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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

放，耕地土壤退化，人类生存的环境和空间日

趋严峻，但是目前采取的措施大多是头疼医

头脚疼医脚，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循环

还是“卡壳”。

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陈

温福教授在第五届全国农业环境科学学术研

讨会上，向学者和公众介绍了以生物炭创造

“技术土壤”的构想。

生物炭到底是什么

一百多年前，有西方学者曾在书中记

载过巴西亚马逊河流域存在一种黑色、肥

沃的土壤，早期欧洲殖民者将其称为“印第

安黑土”。

上世纪 60 年代，荷兰科学家宋布鲁克

在巴西亚马逊河流域，发现一片神奇黑色

土地，区域内的植物生长茂盛健壮。通过

研究发现，这种土壤是一个巨大而稳定的

有机质库，其中来源于生物质“黑炭”的有

机碳含量高达 35%。

陈温福告诉告诉记者，生物炭就是把生

物质放在缺氧和一定温度条件下热裂解干馏

形成的富碳产物，它有较大的孔隙度和比表

面积，较强的吸附力、抗氧化力和抗生物分解

能力，因此可广泛应用于土壤改良、肥料缓释

剂、固碳减排等。

生物炭不仅可以大幅提高土壤肥力，在

贫瘠的土壤上培育出肥沃的高碳库土壤，最

直接的效应就是明显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

质，还可以间接地减少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

施用量。最关键是把碳有效地吸附固化在生

物炭中间，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对石

油制品的依赖。目前已知一吨生物质可以固

定 0.726吨二氧化碳。

近年来，生物炭在解决全球生态环境安

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已获得普

遍认可，被学术界誉为“黑色黄金”，许多国家

成立专门机构来研究生物炭理论与应用前

景。2009 年，陈温福院士带领的团队在国内

率先开展了生物炭研究。

把惹祸的秸秆变成神
奇的生物炭

在我国，生物炭还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作

用——秸秆的资源化再利用。

我国粮食连续 9 年实现大丰收，而这背

后则是秸秆的大丰收。据国家发改委的统

计，目前我国农作物秸秆可收集量约为 7 亿

吨。每到收获季节，作物秸秆堆积如山。

如果将这些秸秆、食用菌渣还田，无疑是

增加土壤输入、遏制土壤退化、改善耕地质量

的有效措施。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的土地政

策将生产单元分割的过小，不利于秸秆还田

机械的使用。迥异的气候条件也使秸秆还田

适用范围受到限制，致使目前我国秸秆还田

量 还 不 到 1/3，被 烧 掉 或 废 弃 的 量 却 超 过

50%。焚烧秸秆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和烟尘，

导致空气质量下降、诱发城市阴霾、影响航班

起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目前，我国的秸秆利用主要是还田、制肥

料、制饲料、做基料养菌和做原料造纸及制板

材等 5种途径。

但是，陈温福认为首选的应是直接还田

和做肥料还田。取之于土还之于土，不仅可

以改良土壤保障粮食安全，还能实现可持续

发展。

经过 5 年研究，陈温福院士团队已经研

发出适合我国秸秆还田的生物炭制备综合利

用理论与技术体系，为了将秸秆制成“生物

炭”，他还发明了半封闭式亚高温缺氧干馏制

炭新工艺，制炭成本低，易推广。通过对秸秆

在低于 450℃条件下对生物质进行亚高温干

馏炭化，生物质炭化过程中，大约 1/3 转化为

生物炭，其余转化为可燃烧的合成气和原油

替代品。

生物炭构建的“技术
土壤”有啥用

在展示的图片中记者看到，在显微镜下

观察，生物炭就像一块孔状不规则的海绵。

如用竹子加工生产竹炭，含炭量高达 70%至

80%，表面积达到每克 140 至 180 平方米。你

能想象吗，把 1 克竹炭的所有孔隙进行平面

切割，折合总面积竟然有一个中等户型的房

子那么大！

拥有如此高的表面积，生物炭理所当

然地成为了科学家构建“技术土壤”的首选

添加物。

陈温福为我们描绘了生物炭作用路径：

作为土壤结构改良剂或者制成各种炭基肥

料，起到提高土壤质量，增加作物产量，改善

品质的作用；或者作为土壤污染修复剂等，起

到减少污染的效果。直接回归土壤，可增加

土壤碳封存约 40%至 50%。来自全球碳计划

统计，每年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中

