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来如此

本报 11 月 27 日讯 日前，
“科技兴蒙”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
重点专项“引黄滴灌水肥一体化
技术集成研究”项目启动暨实施
方案论证会举行。

会上，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
心负责人作项目总体工作方案情
况介绍；各课题负责人汇报了课
题总体情况和实施方案；来自中
国农业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
究所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就项目实

施方案中的具体工作提出了意见
建议。

该项目以黄河水沙分离技
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智慧控
制技术等为核心，集成创新直引
黄河水滴灌首部技术。同时，创
新优化引黄滴灌高效生产技术，
构建灌区现代农业高效节水模
式，将带动河套灌区有效提高水
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持续改善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昊然）

“引黄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集成研究”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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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巡检智慧巡检

□文/图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智 慧 车 间 离 不 开“ 智 慧 工
人”。日前，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的“智慧
工人”——巡检机器人上岗了。巡
检机器人具备自主巡检能力，搭载
高清摄像头、红外热成像仪、环境
检测仪，采集沿途设备视频数据、
温湿度数据、环境监测数据等，将
数据传回智能巡检系统服务器，由
后台软件平台智能判断分析设备
是否存在风险隐患，自动分析风险
等级，及时作出故障报警与记录留
存，实现智能化巡检。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是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是把创新势能
转化为发展动能的关键环节，更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连日来，记者追随“科技种”科研成
果，来到科研院所与企业供需两端，探
寻“科技种”如何结出“智慧果”。

““深瞳深瞳””

视线

创新政策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
重要保障，同时也起到了积极促进效果。

近年来，国家、自治区在促进成果转
化方面出台了许多利好政策，特别是最近
自治区农牧厅联合自治区科技厅、财政厅
等有关部门正在起草制定的《关于加强农
牧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方案》。

自治区农牧厅二级巡视员吴忠岩介
绍：“《关于加强农牧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实
施方案》将加强协同融合，把产学研推拧
成一股绳；突出市场主体，提升科技成果
供需能力；强化政策引导，提高科技成果
转化水平；加强机制创新，探索科技成果
转化模式4个方面，加快推进农牧业科技
成果转化。”

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党组书记孙国
权提到，当前，我区各地农牧业科研单位
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政策的了解运用不
充分和落实不平衡等问题。

11月12日，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农
牧厅、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联合自治区科
技创新发展中心、自治区农牧业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中心、内蒙古蒙科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举办2023年推进全区农牧科技
成果转化工作培训会。

培训会邀请英泰科管理咨询（北京）有
限公司合伙人张妍、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
（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鲁甜、内蒙古沃付集
团董事长王智泽分别就“科技成果转化政策

与实务分析”“高价值专利培育赋能成果转
化”“商务沟通及谈判技巧”进行专题培训。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知识产权）学
院副教授鲁甜认为，推动内蒙古乡村振
兴，需要相关知识产权工作者进行深入的
研究，建立以政府为引导，市场需求为导
向，项目合作为基础的产学研一体化的知
识产权转化流程。

参训人员认为，培训有利于增强大家
的成果转化意识，对大家熟悉“创造、运
用、保护、管理、服务”的科技成果转化全
流程有很大帮助。

11月9日，自治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强调，政府要当好“推手”，发挥“蒙科聚”
科创平台聚合作用，把科研和市场这两股
劲拧起来、把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手握起
来，千方百计把人才链、资金链、创新链、
产业链聚合起来。

自治区科技厅成果管理与转化处处长
金龙介绍，“蒙科聚”创新驱动平台按照“横
向一条链、纵向五主干、全区一张网”的总
体建设思路，以政策库、人才库、供给库、需
求库四大智库作为底层的数据支撑，集成
了科技研发、资本运作、项目孵化、成果转
化、知识产权保护等功能，完善了研发——
转化——孵化——产业化的科创体系。

连日来，“蒙科聚”平台陆续发布大
豆、玉米、马铃薯、向日葵、燕麦等优势特
色作物科创成果。

11月13日，“蒙科聚 促创新”——科
技助力种业振兴，成果筑牢粮食屏障专题
路演活动在呼和浩特创新中心举办。

前来参加活动的邬雪瑞是巴彦淖尔
市农牧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她深有
感触地说：“平台的搭建，有益于我们成果
更快地推广。”

活动中，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所与内
蒙古景琪种子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农牧
业科学院与鄂尔多斯市满世通科技种业
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市中农种业有限
公司分别围绕高粱、玉米等新品种生产经
营开展进一步合作，签订了成果转化合作
协议，签约转化总金额100万元。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科研团
队选育出的玉米新品种‘内单368’，属于
中早熟品种，具有高产、稳产等特点。”鄂尔
多斯市满世通科技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张满贵对新品种的产量潜力充满期待。

