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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近日，我区重点研发计划支持的
“奶牛主要疫病防控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通过自治区科技厅
组织的专家验收。

针对我区规模化奶牛养殖场密集导致的疫病发生率高、奶
牛淘汰率高等问题，宁夏大学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吴忠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等单位实施了“奶牛主要疫病防控技术研发与
应用”。该项目开展了奶牛结核病、布鲁氏菌病和牛传染性鼻
气管炎等流行病状调查，集成应用 3种疫病分子生物学和免疫
学检测技术；研究了布鲁氏菌病的A19疫苗免疫控制技术、牛传
染性鼻气管炎病毒核酸快速检测技术以及疫苗免疫防控技术；
建立了奶牛场疫病防控评估标准与模型，制定了后备牛健康控
制技术规程和奶牛场结核病净化技术方案、布鲁氏菌病免疫控
制技术方案和牛传染性鼻气管炎免疫控制净化技术方案。

通过项目实施，建立结核病净化、布鲁氏菌病和牛传染性
鼻气管炎的免疫防控示范牧场 2个，使奶牛平均单产提高了 2
公斤，奶牛年平均流产率下降 13%，死淘率下降了 10%，经济效
益显著。此外，项目举办培训班 20场，培训养殖人员 1000人次
以上，培养牧场疫病检测专业技术人员 20人，对园区奶牛养殖
场的疫病防控发挥了明显作用。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日前，由宁夏大学主持，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宁夏农科院植保所、志辉源石酒庄、立兰
酒庄等单位共同参与实施的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宁夏酿
酒葡萄病虫害绿色防控关键技术创新与示范”通过自治区科技
厅组织的专家现场验收。

项目针对葡萄霜霉病、灰霉病和根结线虫的绿色防控，引
进各类功能性微生物菌剂、植物源农药和抗生素，筛选出 10种
单剂和复配剂，使疾病防效达 85%以上，减少化学农药用量
57%；投入绿色生物物料，提高了葡萄抗逆性，使亩产稳定在
450公斤以上。此外，项目开发了葡萄病虫害预警系统，创建了
葡萄健康遥感诊断方法，建立了霜霉菌潜伏期和卵孢子越冬量
分子检测体系，筛选出地区适应性酿酒葡萄行间自然生草模
式，提升了我区酿酒葡萄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能力和植保防灾
减灾科学化水平。

项目在志辉源石酒庄、西夏王酒庄、立兰酒庄和西鸽酒庄
建立示范基地 4个，集成了冠层微气候实时监测+植物源、微生
物源制剂防病+粘板、诱捕器和糖醋陷阱诱杀害虫+行间生草等
技术，核心区示范面积 2000亩，辐射推广 8000亩，实现了智能植
保与绿色生态防控技术的有机融合。项目的实施对保证食品
安全、保护生态环境、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实现我
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助力规模化
奶牛养殖场疫病防治取得实效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助推我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有科研人员对此进行了研
究，认为这种特殊的味道从化学
上来说，是多种名为绿叶挥发物
的碳基化合物在空气中混合的
产物。当植物受到昆虫、病菌感
染或割草机等机械外力的伤害
时，会主动释放这些分子。

这种由受损叶片释放的有
割草气味的“绿叶挥发物”实际
上属于普通植物挥发物的一种，
大部分是六碳结构的饱和或不
饱和的醇类和醛类，具不同结构
的同分异构体。它们在叶脂质
的氧化作用下被大量生产，质量
基本上会占叶子干重的 1％以
上。绿叶挥发物分子十分微小，
它们从植物体中“逃逸”，进入空
气中，最终飘进人们的鼻腔。绿
叶挥发物的威力很广，在某些情
况下，它们能在源发植物一英里
以外的地方被闻到。而人们之
所以会觉得这种味道好闻，是因
为由草地释放的绿叶挥发物与
我们觉得可口的植物所释放的
挥发物大同小异，我们日常接触
到新鲜蔬菜和成熟的水果也会
释放这些分子。

绿叶挥发物也是植物挥发
物中一种较为常见的类型，植物
挥发物的概念相对大。所有植
物都能释放大量化学性质相异
的挥发性碳氢化合物，它们的次
级代谢物质和初级新陈代谢的
中间产物会被释放到空气中，并
形成较高的蒸汽压，对其他有机
物产生影响。事实上，完整的植
株也会通过打开的气孔、叶表皮
和腺体渗透释放这样的挥发性
化合物，只是这种方式下的释放
效率很低。 （据新华社）