有 54%约 48 亿吨，被陆地和海洋中的碳汇所

吸收。剩余的约 40 亿吨碳则需要人类想办

法去降低或者吸收。此外，由于全球气候的

变暖，天然碳汇的吸收量正在下降，这就意味

着我们要么付出更大的努力减少空气中的碳

含量，要么停止向空气中排放碳。

在几年的实验中，陈温福用各种农作物

秸秆进行了生物炭制备及利用探索，施用生

物炭后土壤容重明显变小了，土质更疏松了；

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部分作物有增产效果。

比如在马铃薯试验中，施用炭肥的地块

产量达 6012 斤/亩，比对照田增产 18.8%，中

薯 、大 薯 比 例 更 是 比 对 照 田 高 出 32.2% 和

56.9%，差异显著。

陈温福算了一笔账：如果是以秸秆还田

形式，一年 7 亿吨秸秆利用 50%，就能得到 1

亿吨生物炭，在不增加农民投入情况下，以

生物炭肥和土壤改良剂的形式，实现秸秆

炭 化 还 田 改 土 。 如 果 以 生 产 炭 化 生 物 质

煤，一年 14 亿吨农林废弃物利用 50%，就能

得到 2.1 亿吨生物炭，相当于 1.5 亿吨标煤

价值 1102 亿元。

最近，科学家将目光转向生物炭，萌发了创造“技术土壤”的构想，希望通过提高土壤固有的有机碳储量，

解决目前气候变化、能源以及食品和水资源危机。请关注——

生物炭能让土壤更肥沃吗？
本报记者 张 晔

根据体质选水果
夏天是水果高产的季节，但是对于不

同的人来说，并非所有水果都适合。而且

针对不同人的身体状况，同一种水果还会

引起不同的效果，有些水果会导致身体燥

热，有些却是寒凉类的，所以在夏天吃水

果的时候要根据体质选择对自己身体有

益的水果。

寒凉水果解燥热

夏天的水果多属于寒凉性的，比如梨、

苹果和各种瓜类。一般来说，实热体质的人

夏天代谢旺盛，交感神经占优势，出汗多，经

常脸色通红、口干舌燥、易烦躁、容易便秘，

夏天特别喜欢吃凉东西。所以，热体质人群

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寒凉性的水果。

但是，寒性水果不能多吃，否则反而

对身体有害。比如，苹果味道甘甜，具有

止泻、通便、助消化的作用，经常吃可以使

肌肤白嫩。但由于其中含有丰富的糖类

和钾盐，食用过多会有损心、肾健康，像冠

心病、心肌梗塞、肾炎及糖尿病患者都不

能多食，而中气不足、精神疲劳的人倒可

以当做滋补水果多吃一点。

而像梨、柑橘、柚子等水果，具有止

咳、化痰、润肺、助消化的作用，但多吃却

容易造成肠胃紊乱，还能导致牙痛、痔疮，

甚至引起皮肤黄斑。因此，有胃病、胃寒

的人最好少吃。

气虚、脾虚的人在选择西瓜、香瓜、芒

果、梨和香蕉这几种冷性的水果时要特别

谨慎，最好不要吃。气虚，一般是指中气

不足，力气弱的人或孩童，这些人一般脸

色比较苍白、体格瘦小、吃不下饭；而脾

虚，是说消化系统比较差，肠蠕动慢。

越吃寒冷的水果，越会降低肠胃蠕

动，使肌肉无力，吃多了会因为消化不良

而导致腹胀。因此，肠胃功能不好的老人

和孩子，不太适合吃寒凉水果，如果真的

很想吃，可以在午饭后、晚饭前，少吃一

点，不可过量。

夏日寒凉水果：香瓜、西瓜、梨、香蕉、

奇异果、芒果、柿子、荸荠、甜瓜、柚子等。

适宜人群：实热体质。

温热水果补虚寒

虽说夏天寒凉性水果比较多，但在众

多水果中，像荔枝、桂圆、杏等属于温热性

也是相当受人们欢迎的。尤其对于虚寒

体质的人来说，他们气虚脾虚，基础代谢

率低，体内产生的热量少，四肢即便在夏

天也是冷的。相较而言，这类人群的面色

比常人白，而且很少口渴，也不喜欢接触

凉的东西，包括进空调房间。所以，这些

人多吃些温热的水果无疑是补寒佳品。

不过，一般人大热天吃太多温热的水

果却很容易上火。比如，荔枝中含有降糖

成分，多吃会出现低糖反应。而对于热性

体质的人，由于本身就精力充沛、晚上不

易入眠，再加上代谢率偏高，所以更不能

吃温热水果。另外，正在发烧或某器官正

在发炎的孩子也尽量避免食用。

夏日温热水果：荔枝、桃、龙眼、番石

榴、樱桃、椰子、榴莲、杏等。

适宜人群：虚寒体质。

去火水果有哪些

香蕉 一般人认为败火以食香蕉为最

好，中医认为香蕉性味甘寒微涩、无毒，具有

清热止渴、清胃凉血、润肠通便、降压利尿等

作用。对于口渴、便秘等阴虚肠燥或血热气

滞者尤佳。若脾胃素虚、阳气不足的人食香

蕉就会适得其反，反会使虚火更旺。

西瓜 西瓜是败火的宠物，素有“吃上

两块瓜，药物不用抓”的说法，其除烦止

渴、养心安神作用颇大，但对脾胃虚寒、寒

积冷痛、便溏尿清的人却不宜食用。

梨 具有清热解毒、生津润燥、清心降

火的作用。对肺、支气管及上呼吸道有相

当好的滋润功效，还可帮助消化、促进食

欲，并有良好的解热利尿作用。

葡萄 能滋养肝肾之阴分，止消渴，润

筋骨，利目视，而且降火的效果不错，又能

通肠胃，是暑热季节非常有益的水果。

柿子 味甘涩，性寒。其所含的维生

素及糖分要高出一般水果一到两倍。可

以养肺护胃，清除燥火，经常食用能够补

虚、止咳、利肠、除热。

在武汉协和医院，前来看病的市民周

