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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科技创新转化平台 促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

■ 齐 悦

2012 年 6 月 6 日 是 第 十 七 个 全 国“ 爱

眼 日 ”，今 年“ 爱 眼 日 ”的 主 题 为“ 情 系 白

内 障 患 者 共 享 和 谐 新 视 界 ”。 眼 睛 是 心

灵 的 天 窗，只 用 一 天 去 关 爱，视 界 怎 能 更

美 好，笔 者 建 议 大 家 视 眼 晴 如 生 命，视 生

命 如 眼 睛 ，自 我 实 现“ 天 天 爱 眼 日 共 享

新视界”。

自我如何爱眼用眼，眼科专家肖月影女

士为我们上了专业而精彩的一课。

日常爱眼护眼常识

在点滴的日常生活中按专家指导保护

好双眼：

（1）、切忌"目不转睛"，自行注意频密并

完整的眨眼动作，经常眨眼可减少眼球暴露

于空气中的时间，避免泪液蒸发。

（2）、不吹太久的空调，避免座位上有

气流吹过，并在座位附近放置茶水，以增加

周边的湿度。

（3）、多吃各种水果，特别是柑桔类水

果，还应多吃绿色蔬菜、粮食、鱼和鸡蛋。多

喝水对减轻眼睛干燥也有帮助。

（4）、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睡眠充足，

不熬夜。

（5）、避 免 长 时 间 连 续 操 作 电 脑 ，注

意 中 间 休 息 ，通 常 连 续 操 作 1 小 时 后 ，休

息 5-10 分钟。休息时可以看远处或做眼

保健操。

（6）、保持良好的工作姿势。保持一个

最适当的姿势，使双眼平视或轻度向下注视

荧光屏，这样可使颈部肌肉轻松，并使眼球

暴露于空气中的面积减小到最低。

（7）、调整荧光屏距离位置。建议距离

为 50-70 厘米，而荧光屏应略低于眼水平

位置 10-20 厘米，呈 15-20 度的下视角。因

为角度及距离能降低对屈光的需求，减少

眼球疲劳的几率。如果你本来泪水分泌较

少，眼睛容易干涩，在电脑前就不适合使用

隐形眼镜，要戴框架眼镜。在电脑前佩戴

隐形眼镜的人，也最好使用透氧程度高的

品种。

（8）、40 岁以上的人，最好采用双焦点

镜片，或者在打字的时候，配戴度数较低的

眼镜。

（9）、高度近视者不要做剧烈活动，忌暴

怒，以防止视网膜脱离

如果出现眼睛发红，有灼伤或有异物

感，眼皮沉重，看东西模糊，甚至出现眼球胀

痛或头痛，休息后仍无明显好转，那就需要

上医院了。

情系白内障患者 更要预防白内障

白内障是眼睛内晶状体发生混浊由透

明变成不透明，阻碍光线进入眼内，从而影

响了视力。初期混浊对视力影响不大，而后

渐加重，会明显影响视力甚至失明。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白 内 障 是 致 盲 的 首 要

