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是网纹甜瓜收获

时节，亳州市谯城区双沟镇闫

庄村种植的网纹甜瓜成熟上

市，农民们忙着采摘、装运、分

拣，供应市场等工作。近年

来，亳州市积极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以市场为导向，发展“订

单农业”，采取“党支部+基地+

农户”的种植模式，种植网纹

甜瓜，帮助当地农民就近就业

增收。

通讯员 刘勤利 申从珊 摄

“订单农业”助农增收

新研究让棉花秸秆“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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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邱县城关镇泽沟村驻村工作队——

6月24日，第八批驻村工作队驻村工作结

束，第九批驻村工作队紧跟其后，接上第八批驻

村工作队“接力棒”，将继续为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奋力奔跑。

泽沟村新进驻村工作队与老驻村工作

队认真交接工作，泽沟村原第一书记沈成

新详细汇报了工作开展情况，在认真做好

工作对接的基础上，召开村委会议，工作组

会议，进村后的新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积极向老同志请教，与老队员相互认识，相

互了解情况，掌握村情村貌及所驻村的实

际情况。

交接会议中，该县委副书记、城关镇镇党

委书记刘博同志感谢自2021年以来安徽医科

大学驻村工作队的大力支持，完成了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泽沟村原驻村

工作队始终把思想和行动统一，不断增强深

化驻村工作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希望第八

批驻村工作队以后“常回家看看”，持续关注

泽沟村今后的发展状况，群众忘不了你们的

功劳，泽沟村的发展过程中必有你们的功

勋。同时，愿第九批驻村工作队迅速转变角

色，从办公室到田间地头，从同事关系到群众

关系，在前辈的基础上要有更大的作为，更有

突破性的成绩等。

最后，安徽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谢瑞瑾同

志要求新老工作队交接好各项工作，希望新任

书记尽快进入角色，带领好驻村工作队，协助好

“两委”班子，推动乡村振兴有效发展。

（李庆娟）

有序完成交接，传递乡村振兴“接力棒”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3日电（记者 马爱平）

记者23日从中国肉类食

品综合研究中心获悉，北

京食品科学研究院未来

食品研究团队成功研发

鸡肉、猪肉系列米制品

——鸡肉米、猪肉米系列

食品。

细胞培育肉又称为

生物培育肉、细胞培养肉

等，是利用动物细胞体外

培养的方式，控制动物细

胞快速增殖、定向分化，

收集加工而成的一种新

型肉类食品，是合成生物

学和食品生物制造的代

表性成果之一。

“鸡肉米、猪肉米是

细胞培育肉与大米、小米

和紫米有机结合生成的

一种组合食品。”中国肉

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北

京食品科学研究院首席

科学家王守伟介绍，该团

队开发的鸡肉米、猪肉米

系列食品，主要是利用

鸡、猪肌肉和鸡、猪脂肪

细胞贴壁生长的特性，将

大米、小米及紫米进行预

处理后作为支架，为猪、

鸡细胞生长提供微环境，

使细胞在其表面增殖和

分化，最终形成的一种营

养均衡和成分可控的组

合食品。

鸡肉米、猪肉米在保

留米中膳食纤维、碳水化

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等

物质的同时，补充了人体

必需氨基酸，增加了动物

蛋白，使其兼具米和肉的

香味，营养更为丰富和均

衡。“从外观看，鸡肉米、猪

肉米与相应大米、小米或

紫米无明显差异，但蒸煮

熟化后兼具米和肉的香

味。”王守伟说，未来，该技

术可通过精准调控动物蛋

白、必需氨基酸、膳食纤

维、碳水化合物的含量，

满足有特殊营养需求群

体的个性化食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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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6月 20日电（记者 马爱

平）20日，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获悉，该院棉

花研究所棉花分子遗传改良创新团队系统总

结了棉花秸秆作为生物基材料的最新进展，提

出了针对性转化策略和经济可行的实施方案，

为棉花秸秆高值化利用和产业化发展提供了

指导和参考。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可再

生与可持续能源评论》上。

2023年，我国棉花产量为561.8万吨，按照

谷草比为1∶5计算，2023年我国产生的棉秸秆

量约为2800万吨。然而，目前大多数棉花秸秆

被直接还田或者焚烧，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

污染等问题。

“棉花秸秆主要由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

质素组成，这些组分可以转化为生物基材料、

化学品和生物燃料等高价值产品。但是，对棉

花秸秆性质、棉花秸秆合成高价值产品所面临

的挑战和应对策略鲜有研究，亟须提出棉花秸

秆高值化利用新思路。”论文通讯作者、中国农

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李付广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