如果你注意观察的话，会发现许多海鸟的翅膀是黑色的。
那么，其原因何在呢？

据国外媒体报道，比利时根特大学等 5所院校和研究所的
科学家们联合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把不同种类的海鸟送入
冯·卡门研究所的风洞。在那里，海鸟翅膀的羽毛会被辐射加
热，这与它们自然被太阳加热方式一样。研究发现，羽毛越温
暖，鸟类的飞行效率就越高。而黑色更有利于吸热增温。

这一发现支持了以前的研究，即对机翼的加热会提升其升
阻比。升阻比越高，飞机或鸟类的飞行效率就更高。

科学家推测，为减少在具有潜在危险的大洋上降落和休息
次数，在空中逗留更长时间，多种海鸟进化出黑色的翅膀。

研究人员最后指出，这可以给飞机设计者带来启示，今后
人们或许能够看到日益增多的黑翼飞机。（据《北京日报》）

海鸟进化出黑色翅膀可以飞得更远

1916年，德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
史瓦西提出了史瓦西黑洞假说，将史
瓦西黑洞设定为一个不带电、不自旋
的黑洞，黑洞中心为奇点，黑洞的外圈
为事件视界，又称史瓦西半径。史瓦
西黑洞又被称为“寻常黑洞”，其本身
只是一种假说模型，并不能代表现实
当中黑洞的真实面貌。

在史瓦西黑洞假说当中，还有一
个等同概念叫做史瓦西度规，即史瓦
西于 1915年针对广义相对论的核心方
程——爱因斯坦场方程——关于球状
物质分布的解。史瓦西度规是爱因斯
坦场方程最一般的真空解，这个解就
是史瓦西黑洞。换言之，史瓦西黑洞
和史瓦西度规，就是同一事物在物理
和数学领域的不同模型形式。正如史
瓦西本人在 1913年当选德国科学院院
士时说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
是同向前行的，无所谓谁落在后面，也
无所谓谁在前头并施以援手……数学、
物理学、天文学构成了一个‘知识’，只
能作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而被理解。”

当然，除史瓦西以外，其他科学家
也提出了一些黑洞模型。例如一种同
时带有角动量和电荷的黑洞假说，叫
做克尔—纽曼黑洞，相比于静态的史
瓦西黑洞，克尔—纽曼黑洞更接近于
实际的黑洞。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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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们 在 生 活
工作中，都有着或
大 或 小 的 压 力 。
不过，让人意外的
是，深邃宇宙中，
就 连 能 够 吞 噬 一
切 的 黑 洞 ，也 有

“压力”。
近日，一项最

新 研 究 表 明 ，来
自 英 国 萨 塞 克 斯
大 学 的 物 理 学 家
发 现 ，黑 洞 实 际
上 是 更 复 杂 的 热
力 学 系 统 ，不 仅
有 温 度 ，还 有 压
力 。 这 是 科 学 家
首 次 发 现 黑 洞 有
压力。

为 何 黑 洞 也
有 压 力 ？ 此 次 研
究 人 员 是 如 何 发
现 这 一 特 性 的 ？
未 来 又 应 该 如 何
验证？

作为 20世纪物理学界最重要的假
说之一，黑洞让物理学家和天文爱好者
都十分着迷。

早在 1783年，英国地理学家约翰·
米歇尔就提出，宇宙中可能存在一种天
体，其密度大到连光都无法逃逸。1915
年，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提出某些
大质量恒星会演化为巨大的引力场。
1916年，德国天文学家卡尔·史瓦西的
计算结果表明，如果大量物质集中于空
间一点，其产生的引力可以让光也无法
逃脱。1968 年，美国天体物理学家约
翰·阿奇博尔德·惠勒正式提出了“黑
洞”一词。

然而，由于黑洞无法被直接观测

到，人类只能凭借一些间接的方式，例
如借由其他物体的轨迹或被吸入物体
的信息来证明黑洞的存在，并依据这些
信息对黑洞进行研究。

随着科普和科幻作品的流行，黑
洞已经成为大众最熟知的科学概念之
一，黑洞的“神秘属性”也刺激着人们对
于宇宙的好奇心。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科学家围绕黑洞的相关特征提出了大
量的假说，但时至今日，黑洞仍有许多
谜团待解。

2019年 4月，经过 200多名科研人
员历时 10余年的努力，人类才终于拍
到历史上首张黑洞照片，这在黑洞研究
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即便见过了黑洞的“颜值”，人类
仍然对黑洞的属性知之甚少。不过，随
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正在不断获
得新的发现，这些研究成果也让黑洞的
科学形象越来越“丰满”。

