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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在水稻生产上对单产水平不断提

高的要求，再加上病虫危害和不良气候频繁

出现等因素，导致水稻经常发生倒伏现象。

水稻倒伏后结实率明显下降，瘪粒增加，造

成减产，降低米质；遇上阴雨还会造成穗上

发芽，机械化很难收割，增加生产成本。

为了解决水稻高产容易倒伏的国际性

难题，安徽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经过多年的

刻苦攻关，终于培育出了又一个植株矮健、

秸秆粗壮的抗倒伏水稻品种—徽两优 6 号。

在近年来培育出的一系列水稻品种中，徽两

优 6 号脱颖而出，表现出了突出的抗倒伏能

力。因为其表现突出、增产潜力大而在 2011

年被确定为国家超级稻品种。徽两优 6号是

2012 年最新通过国家审定的两系杂交稻新

品种。

徽两优 6 号是用“1892S”作母本，“扬稻

6 号选”作父本配组育成的籼型两系杂交稻

品种，它的突出优点是耐肥抗倒。在历年

的区试、生产试验和大面积生产中，徽两优

6 号经受了多次暴雨台风等恶劣天气的频

繁考验，都依然表现出耐肥抗倒、优质高

产、适应性广、抗逆性强，被产区的农民朋

友赞誉为稳产高产的“铁杆超级稻”品种。

2010—2012 年徽两优 6 号先后在安徽省休

宁、凤阳、天长、贵池、寿县、凤台、五河，江

苏省盱眙和湖北省杨新等市县进行百亩或

千亩试种示范，经专家测产平均亩产高达

756.5—838 千克。徽两优 6 号的适应性非

常广泛，适合在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江

苏、浙江等长江流域稻区以及福建北部、河

南南部稻区作一季中稻种植。

徽两优6号的成功选育和大面积推广，成

功地解决了很多杂交水稻品种虽然高产，但

是遇到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却不抗倒伏的

缺点，是深受农民朋友欢迎的集高抗倒伏、超

高产、品质优良等于一体的超级稻品种。

（中国科技报道 安徽记者 王云平 张
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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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流域水资源被过度开发利用，具有

近五千年灿烂古代文化的敦煌原有的湿地、

天然林、草场这些“生态屏障”正在萎缩，沙

漠正向绿洲步步推进。生态恶化还威胁到

这个旅游城市最著名的两个景点——世界

文化遗产莫高窟和月牙泉。越来越厉害的

风沙对莫高窟文物保护十分不利，而月牙泉

的存续已受到威胁。

为化解严重的生态危机、避免古国楼兰

被风沙淹没的悲剧重演，甘肃省启动第一个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探索荒漠绿洲城市

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共荣共促的可持续发

展道路。

实验区以探索荒漠绿洲型城市可持续

发展模式入手，分析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借

助省内外科研院所科研力量，积极争取生

态保护方面重大项目与课题，科技部支撑

计划“敦煌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等一批生态课题获准立项，为敦煌生态环

境保护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借助当地企

业，积极推进实施南湖季节性洪水净化与

水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固定沙丘治理与葡

萄栽培技术等一批科技项目，为敦煌生态

治理和恢复做了有益探索。针对重点问

题，在植被恢复、封滩育林、防风治沙技术

方面筛选生态专题，为敦煌绿洲生态发展

做出积极的努力。

实验区提出“以水定产业，以水定结构，

以水定发展”的思路，结合《敦煌水资源合理

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范》启动实施，从优

化用水结构、推广节水技术、加大居民生活

节水技术推广示范等多方面入手，把水资源

合理利用作为民生科技工作突破口，加快节

水型社会建设步伐。

实验区围绕农业特色产业，健全完善了

科技支撑体系，建成“产业专家库”“万问万答

资料库”和科技视频服务平台，平台延伸至

村，根据特色产业发展阶段，提供为农科技服

务。针对特色产业发展实际中遇到的关键性

技术难题开展技术攻关，极大的促进了敦煌

杏、葡萄等产业的健康发展。积极通过科技

培训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提高科技应用能力。

实验区在医疗服务，旅游开发，农村建

设，公共安全等多方面积极推进民生科技工

作，把民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摆在

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提升市民幸福指数。

一个幸福、绿色、繁荣的新敦煌正在“可持续

发展”的引领下，迈出坚定的步伐。

民生科技，让敦煌的风吹的更和缓，草长

得更茂盛，断流的河水重新哺养生命，干涸的

湿地再见候鸟栖息，月牙泉、莫高窟将再次见

证可持续发展的敦煌那蓬勃的生命力。

（中国科技报道 甘肃记者 周子楠 苏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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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4 月 14 日，一场灾难降临，7.1 级