这意味着，企业有了更蓬勃的生命力。
这也是内蒙古聚焦产业链上下游协

同发展，架起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桥梁的一个实例。

“蒙科聚”平台用市场化专业化机制，
向相关企业推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商业模式新、市
场前景好，且与种业紧密结合的关键技术
和科技成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进程，促
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出政策 搭平台 促转化

大豆原产于我国，已有五千多年栽培
历史。近年来，大豆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供需矛盾突出。作为我区主要的粮油作
物，2022年种植面积达1833.1万亩，总产
量250.5万吨，其中呼伦贝尔的贡献率占
73%以上。

这样傲人的成绩，离不开科技创新。
2013年，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

所大豆科研团队被自治区批准为“内蒙古
自治区大豆新品种培育创新人才团队”。
10年来，审定育成大豆品种数量占全区
一半以上，居全区之首。2022年，团队选
育的“蒙豆 1137”入选国家主导粮油品
种。今年，选育的“登科 5号”列入 2023
年国家农作物推广骨干品种。“蒙豆”系
列、“登科”系列大豆新品种累计推广面积
4500万亩，增加农民收入24亿元。

此外，今年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
所获批呼伦贝尔市首家自治区级创新平
台内蒙古自治区大豆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区大豆产业自主
创新能力，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所联
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东北
农业大学、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等
区内外科研院所、企业、园区等 18家单
位，以大豆产业关键技术研发为核心，围
绕大豆种质资源收集与开发利用，大豆高
产、优质、抗病等关键技术创新等内容开
展科研和联合技术攻关。

在自治区大豆科研战线上还有一支
优秀的团队，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

“大豆增产增效技术创新人才团队”，该团
队累计育成审定大豆新品种17个，其中
高油品种9个，高蛋白品种1个，7个品种
实现成果转移转化，制定发布地方标准7
项，新品种新技术累计推广应用1000多
万亩，获省部级科技奖励3项，为自治区
大豆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

“团队历经10多年，通过冬季南繁及

北方室内加代育种等技术，成功育成‘蒙
科豆13’早熟高产大豆新品种，今年通过
自治区审定。多年品种试验中平均亩产
可达183.4公斤，较对照品种增产6.4%，
具有产量高、品质优、抗逆性强、抗倒伏耐
密植等特性。”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大豆
科研团队负责人李强研究员介绍。

今年，“蒙科豆 13”在呼伦贝尔市莫
力达瓦旗、阿荣旗、鄂伦春旗展示示范，看
禾选种平台平均亩产达200公斤以上，深
受老百姓喜爱。“我种植了100亩‘蒙科豆
13’，亩产达210公斤，与我种的其它品种
相比，每亩增产近50公斤，而且粒大、蛋
白高，特别好卖。”莫力达瓦旗汉古尔河镇
朝阳村沃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种植户
付晓峰对“蒙科豆13”赞不绝口。

依靠科技的力量，我区农业转型发展
稳步推进，企业活力不断增强，农民收入不
断增加,乡村振兴“芯”动能越来越有力。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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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正在进行巡检。 工作人员正在编程。

本报 11月 27日讯 近日，内
蒙古农业大学乳品生物技术与工
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内蒙古
科拓生物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张
和平及其团队最新研究构建了一
个综合性的乳酸菌基因组数据库
iLABdb，可帮助科研界和产业界
用户快速浏览、查询、分析及可视
化乳酸菌基因组特征。

乳酸菌作为微生物领域重要的
战略资源，在食品加工、农业种植、动
物养殖以及生物制药等领域具有广

泛的应用价值。张和平介绍，目前，
数据库已整合了超6.2万个乳酸菌基
因组及相关的元数据，包括超1.1万
个新测序的乳酸菌基因组，覆盖了众
多的地理和宿主背景。今后，数据库
将纳入更为广泛的乳酸菌数据，助推
乳酸菌资源的深度开发应用。

据了解，2021年，致力于益生
菌研发与生产的上市公司北京科
拓恒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
投项目落户和林新区。2022年，内
蒙古科拓生物有限公司新建动植

物微生态制剂生产基地和科拓生
物新建研发中心及食用益生菌制
品、食品配料生产基地项目在和林
新区开工建设。项目以建设微生
物种质资源创新工程为目标，包括
益生乳酸菌基础研究、功能开发、
工艺技术开发等多项内容，建成
后，将成为国内益生菌领域产品种
类最多、设备最先进、规模最大的
生产项目基地，是自治区各类乳企
及食品研究院所的重要配套研发
基地。 （风启）

