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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创新驱动 彰显科学魅力

黑土地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珍贵资

源，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东北地区

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三大黑土区之一，是

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优势区、最大的商

品粮优势基地。但高产丰产的黑土地，也

面临着土地肥力透支的问题。2022 年 8
月，世界上唯一一部国家层面立法保护

黑土地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

保护法》正式实施，给我们的工作指明了

方向。

黑龙江的黑土地面积超过东北黑土

区面积的一半，为了让黑土地“重生”、深

入落实藏粮于地战略，我们针对寒地黑

土区农用化学投入品土壤残留消减转化

难、阻控产品效率低等问题，潜心钻研、

试验，最终筛选分离出 40 余种适用于不

同黑土障碍因素的耐低温高效菌株。一

开始，微生物菌株投入实际土壤后没有

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赶忙去现场查看，

找到了症结：筛选出的菌株在土壤中会

与土著微生物竞争，菌株的持久性和长

效性得不到保障。为此，我们尝试以农业

废弃物为固定化载体，创制新型生物胶

囊及菌剂等 10 余种产品，开发了寒地黑

土改良新技术，有效消减土壤环境中农用化学品的残

留量，形成独具特色的“固定化菌株-障碍性消减”的黑

土耕层改良新模式。

解决了冷凉区障碍消减功能微生物活性低的难

题，我们开始思索：怎样在减少化学品投入的同时提升

粮食产能？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黑龙江生物有机肥产品

功能不足，优质有益微生物资源匮乏。我带领团队踏遍

白山黑水取样，往返于田间地头和学校实验室……经

过 10 余年的探索，植物促生与培肥多效一体化技术终

于成型，不仅能有效保证作物品质、实现有机肥中残留

重金属的稳定化，添加的益生菌还能培肥土壤，克服连

作障碍及病虫害等问题，实现农业土壤可持续利用，极

大降低了农业生产管理的成本。

近年来，我们研发的农田障碍因子消减技术与多

功能肥料产品在黑龙江多地开展应用示范，累计推广

面积 153.56 万亩，化学肥料使用量降低了 10%，实现粮

食增产 5%~10%，农民每亩增收 100 元以上，累计新增

收益 1 亿元。为带动更多农民参与黑土保护，我们还配

合地方开展农技培训服务，受益人群达 1 万余人。

黑土地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它是大地

的宝藏，是守住“口粮绝对安全”战略底线的重要保障。

在未来的黑土地保护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努力，同时也

期待各级政府、农民及相关企业齐发力，实现黑土地资

源的永续利用，共同端稳中国饭碗。

中条巍巍，鹾海汤汤。九月的河东大地，

金风送爽，文气氤氲，四海宾朋跨越山河万

里相聚运城，拜会关公故里，聆听关公故事，

传承关公精神……

文化认同 铸牢共同体意识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9 月 23 日上

午，癸卯年社会各界民间团体祭拜关公大典

在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关圣文化广

场举行。

9 时 30 分许，随着鸣钟九响、击鼓九通，

祭拜关公大典正式开始。国家和山西省有关

部门代表，山西、河南、湖北、福建四省民革

省委会代表，台湾省信众代表，第 34 届关公

文化旅游节组委会代表等各界人士先后敬

献花篮。随后，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华文

化促进会副主席、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姜新文作为此次祭拜关公大典主祭人恭读

祭文。经过舞蹈表演《文德之舞》、武术表演

《武德之功》在内的“乐舞敬拜”和“三献礼”

两项流程后，现场各界人士全体起立，共同

行三鞠躬礼。最后，随着华美庄重的乐舞告

祭结束，祭拜关公大典礼成。

作为山西·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的一项

重要内容，祭拜关公大典备受社会各界、民

间团体、广大信众的关注。不同于以往，此次

祭拜关公大典中新增的“三献礼”流程，无疑

是山西·运城第 34 届关公文化旅游节的亮

点之一。据了解，“三献礼”是中华民族最尊

贵、最严谨的国家祭祀礼制的核心流程。此

次祭拜关公大典新增“三献礼”流程，将关公

礼仪课题研究《武庙祀典》这一阶段性成果

通过可听、可看、可体验的方式展示给公众，

在为社会各界呈现一场视听文化盛宴的同

时，更彰显了关公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重要地位，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区祭

