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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名人说，科学的界限像地平线一样，你越接近它，它就挪得越远。不过，应该再加一句，这种不断的接近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芦荟产业专业委员会
完 美（中 国）有 限 公 司 联 合 特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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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新闻进行到底

■ 专家提醒

长江中下游地区适宜温室栽培芦荟，温室栽培一

般是指在不适宜芦荟生长的地区，如寒冷、多雨地区，

为防寒、防雨，利用大棚等设施设备，使之达到满足芦

荟生长发育的温湿度、水分、土壤肥料，甚至空气成份

等外界条件的栽培。

芦荟是一种多年生的植物,定植后一般要生长 3一

5年再进行翻种，生长期间不宜移动，所以温室栽培一定

要精心选好地址，温室地址的选择，一是应选地势平坦、

无遮荫，有利于温室内采光的地块；二是应选有机质含

量丰富、土层厚、土质疏松、排水性良好的土壤；三是应

选避风地带搭建温室，以利于冬季避风保温；四是应选

交通，运输方便场所，以降低成本；五是应选靠近水源，

排灌方便.地下水位低，无污染和盐碱化的地方。

选好温室地址后，就可进行整地，一般在芦荟定植

前 1 个月进行耕翻，有利于土壤养分分解释放和消

毒。开沟筑畦在宽 6米，高 2.5米，长 30米拱形温室内.

一般可在温室内筑 3一 4畦较合适，并在中间和两边开

沟，兼作今后芦荟叶片采收和进行管理时的作业道。

增施基肥，由于芦荟是多年生植物，种一茬收几年，生

育期长，产量高，对地力消耗大，为了高产和改良土壤，

应增施基肥，基肥应以有机肥为主，有机堆肥应充分发

酵腐熟，一般要堆沤半年以上才能施用，切勿施用生粪

和未腐熟的厩肥。选用良种，选用良种是获得高产、稳

产的重要技术环节。

嘉兴市芦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长三角腹

地、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嘉兴海盐，海盐县秦万

芦荟专业合作社起步是 8 亩大棚芦荟，现已发展到

1200 余亩，是华东地区连片面积最大的设施芦荟基

地，号称“中国华东芦荟第一镇”基地全部采用标准钢

管大棚，80%以上运用滴水灌溉技术，生产的芦荟鲜叶

主要供应芦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秦万”牌芦荟鲜

叶被认定为嘉兴市名牌产品，“秦万芦荟”先后被农业

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定为无公害农产品、浙江省

无公害农产品、浙江绿色食品。依托当地优质芦荟种

植资源，芦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食品学

院、浙江省农科院食品加工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合作，开

发生产出“味之园”芦荟汁、芦荟苹果汁、芦荟橙汁、芦

荟酸奶等系列饮品。目前公司年产量已达 1 万吨，产

品通过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HACCP 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销售网络遍及浙江、上海、江

苏、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市，产品深受广大商家

和消费者的欢迎。

长江中下游地区芦荟的栽培与加工

意大利名画家达芬奇一幅消失了500年的画作，终

于在瑞士银行的私人金库被发现。这幅作品上画的是

一名叫做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女侯爵的肖像，该幅画作

原本只有铅笔素描，没有彩色版的完成品，如今这幅画

经由专家使用碳14测定法已证实是真迹。根据估价专

家判定，德埃斯特的这幅肖像画粗估高达数千万英镑。

画作草图受贵妇激赏

这幅画主角德埃斯特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贵

妇人，为曼图亚侯爵之妻，也是当时意大利最有影响的

女性之一。她很喜欢让人帮她画像，遍邀名画师为其

作画，达芬奇也是受邀者之一。1499 年，达芬奇帮她

画下素描草稿后，对方寄信给他，表示画得很好，希望

能把草稿画成完整的作品。

该画原作草图现存于巴黎罗浮宫。数百年来，由

于一直没有见到成品画，许多学者不断争论达芬奇是

否真的画出了成品。历经几百年，成品从银行金库里

现身，已经很有神秘色彩，再加上把该肖像画存放在瑞

士银行的意大利家族又不愿意披露自己的身份，其情

节简直可以媲美丹·布朗的小说。

碳14测定“验明正身”

