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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遮天蔽日的沙尘暴让人心有余悸。

据 中 央 气 象 台 统 计 ，我 国 3 月 14 日 夜

间至 16 日上午，西北地区、华北大部、东北

地 区 中 西 部 、黄 淮 、江 淮 北 部 等 地 出 现 大

范围扬沙或浮尘，新疆南疆、内蒙古、甘肃

西 部 、宁 夏 中 北 部 、陕 西 北 部 、山 西 北 部 、

河北北部、北京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沙尘暴

或 强 沙 尘 暴 ，沙 尘 天 气 面 积 超 过 380 万 平

方公里。

“此次过程达到强沙尘暴强度，为近 10年

来我国出现的最强沙尘天气过程。北方多地

PM10峰值浓度超过 5000 微克/立方米。”中国

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主任张碧辉说。

沙尘 春天的常客

数据显示，2000—2020年，我国共出现 32

次大范围强沙尘暴天气过程，年均 1.5 次左

右，主要出现在 3 月和 4 月（3 月 11 次、4 月 14

次），最多的年份出现过 5次（2001、2002、2006

年）。本次过程从范围和强度上与 2002 年 3

月 18日至 22日、2010年 3月 19日至 22日的过

程相当。

沙尘天气为何成为春天的常客？中国天

气网分析师石妍表示，每年进入 3 月以后，我

国北方沙尘天气进入高发期。春季气温回升

迅速，北方沙源地开始解冻，加之降水较少，

难以抑制沙尘，便为沙尘发生提供了物质条

件。同时，这个时节，北方冷空气活动仍然频

繁，大风天气多发，就容易把地表的土或沙吹

起来，从而形成沙尘天气。

“一般来说，春季是沙尘来袭的高发季

节，但是如果降水偏少、地表干燥，冬季甚

至 是 秋 季 依 然 会 出 现 沙 尘 天 气 。”张 碧 辉

强 调 ，此 次 沙 尘 天 气 正 是 大 气 环 流 强 烈 ，

沙 源 地 干 燥 和 裸 露 的 地 表 特 征 等 共 同 作

用生成的。

沙尘频率正在减少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

1961 年以来，我国北方春季平均沙尘日数和

沙 尘 暴 日 数 均 显 著 减 少 。 尤 其 是 近 20 年

（2001—2020 年）来，春季平均沙尘日数 3.4

天，较常年同期偏少 1.6 天；沙尘暴日数 0.6

天，较常年同期偏少 0.5天。国家气候中心气

候服务首席周兵分析，沙尘天气减少有几方

面的原因。客观上来说，最近 10年，由于人为

治理和气候因素的共同作用，沙源地局部环

境有所改善。在气候因素方面，随着全球气

候的变暖，我国气候也呈现出明显变化，北方

地区大风天气发生的日数明显减少，也是导

致沙尘天气减少的主要原因。

“不过，虽然沙尘天气有所减少，但沙尘

暴这种自然灾害具有多因性、复杂性、潜在

性、周期性、突发性等特点，只要满足了生成

条件，‘沙尘暴’依然会出现。”周兵说。

专家表示，本轮沙尘天气将于 17 日开始

逐渐减弱消散，但由于前期沙源区气温明显

偏高，冻土层解冻后沙层松动，在大气环流形

势有利情况下，今春仍然存在强沙尘天气过

程发生的可能性。

（科技日报北京3月16日电）

影响范围超380万平方公里 沙尘天气缘何偏爱春天？
3 月的重庆春雨绵绵，在重庆市巫溪

县红池坝镇渔沙村的辣椒育苗大棚里，刘

吉振正指导着农户加工辣椒育苗。

刘吉振是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所研究员、重庆市科技特派员，在全国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荣获“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后，他来不及在家多住两天，就