综 合性乳酸菌基因组数据库诞生

﹃
蒙
科
聚

促
创
新—

—
科
技
助
力
种
业
振
兴
成
果
筑
牢
粮
食
屏
障

专
题
路
演
活
动
﹄
现
场
科
研
单
位
与
企
业
签
订
种
业
成
果
转
化
合
作
协

议
。

胡
红
波

摄

大豆科研团队在鄂伦春旗大杨树镇开展“蒙科
豆 13”品种测产取样。 （资料图）

早熟优质玉米育种团队成员在南繁基地套袋
授粉。 （资料图）

高粱育种团队在敖汉旗开展品种调查。
（资料图）

近期，全国多家医院门诊急诊
量均有不同程度增长。患者中儿童
居多，除了肺炎支原体感染之外，其
它引起呼吸道感染症状的疾病也有
增多趋势。

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主任、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
长卢洪洲介绍，国庆节过后，其所在
医院就诊患者呼吸道病原微生物核
酸检测结果显示，核酸检测阳性率
最高为肺炎支原体（34.33%），其次
是甲型流感病毒（12.17%）和乙型
流感病毒（5.79%），呼吸道腺病毒
（2.76% ），呼 吸 道 合 胞 病 毒
（2.03%）。他提醒，腺病毒和肺炎
链球菌等可以与支原体混合感染，
且患儿年龄越小，混合感染的风险
越大。如果合并支原体感染，患儿
的症状将会加重，家长应提高警惕。

除了肺炎支原体、新冠病毒外，
近期还要注意哪些传染性疾病？如
何预防？

流感病毒

支原体和甲乙流有一定的相似
之处，这导致许多人容易混淆。甲
乙流是由病毒所致，而支原体既不
是细菌、也不属于病毒，属于微生物
的一种，两者用药完全不同，学会分
辨很重要。

如何预防：接种流感疫苗是预
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措施，可以显
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严重
并发症的风险。

呼吸道合胞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是世界范围内
引起5岁以下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
染最重要的病毒病原。大多数健康
的孩子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后，轻
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
冒，会出现鼻塞、咳嗽、打喷嚏、流
涕、低烧等症状。严重者会出现呼
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
安、食欲减退等，甚至并发呼吸衰
竭、心力衰竭等。

如何预防：所有年龄段的人都
对它易感，无法通过疫苗预防。该
病毒季节性流行，病毒潜伏期一般
为 2-8天，通常感染病毒4-6天后
出现症状。该病毒具有自限性，对
于免疫功能发育正常的孩子，出现
轻症感染可以做好家庭护理。

鼻病毒感染

鼻病毒人群普遍易感，好发于
儿童，可经直接接触和飞沫传播，也
可经鼻、喉分泌物污染的手和物品
间接传播。临床常表现为流涕、喷
嚏、咽部不适、鼻塞、咳嗽、咽痛、声
音嘶哑、体温不增高或略微增高，容
易引起的并发症有鼻窦炎和中耳
炎。可与儿童肠道病毒、肺炎支原
体等混合流行感染。

如何预防：目前无有效的疫苗
预防鼻病毒感染。其引起的普通上
呼吸道感染为自限性过程，无需特
殊处理，以多休息、合理饮食、居住
环境通风、加强手卫生和防止交叉
感染等标准防护即可，病程 1周左
右可痊愈。

腺病毒感染

腺病毒呼吸道感染的典型症状
是咳嗽、鼻塞和咽炎，伴有发热、寒
战、头痛和肌肉酸痛等，临床上可能
还会出现咽喉炎、咽结膜热、肺炎等
表现。另有部分型腺病毒可引起婴
儿和学龄前儿童胃肠炎，导致腹痛、
腹泻，甚至肠套叠。

如何预防：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科副主任医
师李侗曾表示，腺病毒感染一般
属于自限性疾病，免疫力正常的
人群病程在 7天左右可以自愈，平
时注意休息多喝水。免疫力低下
的患者，或者腺病毒感染症状严
重，则需要遵医嘱，使用抗病毒的
药物来治疗。

肺炎链球菌

肺炎链球菌是一种能够长期黏
附定植于人类上呼吸道表面而不引
起任何临床症状的细菌，是引起侵
袭性疾病（脑膜炎、菌血症/败血症、
伴有菌血症的肺炎等）和非侵袭性
疾病（肺炎、中耳炎和鼻窦炎）的主
要病原体，常见肺炎中50%以上是
由肺炎球菌引起。

如何预防：接种肺炎球菌疫苗
是预防肺炎球菌性疾病最经济、有
效的方法。目前，已上市的肺炎球
菌疫苗有23价和13价肺炎疫苗。

在秋冬季节，孩子们更容易
受到多种病毒、细菌的感染，这些
病毒可能会引起多种不同的疾病
症状，如发热、咳嗽、流鼻涕等，一
些病症看似相同，但病因、治疗方
法却大相径庭。因此，建议家长
及时带孩子去看医生，遵循医嘱
进行治疗。

（本文摘自人民网科普）

警惕混合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