方汉族人群呼吸
疾病个体化诊治提供了丰富的生
物样本数据。该项目首次揭示了
易感基因与内蒙古地区慢阻肺发
病的关联 ；首次找到 ABCC4 等 7
个基因与内蒙古地区人群慢阻肺
发生相关；并在内蒙古地区首次创
新 性 开 展 和 改 良 了 诱 导 痰 技 术 。
这些初步科研成果为我区慢阻肺
的防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
临床应用价值。

国家卫健委慢阻肺诊治重点实
验室主任、内蒙古呼吸系统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和内蒙古呼吸
疾病重点实验室主任孙德俊教授介
绍，预计到 2020 年年底，该项目将
收集样本达 3 万例。

此外，团队将继续对样本进行
二代测序，期待筛选出早期慢阻肺
的特征性 SNP 基因位点，并在蒙古
族和汉族人群中进行验证，以发现
影响蒙古族慢阻肺发生发展的遗传
特征。

聊聊慢阻肺

□马爱平

春天来了，天气回暖，万物复苏。
但柳絮、花粉、飞虫这些春天的“小烦
恼”也影响了不少人的生活。那么，你
了解这些“烦恼”背后的真相吗？

“风媒花”是致敏祸首

随着春季的到来，有不少人因花粉
的大量传播而过敏。

“大家都以为，春天容易花粉过敏
是因为花团锦簇，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过敏反应科主任祝戎飞说，桃花、油
菜花等颜色鲜艳的花并不容易引起过
敏。这些花都是“虫媒花”，它们的花粉
颗粒大、重而黏，在空气中飘不起来，只
能吸引蜜蜂授粉，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对
它们过敏。而树、草、小野花叫“风媒

花”，它们的花粉才是导致花粉过敏的
“主凶”。这些花粉小到肉眼看不见，很
轻，数量也多。风一吹，花粉在空气中
大量飘浮，人接触和吸入后很容易致
敏。

杨柳雌株才会飞絮

除了花粉，春天不少人还会因为满
街飞舞的杨絮、柳絮而烦恼。梨花淡白
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在这踏青季
节，杨柳飞絮又“如约而至”。

“并不是所有的杨树、柳树都会产
生飞絮。”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李良厚说，飞絮均来自于杨树和柳树
的雌株。春季，空中飘散的杨柳飞絮其
实是杨柳雌树的种子和衍生物，杨柳树
为了传播繁衍下一代，每逢春天，就“派
出”这些白色絮状的绒毛，携带着种子，
以风为媒，漫天飞散。

杨树和柳树，都是雌雄异株的树
种。到了春天，雄树的花粉花絮，会飘

落在有黏液的雌株柱头上，受精之后，
长成果实。而种子就在果实内包裹着，
人们肉眼所看到的杨柳飞絮，其实是种
子的冠毛。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通过
冠毛的飘浮作用，杨树和柳树得以完成
自然繁衍。

据了解，一棵成熟的雌树能产生约
1 公斤的飞絮。

昆虫也有偏爱的颜色

春天傍晚或者在花草密集处，有人
会发现身边飞舞着不少小虫。你知道
吗，身边飞虫的数量和身着衣服的颜色
大有关系。如果你一身荧黄色现身草
丛边，那必定会“前呼后拥”，出现不少

“追随者”。
江西农业大学教授薛芳森解释，大

家在小区花园、绿化带常见的“小飞虫”
又叫蜜虫、腻虫等，属于蚜虫的一个种
类，学名叫“有翅蚜虫”，常群集在叶片、
嫩茎、花蕾、顶芽等部位，靠吸食植物汁

液过活，危害植物生长。“小飞虫”确有
趋黄习性，因此去植物多的地方尽量别
穿黄色衣服。

“不同的昆虫对不同的光波也有偏
好，也就是说，各种昆虫都有自己偏爱
的颜色。”薛芳森称，科学研究发现，蚜
虫对 600—550 纳米的黄光最敏感，有
趋黄反应。“而蚊子对黑色情有独钟，穿
黑 色 衣 服 的 人 是 蚊 子 进 攻 的 首 选 对
象。”这是因为蚊子多半是喜欢弱光的，
全暗或强光它都不喜欢。

