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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的事只要对农民有

所帮助就是有意义的。”

这是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

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

晓颖博士的想法。

2014年，作为“三区”科技人

才，毕晓颖来到辽宁省朝阳县。

农民们常对她说，“毕老

师，你们能来太好了！我们就

缺个明白人给我们指导指导。”

每当此时，她就深切地感受到，

农民是多么需要科技。

毕晓颖经过调研发现，当

地花卉生产存在的突出问题

是，品种陈旧，种性退化；种苗

全部依赖省外，质量参差不齐；

栽培技术落后，死苗率高；科技

人员少，从业人员素质低；产销

信息不畅等。

她与朝阳县科技局及花卉

种植户一项一项地讨论，制定

了朝阳县花卉产业科技扶贫方

案，提出五项具体措施：引进优

良新品种，筛选日光温室专用

品种；建立工厂化育苗技术体

系，大力推广穴盘苗应用；示范

推广标准化花卉生产技术规

程，改变传统种植模式；开展技

术培训及指导，提高花卉种植

技术水平；利用互联网搭建信

息平台。

朝阳县六家子镇魏营子村

宁立新的花卉基地，被选定开

展非洲菊新品种引进、穴盘苗

应用及标准化栽培技术示范。

先后引进了非洲菊新品种 25

个，筛选出适宜北方温室栽培

的产量高、抗性强、商品性好的

非洲菊新品种 10 个。一些花

卉种植户看到示范的效果后，

纷纷引进新品种替代老品种。

但是非洲菊死苗问题一直

困扰着种植户，很多人因此不

敢种植。毕晓颖因此带领课题组成员攻克了非洲菊组培苗

穴盘育苗技术，制定了切花非洲菊生产技术规程。

通过推广，宁立新的花卉示范基地至今未出现死苗现

象，其他种植户因此更加相信科技的力量。

毕晓颖不仅开展系统的技术讲座，还将技术培训开到

温室大棚里。

“温室里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病虫害，培训时要告诉农民

需要的防治药剂，还要讲解为什么会发病，如何控制环境条

件减少发病的几率,转变他们的思维模式，改变农民不注重

环境条件调控、有病就打药的习惯，减少了农药施用量，保

护环境、降低成本，还能提高产量和品质。”毕晓颖说。

夏季割叶技术是毕晓颖研究的一项新技术，它可以解决

夏季病虫害严重、植株休眠的问题，但农民不相信叶子都割掉

还能产花。此技术在魏营子花卉基地示范成功后，陆续在七

里河村花卉基地等进行推广应用，从7月份开始产花，而传统

种植方法很难在夏季高温季节产花，因而抢得了市场先机。

多年来，毕晓颖几乎跑遍了全省的花卉生产基地。她

还建立了“辽宁省花卉生产者”微信群，群里聚集了花卉种

植、营销、农资、经纪人、专家和政府管理人员等，他们经常

就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新技术新方法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进

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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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地球三大生态系统，被

人们称为“地球之肾”，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

的重要基础。

2015 年，江苏省发布《江苏省湿地保护规划

（2015—2030 年）》，明确保护江苏省内四大湿地

区，苏南太湖流域湿地区域列入其中，将得到重点

保护与修复。

湖荡湿地是太湖流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一湖四圈”中的一个重要圈层，是低污染

水强化净化的重要水域，也是河—湖水系联接的

关键节点，更是河网区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修复

重心。

近年来，湖荡湿地面积锐减，水质恶化，生态系

统衰退，污染物拦截与净化能力下降，国家“十二

五”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湖荡湿地

重建与生态修复技术及工程示范”，经过多年的研

究和工程实践，研究形成了太湖流域湖荡湿地生态

修复总体方案，研发了河湖相联复杂水系湖荡湿地

重建与生态修复的成套技术和城市景观湖泊西湖

水质改善与生态修复成套技术，并以滆湖和西湖为

典型区域开展了工程示范，推进了太湖流域湖荡湿

地的水质改善与生态修复。

滆湖，作为太湖上游的典型河湖相联复杂水

系的湖荡，改善滆湖水质及生态环境，提高滆湖

自净能力和调蓄净化功能，可为削减入太湖污

染负荷、改善竺山湾及太湖水环境质量发挥重

要作用。

“课题组以入湖河口低污染水净化，出湖河口

污染物生态拦截为前提，以浅水区植被修复、湿

地重建，湖体生态系统调控与稳定维持为重点开

展技术研究，对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系统整合与集

成，形成湖荡湿地重建与生态修复的成套技术。”