病因。在大多数的非洲和亚洲国家，白内

障 患 者 至 少 占 盲 人 的 一 半 。 据 我 国 调 查

的结果，白内障也是我国引起失明的最主

要的眼病。

白内障有很多病因，先天性、外伤等，但

是大多数的病例和患者与年老有关。50—60

岁老年性白内障的发病率为 60—70%，80 岁

以上的老年人几乎达 100%。这一组数字的

确让我们深思，情系他们，关爱他们，全社会

有责任共同伸出援爱之手。

深思更让我们警醒，白内障应预防为

主。白内障虽不是一个大毛病，但它可引起

视力严重减退，影响日常生活、工作、学习，

是老年人常见眼病。因此预防白内障，就显

得尤为重要。诱发老年性白内障的原因很

多，平时除了注意锻炼身体，调节情绪，加强

营养外，还要注意用眼卫生：

（1）老年人读书看报应在充足而且柔和

的光线下读书，一般半小时左右，向远处遥

望片刻。

（2）看电视时，不可离得太近或看得太

久，白内障病人应少看电视。

（3）经常闭目养神，尽量免做一些精细

的工作。

（4）当 太 阳 活 动 在 高 峰 期 ，不 宜 多 晒

太阳。

（5）调正屈光，若有老花眼、近视应尽早

配眼镜，可减轻晶状体疲劳，防止白内障的

发生。

（6）有病早治：如眼内出血，虹膜炎，青

光眼，视网膜脱离等早期治疗不会发生并发

症；如糖尿病，这是一种慢性病，早期又无症

状，多被忽视，患病时间长了，不能坚持饮食

控制，不按时查尿或作血糖定量检查，糖尿

加重，易发生眼底病变和白内障。

（7）饮食调理：饮食要低脂肪，高蛋白，

多吃蔬菜、水果和豆类制品，这些食品中含

有维生素类及微量元素以供体内需要。

（8）改 变 不 良 生 活 习 惯，坚 持 体 育 锻

炼，增强抗病能力，不要乱用补药、补品。

最 后 ，专 家 还 提 醒 老 年 人 的 视 力 下

降，不 要 简 单 地 都 归 咎 于 老 年 性 白 内 障，

还要警惕白内障背后的其他眼病，以免延

误治疗。

眼疾眼患的医治

首选专业或有专科的医院

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常见眼病应引

起 大 家 的 重 视 ，比 如 近 视 眼 、干 眼 症 、急

性 结 膜 炎 、飞 蚊 症 、糖 尿 病 视 网 膜 病 变 、

视 网 膜 脱 离、青 光 眼 等 眼 病，都 应 及 时 选

择 正 规 的 眼 科 专 科 医 院 或 者 国 家 正 规 医

疗 机 构 就 诊 ，距 离 朝 阳 区 林 萃 西 里 较 近

的 读 者 可 直 接 到 北 京 民 众 眼 科 医 院 免 费

明 确 病 因 及 早 治 疗 ，最 大 限 度 地 保 护 好

视力功能。

爱眼日期间，北京民众眼科医院积极

响应卫生部号召，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公益

惠民活动，深入到社区、农村和乡镇开展义

诊、咨询、专题讲座活动，为普通百姓尤其

是贫弱人群、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眼病诊

疗和眼保健服务，帮助城乡居民掌握眼保

健知识，培养科学的用眼习惯，降低眼病发

生率和致盲率。

在深入社区、农村的同时，医院内也在

爱眼日期间开展公益讲座和免费的眼部义

诊，向 45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赠送和清洗老

花镜活动，并将在爱眼日当天启动“儿童、

近视斜弱视公益暑期训练营”活动，将根据

孩子视力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

帮 助 孩 子 恢 复 视 力 。 3-18 岁 眼 球 没 有 器

质性病变的近、斜弱视儿童、青少年可参与

训练。

今年三月底，参加全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推广经验交流大会的与会者，听闻北京市仅用

了3年时间就在全市主要作物生产上全覆盖推

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经验介绍时，无不感叹

地说：“简直创造了农业技术推广史上的奇迹。”

笔者也带着惊奇与惊喜走进了北京市土肥站，

为读者揭开奇迹创造者的“神秘面纱”。

据北京市土肥站站长赵永志介绍，北京推

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奇迹”，

主要得益于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转化到了“一

袋子肥料”之内，使农民在施用肥料时将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毫无感觉”地“落到了地里”。

农民使用配方肥料，是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的落脚点和关键点，也是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能否取得最大效益的关键。但是，卖肥料

的商家和使用肥料的农民都没有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而技术推广部门又不生产肥料。这

种肥料与技术相互分离的状态，成为制约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的最大障碍。为此，北