该画作经过美术专家及碳 14 鉴定法证实是真

迹。美国加州大学艺术史教授佩德雷蒂表示，科学测

试已证明这幅油画确实是达芬奇的作品，尤其是女人

脸的部分，马上就能认出是达芬奇的笔风。

科学测试显示德埃斯特肖像画中颜料和达芬奇其

他作品的颜料相同，该画的年代大概介于 1460 年至

1650 年。佩德雷蒂指出，由于原画素描并没有完成品

上的头饰和手上拿的叶子，因此仍须进一步分析这两

项是出自达芬奇之手还是他的学生。

贵妇成就“蒙娜丽莎”

读者很容易可以看出，这些画中的贵妇与达芬奇

的名作《蒙娜丽莎》有着神似之处。两人有着一样的神

秘笑容，有着同样的圆形下巴。专家一致认为，这幅画

是 《蒙娜丽莎》之前达芬奇的“试笔”。在此后不久的

1503 年，达芬奇就创作了《蒙娜丽莎》，而且新画与之

前的贵妇肖像图如出一辙。

沉睡 500年的达芬奇“贵妇”现身

近日，德国一名男子发现了重1.4千克，直径达

32 厘米的超大蘑菇，经鉴定是常见的牛肝菌。报

道称，当时他并不确定这是哪种蘑菇，是否可以食

用，于是他将蘑菇摘下送到专业蘑菇鉴定师、现年

71 岁的德蕾舍（Drescher）手中。她观察过这个蘑

菇后表示：“毫无疑问，这就是一个牛肝菌，人们可

以安心食用它，只不过它的个头也令我很惊讶。”据

悉，牛肝菌是十分常见的一种可食用菌类，广泛分

布于德国的森林中。潮湿闷热的环境最适宜它的

生长，这也符合康特黑穆斯发现超大蘑菇的森林的

环境。

1.4千克大蘑菇有毒还是无毒？

科学家在土耳其发现了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

人类大脑，因为富含矿物的土壤、火和一种被称为

“尸蜡”的物质的共同作用，这颗人脑得以被保存

了 4000 年，这颗人脑看上去就像一块木炭。这颗

人脑为何能够被保存如此之久？科学家认为在

4000 年前，这个居住区被地震夷为平地，死难者

被埋进地下，随后其上的废墟又燃起大火。大火

消耗掉了死者大脑周围的氧气，蒸干了其中的水

分，而大脑中的脂肪酸与土壤中的矿物作用产生

了尸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这颗大脑数千年没

有腐烂消失。

最古老的人脑缘何4000年不朽？

秋天正是落叶纷飞的时候，在许多人看来已

没有太大用处的法桐落叶，到了西祠网友“一刀一

剪”的手中却成了天然画纸。“作画用的梧桐落叶

大小不论，最为重要的是干净、平整，不要有残

缺。”作画前，“一刀一剪”总会根据落叶的形态进

行图案的构思，走兽、禽鸟、卡通人物都可入画。

“一刀一剪”绘制叶画的画笔非常简单——签字

笔，先用细一点的签字笔在叶面上轻轻地勾勒出

图案的轮廓，再用笔端较粗的 1.0 签字笔描绘一

遍，二次晾干后再放在书中夹平整便大功告成了。

落叶上的飞禽走兽啥模样？

市民徐先生日前意外看到一棵长着“肿瘤”的

梧桐树。这棵树大约有十几米高，在距地面一人多

高的树干上长有一个巨大的“肿瘤”。这个“肿瘤”