赶着回渔沙村。

从 2017年 9月前往该村担任第一书记

以来，刘吉振带领当地村民发展扶贫产业，

用科技之花孕育出致富硕果。

告别“三大坨”山里
种起小辣椒

红池坝镇距离巫溪县城 120 多公里，

曾是重庆 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渔沙村

坐落在红池坝镇的大山深处，村上大多为

梯田，没有主导产业。过去，普遍以种植

“三大坨”（玉米、土豆、红苕）为生，日子始

终过得紧巴巴。

红池坝镇脱贫攻坚战打响后，重庆市

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刘吉振

被派驻渔沙村任第一书记。

发展什么产业帮助当地脱贫？刘吉振

与驻村工作队经过 4 个月的科学考察论

证，根据渔沙村的地形、地貌、气候等因素，

制定“小规模、多品种、高品质、好价钱”的

产业发展思路，决定选择辣椒作为渔沙村

的主导产业。

刘吉振特别选择了“艳椒 425”和“艳

椒 465”等辣椒品种作为种植对象，这是市

农业科学院钻研 10 余年培育出的辣椒品

种，具有耐贫瘠、抗病性强、耐热性高、产量

高等特点，也是重庆人爱吃的朝天椒品种。

不过渔沙村还没有种植辣椒的先例。

村子离县城这么远，种了辣椒怎么会有人

来收？提起种辣椒，村民都担心卖不出去，

迟迟不敢付诸行动。

面对村民的犹豫，刘吉振领头建起了

70 亩的扶贫示范基地，将辣椒的优良品种

和种植技术带到村里，并对村民们开展技

术培训，发展特色种植业，建立产业示范基

地，并发展产业带头人。

有了专业技术的支撑，渔沙村的辣椒

果实又大又饱满，果长 9—10 厘米，单株挂

果 180余个，亩产 3000斤以上，每亩收入可

达到 4000元以上。

“我们什么都不懂，是刘书记手把手教

我怎么培育辣椒苗。”李九员是产业带头人

之一，她说，如今自己的大棚有 10余亩，去

年收入 3万多元。

同时，渔沙村建起了全镇辣椒集中育

苗基地和辣椒加工厂，按照下游企业要求

订单式生产，加工型辣椒种植成功为全镇

产业结构调整探出了一条新路子。

2020 年全镇发展辣椒 1500 亩，渔沙村

的产业示范基地已扩大到 200 余亩，全村

农业产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现在，扶贫

示范基地已经变成了农民田间学校，带动

全村发展加工型辣椒 500 余亩，帮助群众

增收 150余万元。

培育本土人才 打造
带不走的工作队

红池坝镇紧临国家 4A级景区红池坝，

对此当地提出“农旅融合、旅为龙头”的思

路，进行产业再造。

除辣椒种植产业外，刘吉振和市农科

院专家为当地规划并发展了茶叶、脆李、中

蜂、中药材、草食牲畜等特色产业，并通过

合理布局，将山区“高中低”立体气候转化

成了特色产业上市“早中晚”的市场优势，

现在村里还种植胭脂脆桃 1000 亩、花椒

500 亩、中药材 300 亩，养殖肉牛 280 头、山

羊 620只、中蜂 1088群。

如何让新品种、新技术在村里扎下根，

刘吉振发展起了产业带头人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为本地培养人才。村民李志贤就

是其中的一个。

李志贤过去在村里帮村民操办红白喜

事，是当地有名的“总管”，但他其实是个贫

困户，因为本人股骨头坏死，加上两个女儿

读书，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跟着刘吉振学技术后，他带头种了 3

亩辣椒、1 亩生姜，还在辣椒地里套种了 2

亩西瓜，一年下来仅种地的收入就达到 1.4

万元。周围的村民见他地种得好，都上门

来学，李总管就此变成了“李专家”。不仅

脱了贫，还成了致富带头人。

按照科学方式搞种养业，大山深处的

“巴掌田”也能种出“金疙瘩”，人才“扎根”

