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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小麦专家讲解测产技术要领。当日，晋中市太谷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功能农业
研究院小麦专家，在田间地头召开小麦耕播优化水肥精量绿色高产栽培技术晋作 84 示范田实打实收现场会，
并组织全区种粮大户现场观摩交流学习。现场会旨在示范推广小麦高产栽培集成
技术，整体提升现代农业技术水平，带动小麦产业发展，打造吨粮田，保障粮食生产
安全。 姻 科学导报记者刘娜 通讯员孙泰雁摄影报道 shijuekexueK 视觉科学

夏季防蚊
有了“作战图”

近期，我国北方多地高温持续发展，部

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达到 39益~42益。除了

炎热，夏季让人心烦的还有蚊子。

小小蚊子可能带来不可小觑的健康风

险。不久前，广东省有关部门发布了 2024
年首份“蚊子地图”，提醒民众注意防范蚊

虫叮咬。

那么，什么是“蚊子地图”？我们该如何

利用这份地图？笔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与被叮后瘙痒难耐相比，蚊子更大的

威胁在于，其可能传播登革等病毒。在广

东，登革病毒的主要传播媒介是白纹伊蚊，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花蚊子”。一旦被携带

登革病毒的白纹伊蚊叮咬，人就可能感染

登革热，出现高热、面颈胸部潮红、剧烈头

痛、全身关节痛等症状。

要防止白纹伊蚊传播登革热，就需了

解其习性，采取针对性措施，这是绘制“蚊

子地图”的初衷。

我国最早推出“蚊子地图”的深圳市，

会根据白纹伊蚊幼虫和成虫分布密度的监

测结果，对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群给出登

革病毒传播风险提示。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病媒生

物防制所所长林良强介绍，绘制人员会在地

图上对病毒传播高风险区域予以特别标示。

画好“蚊子地图”离不开数据和技术的

支撑。林良强介绍，为更好开展深圳市白纹

伊蚊分布密度监测工作，相关部门拟定了

一份监测方案，要求监测范围必须覆盖深

圳市所有街道，尤其要对传染病易发地区，

如居民区、工地、医院、学校等公共场所，进

行重点监测。之后，有关人员汇总整理监测

数据，再将其交给技术团队。

科学的监测方法是绘制“蚊子地图”的

基础。在广东省发布的“蚊子地图”中有两

个主要指标：幼虫密度和成蚊密度。

用于显示幼虫分布密度的布雷图指数

是指平均每 100 户住宅内，有白纹伊蚊幼

虫滋生的积水容器总数。有关部门通常会

采取固定取样与流动取样相结合的监测方

式，检查记录在室内外布设的小型积水容

器内幼虫的滋生情况。布雷图指数可以预

测登革病毒的传播风险。布雷图指数在 5
以下，属于安全范围；大于 5 有传播风险，

大于 10 有暴发风险。如果该指数大于 20，
则意味着一旦有输入病例，该地区就可能

暴发传染病。

监测白纹伊蚊成蚊的分布密度主要用

诱蚊诱卵器法，即通过模拟适合的环境，将

蚊子吸引到瓶中产卵，再通过计算蚊子产

卵数量，分析当地蚊子生长繁殖情况。与诱

蚊诱卵器法相关的统计指数是 MOI，当其

大于 20 时，意味着当地有较高登革病毒传

播风险。

不只是广东，福建、浙江等地近年来也

会发布“蚊子地图”。这些地区是登革病毒

传播风险较高的地区。

预防登革病毒传播，防范蚊虫叮咬是

关键。

白纹伊蚊最爱在水中产卵，因此有积

水的地方最易大量滋生蚊虫。人们要注意

保持居家环境干燥整洁，家用水缸、水桶要

注意加盖，废弃瓶、罐要倒尽积水后存放。

家中如有水养植物则应勤换水，换水的同

时要冲洗植物根部，防止蚊卵或幼虫在根

部繁殖。 都芃

kexueshiyiK 科学释疑

今年全球已出现大规模热浪，墨西哥、印度、巴

基斯坦和阿曼等城市气温均接近或超过 50益。据最

新一期《科学》杂志，美国芝加哥大学普利兹克分子

工程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防暑降温“神器”。

这是一种新型可穿戴织物，能帮助城市居民抵御全

球气候变化导致的酷热，可用于服装、建筑、汽车设

计、食品储存等诸多领域。 张佳欣

笔者 6 月 17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

张国庆教授团队发现了有机分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新

模式———芳香酰亚胺与脂肪胺之间能够形成稳定的

光诱导电荷转移复合物。他们证明了该复合物可用

于光诱导聚合、二氧化碳光还原、紫外储能等领域。

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化学》上。 马爱平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紧凑缪子线圈

（CMS）实验合作组织报告称，他们首次确认了已知

最重的基本粒子顶夸克之间的量子纠缠，为探索世

界的量子本质提供了新视角。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

一期《CMS 物理分析总结》杂志。 刘霞

顶夸克间存在量子纠缠
首获证实

kexuejinzhanK 科学进展

kexueweipingK 科学微评

姻 费祎

为探索大脑如何控制运动的奥秘，美国哈佛大学

与谷歌深度思维实验室的科学家合作，创造出一个

“虚拟大鼠”———生物力学上逼真的大鼠数字模型。这

个“大鼠”有一个人造大脑，可像真正的啮齿动物一样

四处走动。该成果代表了一种人类研究大脑如何运作

的新方法。相关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