先生告诉记者，以前他每次到医院看病挂

号都要排长队，专家号更是难挂，“自从知

道 12580可以预约挂号，我现在都是提前几

天打电话，把号先约上，看病的时候直接取

号，方便太多了。”在挂号处，记者看到像周

先生这样通过电话预约挂号的人不在少

数。据湖北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4月

底，12580 预约挂号服务总咨询量达 715 万

次 ，服 务 群 众 80 余 万 人 ，成 功 预 约 挂 号

1100个。

据了解，用户通过 12580 预约挂号时，

只需提供患者的身份证号，就可以预约省

内 26家医院一周以内的专家门诊号。预约

成功后，用户会收到包括“就诊时间”“就诊

地点”“就诊科室”“就诊医生”等在内的短

信通知。就诊当日，患者凭预约的有效证

件至医院指定的挂号窗口或自动挂号机上

取号即可，儿童患者需出示出生证明编号

或家长的有效身份证件。

记者同时从湖北移动相关负责人处了

解到，这 26 家医院开通的 12580 预约挂号

服务目前仅针对省内移动用户，外省及省

内其他用户暂不能预约。而 12580 预约挂

号所需的费用则从用户手机话费中扣除。

手机预约挂号方便快捷
本报记者 刘志伟 通讯员 黄 剑

生活风向标

数字时尚

科技日报讯（刘晶）近日，艾瑞 IUT 发

布的网络视频用户数据调查数据显示：土

豆网在多维度综合数据指标上，均保持了

视频行业第二的优势地位，在综合指数上

领先于爱奇艺、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等网

站，与优酷一起牢牢稳坐行业第一阵营。

与此同时，根据新生代 2012 年底视频

网站品牌研究结果显示，优酷、土豆网是

品牌认知度、使用率和喜爱度最高的两大

网络视频品牌。在总体人群及细分人群

中，土豆网的品牌认知遥遥领先，这归因

于优酷土豆合并后双品牌协同效应的持

续发酵。

在优酷土豆正式合并后，优酷和土豆

网进行了差异化的双品牌运营。这一第

三方调研结论证明了优酷土豆集团此前

推行的双品牌战略得到了初步成效。而

随着优酷土豆集团的结构建设进一步进

行，品牌协同效应还将持续发酵，有利于

土豆网发挥其在年轻人群体中的品牌优

势。对此，新上任的土豆网总裁杨伟东表

示：“土豆网的短期目标是成为中国年轻

人最喜欢的视频媒体，长期将把土豆打造

成一个文化品牌。为了这个目标，土豆网

在坐拥对年轻群体巨大影响力的基础上，

还将持续发力 UGC 领域，对原创作者提

供鼎力支持。”

土豆网多维度数据优势明显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

一，全世界每年大约有 138万新诊断的乳腺

癌病例，同时每年大约有 45 万以上患者死

于乳腺癌。

“ 虽 然 乳 腺 癌 疾 病 在 治 疗 模 式 上 呈

现出新的特点，然而辅助化疗仍然是早

期 乳 腺 癌 治 疗 的 重 要 手 段 之 一 。”中 国

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内科主任徐兵河教授表示，通过圣加仑

2013 专家共识在中国的推广，有助于推

进 国 内 早 期 乳 腺 癌 的 规 范 化 和 个 体 化

治疗。

徐兵河指出，现在，乳腺癌通常采用联

合治疗——早期乳腺癌的治疗主要以手术

治疗为主，并结合术后的辅助化疗。近年

来，随着治疗理念的不断变化，早期乳腺癌

的治疗模式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从化疗药物上看，乳腺癌术后辅

助化疗已从非蒽环类发展到含蒽环类及之

后的含紫杉醇类药物的联合化疗，继而又

发展到化疗联合生物治疗。其次，乳腺癌

治疗模式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也逐步重

视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治疗策略已经从

“实施最大可以耐受的治疗”转变为“最小

有效的治疗”；从强调大剂量化疗到强调剂

量强度、剂量密度，以及针对特异性受体或

基因的靶向治疗。

“靶向治疗虽然提高了部分患者的疗

效但只试用于经过基因检测适合的特定患

者，但是治疗费用昂贵，对于大多数患者来

说，辅助化疗仍然是重要且有效的治疗手

段。”徐兵河表示。

徐兵河透露，作为全球最为常用的抗

肿瘤药物之一，多西他赛的化疗方案已经

在乳腺癌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据了解，

多西他赛是早期乳腺癌辅助化疗的里程

碑，降低乳腺癌死亡风险，患者获得更多治

愈机会，生存获益不受年龄、激素受体、淋

巴结和 HER2状态影响等。

辅助化疗仍是乳癌治疗有效手段
本报记者 李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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