由于蚊子种类不同，所喜爱光的强
弱程度也有所不同，例如伊蚊多半白天
活动，而库蚊和按蚊多半在黄昏或黎明
时活动。但不论在白天活动还是在晚
间活动的蚊子，都喜欢躲避强光，即使
是白天活动的伊蚊，也往往在下午 3 时
或 4 时才开始出没。

薛芳森说，要想少被蚊子叮咬，就
尽量不要穿黑色衣服。除首选的黑色
外，蚊子还喜欢夜间发射光线较暗的
红、绿等颜色。

□本报记者 白莲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田间地头处处
生机盎然。近日，一台无人驾驶拖拉机
亮相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的
农田里。

科技助力，绘就了一幅智慧春耕图。
空无一人的拖拉机驾驶室里，显示

屏上的数据不断变化着，作业轨迹、作业
面积、行驶速度、行驶里程、地块地图等
信息一目了然，耕过的农田线路笔直。

伴随着轰鸣的农机作业声，不到一会
儿功夫，所到之处的广阔田地平整而疏

松，匀称的行距让围观的人们啧啧称赞。
“这些平时费时费力的农活，无人驾

驶拖拉机干起来通通不在话下，不但轻轻
松松搞定，而且十分精准，省时又省力。
一天耕种百八十亩不成问题。有了它，农
民就能当上甩手掌柜了！”准格尔旗蓿亥
图君合农机合作社负责人高岸青感叹着。

给拖拉机装上“大脑”的，是应用了北
斗卫星导航技术的精准农业自动驾驶系
统。该系统集成度高，安装方便，经过简
单培训，用户即可自己进行拆装操作，极
大地降低了学习成本。有了它，拖拉机就
实现了无人驾驶。这套系统具备高效率、
高精度、高质量的作业特点，可以有效帮

助农户节本增效，特别适用于精密播种、
土地耕整、施肥、喷药、起垄等作业。

“今年准旗在十二连城乡蓿亥图君
合农机合作社、薛家湾镇宁格尔塔村互
助农机合作社已推广无人驾驶拖拉机 2
台。以上两家合作社都是旗级脱贫攻坚
项目库的项目，村集体经济与贫困户建
立了利益链接。”鄂尔多斯市农牧业局农
机管理科工作人员格希格介绍说。

相关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与传统的
驾驶员操作作业相比，安装自动导航系
统后，拖拉机可以对机车田间直线行走
作业精确引导，每千米播种作业偏差不
超过 2.5 厘米，保证了机组作业不重不

漏，提高了农机作业质量。同时，还可以
进行夜间作业，能大大提高农机作业效
率，减轻驾驶员劳动强度。

系统导航采用单天线方案，具有全
地形补偿功能，可以将农机在坡地、高速
行驶等工况下的作业误差控制在 2.5 厘
米以内，保证精准的交接行作业，减少错
行和漏行，从而提升土地利用率，节省化
肥、种子、地膜、农药、燃油农业物资，并
减少农机具的磨损。

当现代农机玩起“黑科技”，自动化、
智能化让农牧业变得更加轻松与高效。
运用现代化互联网手段将农牧业与科技
相结合，新模式改变甚至颠覆了传统的

耕作方式。
随着现代农牧业逐步向集约化、自动

化、智能化方向迅猛发展，以无人驾驶为基
础的精准农牧业将为高质量发展插上翅膀。

今年，鄂尔多斯市在乌审旗和准格
尔旗展开无人驾驶拖拉机试点工作。格
希格表示，以后将深入推进该项工作发
展，让越来越多的农牧户享受到高科技
带来的便利。

接下来即将进入农忙时节，有了科技的
加持，这些大铁牛一样奔跑的拖拉机，将发
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和力量，也让人对农牧民
更富、农村牧区更美、农牧业更强充满期
待。

上亿年前的远
古海洋生物是什么
样子？在世界自然
遗产地张家界，城
市里很多街道、台
阶的地砖上，有螺
旋、圆弧、圆锥、波
纹等多种形状的古
生物化石，如同一
幅幅无声诉说沧海
桑田变迁的神奇画
卷。专家考证，这
些化石有的来自约
4.7 亿年前。

（据新华社电）

化石地板

看看，，无人驾驶拖拉机来了无人驾驶拖拉机来了！！

原来如此

风景线

（（陈东陈东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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