地震摧毁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镇。

代格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成为

玉树地区灾后恢复重建的“科技第一村”。

三年后的今天，代格村从废墟上拔地而起，

一座美丽的村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成为玉

树地区恢复重建的焦点。

代格村60kW双模式光伏发电技术集成
及示范 工程具有独立/并网两种运行模式，

储能系统充满后能够连续三个阴雨天满足

负载用电需求。系统具有方便集中计量和

展示，方便整个电站数据管理等功能，年发

电量约 23 万度，可满足代格村老百姓生产、

生活、照明、看电视、听广播及太阳能集热采

暖循环动力系统用电。

CL建筑体系及主动式太阳能光热采暖
系统 该系统全年可满足老百姓洗浴、生活

热水和室内采暖的需求，采暖期室内温度不

低于 14℃。高寒高海拔地区太阳能采暖系

统应用示范取得成功，为西部省区充分利用

当地丰富的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规划建设

游牧民定居工程提供了典型示范。

沼气光热增温系统 该沼气工程将为西

部省区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太阳能、生物质

能等可再生资源，规划建设游牧民定居工程

提供典型示范。

循环发展的农牧业生产体系 以循环经济

理念构筑玉树地区农牧业生产体系，在有限的

土地上进行温室蔬菜生产，引进新的大田作物

品种，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改变传统粗

放的畜牧业发展方式，进行人工种草，采用放

牧加补饲的喂养模式，提高牲畜出栏率。

首次实现了玉树地区温室蔬菜周年生

产，温室内元月份最低温度不低于 5 摄氏

度。引进蔬菜 6 大类 20 个品种，日产蔬菜

1000 公斤，成为玉树地区主要蔬菜生产基

地，辐射带动了周边百余栋温室的蔬菜生

产。两种类型的温室均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信息化科技服务体系 信息化科技服务

体系包括三网合一信息通道建设；农牧业信

息服务平台建设；数字化医疗服务；远程教育

服务；旅游信息系统建设等内容。通过信息

化建设，使代格村在利用信息技术改善生产、

生活方式方面走在玉树重建工作的前列。

玉树重建科技示范在改善生活、发展生

产、修复生态、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和提高科

技服务水平等五大领域，集成新能源、新材

料、现代农牧业和信息等多项技术。经过两

年多的实施，建设的科技示范基地已成为玉

树重建的亮点，得到了当地群众、政府称赞

和青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评价，在玉树重

建中充分发挥了科技支撑和引领作用。

（中国科技报道 青海记者 刘宁元 马
永前 马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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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植物是长在地上的，实在没什么稀

奇，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想象一下，如果它

们是从墙上长出来的，那么我们的城市又会

变成什么样子呢？如今，这已经不是想象，

而是现实。

据河南省希芳阁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负

责人王洋介绍，要实现植物从墙上长出来其

实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立体墙面从外

表来看，很平常，就像我们的种植毯，外面放

几个袋子，然后绿色植物往里面塞就行了，

其实它背后隐藏着很多的高科技。

首先，要保证植物的水肥供给。我们知

道，立体墙面竖起来之后，水有重力，会直接

往下流，为了能保证上一层植物的一个水肥

供应，科研人员在墙面里做了一个微型的喷

头，把水肥向上一层的植物喷洒。其次，种

植毯本身里面就有保水保肥的一些高分子

材料，保证植物的养分供给。

此外，这项技术还可以应用到城市的

空中花园里面。首先，是无土草坪。它需

要种植的基质非常薄来减轻重量。科研人

员用废弃的动物纤维、植物纤维和化学纤

维物做成非常薄的基质。使用这种基质种

植草坪，只要三到五厘米就可以保证草坪

的存活。通过使用这种营养土，只要使用

一般黄土厚度的 50%的量就可以提供大型

植物生长需要的养分。如果把这种闲散的

资源做成有植物覆盖的墙面，不但可以为

降低 PM2.5 做出一定贡献，还可以把房顶、

墙面上种植蔬菜一定程度上解决菜篮子工

程。

目前，这项技术不仅广泛应用于公园、

小区、道路等市政快速绿化还更多的应用于

阳台绿化、屋顶绿化、墙面绿化、立交桥绿化

等立体绿化。

（中国科技报道 河南记者 崔伟 李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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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靠手提箱大小的一个智能控制器，就