张梦然

人工智能神经网络
创建虚拟动物模型

科学导报讯 记者杨洋 集体林是提升碳

汇的重要载体，是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

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资源。6 月 19
日，山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深入

解读《山西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有关内容。

2023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要求

“各省要结合实际加快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责

任、细化任务”。山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经

省政府常务会议、省委深改委会议审议，出台

了《实施方案》，谋划了新时代新征程全省深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是当前

和今后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积极稳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

重要指导性文件。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概括起

来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实现一个奋斗目

标，推进八大改革任务，落实五项实施举措。

《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基本

形成权属清晰、责权利统一、保护严格、流转

有序、监管有效的集体林权制度，全省森林覆

盖率达到 22.60%，可比口径由 23.57%提高到

26%以上，森林蓄积量达到 1.69 亿立方米以

上，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 700 亿元。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发展林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森林

经营更加科学高效、支持保护制度更加完善、

林权价值增值途径更加多样，促进森林生态

质量持续提高、林区发展条件持续改善、农民

收入持续增加。

聚焦答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山要怎

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

么办”林改四问，围绕八项改革任务，细化了

23 项具体改革举措。在组织实施过程中，提

出五项推进举措：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全面夯

实责任；二是鼓励先试先行，开展试点探索；

三是加强能力建设，提升服务水平；四是压实

防火责任，强化林区安全；五是强化考核评

价，注重跟踪问效。

山西省省级总林长联合签发了 2024 年

第 2 号总林长令———《关于全面深化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的令》，吹响了全省全面深化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的冲锋号。下一步，省林草局将

会同有关厅局按照职责分工，加强沟通协作，

完善支持政策，合力推进改革任务落地；指导

基层按照市县乡抓落实工作机制，全力以赴

抓好《实施方案》的贯彻落实，扎实推进改革

任务落地，进一步提升集体林的生态、经济和

社会效益，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近日，宁波一名 11 岁男孩开设科普账号，用视

频方式向公众解说昆虫知识的新闻引发不小的关

注。其丰富的知识储备、专业的讲解、好学的态度赢

得众多网友的喜爱和称赞，这名小男孩被称作“中国

人自己的小法布尔”。法布尔是著名的现代昆虫学与

动物行为学先驱，被誉为“昆虫世界的荷马”。

无独有偶，浙江杭州一名初中生在网上发布的

一系列视频也引起不小的动静。他以孩子的视角分

享对家庭幸福、校园霸凌、儿童沉迷手机等诸多现象

的看法，多有鞭辟入里之见，让不少网友刮目相看。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

“数字化”，儿童亦不例外。2023 年发布的《青少年蓝

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3）》指出，

当前，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几乎饱和，未成年人更

加融入数字生活，云端沟通加强，更加关注社会热

点，社会参与度提高。在日常生活、社交、消费、交通、

学习等多个场景中，和成人一样，儿童都需要主动或

被动地掌握一些数字生存能力。作为互联网“原住

民”，当下的儿童不仅在家庭、学校的生活和学习中

接触越来越多的数字产品，他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

也利用互联网发出自己的声音。

很多儿童对网络的了解程度和使用水平不逊于

成人，文章开头提到的两个事例就是证明。在乡村，

很多长辈的数字生存能力不如儿童，需要儿童“反

哺”，而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看到儿童利用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现自

