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外媒报道，在英国威尔士南部彭布罗克郡某农场内，动

物爱好者们为高龄树懒建了一家养老院，专门接收从各个动

物园“退休”的高龄树懒。目前，树懒养老院已经迎来了两名

住户，24 岁的雄性树懒 Tupee 和 34 岁的雌性树懒 Lightcap。

这家养老院配有各种特殊设备，可让这些行动迟缓的“老人”

放松身心，悠然度过晚年时光。

安享晚年
高龄树懒住进养老院

直链淀粉含量 10%—15%，蛋白质含量 7%—

8%，胶稠度 70mm以上，食味值 8分以上……这一连

串的专业术语是什么意思？其实，稻米好不好吃，

这些数据就是一把尺子，达到这个门槛才能称得上

优质食味稻米。

秋收冬藏，当年的新米都陆续上市销售了。为

什么同一地区、同一品种稻米口感差异却很大？培

育优质食味水稻究竟需要关注哪些因素？大米好

不好吃跟水稻基因有关系吗？

近日，由江苏省农科院主办的“优良食味粳稻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

国、美国、泰国、印度 6个国家的近 16位水稻界专家

学者从不同角度来聊粳稻的优良食味。

把握好成熟期温度和施肥时机

“水稻孕穗期的施肥量很重要，当穗长在 1毫米

的时候，对水稻的品质和产量影响很大，这时候如

果增加氮肥的施用量，会降低稻米的食味；当穗长

在 1毫米之前，增加氮肥施用量，则不影响稻米食味

值。”

日本九州大学著名水稻专家松江勇次讲述了

他在日本最新的研究成果。

只有 2500年历史的日本稻米，产量位居世界第

十一位，但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深入人心，“越光”

“秋田小町”“一见钟情”等优质食味稻米品种还在

中国消费市场占比较大。这其中，离不开日本农业

专家对水稻品质长期不懈的研究。

松江勇次发现，要想获得优良食味就需要把握

好水稻成熟期温度和施肥时机，“经过实验研究发

现，水稻成熟期最佳温度在 25℃，当温度到达 27℃

以上时，稻米的食味值就会下降。”