能模拟 10 多吨重大型机床的全套动作，并

可进行深度研发操作。最近举行的“中大型

机床亚微米级集成控制技术国际研讨会”

上，大连光洋科技公司首创的这一技术赢得

国内外专家一致赞誉。

在光洋科技研发中心，这台体积只有

0.05 立方米的小装置，受到了前来观摩的国

内外专家高度关注。它通过内置的“数控仿

真模拟系统”，像打电脑游戏一样，能模拟操

控庞大的数控机床，既可完成工具切削、功

能部件加工，还可简单编程，对机床工艺技

术进行深度研发。

无锡透平叶片公司副总工艺师张家军

介绍：“它是相当于把它迷你化了，大大节

省调试时间，包括减少人力物力的消耗。”

在传统数控机床生产过程中，激光主要

用于后期检测，光洋科技则把高精密的激光

测控技术前置到生产环节，使大中型机床生

产达到0.1微米的重复定位精度，比传统机床

精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利用这一技术，一

些高精度的机床设备生产可完全替代进口。

同济大学教授张曙评价道：“这是目前

测量精度最高的一种方法，可以说进入国际

高精密机床的领域。”目前，我国 95%的高档

数控机床来自进口，光洋科技推出的这种数

控集成新技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市场

前景广阔。

（中国科技报道 辽宁记者 刘钦铁 孙
磊 姜世琳）

光洋科技首创机床亚微米集成控制技术光洋科技首创机床亚微米集成控制技术

当今世界，身份识别在日常生活中越来

越重要，无论是到银行办理业务，还是乘坐

飞机，甚至小到打开一扇门，都需要验明身

份。传统的身份验证方法包括证件、钥匙、

用户名和密码等身份标识内容，由于借助体

外物，一旦标志物或密码被盗或遗忘，其身

份就容易被他人冒充或取代。

最 近 ，由 北 京 市 新 技 术 应 用 研 究 所

WHISE 公司研发出了非接触式掌纹掌脉识

别系统。今后，我们再也不必担心忘记密码

取不出钱，丢了身份证导致信息泄露。因

为，我们的手就是密码，能证明身份，这就是

生物识别技术，21世纪人类的活体身份证。

非接触式掌纹掌脉识别系统用人本身

来证明身份，它利用人体特征具有不可复制

的唯一性，针对以往人们熟悉的指纹、掌纹、

人脸、虹膜等识别技术出现的采集不卫生、

生物特征易被复制，手掌易脱皮、受伤，人脸

外形不稳定，对环境光源要求高等因素，通

过近红外光源的主动照射，利用人体血红蛋

白吸收特定波段红外光的特点，获取人体皮

下静脉网络的红外图像。

该系统将嵌入式处理器和多光谱图像采

集仪作为核心硬件，拥有双物图像传感器和多

光谱呈像技术，具有高清度采集掌纹，及手掌

皮下静脉双重人体生物特征和活体认证的功

能，其非接触的采集方式彻底克服了指纹等系

列接触式生物识别产品带来的纹痕泄露等安

全隐患和卫生问题，具备随身携带、随地可用

的优点。在演示系统中，数据库储存了500人

的掌纹和手掌血管特征，访客只要伸手去识

别，系统只要一秒钟就能识别访客的身份。

非接触式掌纹掌脉识别系统设计精巧，

可广泛应用于门禁考勤、ATM 存取款、网上

银行等电子交易，还可用于酒店客户登记注

册、海关通关与出境管理等需要身份认证的

场合，完全取代密码和 IC 卡等传统的身份

识别方式。并可根据用户需求提供单点或

划分物理安全区域的网络化多点出入控制

系统，极大提高社区整体安全，降低犯罪事

件的发生几率。作为一种高精度身份识别

产品非接触式掌纹掌脉识别系统与我们的

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目前该系统已研制

出三代，成功利用在香港中银大厦、雍和宫、

北京市科委办公楼等场所。

（中国科技报道 北京记者 赵宏伟 廖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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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组培方法繁殖出的紫色淮山组培

