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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研人员开发乳酸生产新方法

博 览科技

6月13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青岛

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获悉，该所代谢

物组学研究组开发了以农业废弃生物

质为原料生产乳酸的新方法，通过基于

高温厌氧全细胞催化的整合协作发酵，

实现了木质纤维素基L-乳酸的生产。

一直以来，乳酸大规模生物合成依

赖于葡萄糖、淀粉等粮食碳源。我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及“双碳”目标的提出，对

乳酸等大宗化学品的低成本生产提出

了新的要求。木质纤维素等非粮碳源

兼具减碳、环保等优势，但其依赖于木

质纤维素到可发酵糖的高效转化。

该研究组面向我国建立自主、高效木

质纤维素糖平台的迫切需求，前期提出了

以产纤维小体高温梭菌为全细胞催化剂

的整合生物糖化（CBS）全新技术思路，进

而建立了高效非粮糖平台。CBS技术已

被证明可以与微藻、酵母、细菌发酵相结

合，并已被应用于木质纤维素基普鲁兰多

糖的生产，证明了其实现木质纤维素生物

质高值转化的可行性。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组进一步

筛选和分离了一株与CBS条件匹配的高

温乳酸生产细菌2H-3，以玉米秸秆、小

麦秸秆或木糖渣为底物，通过CBS技术

获得糖化液后，直接接种2H-3细胞即可

实现乳酸的发酵生产，无须中间灭菌、补

充营养物或调节发酵条件，进而成功实现

了高光学纯度（99.5%）、高产量（51.36克/

升）和高收率（0.74克/克生物量）的木质

纤维素基乳酸生产。 （据《科技日报》）

全国耕地总量减少势头得到遏制
记者从6月25日在江苏南京举行

的第33个全国“土地日”主场活动上获

悉，我国耕地总量持续减少的势头已得

到初步遏制。

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刘国

洪在此间透露，近年来，通过采取“稳住

总量、优化布局、压实责任”等一揽子措

施，全国耕地持续快速减少的态势得到

初步遏制。据悉，2022年全国耕地面积

达19.14亿亩，较上年末增加约130万

亩，已连续两年实现耕地总量净增加。

坚定不移推进节约集约，毫不动摇

严守耕地红线。据介绍，接下来自然资

源部门将严守资源安全底线，采取“长

牙齿”的硬措施牢守耕地红线；优化国

土空间格局，严格管控、高效配置土地

资源；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提高土

地资源利用效率；维护资源资产权益，

整体提升自然资源治理能力水平。

“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是

“十四五”时期全国“土地日”的主题。

为做好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工作，

自然资源部门将一方面大力推进节约

集约用地减少占用耕地，提高建设用地

利用效率，为农业留下更多良田沃土；

一方面严格保护耕地倒逼节约集约用

地，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助推绿色

转型发展。

第33个全国“土地日”主场活动由

自然资源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活动还发布了全国“三调”成果系

列丛书以及新修订的工业项目建设用

地控制指标。 （据新华社）

毫不动摇严守耕地红线

农业农村部通知要求杜绝农业科技领域“脚不沾泥”现象
近日，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科研作风和学风