拜关公提供了参考依据。

近年来，运城市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关

公文化交流活动，特别是从 2019 年开始，由

解州关帝祖庙和关公文化研究院发起，面向

全球开展“关公文化交流基地”共建活动，目

前已在全球范围内共建“关公文化交流基

地”39 家。祭拜关公大典正式开始前，国内

12 家“关公文化交流基地”奉献了具有浓郁

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不仅彰显

了关公文化突出的包容性，也展示了各个

“关公文化交流基地”的地域风采，更凸显了

解州关帝祖庙作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

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关公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具有重

要作用，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凝聚和传递向上向善社会共识上具有重

要意义。举行祭拜关公大典旨在深入挖掘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全球华人走进关公故

里、感悟关公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增进文化

认同，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推进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光影翰墨 演绎“忠义千秋”

金秋时节，关公故里，丹青溢彩，翰墨飘

香。作为关公文化节的重要活动之一，“忠义

千秋”海峡两岸关公文化书画展在解州关帝

庙开展，来自海峡两岸的 200 余幅优秀书画

作品参加展出。

据介绍，本次书画展是连续举办海峡两

岸关公文化书画展的第六年，也是改邀请式

征稿为评奖式征稿的第一年。 (下转 A3版）

姻 科学导报记者 耿倩 隋萌 金秋呈胜景 忠义展新姿
———山西·运城第 34 届关公文化旅游节侧记

休刊启事

《科学导报》编辑部

因中秋、国庆节放假，本报将于 2023 年

9 月 29 日、10 月 3 日、10 月 6 日休刊，10 月

10 日起正常出版。

冷大气压等离子体可加速难治性

创面愈合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杨春

俊等离子体医学应用研究团队与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合

作，开发出适合临床应用的等离子体皮肤创面治疗设

备。该设备具有无接触和无痛的特点，更适用于人体组

织。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生物工程与转化医学》。

王敏

机器学习能有效筛选“苦味”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靳艳

团队与大连工业大学、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合

作，发展了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苦味肽筛选新方法，利

用该方法从超高温处理的牛奶中筛选并验证了导致该

牛奶发苦的苦味肽。相关成果发表于《食品化学》。

孙丹宁

创新前沿K chuangxinqianyan

一体化光电神经器件研究获进展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许小红、副教授薛武红与复旦大