到底是什么呢？记者请教了一位园林护理工人，他

告诉记者，这棵梧桐树有可能患的是树干瘤病，树

干瘤病是一种细菌造成的病变，这种细菌常常存活

于病变的树皮皮层内。病菌从根茎伤口进入树干，

刺激患病部位的组织细胞加速分裂，在这棵植物上

形成大小不同的木质化肿瘤。树木患病后，成长变

得越来越缓慢，寿命也会比普通树短一些。

梧桐树上大如篮球的“肿瘤”是何物？

对台风的探测主要是利用气象卫星。在卫星云

图上，能清晰地看见台风的存在和大小。利用气象

卫星资料，可以确定台风中心的位置，估计台风强

度，监测台风移动方向和速度，以及狂风暴雨出现

的地区等，对防止和减轻台风灾害起着关键作用。

当台风到达近海时，还可用雷达监测台风动向。建

立城市的预警系统，提高应急能力，建立应急响应

机制。

目前世界各大气象机构预测台风的路径、强度预

报，主要通过综合各种数值模式得出数据来完成，也就

是说数值模式能越准确计算出大气环流形势，台风路

径预报就越准确。

髙拴柱说：“我国对于台风路径、台风中心的预

报有 24 小时、48 小时、72 小时、96 小时预报。在距离

误差上，去年是 100 公里，今年的误差是 90 公里，进

步十分明显。但是在强度预报方面，近 10—20 年内

变化不大，进展缓慢。强度台风预报目前还是一个

世界性难题。”

台风路径预测难在哪？

十月，第 23 号台风“菲特”和第 24 号“丹娜丝”组

团来袭，给沿海地区造成巨大损失。在台风近年逐

渐减少的情况下，今年有些反常，根据目前的预报，

未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区域还可能有新的台风生

成，甚至有可能在编号数量上超过多年平均数。而

菲特和丹娜丝的接踵而至无疑又为此画上了厚重的

一笔。

对于十月“秋台”，网友称是个传奇。那么，十月台

风登陆符合正常的气候现象吗？秋季台风的威力到底

有多大？台风的预测与监测现实情况又如何？就这些

疑问，中央气象台正研级高工、台风预报员髙拴柱为读

者答疑释惑。

十月“秋台”是个传奇？

台风一般春夏秋冬都可以发生，但是我国遭受

台风袭击一般在夏秋两季，初台最早可以提前到 4

月，终台最晚可以到 12 月。七、八月我国遭遇台风袭

击的次数较多，往往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对此，

髙拴柱说：“台风发生在十月份是气候因素导致的，

夏季 6、7、8 月份都是台风的高发期，秋季 9、10、11 月

份都有可能发生台风，夏季台风总数较多，如果只考

察台风不算热带风暴，风力达到 12 级以上的九月份

居多、偏强。”

一般而言，七八月份是台风生成的旺季，如果这段

时间台风偏少，会使全年台风偏少。但是台风不只是

夏天的产物，秋天台风生成的消息也会不断传来。这

里所说的秋台风，就是指九月以后生成的台风。

在我国所处的北半球，台风发生的环境必须有较

高的气温和大量的水汽，发生对流作用，以及不同方向

和不同秉性的风等，这些条件在夏天最为合适，但秋天

也能具备。比如 2005 年造成 60 多人伤亡的台风“泰

利”，发生在 9月初。而其它月份发生台风的几率则相

对较少，尤其是 12 月至翌年 5 月间则更少。这是因为

过了秋季，太阳直射部分往南移，洋面水温逐渐降低，

加之南半球的东南信风较少进入北半球，北半球能形

成台风的机会较少。

髙拴柱说：“今年我国 9、10 月份较多，9 月整个

月较往年平均值多很多。离我国较近，经度 180 度

又是台风路径的必经之地，生成的多了，登陆的机

会就大了。”

台风十月登陆为哪般？

与夏天生成的台风相比，秋季生成的台风又有

什么显著特点呢？髙拴柱告诉笔者，首先是移动路

径偏南，生成源地相对偏西。这是因为进入秋季以

后 ，影 响 热 带 气 旋 路 径 的 副 热 带 高 压 开 始 东 退 南

移，位置逐渐偏南而造成的；其次秋台风强度相对

较强，造成的损失也比较严重，尤其对农业生产造

成的危害更为严重。例如 2005 年的强台风“达维”