建设的补充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农业

科研作风和学风建设，杜绝农业科技领

域“脚不沾泥”“话不着边”、急功近利、夸

大科研成果、评审“打招呼”等现象，进一

步引导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扑下身子做

研究、搞服务、作贡献。

通知指出，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要

坚持“四个面向”，强化产业导向和问题

导向，紧紧围绕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定安全供给重大科技需求，扎根农业

农村一线开展科技攻关和技术集成转

化，不盲目追逐研究热点，力戒浮躁，甘

坐“冷板凳”。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

入田间，掌握实情、把脉问诊，杜绝实验

田“红地毯”等现象。要依规依法开展研

究开发与试验示范活动，严格遵守保密

规定，按规定申请相关资质、接受相关部

门监督检查等。要坚持求真务实，不夸

大成果效益，不隐瞒技术风险，未经科学

验证的现象和观点，不得向公众传播。

要严禁各种人情评审和请托行为，禁止

门户偏见和“学阀”作风，不得利用行政

职务或学术地位压制不同学术观点、误

导干预各类评审评奖评价活动等。

（据《农民日报》）

耐盐碱马铃薯新品系试种获丰收

6 月 26 日，农业专家对

耐盐碱马铃薯新品系进行测

产前的数据收集。

6 月 27 日，由希森马铃薯

产业集团、国家马铃薯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牵头承担的“早熟

及耐盐碱马铃薯种质创新与

新品种选育”项目组织测产验

收，在山东东营盐碱地生物育

种与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基地

实施的8个新品种示范种植获

得丰收，相关品种计划明年在

不 同 类 型 盐 碱 地 示 范 推 广

2000亩。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 摄

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时

节，全国夏粮收获近尾声，其中小

麦主产区大规模机收已基本结束，

也意味着大部分地区进入了夏季

的田间管理时间，也就是通常所说

的夏管。夏管是“三夏”的最后一

环，也成为秋粮丰产的关键。

俗话说“三分种，七分管”。夏

天，炙热饱满的热情笼罩着整个大

地，自然万物繁茂秀美，长势旺盛，

农作物也是如此。刚刚忙完了夏

收和夏种的农民们一刻不得闲。

夏季是秋收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

形成的关键期，可同时也是农业气

象灾害和病虫害多发的时期，因此

为了让地里的作物茁壮成长，做好

田间管理才能确保粮食丰产。

如今的中国耕地上，东北地区

种着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黄

淮海、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则生长

着棉花、玉米、大豆、马铃薯，而

江南、华南耕种的是水稻，到了西

南地区则主要是玉米和水稻。无

论东南西北，它们都是秋天里丰

收的希望。

夏管管什么呢？如果说夏收、

夏种要“抢”时间，那么夏管可是个

精细活，需要因时因势，科学适

度。比如，水稻从种子发芽至收获

需要经历幼苗、插秧、分蘖、拔节、

孕穗、抽穗、扬花授粉、灌浆、成熟

9个时期。每个时期都要精细化管水、管

肥、管病虫害、管杂草等，少管一步都会直接

影响秋季的丰收。而玉米的拔节期是长个

儿的关键阶段，并不是长得越高越好。想要

玉米高产，需要把整个植株的高度控制在合

理范围内，这样的话玉米才不容易倒伏。因

此，夏管时期需要根据实际喷洒“生长调节

剂”，防止小玉米窜成大高个。至于大豆的

高产和叶面肥的合理使用密切相关，还要预

防高温和田间积水。总而言之，田间管理的

学问真不少，而现代化农业正让这个工作更

加提质升级。

走进绿意盎然的水稻田，这里几乎看

不到人工施肥扬药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空

中“蜂鸣”的植保无人机。过去人工喷药费

时又费力，如今，只需无人机飞手在田地边

操作就能完成。曾经2到3天才能完成的

植保，现在无人机只需要半天时间，单机日

作业量可达150—200亩，是人工喷药效率

的20倍以上。

种、施肥等新应用。数据显示，今年

5-6月，每天有超过3万台无人机从田间起

飞，为高效又安全的植保“添上翅膀”。通过

多光谱遥感技术，哪里缺水、作物长得快还

是慢、有没有病虫害，都能一眼看清。借助

“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农业人员只需要鼠

标轻点，几十公里外的土壤墒情、作物长势、

天气情况及灾害预警等信息都能通过一块

数据大屏呈现在眼前。

夏季还是棉花现蕾、开花、坐桃的关

键时期。在新疆图木舒克市的棉田里，

借助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技术，棉农只

需打开手机，就可以精准地实施水肥管

理，让干旱地区珍贵的水资源得到最高

效的利用。

看得见的收获，背后是更多看不见的

管护。辛勤的农民有了科技力量的助力，

更好地守护着丰收的希望。“三夏”的故事

每年都在上演，田野尚在，勤劳尚在，去播

种、去管护、去耕耘，必然就能在付出中迎

来幸福的收获。

（据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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