有力地带动了贫困户脱贫增收，现在，全村

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 2017 年 5559 元增长

到 2020 年 12590 元。刘吉振说，现在渔沙

村还要依靠农旅融合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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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总重14.98吨的进口新冠疫
苗用玻璃注射器高速组装机近日抵达
青岛流亭机场，青岛海关所属青岛流
亭机场海关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开辟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完成监管
放行。

青岛流亭机场海关关员介绍，这
台设备由山东威高普瑞医药包装有限
公司申报进口，用于制造预灌封注射
器，其所生产的玻璃预灌封注射器专
用于新冠肺炎疫苗、生物制药等药品
制剂罐装，属于新型高档药品包装材
料，将有效提升国内新冠肺炎疫苗用
预灌封注射器生产能力。

（本报记者王健高 通讯员王锦
秋 赵丽娜）

开辟绿色通道
助力疫苗生产

3 月 12 日，“十四五”无锡生物医药产业

重点项目——紫杉药业抗肿瘤制剂智能工厂

正式开建。

紫杉醇从何而来，有着哪些独特功效和

作用？目前，在临床上已用于哪类肿瘤防

治？曾被称为“黄金药”的紫杉醇，提取工艺

技术上有着怎样的难度？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访了相关专家和

企业技术人员。

紫杉醇曾比黄金还贵

“紫杉醇是从红豆杉植株中提取的天然

产物，能促进微管蛋白聚合，抑制微管解聚。”

江苏省医学会妇产科分会肿瘤学组副组长、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妇科副

主任陈继明教授说，其致使不能形成纺锤体

和纺锤丝，从而不能牵动染色体向细胞两极

移动，使细胞不能完成有丝分裂，导致微管成

束而致使细胞凋亡于 G1-G0期。

陈继明告诉记者，紫杉为紫杉烷类的典

型代表，是获得 FDA 批准的第一个来自天然

植物的化学药物，主要通过作用于微管蛋白

抑制肿瘤细胞有丝分裂，从而发挥其良好的

防癌、治癌效果。

目前，在临床常用紫杉类化疗药物有紫

杉醇注射液、多西他赛（多烯紫杉醇）、紫杉醇

酯质体和紫杉醇白蛋白。应该说，从最早的

紫杉醇注射液到最新的紫杉醇白蛋白，可以

看出这一类型的药物开发在不断发展。

由于紫杉醇独特的作用机制，国际上已

广泛用于卵巢癌、宫颈癌、子宫内膜癌、乳腺

癌、肺癌、黑色素瘤和胰腺癌等多种癌症的

治疗。

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海江说：“野生红

豆杉数量十分稀少，而紫杉醇在红豆杉中含

量更是稀少，所以造成这种抗癌药物十分匮

乏、稀缺。”