课题负责人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流

域生态保护与水污染控制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张毅敏说，目前该项技术已申请专利 24 项，授权

专利 17 项。

在控制入河河流污染负荷的同时，研究人员开

展了湖荡浅水区植被恢复及湿地重建。通过研发

蓝藻过滤回流、沟渠式富营养化水体底质改良等生

境改善集成技术，为水生植被的恢复创造必要条

件；研发沉筐辅助恢复的种源引入—保护、先锋物

种自然选择、点—面演替等植被恢复诱导技术，形

成稳定生存和自然繁衍的水生植物群落。在外源

污染初步控制的前提下，研究滆湖生态系统调控与

稳定维持集成技术。最后通过出滆湖河口处的生

物—生态拦截，进一步改善出湖水质，减少入太湖

污染负荷。

目前，该成套技术已在滆湖示范区“滆湖入湖

河口区低污染水控制与水体净化能力增强工程”、

“滆湖出湖河口的生态拦截工程”、“滆湖浅水区生

态修复及湿地重建工程示范”和“滆湖湖体生态系

统调控与稳定维持工程示范”等四大示范工程中得

到应用，污染控制区水质得到明显改善，生态修复

区植被得以恢复。

作为典型城市景观湖泊西湖，研究人员开展了

城市湖泊生态修复、引水降氮、引布排水调控技术

研发，为太湖流域内类似湖泊的水质与景观改善提

供示范。

“我们研发大规模引水的高效降氮技术、西湖

生态湖流系统的引布排水调控技术、丝状藻等藻类

异常增殖控制技术、西湖内源与面源控制技术，形

成以生态工程为核心的城市景观湖泊西湖水质改

善与生态修复成套技术体系。”张毅敏说，目前，该

项技术申请专利 19项，授权 10项。

针对西湖大规模引水降氮的需求，张毅敏的课

题组将双级反应器处理工艺改为单级反应器处理

工艺，研究反应器不同形状、载体填料、不同水力负

荷、来水浓度、反冲洗周期、水温、碳源类型及投加

量等因素对脱氮效果的影响，提升了工艺运行负

荷，节省了占地面积和运行成本。

“由于西湖主要水质和生态指标空间差异大，

我们就开展引水工程引水、布水、排水工程优化布

置研究，构建了湖荡生态湖流系统的引布排水调控

与生态需水量的预测技术。”张毅敏说。

目前，该成套技术已在西湖示范区得到应用，

建成“西湖 5 万 m3/d 的引水降氮工程”、“西湖生

态调水系统构建成套技术示范工程”、“西湖湖西

与小南湖藻类异常增殖生态控制示范工程”等三

大示范工程，工程示范区水质和生态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

生态修复让湖荡湿地生机重现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绿色前沿

天九模式开启森林花园新生活
科技日报讯（记者宋莉）在私家花园里，种树、种花、遛

狗、养鸟，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这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居住生