该研究系统阐述了棉花秸秆的化学结构，

系统总结了以棉花秸秆合成生物基材料、生

物基化学品和生物燃料三类高价值产品的研

究进展。此外，通过对比不同的转化方法，研

究人员提出了最优的棉花秸秆增值策略。例

如，以棉花秸秆制造生物基板材、采用棉花秸

秆皮制造纤维素材料、利用热化学法转化棉

花秸秆合成生物燃料等。不仅如此，该研究

对不同转化案例进行了经济技术分析，提出

采用多产品结合的方式提高棉花秸秆利用的

经济可行性。

在阵阵规律的“打印”声中，装有红色和白

色“生物墨水”的打印喷头来回移动，白色托盘

里方块形状的“猪肉”逐渐变厚，色泽诱人……

近日，走进南京农业大学肉品质量控制与新资

源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开展3D

生物打印细胞培养肉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特聘教授、实验室主任周光

宏说，3D生物打印细胞培养肉技术已经成熟，

无论是形状还是肥瘦比例，都可以实现个性化

设定。

周光宏告诉记者，“细胞培养肉”是依

据肉类在动物机体里的生长规律，利用体

外培养和生物制造方式培养动物细胞而生

产的可食用肉类。“也就是说，不需要养殖、

屠宰就可以吃到肉，口感、风味可控，还可

以人工调节蛋白质、脂肪含量，减少饱和脂

肪酸成分。”

南京周子未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CEO丁

世杰说，目前人造肉有植物蛋白和细胞培养两

种技术路线。“细胞培养肉”是将动物干细胞置

于培养皿中，依托支架和培养液，让细胞不断

增殖，最后长成“肉”；植物蛋白制肉的工艺则

是从大豆、豌豆等植物内提取蛋白质，然后通

过调味使其具有动物肉的口感。“目前市面上

可见的人造肉多为‘植物肉’。”丁世杰说。

细胞培养肉产业在国际上已取得重大进

展，美国于2023年首次审批通过两家细胞培养

肉公司的产品在当地生产销售。国内也有不

少公司和高校从事“细胞培养肉”研发，加快推

进产业化。

“养猪、养牛需要数月甚至数年，而当细胞

培养肉进入工厂化生产以后，生产周期只需数

星期。”周子未来研发中心工作人员况毅说。

“粗略计算，如果细胞培养肉进入量产阶

段，可大幅降低能源消耗，降低78%至96%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80%至99%的土地使

用，减少82%至96%的用水量。”周光宏说。

不少消费者对“细胞培养肉”的安全性仍

有担忧。“细胞培养肉是养殖肉的补充，安全标

准只会更高。”丁世杰说，公司开发了细胞培养

脂肪小分子化合物残留检测方法等技术，生产

全程监控，而且在封闭的生物反应器进行培

养，可以杜绝动物疫病和食源性疾病传播。

（据新华社）

“细胞培养肉”在实验室里“种肉”

对昆虫来说，气味是它们赖以生存的重

要工具之一。近日，我国科学家研究破译了

昆虫嗅觉“密码”，揭示了气味配体诱导的气

味受体离子通道门控机制，为研发针对气味

受体的新型昆虫绿色行为调控剂奠定了结构

基础。

此次研究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

因组研究所（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

实验室深圳分中心）研究员王桂荣团队与华中

农业大学教授殷平团队、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等合作完成。

王桂荣及其团队长期致力于昆虫嗅觉受体

的功能鉴定。“简单来说，就是找到调控昆虫行

为的气味分子。然而，气味分子成千上万，找到

特定行为反应的关键受体无疑是大海捞针。历

经十几年的研究，我们团队找到了一种高通量

的方法，并成功筛选出绿色高效的昆虫嗅觉行

为调控剂。”王桂荣告诉记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宋宝安指

出，该研究是昆虫嗅觉编码机制研究领域的重

大突破，显著增强我国在昆虫行为调控剂研究

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有望催生一批绿色、高效的

昆虫行为调控新产品。

（据新华网）

有望催生一批绿色、高效的新型农药

我国科学家破译昆虫嗅觉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