陈继明介绍，过去，由于提炼紫杉醇的

原料紧缺及技术难度大等诸多原因，紫杉醇

价格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因而红豆杉被称为

“黄金树”，从红豆杉中提取的紫杉醇也被称

为“黄金药”，其价格十分昂贵，过去比黄金

还贵。

协同创新攻破种植提取难

陈继明介绍，紫杉醇分子结构非常复

杂，全合成和半合成的难度大。目前市场上

的紫杉醇制剂为天然提取或半合成制备，而

从天然红豆杉属植物中提取紫杉醇的难度

也非常大。

这主要是因为紫杉醇在植物体内含量很

低，与紫杉醇共存的类似物较多，这些类似物

的化学结构和性质与紫杉醇相近，分离十分

困难。

记者了解到，在天然原料中紫杉醇的含

量低，紫杉烷系列化合物共存，并含有大量植

物腊、色素和树胶等杂质，因而紫杉醇的分离

难度极高。

据业内相关专家介绍，世界上提炼紫杉

醇的常用工艺过程是将液液萃取、色谱分离

和重结晶等手段有机结合，并反复多次采用

色谱手段。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传统提炼紫杉醇的工

艺流程进行反复研究中发现，萃取和重复结晶

是紫杉醇回收率难以提高的制约因素，色谱过

程中溶剂消耗大也使其加工成本居高不下。

为此，科研人员针对红豆杉种植生长、发

育缓慢和紫杉醇提取难，在科技部和江苏省

相关项目支持下，通过联合科研团队开展协

同攻关，从 2018 年起，研究出红豆杉快繁技

术，实现人工规模种植。

同时，该科研团队针对传统提炼紫杉醇

的工艺流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复试验、论

证和攻关，成功研制出人工种植南方红豆杉

全株采集提取紫杉醇新技术。红豆杉药业公

司总经理徐信保告诉记者，全株采集提取紫

杉醇新技术，与目前国际上常用的技术相比，

可下降成本 30%，紫杉醇总收率达到了 85%以

上，而且紫杉醇含量达到了 99.0%以上。

“进入‘十四五’，我们将抢抓生物医药发

展机遇，建设成符合美国 FDA、欧盟 EU 等国

际国内一流标准的抗肿瘤注射剂及固体制剂

智能化工厂。”周海江介绍。

由于攻克了红豆杉种植和紫杉醇的提取

难题。现在，国产紫杉醇从“黄金药”走向“普

惠药”。如紫杉醇注射液在 20世纪 90年代价

格每支为 1000 元左右，现在每支为 100 多元；

白蛋白紫杉醇原来每支为 3000 多元，现在每

支约 760元，而且这些药品都已进入医保。

抗肿瘤紫杉醇 不再是患者用不起的“黄金药”