在 9 月 26 日凌晨登陆海南万宁沿海，由于当时正值

水稻收割香蕉成熟的季节，致使海南省的农业受到

了重创。

据了解，10 月登陆我国的台风不少，但登陆浙江

和闽北的非常罕见。新中国成立后，只有两个台风在

10 月份登陆浙南闽北，分别是 1961 年第 26 号台风和

2007 年“罗莎”台风。其中超强台风“罗莎”与“菲特”

影响时间最为接近。髙拴柱说：“从 1949 年到 2012 年

63 年台风的年度平均值为 27 个，今年从 1 月 1 日至今

天 10 月 10 号发生台风 25 个，均值是否会超还要看到

12 月份发生台风的个数，可以确定的是今年的登陆台

风为 9个，较往年 6.9的平均数偏多。”

中国气象局强台风“菲特”气象服务新闻发布会

发布，“菲特”具有强度强、前期移速缓慢、登陆时将

与天文大潮重合、双台风效应和影响范围广等五大

特点。“菲特”也将成为到目前为止，今年登陆我国最

北的台风。

秋台风和其他季节台风有啥不一样？

髙拴柱说：“台风其实是一种天气系统，它造成的

灾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大风、大雨、风暴

潮。这是灾害的主要表现，而且比较危险。”

大风，一般其风力在 12 级以上，例如菲特，它登

陆浙江省时的风力达到了 14 级。这时情况就比较危

险了，应留意海上的钻井平台能否承受这么大的风

力、高空作业人员能否承受以及高空建筑、广告牌等

能否承受。

大雨，容易发生暴雨、山洪和城市内涝，这些都

是非常危险的。台风“菲特”以最大日降雨量刷新历

史记录。

风暴潮，发生涌浪导致海平面上升，引发海水倒

灌，海水冲刷海滩，造成灾害。一般台风能使沿岸海水

产生增水，江苏省沿海最大增水可达 3m。“9608”和

“9711”号台风增水，使江苏省沿江沿海出现超历史的

高潮位。

髙拴柱表示：“由于我国在台风强度预报方面近年

进展相对缓慢，所以做得最好的就是组织人员撤离。”

台风造成的灾害有哪些？
中国气象局专家提醒，台湾、福建、浙江等地的居

民要注意防御台风带来的大风和强降雨影响，尤其是

来上述沿海地区旅游和工作的人员，缺乏应对台风经

验，一定要避免出海，远离危险地区。航行或作业的船

只和人员应注意及时回港避风，并加固港口设施，防止

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

国家海洋预报台提醒沿海相关部门加固海上渔业

养殖设施，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的巡查维护，做好薄

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加固工作，做好防潮准备。同时

也提醒闽浙沿海的居民、游客，在这段时间内要远离海

岸，千万不要去看海观潮，一定要确保安全。

福建省气象局提醒，台风来临前，要及时收听、收

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关紧门窗，加固易被风吹

动的搭建物；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处于可能受

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同时，幼儿园、学校应

采取暂避措施，必要时停课。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专家提醒，一旦遭遇台风，海

上渔船遇险时，应当立即发出求救信号，并将出事时

间、地点、海况、受损情况、救助要求、联系方式以及事

故发生的原因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海事机构报告，

并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组织自救。

另外，为了避免被卷入台风中心或中心外围暴风

区，海上航行的船舶一般要采取避航方法。船舶可根

据台风的动态和强度不失时机地改变航向和航速，使

船位与台风中心保持一定的距离，处于本船所能抗御

的风力等级的大风范围以外。

专家提醒，当风暴潮与天文大潮高潮位相遇时，

会产生高频率的潮位，导致潮水漫溢，海堤溃决，冲

毁房屋和各类建筑设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

台风来临，居民游客远离海岸

“菲特”，这个有史以来，10月份登陆我国大陆的最强台风，对浙江省的影
响，9日全部结束。浙南浙北，也将从“街是一条河，路是一片海”中，慢慢恢复
过来。

10月“秋台”是传奇，传奇之下的浙江，伤不起——
因灾死亡6人，失踪4人，因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24.05亿元。

■ 新闻缘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