身能力的同时，对于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不可掉

以轻心。儿童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在网上“冲浪”时容

易一味追求“短平快”的碎片化、娱乐化信息，沉迷短

视频和网络游戏等。有家长对儿童上网安全风险认

识不足，缺乏足够的保护和引导，儿童在保护个人数

据和隐私不受侵犯，辨别网络谣言、电信诈骗、信息

窃取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隐患，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数字时代，每个人都无法脱网生存，自然也包括

儿童，学习并掌握基本的数字生存能力是现实需要。

对此，首先要积极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进一步完善

儿童互联网运用相关政策，加大关心关爱力度，织牢

织密儿童安全防护网。其次要尊重儿童作为社会成

员的主体性，培养、鼓励、激发他们在信息社会的数

字创新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同样重要的是，

在家庭和社会教育中要着力提高孩子们的网络安全

素养，增强识别和应对网络谣言、诈骗的能力，避免

出现网络成瘾、社交过度等问题。家长也需树立正确

育儿观，面对流量的诱惑保持清醒，为孩子正常生活

和健康成长创造良好家庭氛围。

小学生科普昆虫走红
网络带来何种启示

我学者发现
有机分子间相互作用新模式

山西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新型辐射冷却织物
可抵御城市高温

区块链+溯源系统智能技术在杂粮产

业链融合发展中的应用示范、生猪育种扩

繁推广、5G+智慧养殖、一枚好鸡蛋的智慧

“鸡社区”、牡丹植护 纳安兴农———引领

绿色大健康产业新科技……6 月 19 日，

“农行杯”第八届“三晋新农人”科技创新

竞赛决赛在太原成功举办，参赛选手们带

着精心准备的创业项目逐一登台展示，生

动阐述项目的商业模式、市场前景、技术

优势等。

据了解，今年大赛以“以科技创新引

领创业，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主题，4
月启动以来，在各市、县农业农村局、退役

军人事务局、科协、工会、农行系统的共同

努力下，一共推荐了 156 个项目参赛，经

过主体自主申报、市县推荐、专家评议、公

开公示等程序，45 个优秀项目进入决赛，

涉及稳粮保供、特优农业、数智转型等多

个领域。

当天，来自山西 11 个市的 45 个决赛

项目分成“初创组”与“成长组”分别进行展

示，“三晋新农人”主讲的一个个动人的科

技创新故事感人肺腑，赢得与会者的拍手

叫好。

“在杂粮产业链融合发展中，利用区块

链+溯源系统智能技术，将杂粮产品从生

产到消费的每一个环节的信息都记录在链

上，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使得杂粮

产品供应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被清晰

地追溯，最终生成溯源码，一物一码，让消

费者吃到放心杂粮……”上午，“初创组”20
个参赛项目进行激烈角逐，最终山西（忻

州）杂粮出口平台有限公司带来的“区块

链+溯源系统智能技术在杂粮产业链融合

发展中的应用示范项目”以 92.93 分夺得

第一名。紧随其后的是由太谷县金铭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生猪育种扩繁推广

项目”，山西优鲜多歌供应链有限公司带来

的“主食糕点、肉制品、果品产业集群太原

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他们从多个技术层面

展示了现代农业给农业农村生产生活带来

的新变化。比赛现场评委从产品服务、核心

团队、技术实力、创新点、成长性与营销等

方面，为参赛选手进行了评审指导。

“公司通过蛋鸡物联网系统，鸡舍现场

环境、饲料管理过程、鸡群健康状况及鸡蛋

溯源信息等数据可以在大屏幕和手机端实

现实时跟踪显示……”下午，“成长组”25
名参赛选手经过激烈比拼，由阳泉天龙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带来的“5G+智慧养殖项