据媒体报道，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

县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近日迎来二十多年来

最早“桃花汛”。壶口瀑布水量增大，形成壮

美瀑布群景观，颇为吸睛。

何为“桃花汛”？今年黄河壶口瀑布的

“桃花汛”为何来得如此早？科技日报记者就

此进行了采访。

“黄河上有四汛，伏汛、秋汛、凌汛、桃花

汛。其中，桃花汛是春天河道冰凌消融带来

的，不是降水导致的。凌汛开河时，正值黄河

沿岸山桃花盛开，故名‘桃花汛’，一般出现在

2—3月。”水利部水文水资源监测预报中心副

主任刘志雨 3月 15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介绍。

水利部官网 13 日发布的消息称，黄河继

2 月 3 日下游山东河段、2 月 10 日上游宁夏河

段、3 月 9 日中游山陕河段陆续开河后，3 月

13 日内蒙古河段全部开河。至此，黄河封冻

河段全线开河，标志着 2020—2021 年度黄河

防凌工作顺利结束。2020—2021 年度黄河

凌汛期间凌情总体平稳，全河未发生大的凌

汛灾害。

开河日期明显偏早是 2020—2021年度黄

河凌情的特点之一。监测数据显示，该年度

黄河全线开河日期较常年（1970—2015年）平

均值偏早 13天，为有资料记录以来第二早，此

前最早开河日期为 1997—1998 年度的 3 月 12

日。宁夏石嘴山水文断面 2 月 10 日开河，较

常年偏早 17 天；内蒙古三湖河口水文断面 3

月 5日开河，较常年偏早 16天，为有资料统计

以来最早。黄河头道拐断面开河时最大流量

1210立方米每秒，较常年均值偏少 4成。

今年黄河壶口瀑布的“桃花汛”来得如此

早，与气温回升密切相关。刘志雨介绍，今年

1月下旬以来，黄河内蒙古河段旬平均气温持

续偏高 2—7摄氏度，冰凌消融提速，因而开河

早，“桃花汛”来得也早。

“不同于南方‘桃花汛’可能因春季大范

围强降雨导致河水上涨而出现汛情，黄河壶

口‘桃花汛’的水量适度平稳，是一种正常现

象。”刘志雨表示。

壶口瀑布“桃花汛”今年来得有点早
◎本报记者 唐 婷

科技日报讯 （凡宁 黄生俊 记者张
强）记者 3月 14日从国防科技大学获悉，该

校系统工程学院智慧能源系统工程团队，

针对高原海岛地区混合可再生能源系统规

划设计中的设备选型定容、多场景服务优

化等技术难题，创新设计了一种基于双种

群的协同进化算法。应用该算法，能快速

优化资源配置、按需精准保障能量供应。

相关成果近日在智能计算领域国际顶级期

刊《IEEE进化算法汇刊》上发表。

高原海岛地区相对自然条件恶劣、传

统能源供给不便，往往需要利用风能、太阳

能等可再生资源实现能源供给，混合可再

生能源系统应运而生。但这类系统往往面

临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低，多种能源难以配

合使用、特定时间段能量供应无法可靠保

障等问题。这类问题的本质是多约束多目

标优化问题，寻找最优解面临的大量不可

行域。以往解决这类问题通常采用的惩罚

函数、α约束等算法效果不佳，更主要的，

目前缺乏能够平衡可行域和不可行域搜索

的统一求解框架。

据论文第一完成人、博士研究生明梦

君介绍，他们所提出的基于双种群的协同

进化算法可作为求解此类问题的通用框

架。它能充分探索可行域和不可行域，自

动根据种群分布和进化情况调整搜索状

态，协调资源利用率、多资源调度、系统可

靠性等多个目标并找到最优解。实验和实

践应用结果表明，该算法显著优于当前各

类约束多目标优化主流算法，获得了更高

的求解质量和计算效率。

相关业内专家表示，“这个算法框架灵

活度很高，改变框架内嵌的交叉变异算子，

就可以利用已有不同算法，应用于其他问

题求解。”

据悉，该算法目前已在解决高原海岛

混合可再生能源系统优化配置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未来也可应用于路径规划、运输

配送等各种复杂条件下的寻优问题。

我学者破解高原海岛地区智慧能源保障难题

第十二届中国茶花博览会
3 月 13 日到 3 月 21 日在浙江
金华举行，来自全国20个省市
的100多位参展商携茶花及相
关文创产品前来参展。

图为小朋友在开幕式现
场（金华市人民广场）观赏参
展茶花。

本报记者 江耘 洪恒飞摄

科技日报三亚 3月 16日电 （记者王祝
华）“海试综合评价得分 99.25分，专家组一致

同意通过海试现场验收。”16 日，“奋斗者”号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交付活动在三亚举行。活

动现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二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共

同签署《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交付

备忘录》。这标志着由海南省政府、三亚市政

府和中国科学院三方联合共建的深海科技研

发机构——中科院深海所正式负责“奋斗者”

号的后续运维与管理。

由科技部中国 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组织

成立的海试验收专家组代表宣读了“奋斗者”

号海试现场验收意见。根据“项目任务书”所

要求的科目的现场试验和考核结果，专家组

认为，“奋斗者”号在万米级海试中显示的优

势，诸如可乘载三人的舱体、海底连续 6 小时

的作业能力、海试过程中 8次抵达万米以深的

海底、在多种类科考样品的采集及多次目标

搜寻布放回收作业中展现的作业能力、自动

巡航以及连接水面的高速数字水声通信等特

点，表明了“奋斗者”号在万米级深度所拥有

的综合性技术实力，将鼓舞和促进我国深海

科技的研发及产业发展。

“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是我国“十

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

备”重点专项的核心研究任务。中船集团七〇

二所牵头负责“奋斗者”号的总体设计和集成

建造。作为“奋斗者”号的业主单位，中科院深

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负责牵头执行海试任

务。2020 年 11 月，“奋斗者”号在西太平洋马

里亚纳海沟海域完成全部万米海试任务，并创

造了10909米的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

当日，来自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中

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科学技术厅、三

亚市政府以及项目参与单位代表出席活动。

99.25分！“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表现优异顺利交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