活。3 月 17 日，由天九幸福控股集团与新疆天地集团共同

投资，并携手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的天九城市森

林花园面世。这一创新建筑模式，开启森林花园新生活。

“天九城市森林花园能把森林花园别墅建到 60层。”天

九城市森林花园建筑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董事兼首席运营官

袁清扬说，这一花园打破了人与自然的隔绝，使得家家户户

都能拥有一个两层楼层高、外挑六米、面积可达室内建筑面

积70%的空中私家森林花园，满足人们享受世外桃源般生活

的愿望。

据悉，天九城市森林花园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节约土

地，绿色环保。该模式通过巧妙的错层设计，使得建筑的外

墙空间得到充分利用，1000 平方米的建筑占地，每层可带

来 700平方米的空中花园，仅需 15层，即可带来十倍建筑占

地的绿化空间，大大节约了稀缺的土地资源。

这种模式的建筑，外墙 90%的面积被绿色植物包围，远

观一个楼群如同一片森林，是城市的空中森林和天然氧吧。

波音研发自清洁式飞机洗手间
科技日报讯（记者宋莉）近日，波音工程师和设计师团

队在华盛顿州埃弗雷特研发出一种自清洁式洗手间的原

型，通过使用紫外线来杀灭 99.99%的细菌。这种清洁系统

可以在每次仅 3秒的使用时间中对所有表面进行消毒。

这种自清洁技术，再加上非触摸操作功能，将提升乘客

的飞行体验。洗手间使用的远紫外线仅在洗手间无人占用

的情况下被激活。远紫外线与被用于日晒床的近紫外线或

中紫外线不同，对人体无害。波音工程师已经通过洗手间

原型的测试证明，该创新技术让微生物的增长和传播可能

降到最低。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环保表现总监珍妮·于表示，波音正

试图缓解大家在飞行中使用洗手间时经常所面临的忧虑。

在洗手间各处设置了射线灯，由此可以让紫外线在使用者

离开洗手间后覆盖所有的接触表面，例如便座、洗手池和台

面。这种消毒措施甚至有助于消除气味。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电力投

资集团公司董事长李宁平谈到这样的情况：一方

面，随着化石能源的日渐枯竭和由其引发的环境

问题，国家鼓励开发利用清洁可再生的新能源；另

一方面，风电、光电并网难使新能源输出和就地消

纳受限，造成弃风、弃光现象严重。

可再生能源是新能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

与欧美国家分散式为主的发展模式不同，我国可再

生能源具有规模化集中开发、高比例远距离输送等

特点，尤其是我国陆上风能资源 80%以上集中在

“三北”地区；我国太阳能资源80%以上集中在西部

地区，因此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需要应对更

多挑战，特别是要解决“弃风”“弃光”等难题。

作为甘肃省“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专家组

成员，我认为,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产地与用电

市场逆向分布的特点突出，因此可再生能源发

电要规模化利用，就面临着如何送出到用电负

荷中心的困难；其次，难以存储决定了发、供、用

电必须同时完成，但是可再生能源要规模化利

用，就决定了随机波动且难以预测，导致电力系

统调峰调频有难度；第三，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

用主要集中在电网结构薄弱的末端，但是风光

电有功出力随机波动导致远距离送出线路电压

大幅度变化，电力系统保持安全稳定也是要解

决的问题；第四，我国可再生能源总体比例较

低，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面临市场消纳能力

不足的困难；第五，风光电的发电能力完全取决

于风光电资源状况，与水火电相比，可再生能源

规模化利用可控性不足，导致电力系统运行控

制也面临挑战。

针对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十二五”