“即便有优良食味品种，如果不控制水分，还是

会大大降低稻米食味值。如稻谷收获后，加工成糙

米也有讲究，当糙米水分烘干到 14.7%的时候，其食

味值最高。”松江勇次介绍说，许多农民认为稻谷越

干，产量就越高，这个其实并不科学。经过研究发

现，当稻谷水分达到 25%左右，千粒重达峰值，这时

候收获水稻，能获得最高产量。

稻米加工对其食味值也有影响，日本佐竹株式

会社的河野元信分享了日本的稻米生产加工流通

体系与品质控制的情况。如干燥参数方面，为防止

爆腰而影响食味，要求适当的干燥速度控制在每小

时降低 0.8%—1%水分，稻谷温度保持在 35℃以下，

糙米水分保持在 14%—15%，并通过搅拌混合、调

质、薄层干燥等手段防止干燥不均匀；在日本还会

使用纸袋或者集装袋进行糙米低温储藏，在低温仓

库内，储藏温度为 15℃以下，这种条件下储藏的糙

米食味值最佳。

培育优质品种并挖掘食味基因

世界上近一半人口，都以大米为食。水稻原产

中国，其栽培历史可追溯到约公元前 12000—16000

年前的中国湖南。目前，我国稻米产量世界第一，

品种也较为丰富，2004 年以来，中国水稻产量持续

稳定增长，至 2017年稻谷产量达 20856万吨，近 7年

稳定在 2亿吨以上。

面对水稻生产的“量”上已满足需求，但“质”上

却难以满足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水稻供给的数量、质量都更契

合消费需求。其中最核心的是要着重提高中高端

优质稻米的供给能力。2017 年中央 1 号文件特别

强调要稳定水稻生产，确保口粮绝对安全，重点发

展优质稻米。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表示，要想发展良食味

品质粳米，首先品种是基础。目前，我国优质品种

不断涌现，如东北地区“稻花香 2 号”“沈农 625”，江

苏地区的“南粳”系列等。其次，栽培是关键，应合

理施肥，适期收获。最后是地理环境。

目前，我国许多地区为了追求高产，在水稻

抽 穗 后 依 然 施 用 氮 肥 ，其 实 这 是 错 误 的 。 后 期

多施氮肥会导致水稻贪青迟熟，成熟度下降，稻

谷 蛋 白 质 含 量 增 加 ，食 味 品 质 变 差 。 正 确 的 方

法应适当减少氮肥用量，增加有机肥用量，后期

尽量不施氮肥。

2002 年 4 月 5 日，《科学》杂志以封面和 14 个页

面的罕见体量，介绍了中国科学家完成的籼稻基因

组测序工作。这意味着，我国在水稻重要农艺性状

研究方面，在主要的基因克隆与功能研究方面都已

走在前列。

但是，近年来国内关于水稻食味基因的研究成

果却并不丰富。“仅江苏种质资源库就有 1.1万份水

稻基因，但是现在对水稻食味基因的基础研究很

少。”江苏省农科院水稻专家王才林研究员表示，想

要让稻米更好吃还需要挖掘潜在的基因。

为此，江苏省农科院发起成立了“优良食味

粳稻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成员包括中国、日本、

韩国、美国、泰国、印度等 6 个国家的水稻专家学

者 ，旨 从 国 际 角 度 研 究 如 何 来 选 育 优 良 食 味 粳

稻 品 种 ，以 及 优 良 食 味 粳 稻 品 种 在 国 际 间 的 推

广等。

稻米不好吃，可能是这些原因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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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自然

现在大家都知道，青藏高原的隆升是由于印

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亚洲宏观地形和自然

环境格局从此改写。有研究已经尝试回答碰撞之

后，喜马拉雅山脉和冈底斯山脉作为青藏高原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何时达到现今高度的。但碰撞

前板块的古地貌如何？海拔到底是高还是低？目

前学界还没有共识。“例如青藏高原中部羌塘地

块、拉萨地块的古高度，国内外研究就有争议，有

人认为碰撞前就不低，有人认为是碰撞后才抬升

的。”张会平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碰撞前的古地貌

对理解和认识青藏高原不同部位的隆升过程和历

史非常重要。

张会平个人比较关注青藏高原内部的夷平

面，即各种夷平作用形成的低起伏地貌面。从

构造的角度理解，当地壳相对稳定，地表经长期

剥蚀—堆积夷平作用，形成准平原；之后地壳抬

升，准平原受切割破坏，残留在山顶或山坡上的准

平原，称为夷平面。张会平说，夷平面在青藏高原

中部大量存在，在高原东北缘和东南缘分布也很

广，他想搞清楚板块碰撞前夷平面的形成过程。

“要回答地球表面形态是如何演化的，构造地

貌研究还需要在技术手段方面创新。”张会平说，

以高分辨率数据为例，原来的地貌研究好比用肉

眼看，很多细节看不到，随着数据精度的提高，研

究人员可以像拿放大镜、显微镜一样看地貌的精

细结构。“过去网上公开获取的数字高程模型，分

辨率大多为 90 米—30 米，就是说地表面小于 30

米的很多地貌特征无法刻画；现在激光雷达、无人

机和航拍高程数据，分辨率可提升到厘米甚至毫

米级，就能进一步研究精细地貌了。”

青藏高原古高度几何？

弄清板块碰撞前夷平面形成过程

构造地貌研究中，不同时间尺度、不同分辨率

的年代学并不是简单的年龄问题，所有的年代学

数据都应在相关地质背景下进行解释。张会平告

诉记者，不同矿物、同一矿物的不同位置，记录的

构造变形和年龄信息都不一样。比如，具有环带

特征的锆石，解释年代时要注意到矿物本身经历

了多期生长过程；宇宙成因核素暴露年龄的获得，

需要对样品点位的屏蔽、遮挡以及后期侵蚀进行

评价，不然很难恢复真实地貌演化过程和历史。

目前，地貌研究中测年体系缺乏标准样品的

确立，如宇宙成因核素标准产率的校正和低温热

年代学的标样问题，如果青藏高原独特的地质演

化史，能够为年代学领域提供标准样品，其意义也

深远重大。

“地质历史越长，记录保存的越少，速率或年

代的不确定度越大，就要格外注意极端（灾变）地

质事件的影响。”张会平拿青藏高原东缘的龙门山

构造带的侵蚀速率举例，低温热年代学数据表明，

百万年尺度剥露速率为每年 0.5—1 毫米，河流阶

地表征的万年尺度下切速率也是这个量级，汶川

地震之前，水文站站点测量的数十年输沙率也大

概是同样的。“但汶川地震之后，大范围的滑坡崩

塌造成水文站站点记录的输沙率上涨十几倍甚至

几十倍，所以个别地质事件会大大影响侵蚀速

率。这些极端事件，虽然发生概率低，但在地貌演

化过程中往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极端地质事件影响重大？

地貌年代学数据与地质背景有关

本报记者 杨 雪

青藏高原远古奥秘青藏高原远古奥秘
从地貌演化中找答案从地貌演化中找答案

春节假期，来自内蒙古的游客张霞和三个同伴一起，在刚

刚开放不久的山西省乡宁县云丘山冰洞群游玩。“太精彩了，

太壮观了。太值得一看了！”她们走出冰洞群依然兴致勃勃。

云丘山冰洞群属世界罕见超大冰洞群，洞穴相互贯通，蜿

蜒曲折，总长 100 多米，最宽处有 12 米，最高有 15 米，洞内四

壁结冰，五步一景，冰柱、冰笋、冰钟乳、冰石花分布整个空间，

大大小小的冰凌晶莹剔透，在五彩灯光的映照下呈现出梦幻

般景象，犹如龙宫御舍。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诗才说：“从目

前国内乃至世界上来看，这里也都算得上是最大的一个冰

洞群，全年 365 天有冰，这才是冰洞，以冰洞和非冰洞的比

例大概是 1 万多个普通洞穴才可能出现一个冰洞，所以这

是非常难得的。”