事实上，早在 1974年，著名物理学
家霍金就已提出假说，认为黑洞能够不
断向环境辐射热量，具有类似黑体的辐
射光谱，即“霍金辐射”。这就意味着，
黑洞应当有温度，而且黑洞最终会完全
蒸发。根据霍金的理论，黑洞并不意味
着绝对的虚无，而是会发射粒子，即散
发出热辐射。霍金相信这种辐射最终
会使黑洞失去足够的能量和质量，导致
其最终消失。

在过去 2 年当中，已有多项研究
对霍金的该项假说进行了探讨。例
如 2019 年以色列理工学院的科学家

利用“玻色-爱因斯坦凝
聚”状态的极冷

气体来模拟黑洞的事件视界（即黑洞
的一个看不见的时空边界，任何东西
都无法从事件视界内部逃脱）。在这
次实验当中，科学家观测到了“霍金
辐射”。

而在此次最新研究中，2位来自英
国苏塞克斯大学的物理学家泽维尔·卡
尔梅以及福克特·凯普斯教授所领导的
研究团队在对史瓦西黑洞（一种最常见
的黑洞模型）的熵进行量子引力校正时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数字。随后，研究
人员意识到他们所看到的数字代表的
物理行为正是一种压力——黑洞也会
对其周围的空间施加压强。

研究者基于量子引力的有效场论
方法，利用沃尔德熵公式计算黑洞熵
的量子引力修正，结果发现黑洞除了
有温度外，对外界还会有压强。这种
压力的效应极微弱，以太阳大小的黑
洞来说，产生的压强只有地球大气压
强的 10 至 46 倍。不过，研究者也表
示，目前还不清楚造成这种压力更深
层次的原因。

黑洞从假说到显露“真容”

对于此次最新研究，北京师范大
学物理学系副教授、引力物理专家张
宏宝解读说，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
刚刚发表的这篇研究论文属于一个中
规中矩的工作，并没有什么重大突破，
而且还存在两个较大的问题。其一是
我们还没有一个完备的量子引力理
论。如前文所述，该计算是在有效场论
下的计算结果，当熵获得了量子修正，
也许它的质量也获得了量子修正，这样
那个所谓的黑洞压力就不存在了，但热
力学第一定律依然正确；其二，即使最终
可以把这个量子修正解释为黑洞压力的
存在，其具备可观测的效应很小，因而缺
乏观测价值。在该成果同其他理论的对
话当中，这两点不足会有较大影响。

张宏宝表示，在天文物理学、宇宙
学研究当中，物理学和数学之间、可观
测和不可观测现象之间的各种对话和
碰撞普遍存在。科学研究需要建立在
严谨的方法论基础之上，人类认知的拓
展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单个研究很
难具备决定性的意义。“在数学公式中
发现黑洞压力”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但
也只是一个小小尝试。正是在这些不
间断的探索当中，黑洞的形象逐渐走向

“丰满”，其轮廓也愈加清晰。

“发现黑洞压力”
研究也有不足

“奇怪”的数字揭示黑洞压力

史瓦西黑洞：

“寻常”的黑洞模型

延伸阅读

新时期，一些著名葡萄酒产区的
大工厂开始统一使用螺旋盖为瓶塞，
许多的葡萄酒生产商甚至对螺旋盖
这种伟大技术有着掩饰不住的骄傲。

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对橡木塞一
往情深，并且保持着对传统橡木塞的
尊重和执着。软木塞行业工业为了
支持传统工艺，甚至发起了一项活
动，鼓励消费者在软木塞上签名。美
国一新上线的网站曾大肆宣传天然
软木塞的优点，网站宣称：使用天然
软木塞除了可以对抗全球变暖，更能
保护生态环境。全球最大的软木塞
及 木 桶 生 产 商 和 DIAM 公 司 委 托
Cairn环保组织进行的“碳足迹”研究
结果也表明：使用螺旋盖会释放导致
温室效应的气体，且是软木塞所释放
的气体的 4倍。

但还有一种声音值得我们关注，
栎树每 9年会被剥一次皮，最多可被
剥 16 次。每一颗栎树的寿命在 150
年到 200年，所以说，栎树的资源是有
限的，为生态环境考虑，软木塞是不
可能无限制被利用的。如果不加以
节制，西中海地区的栎树迟早有一天
会消失。