期间我国能源与资源领域突破了一批核心关键技

术。例如，针对甘肃风光电发展存在的问题，甘肃

公司牵头承担了《风电场、光伏电站集群控制系统

研究与开发》国家 863项目，经过 3年的研究攻关，

突破了理论方法、关键技术、装备研制等一系列瓶

颈，建成了覆盖河西走廊的千万千瓦风电和百万

千瓦光电集群控制示范工程，不仅填补了国内外

新能源规模化控制方面的空白，而且提高了风电、

光电接纳能力 200 多万千瓦，创造了巨大的经济

社会效益。

从全国发展来看，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还

需要全国一盘棋统筹规划，统筹可再生能源规

模化利用地区的电源电网规划，保持风光电与

配套接入送出电网同步协调发展；统筹电源与

用电市场规划，实现包括风电、光电、水电和火

电在内的电源发展与用电市场相适应；统筹可

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与跨区远距离输送通道规

划，保持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与跨区输送通

道规模、建设进度相适应；统筹送端风光电送出

规模与受端用电市场消纳能力规划，保持可再

生能源规模化利用送出规模与受端用电需求相

适应；按照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统

筹规划全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的整体布

局，将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分解到各个省

份；制定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国家能源发

展战略，制定有利于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可持

续发展的扶持政策。

（作者系甘肃省“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专家
组成员）

“弃风”“弃光”难题该如何解决
□ 汪宁渤

■绿色茶亭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近日，从酿造专用

高粱育种及利用山西省科技创新重点团队获悉，该

团队育成的适宜机械化栽培的 6 个酿造高粱新品

种，日前正式通过山西省品种审(认)定，团队成员

配套研发了高粱单粒播种、施肥、喷除草剂一体机，

实现了高粱单粒点播不间苗，农民再不用因种植高

粱费时费工而犯愁了。

“只有优良品种和农机农艺相结合，才能真正

提高高粱生产全过程的机械化水平。”团队带头人、

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平俊爱说，虽然农民对机械

化栽培高粱的渴求与日俱增，但目前生产上推广的

品种基本不适宜机械化栽培，制约了高粱机械化生

产的发展。

“十二五”期间，国家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和山西

省科技厅均把适宜机械化栽培高粱新品种选育列

为重要研发内容，已育成的 6个适宜机械化栽培的

酿造高粱新品种，株型紧凑，叶片窄小，株高均在

150cm 以下，适宜机械化收获。另外，机械化高粱

由于植株矮、产量高，近两年受到果林区农民的欢

迎，机械化高粱替代大豆、谷子、糜子等作物在林下

种植已成为发展趋势。

“其中，晋杂 34 号品种经营权已经转让给公

司经营，通过小型酿造实验表明，晋杂 34 号不论

大渣还是二渣，乙酸乙酯含量均比较高，乳酸乙

酯含量比较低，符合优质清香型白酒基酒指标。”

平俊爱说。

高粱抗旱性强，蒸腾系数小，是节水抗旱的优

势作物，栽培高粱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业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粱耐瘠薄，在一些经济

落后地区农业投入少，种植高粱可产生较高的比

较效益，耐盐碱的特性还可改良盐碱地，改善生

态环境。

平俊爱说，“十二五”期间，团队还和山西东湖

老陈醋集团、山西梁汾醋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初步开展了不同高粱品种对酿醋品质、产

量的影响实验。

据悉，“十三五”期间，适宜机械化栽培高粱

新品种选育与推广仍然是该团队的重点研发内

容，同时将进一步加大与酿造企业的合作力度。

适宜机械化生产高粱品种的推广节省了大量人

力物力，推进了高粱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化生产

方式转变。

机械化让高粱种植不再费时费工

3月 20日是农历二月十二，又逢春分节气。河南省洛阳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的会员身着汉服，通过吟诗、祭拜、舞蹈、插花等多种形式庆祝“花朝节”，向市民游
客展示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花朝节”俗称“花神节”，人们举行种花祭神、郊游踏青、饮酒赋诗等多种活动，纪念百花的生日。图为洛阳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的会员
将彩带系在花枝上，表达对百花的祝福。 新华社发（黄政伟摄）

“国际森林日”植树活动在京举行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3月 19日，以“保护发

展森林、共享绿水青山”为主题的 2016 年“国际

森林日”植树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约 200 人参

加了植树纪念活动。活动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国

家林业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共同举办。

为推动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保护和发展森林

资源，联合国大会将每年 3 月 21 日确定为“国际

森林日”，我国已连续 3 年在全国各地组织开展

植树活动。

全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林业局局长

张建龙说，为进一步保护发展森林资源，中国

政府作出了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重大

决策，确定到“十三五”末，全国森林面积达到

2.23 亿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3.04%。今后

将认真实施“三北”及长江防护林等重点生态

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全面保护天然林，强化

生态资源保护，增加森林资源总量，着力提高

森林质量。

我和绿色有个约会
3月 21日是“国际森林日”。安徽省合肥市

南七街道丁香社区在辖区幼儿园开展“我和绿色
有个约会”主题宣传活动，老师和小朋友们一起
创作环保主题绘画，并用废旧物制作手工艺品，
培养孩子们低碳环保的生活理念。

图为 3 月 21 日，孩子们在合肥市丁香家园
幼儿园内创作环保主题绘画。

新华社记者 张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