目”以 92.76 分斩获第一名。赛后项目负责

人陈璐表示，公司将充分利用好先进的科

学养殖技术，以质量求效益，全力打造品牌

鸡蛋，不断提高市场的认可度和融合度。

经过一天紧张激烈的比拼，最终评选

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12 名、

优秀奖 25 名。根据各市报名情况，本次大

赛还评选出了太原市农业农村局、阳泉市

农业农村局等 23 个优秀组织奖。主办方表

示，对获奖选手和项目，将分别给予物质奖

励、精神激励、金融支持和跟踪服务。

6 月 17 日，《科学导报》记者走进位于

长治市沁县南里镇中里村的晋飞农牧开

发有限公司鹌鹑养殖棚内，只见一排排干

净整齐的笼架内挤满了胖乎乎的鹌鹑，或

觅食、或嬉戏，不时还会有新鲜的鹌鹑蛋

滚落在蛋槽里，当有人靠近时，便发出阵

阵“啾啾”声。工人们正忙着喂料、拾蛋，场

面十分热闹。

“鹌鹑浑身都是宝，鹌鹑肉是滋补品，

鹌鹑蛋是畅销品，包括它的粪便，在自然

晾晒风干的情况下，是一种非常好的有机

肥，氮磷钾的含量高，是仅次于蛋品价值

的东西，对环境也没有影响……”中里村

党支部书记杨志飞边沿棚舍查看鹌鹑的

生长情况，边向记者介绍鹌鹑的价值。

据介绍，晋飞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9 年，以鹌鹑肉、鹌鹑蛋、鹌鹑有机

肥的生产供应为主，属于村企共建鹌鹑养

殖项目，现有 10 万只养殖大棚 3 座，鹌鹑

总养殖数可达 30 万只，目前存栏 15 万只。

最新的一座大棚正向养殖数字化、智能化

方向发展，可实现光、温度、粉尘等精细化

调控。

鹌鹑场看似不起眼，却是杨志飞和乡

亲们的“心头肉”。“中里村地少山多，这种

环境很适合养殖业发展，经过我们长期考

察和外地学习，便把鹌鹑产业引了进来。

鹌鹑养殖投资少、见效快，从雏苗到生蛋只

需要 45~50 天时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日益提高，对营养健康饮食也有了更高的

追求，市场对鹌鹑蛋的需求非常旺盛。”杨

志飞如是说。

“从收益来看，鹌鹑每年产蛋周期为

10.5 个月，每只鹌鹑平均下蛋 3 公斤，15
万只可以下鹌鹑蛋 45 万公斤，抛去所有

费用，每公斤可实现纯利润 2 元，每年可实

现 90 万元的纯利润。从助农上看，解决了

部分劳动力，包括 3 户脱贫户，平均每户月

均收入 4000 元。新建设的鹌鹑蛋深加工

项目预计今年年底投入运行，可直接带

动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20 万元以上……”

谈及产业的发展情况，杨志飞便打开了

话匣子。

目前，该养殖场已形成集鹌鹑养殖、蛋

品销售、鹌鹑肉销售、鹌鹑粪便销售为一体

的经营模式。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解决了

周边村民 30 余人的就业问题。据悉，在雏

鸟上笼、给鹌鹑打疫苗、销售鹌鹑蛋等用工

高峰期，还会增加一些就业岗位，让村民在

家门口也能挣上工资。

“鹌鹑养殖是一个十分有前景的绿

色养殖产业，中里村会不断探索新型养

殖模式，延伸鹌鹑产业链，如鹌鹑蛋品的

加工、有机肥的利用，来提升产业的附加

值，努力拓宽群众收入渠道，巩固壮大村

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加速跑’。”谈

及下一步目标，杨志飞信心满满地对记

者说。

长治市沁县南里镇：

特色养殖产业助农“鹌”居乐业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魏世杰 常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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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新农人”农业舞台展新姿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武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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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打造“吨粮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