苗能有效解决因常规营养繁殖方式致使优

良品种种质退化，产量降低，严重时甚至发

生品种变异，优良品种的种性无法得到长期

有效的保存繁育与延续的问题。

紫色淮山采用浅生槽定向栽培对土壤要

求不高，以土质肥沃、土层深厚、排灌方便的

砂壤土更有利于其生长。种植时，将紫色淮

山组培苗先在温室大棚中移栽进行炼苗，待

其长到10—15厘米后，就可以种植到大田中。

在大田种植时，应该先把土壤先深耕晒

白，采用单行种植。种植时，按株距 12—15

厘米用小锄头开挖平行斜小沟，每亩可种

1800—2000株。

平行斜小沟开挖后应及时放入适合淮

山生长的特制塑料浅生槽，浅生槽内施放足

量的松软填料，再按每亩加入腐熟鸡粪或鸽

粪 200—300 公斤、生物有机肥 100 公斤、过

磷酸钙 25—50 公斤与松软填料拌匀。要将

浅生槽其余空间放满足够的松软填料，松软

填料的多少对块茎的正常伸长、外形是否顺

直有重要影响。

放入松软填料后，结合回填泥土，每亩

均匀撒施腐熟鸡粪或鸽粪 200—300 公斤作

基肥。回填泥土时覆盖 5－10 厘米土层，要

求做到浅生槽两端不宜露出或低过沟底。

浅生槽上端留下播种标记准备种植。

将紫色淮山组培苗种植在浅生槽的上

端，将槽上的基质覆盖 5－10 厘米厚。种植

时每株只留 2－3个健壮的芽，多余幼芽彻底

摘除，覆盖泥土时注意不要把幼芽弄断。

淮山较耐旱，对水分要求不严，苗期和块

茎生长初期以保持土壤湿润为好，但块茎进

入生长旺盛期以后，应保证有充足水分均匀

供应。9—10月是淮山块茎快速伸长膨大期，

特别要保持土壤湿润，如水源不足对产量影

响较大，因此有条件的应尽可能安装滴灌或

微喷灌保证水分供应。块茎收获前10天左右

应停止浇水，以利采收后销售或贮藏。

该品种全生长过程的病虫害较少，但不

能不防，经常观察叶片的生长情况，一旦发

现有病虫害迹象，立即施药，可以控制下来。

在 12月下旬可以实施开始采收，采收期

可持续到次年 2月。采收时把浅土层稍微翻

开后，将蔓割断，就可将整条淮山块茎轻松

取出，就地晾干表皮水分后，对薯块进行分

级包装贮运。

（中国科技报道 广东记者 乔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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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难、销售难、收银难”这传统商业

百货的“三大难”，是现有高端商场亟需解决

的问题。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东莞市

石龙电子信息专业镇的翼友科技创新思路，

结合国内商场的运作模式和需求，研发出了

融数字化终端一体机、自助收银终端机、远

程多媒体投放管理系统、电子商务于一体的

数字化专柜软硬件解决方案。

这台数字化终端一体机，集成了自动快

速打单、商品管理、销售数据查询、条码打

印、广告投放等特色功能，全面实现销售与

结算流程的全自动化操作及收银自助化，有

利于提高了工作效率及安全性、方便管理及

避免经济损失等。

而自助收银机能自动将缴费信息送入收

银系统，顾客通过使用银联卡、IC卡、购物卡

等就能自助缴费了，而且全程数据会进行加

密处理，避免盖假章漏洞、提高收款效率。

远程多媒体投放管理系统可管理机配

的 LED 广告屏，并实现远程监控、审核、发

布等功能。让活动信息的展示更方便、更

快捷。

该方案不仅为消费者带来购物的乐趣

与便捷，也方便购物中心对以后整体信息化

建设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延伸。

（中国科技报道 广东记者 丘文尉 李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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