因此，软木塞必须在一个可控
的范围内使用，才能使栎树得到适
度的开发，生态环境才能被合理利
用且保护。

其实，软木塞和螺旋塞究竟谁更
利于葡萄酒的存放，还需要时间来说
话，二者各有各的优劣。但人们通常
只想要一个黑白分明的情况。不如
都放下成见，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提
高红酒品质的瓶塞的研究上，才是最
佳选择。 （据蝌蚪五线谱）

谁才是葡萄酒的守护神？
橡木塞 VS 螺旋盖

不少人钟爱葡萄酒是因为开瓶时，软木塞脱离
瓶身的“仪式感”，当你打开一瓶珍藏已久的葡萄酒，
迷人的香气会瞬间萦绕四周。但若身边没有专门的
开瓶器，想要打开一瓶葡萄酒，可谓是难上加难。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酒
庄开始使用螺旋盖。不少人认为螺旋盖可以有效的避免细菌滋生，打开酒瓶时也
能更方便一些。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橡木塞有利于葡萄酒的陈年，并且更优雅
一些。那么，到底谁才是葡萄酒的守护神呢？

第一种便是最常见的“天然软木
塞”，素有葡萄酒守护神的美称。人们
用天然软木塞制作瓶塞已经有几百年
上千年的历史之久了。这种酒塞的原
材料大多都来自于在葡萄牙种植居多
的栎树。用栎树皮制成的软木塞柔软
而具有弹性。天然软木塞的最大的优
点便是保存效果良好，有利于葡萄酒的
陈年，也正是因为它，很多品质优良等
的葡萄酒才能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
后仍旧保持它醉人的风味。用它当瓶
塞的葡萄酒需要使用专用的开瓶器，并
且天然软木塞取材于有限的自然资源，
也有个众所周知的致命要害——容易
使葡萄酒污染，使酒具有“霉”味。

第二种，复合塞。复合塞又称贴片
软木塞，为了保留软木塞的优点，同时
减少软木塞对酒的污染，人们制作出了
复合塞。但复合塞有泄漏的风险，也需
要专用的开瓶器来开酒。

第三种，软木聚合塞。软木聚合塞
是用软木的碎屑经特殊工艺制作而成，
这种木塞一般采用粘结剂和软木颗粒

混合，挤压加工而成。塞子的成本较
低，主要用于普通葡萄餐酒，不适用于
珍贵的佳酿。

第四种是合成塞，人工合成塞虽然
可回收，也比传统酒塞容易取出，但陈
年效果不如天然塞。

第五种玻璃塞，玻璃塞既美观又可
回收利用，但成本较高，陈年效果也不
如天然塞好。

第六种是起泡酒塞，起泡酒塞的设计
很特别，下端稍宽，宛若蘑菇，能抵抗气泡
冲出酒瓶的压力，完好密封，不容易泄露，
但制作工艺复杂，开瓶时也较为困难。

最后一种便是今天的主角之一，螺
旋盖。采用螺旋盖封瓶最大的好处是
可以像普通开啤酒一样简单，也可重复
封口，并且不存在瓶塞污染。不需要水
平放置，但陈年效果不如橡木塞好，并
且材质脆弱容易损坏。

软木塞变质问题推进了葡萄酒瓶
盖的革命。从 2000开始，很多葡萄酒公
司开始以螺旋盖代替软木塞，软木塞一
统葡萄酒天下的状态就这样被打破。

螺旋盖时代

葡萄酒瓶塞的种类有很多

新剪的草坪为什么
有 股 特 殊 香 味 ？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是
否注意到过这样一个现象：
当 我 们 路 过 新 修 剪 的 草 坪
时，总会闻到一种特殊的香
味 ，不 少 人 将 其 称 为 青 草
香。那么这种味道到底从何
而来呢？为什么往往会出现
在草坪被修剪过之后呢？

活树从大气中吸收相当数量的二氧化碳，在保护气候中发
挥重要作用。但是有多少碳从全球腐烂的木材中被释放？这
在全球碳循环中的作用却很少有人知道。

3年前，德国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专门设立一个全球性
项目，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科研人员在六大洲设立 55个森林
地点调查站，收集来自 140多个树种的数千个死木样本，进行为
期三年的评估。

研究者称，根据报告，每年全球有约 109亿吨碳从腐烂的死
木中释放。部分碳被土壤吸收，部分则释放至大气。从死木腐
败中释放的碳，相当于全球化石燃料排放量的 115%左右。

（据《北京日报》）

死木腐败释放碳比化石燃料排放还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