京市土肥系统的科技人员每年都深入到农

村，来到田间地头，为土壤“把脉问诊”，根据

土壤中所含氮、磷、钾等营养含量，以及不同

作物需肥规律等情况开出专门“药方”，然后

再将这些“药方”交付到肥料企业“按方”生产

配方肥，从而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物化到肥

料之中，使农民在施用肥料的同时不知不觉

地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落到地里”。

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的过程中，

北京针对遇到和存在的问题，通过积极创

新探索出与京郊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实

际和农民科技文化水平现状相适宜的连锁

配送、一条龙、农企对接、农资加盟、科技入

户等多种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模式，为解决

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以农企对接模式为例，北京市土

肥站制定了《配方肥生产招标办法》，委托

招 标 公 司 面 向 社 会 统 一 招 标 ，每 两 年 一

次。2011 年的第二次招标中，来自北京和

河北等 5 个省市的 43 家肥料生产企业参加

竞标，35 家企业中标。

全市建立起的 120 多家大型配方肥配

送连锁店，大大加快了技术物化与入户的速

度。为确保配方肥的质量，肥料包装上都印

有追溯代码，不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

通过配送记录、追溯代码查到责任人。肥料

管理部门检测表明，连锁配送店经销的配方

肥质量总体合格率达到 92.9%，其中，有效成

分合格率达到 96.5%，影响农产品质量及食

用安全的有害成分检测为零。

数据显示，北京市 2006 年实施测土配

方施肥工程，至 2011 年累计推广 2222.77 万

亩，增产农作物 9.78 亿公斤，为农民增收节

支 18.08 亿元。

通过对测土配方的深入研究表明，不同

养分元素及不同配比对农产品品质与安全

会产生影响，并依此原理将测土配方成果拓

展到改善和提高农产品品质和安全领域，转

化出用于提高和改善果品专用肥料及与之

相适应的栽培技术。

通州区西集镇沙古堆村“红樱桃园”生产

的樱桃，被称之为京郊樱桃采摘“第一枝”的红

樱桃园，6 年前还是一片沙荒地，别说是种樱

桃，就连草也很难正常生长。市土肥站的专

家对果园土壤进行“会诊”后，发现由于多年撂

荒，有机质和微量元素含量较低。为此，专家

们根据樱桃种植对土壤需求，实行测土配方

施肥和水肥一体化技术，通过多施有机肥，补

充富含氮、磷、钾、铁、钙、锌、硫、硼等肥料等措

施，樱桃园内土壤有机质和微量元素得到了

合理补充，各种营养元素配比符合樱桃生长

发育规律。据测定，“配方樱桃”甜度比“常规

樱桃”高出 2 度左右，吃起来樱桃的独特口味

更加纯正；再加上反季节栽培技术，4 月初就

能采摘上市，比常规栽培提前了一个多月。

生长发育期的提前，樱桃成熟前避开了常见

的病虫害发生期，不用喷施农药。尽管每公

斤520元，一个6元多！可总是无货可定。

草莓口感调控栽培技术参数是根据不

同养分比例和作物所含营养成分比例的科学

配比这一原理制定的，比如提高氮元素含量

比例，会增加草莓有机酸的含量，吃起来就觉

得有些酸；提高钾元素含量比例，就会使草莓

含糖量增加，吃起来就觉得甜；两个元素比例

适当，草莓吃起来就觉得酸甜适口。

“配方樱桃”、“配方草莓”只是北京测土

配方改善果品品质的两个实例。现在，北京

市土肥站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拓展研

究，转化出专用配方肥料及相应的栽培技术，

生产出的“配方黄桃”、“配方苹果”、“配方葡

萄”等多种“配方水果”，深受消费者欢迎。

根据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整

合组装出移动式、开合式、阳台式和上后墙式

等 7 种立体模式及栽培技术。其中，有两项获

得了国家新型实用专利。

立体栽培模式，既可用于栽培草莓，也可

用于栽培蔬菜和花卉等作物。栽培草莓时，只

要将草莓秧苗栽植在栽培架上的在配备内，栽

培过程也就随之完成。草莓整个生长周期内

的营养和水分，是根据草莓不同生长发育阶段

配制成专用营养液利用循环装置来完成。之

后农民所做的工作，只是按时配制营养液、开

闭开关。立体模式，将草莓生产领域扩大到空

间，温室利用面积、草莓产量均增加一倍以

上。其中，后墙式将作物生长空间扩展到温室

的后墙上，使温室后墙增加了新的功能；阳台

式，可以将草莓移栽市民家的阳台上，市民不

出家门就能享受从栽种、管理到采收的农耕休

闲乐趣。立体栽培模式具有较好的观赏价值，

游客走入其中如同进入草莓的迷宫，游客采摘

草莓时可以站立进行，很是轻松。

实际上，北京土肥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所带来的效益，远不止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效

益，而是多方面的。

一是促进了农业生产“两难”问题的解

决。农业生产、特别是大型城郊农业生产最突

出的矛盾，就是面临既要促进增产，又要保护

城郊农业生态环境的“两难”问题。施用化肥

是促进农作物产量提高最为有效的措施之一。

北京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试验示范和

生产实际表明，与常规施肥相比，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肥料利用率平均提高了 8.8—10.2个百

分点。六年累计节省化肥 6.43 万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23.74 万吨。可以说，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有效地减少了化肥投入，减少了对土