学教授周鹏合作，设计出一种基于铁电 p-n 异质结的新

型两端多功能突触器件，通过极化可重构的 p-n 结内置

电场和光诱导铁电极化翻转，实现了生物突触的多种功

能模拟。近日，研究成果发表于《先进功能材料》。

李清波

科学导报讯 笔者 9 月 24 日从中国海

油获悉，我国海上首个规模化钻井开发的

亿吨级油田———垦利 6-1 油田，完成全部

177 口 井 钻 井 作 业 ， 工 程 质 量 合 格 率

100%，提速超 20%，实现十三项新技术应

用，打破 8 项中国海油钻井纪录，大大缩短

了建设周期。目前油田已达到日产原油近

万立方米的规模。

据介绍，垦利 6-1 油田钻井开发项目钻

井作业平台累计达到 9 个，完成钻井 177 口

井，是我国海上钻井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时间

最短、平台最多的开发项目。垦利 6-1 油田钻

井作业的快速完钻，标志着我国海上非整装

亿吨级油田规模化钻井技术实现跨越，对渤

海油田进一步增储上产、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具有重要作用。

据了解，面对油气田储量分布“散、窄、

薄、杂”，以及亿吨级油田规模化开发、智能化

平台建设等诸多难点，该项目以管理模式创

新为突破口，通过国产化工艺技术赋能，保障

了项目的高效运行和压茬推进，实现了“提

速、提质、提产、提效”目标。该项目通过集成

化应用系统钻井技术，破解浅层大位移井高

效钻井各项难题，引入中国海油“璇玑”钻井

系统，应用智能完井、裸眼分段充填防砂、集

成湿接头泵工况、旋转下套管、套后测井等多

项工艺技术，使国产化工具应用和推广迈上

了新台阶。

同时，作为渤海油田首个接入岸电开

发的钻井项目，垦利 6-1 油田钻井开发

项目利用电网岸电供电取代海上钻井平

台传统柴油发电作业，大幅降低柴油消耗

成本，实现单个平台年均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近万吨。

操秀英

要想富，先修路。从一条畅通无阻的高速

公路到兼具数智化、绿色化、品质化的智慧公

路，我们需要等待多长时间？当横贯太行山的昔

榆高速公路的线形图在纸端汇就，当这条畅通

晋冀的要道以其崭新的面貌邀请全国交通运输

行业和公路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现场

观摩，当预计今年年底昔阳闫庄互通至榆次修

文枢纽实现通车的消息传来，山西路桥集团已

经用实际行动作出了坚定回答。

数智赋能精细管控

昔榆高速起点位于昔阳县省界处，以隧

道形式与河北境内在建衡昔高速公路相接，

经昔阳县、和顺县、寿阳县，终点在榆次区榆

祁高速以立交枢纽兼出入互通形式相接。

作为山西省高速公路网调整规划中“4
纵 15 横 33 联”中第 8 横的重要一段以及国

家发改委《关于支持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加

强协作实现联动发展的意见》中的重点建设

项目，昔榆高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建

设好这条高速，山西路桥集团打出的第一张

牌便是“数智化”。

9 月 23 日，记者在昔榆高速公路无人摊

铺施工现场看到，由 1 台大宽度摊铺机、4 台

压路机组成的无人驾驶施工集群正在进行

沥青面层试验段施工作业。

山西路桥集团副总经理、山西昔榆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温郁斌介绍

说：“为有效避免人为操作过程中经常出现的

漏压、过压、欠压、超速等问题，加强工程质量

和安全管控，我们引进了智能化路面摊铺、碾

压设备，可有效缩短工期，同时我们还把无人

摊铺和碾压的温度、速度、厚度以及碾压遍数

等数据全部传回了智慧建设管理中心。”

在智慧建设管理中心大屏上，不仅可以

清晰地了解到施工标段无人摊铺的数据反馈，

还囊括了人员、机械、材料、工艺、试验检测、施

工环境等多项数据。管理人员可对全线 258 处

1800 余个控制点数据进行实时掌控分析。

其中昔榆高速的智慧隧道是山西省内

高速首家以数字信息化手段对隧道施工进

行的全过程管控；智慧梁场是山西省内首家

借助移动台座+同步液压模板系统+智能信

息化管理+智能温控蒸汽养生工艺，达到梁

片单项流水线作业的精准管理；智慧监理是

山西省内高速首家采用的智慧监理信息化

平台。

同时为让施工更具安全性，昔榆高速还

为施工人员配备了具有人员定位、语音通

话、行为识别、人脸识别、登高预警、危险救援

等 16 种功能的安全帽。从传统施工管控难、

风险大到如今无死角、全覆盖的精细化管控，

昔榆高速用数智化建设确保了工程高标准、

高质量、高效率推进。

绿色生态人景合一

昔榆高速是典型的山区高速公路项目，
桥隧占比高，环保要求严，施工难度大，如何
在地质条件复杂、生态脆弱的地区建好一条
高速公路，山西路桥集团打出的第二张牌便
是“绿色化”。

“一条大道，两路风景，三季有花，四季常
绿”，可绿色公路工程建设谈何容易？山西路
桥集团以路基、桥梁、隧道、路面、机电、交安、
绿化工程为载体，全过程、全方位通盘考虑，
按照“符合安全适用、技术经济合理”的要求
开展路线设计，不追求过高的线型指标，重
视人文景观保护，并合理避绕了松塔水源保
护区和八缚岭、铁桥山自然保护区，跨越了
松溪河湿地公园、涂河生态保护区等。

(下转 A3版）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文君 张娜

山西路桥集团：打造精品工程 领航智慧交通

9 月 21 日，在第五届中国康复
辅助器具产业创新大会上，参会者在
体验康复辅助器具产品。

当日，第五届中国康复辅助器具
产业创新大会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园
博园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据介绍，本
届大会为期 2 天，吸引国内外专家学
者、企业家 1800 余人参会，近百家康
复辅助器具企业参展。

姻 王继军摄

康复辅助器具
产业创新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