云丘山地处山西吕梁山与汾渭地堑的交汇处，自然人文

景观丰富，历史上有“藐姑射山最秀之峰巅”和“河汾一带第一

名胜地”的美誉。目前，云丘山景区范围内现已查明有 14 个

冰洞群，这是中外首次发现规模超大、机制极为复杂的冰洞群

体。经过 16年的探索开发，云丘山冰洞群目前已作为旅游景

点向游人开放。

据介绍，云丘山冰洞群产生于第四季冰川期，距今已经有

300 多万年的历史。洞群成因至今未解。冰洞群的形成规模

在世界范围内处于极为罕见的冰洞群地位，是一种特别复杂

的地热负异常现象，具有极强极复杂的科学性质，在科学研究

与旅游方面有着颇高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此前，山西已发现一处宁武万年冰洞，2005 年，宁武万年

冰洞在第四批国家地质公园评审中，成为国家地质公园。宁

武冰洞是我国最大的冰洞，也是中纬度地带最大的冰洞，更是

世界上迄今永久冻土层以外发现的罕见大冰洞。经中科院地

质研究所洞穴专家考察认定：此洞形成于新生代第四纪冰川

期，距今约 300万年，故名万年冰洞。

宁武万年冰洞的形成原因，至今都是地质界争论的焦点，

科学家们对此提出了各种猜测。而云丘山冰洞群的规模之

大，也属世界罕见，这里也有诸多科技之谜等待大家揭开其神

秘面纱。

到山西云丘山
游览世界罕见超大冰洞群

本报记者 王海滨

河流是联系陆地与海洋物质和能量循环的主

要通道，包含着丰富的古气候、古环境、古生态信

息。青藏高原作为亚洲水塔，是多条大江大河的

发源地；与青藏高原隆升相伴生的高原河流水系，

记录了高原隆升和气候变化信息。

“一方面，河流动力和地貌演化受构造活动和

气候变化影响，另一方面，河流侵蚀—搬运和堆积

过程又在气候—构造相互作用中起着重要的媒介

作用。”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王先彦

介绍，河流地貌特征和演化可用于新构造运动和

气候变化的研究，特别是被成功应用到青藏高原

隆升过程的研究。

以往研究中，人们过于关注单一因素对河流

的控制作用。实际上，构造运动、气候变化和人类

活动引起的河流动力系统改变都会导致河流的沉

积和侵蚀，都是河流沉积和地貌演化的重要影响

因素。例如，气候可以直接控制河流径流和泥沙

量，也可以间接通过影响植被和土壤下垫面而影

响径流和泥沙量；构造活动可以直接影响河流坡

度从而影响河流的侵蚀能力，也可以间接通过破

坏河床岩石结构而影响河流的侵蚀和搬运过程。

拿雅鲁藏布江举例：对于雅鲁藏布大峡谷的

形成，美国华盛顿大学 Montgomery 教授及其团

队的结论是受史上多发的冰川堵江影响，冰川坝

形成后上游水流变缓，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上区

域就经常被“保护”起来，峡谷由此形成。但根据

我国科研人员在雅鲁藏布江钻取的第四纪沉积物

和年代学研究，发现河道剖面的变形有 2 个百万

年的时间尺度，所以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形成是受

构造控制的。

“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大河，如长江、黄河的

形成和演化，应该与印度板块—欧亚板块的碰撞

形成的构造样式，以及全球最大的季风系统——

东亚季风气候有紧密关系，但它们之间具体的相

互联系和作用过程还不是很清楚，有待揭示。”王

先彦说。

河流形成和下切由谁驱动？

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等综合影响“构造地貌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面形态，关注的是地壳
运动的内动力和气候变化的外动力对地貌演化的控制作用。”
近日，在香山科学会议第Y4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地震局地质
研究所研究员张会平作“青藏高原构造地貌研究主题评述”时
说。他打了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地貌演化过程就像人的性格养
成，内动力好比基因，而外动力则好比成长环境，二者相互作
用，且都至关重要。

新生代以来，随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亚洲大陆
内部“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不断快速隆升并向外扩展，构造变
形强烈，强震灾害频发，地貌类型丰富，气候背景独特。张会平
介绍，构造地貌研究，就是要认识和理解地球地貌演化规律、大
陆构造变形及其动力学机制、地球表层和固体地球相互作用机
制，最终有效服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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