壤和水的环境污染的潜在风险，是解决农业

生产既要增产，又要保护环境“两难”问题的有

效措施之一，推动了北京农业低碳化发展。

二是转变了农民传统施肥观念。“粪大

水勤，不用问人”，这一传统观念至今在很多

农民思想中仍是根深蒂固。在测土配方工程

实施过程中，北京通过采取广播电视等的宣

传、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以及大量的田间试

验、示范展示和现场会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

了测土配方施肥的效果，使农民对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有了更直观的感性认识；通过抓科

技示范户和农民田间学校，带动和影响了一

大批农民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使农民尝

到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所带来的增产增收的

甜头；通过开发测土配方施肥信息管理与专

家推荐系统，农民可以查询京郊生产的蔬菜、

粮食、果树、饲草等各种作物的基础数据，获

得推荐施肥方案，极大地方便了农民获取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支持。总之，北京实施测

土配方施肥项目以来，京郊农民的传统施肥

观念得到了逐步地改变，科学施肥知识得到

极大地普及，施肥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三是建成北京迄今为止最大的土壤质

量数据库。为了全覆盖掌握京郊耕地质量

和土壤肥力状况，利用 GIS 布点、GPS 定位

采集土壤样品 4.5 万个，化验 37.8 万项次，共

获得土壤数据 600 多万个，同时与北京第二

次土壤普查和 30 多年京郊耕地质量长期定

位监测所获得的大量数据进行整合，按照农

业部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字典》进

行标准化整理，建成迄今为止的京郊最大的

土壤数据库。

四是初步建立起“ 电子化农技推广模

式”。为了便于查询，在测土配方施肥过程

中开发出北京市耕地土壤资源管理信息系

统。登陆该系统后，坐在计算机面前点击鼠

标，全市的土壤资源、耕地质量、土壤养分状

况，以及耕地土壤的生产力、承载能力及肥料

施用效益等情况一目了然。最小可查阅到京

郊任何一个村镇小至 50 亩的地块。为北京

科学利用耕地土壤资源、保护和提高耕地土

壤质量，调整种植业结构和作物布局提供依

据；为管理部门制定耕地质量建设和肥料管

理政策提供技术支持；北京耕地质量建设从

以提高耕地生产能力为目的，向提高耕地环

境和生态能力方向延伸；管理方式从传统方

式向着数字化发展。为北京“221 行动计划”

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土肥技术保障。

五是农民种田尝试“电子处方”。北京

市耕地土壤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成后，农民

可以坐在自家的计算机面前，按照提示点击

鼠标，将自家地块土壤养分含量情况，以及

所种作物目标产量等信息输入专家系统的

表格内，就得到不同产量的目标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整个过程不足 1 分钟。

六是提升了基层科技推广能力。为了

满足测土配方施肥实施需要，各区县共计购

买和更新土壤肥料化验检测仪器设备 164

台（套），可以满足土壤基础五项和微量元素

四项，以及土壤有效硫、植株养分等项目的

分析检测；各区县增加专职化验人员 18 人；

通过对化验人员的培训，区县化验分析水平

大大提高，可以熟练应用 ICP 光谱仪进行土

壤相关养分，以及全自动定氮仪法测试土壤

碱解氮技术，检测结果合格率提高到 93%。

七是获得了多项科技成果。2007 以来，

北京市土肥站共获得 9 项省（市）部级科技

成果奖，其中，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3 项。三

等奖 2 项。一等奖：北京市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推广应用，获 2011 年度农业部全国农牧

渔业丰收奖一等奖；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

应用，获 2011 年度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

一等奖；诊断施肥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获

2011 度年第七届大北农科技一等奖；现代农

业养分综合利用与分区调控技术的研究与

应用，获 2011 年度得金桥奖优秀项目奖；现

代农业养分综合利用与分区调控技术的研

究与应用，获 2011 年度北京市科技三等奖；

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区域养分综合管理及

调控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获 2011 年度农业

部中华农业科技三等奖。另外，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还获得了 2010 年度全市总工会职

工优秀创新成果金奖；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

区域养分综合管理及调控技术的研究与应

用，获 2011 年度市服务工会服务业系统经

济技术创新成果二等奖。

天天爱眼日 共享新视界

■ 齐 悦

北京市土肥站站长赵永志北京市土肥站站长赵永志（（中中），），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指导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指导。。

测土施肥育测土施肥育““金桃金桃”。”。北京市土肥站站长赵永志北京市土肥站站长赵永志（（左左））指导果农黄桃施肥技术指导果农黄桃施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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