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棉花界流传这样一句话，“世界棉花
看中国，中国棉花看新疆。”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的长绒棉因其柔软细腻、光泽度
好，更是棉花界明星般的存在。截至
2020 年棉花生产季结束，新疆棉花总
产、单位面积产量、种植面积、商品调
拨量均名列全国第一。你可能想不到，
这四个“第一”，新疆棉花已连拿26年。

棉花是一种喜温喜光、具有无限生
长习性的经济作物。新疆与国内其他产
棉区相比，具有更多有利的气象条件。
新疆空气干燥、云量少、晴天多、日照
充足，有利于棉纤维生长，能够显著降
低烂铃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新疆是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
棉花们每年能享受到约2500~3500小时
的“日光浴”。除此之外，昼夜温差大，
有利于棉花干物质积累及经济产量形
成；而丰富多样的光热资源，有利于各
类型棉花生长；来自天山和昆仑山的雪
山融水，堪称“水中贵族”，给新疆棉花
提供了充足稳定且优质的水源。

最幸运的是，新疆棉花生长季节水
热同季（水热同季是指这个气候区降水
和气温的最大值出现在同一季节），给了
种植在绿洲灌溉农业区棉花十足的“安
全感”。干燥的气候及冬季极寒天气，也
不利于害虫的生长繁殖。因而，棉花生

长过程中，病虫害这一老大难问题也被
完美规避。

得益于新疆独特的自然条件，新疆
棉花拥有花絮色白、纤维柔长、强度较
高等优势。特别是新疆长绒棉的柔软
度、光泽度、亲肤度、透气性、弹力等
均远超普通棉。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棉花消费国、第
二大棉花生产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
棉花生产区域重心由黄河流域逐步向新
疆转移。作为新疆的第一大“花”，棉花
种植分布在南疆、北疆、东疆等地区。

目前，新疆棉花种
植面积达 3752.85
万亩，占全国棉花
种 植 面 积 的
78.92% ； 总 产 量
516.1 万吨，占全
国 棉 花 总 产 量
87.3%。

新疆种植棉花
已有 2000 多年历
史，根据出土文物
和古籍记载，自东
汉起至南北朝时
期，塔里木盆地各
地和吐鲁番地区已
相继种植棉花并有

了棉纺织手工业。
虽有悠久的植棉历史，但直到新中

国成立后，新疆棉花生产才获得更大发
展。

1949年，新疆有棉田3万多公顷，
总产量10万余担；到1959年，棉田已发
展到14万多公顷，总产量114万余担，
较1949年总产量增加10倍以上。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政策放宽，棉
花经济进一步被开发，新疆植棉业又得
以更好地发展。截至目前，北疆的棉花
产地机械化程度已达90%，南疆也已达

到85%左右，人力被大大解放。
新疆棉花可不只有洁白、温暖、可

爱等标签，棉种每一次升级换代、新疆
棉的每一次高光时刻，背后都是多领域
的持续攻坚与付出。

我国过去没有种植长绒棉，特纺工
业所需原料全部依赖进口。1954年，新
疆应原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要求开
展引种试验，并获得成功；1955 年以
后，引进国外长绒棉品种继续鉴定试
验，建立科研机构，开展新品种选育和
栽培技术研究。目前，新疆是国内唯一
大量生产长绒棉的地区。

世界顶级的新疆长绒棉，供不应
求。在国内，新疆棉花主要销往上海、
浙江等19个省（区、市）；1982年，长
绒棉开始向罗马尼亚出口；1983年，陆
地棉、长绒棉都进入了国际市场，主要
销往罗马尼亚、日本、苏联、捷克、南
斯拉夫等国家。

据业内人士分析，2021年，新疆棉
花种植面积将继续保持稳定，不仅因为
气候、水土条件适宜，科学种植以及机
械化生产也提高了产能及效率，降低了
劳动强度。

国家支持、技术支撑、各部门守
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新疆棉花产
业振兴的队伍。 据《中国气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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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是塑料制品

医用外科口罩罩体由内外两层无纺
布加中间一层熔喷布组成，其外层具有
防飞沫作用，中间层起过滤作用，内层
主要是吸收佩戴者释放出的液体和湿气。

无纺布和熔喷布都属于非织造布，
原料是聚丙烯专用树脂，是由处于熔融
状态下的聚合物，经特定工艺喷丝而成
纤维，而后经热黏合或者自身黏合加固
而成。

熔喷布是口罩的“心脏”，由高熔融
指数的聚丙烯制成，纤维也更细。直径
为0.1~2微米的聚丙烯纤维制成的熔喷布
孔隙率高、透气性能好、过滤阻力低。
熔喷布经过驻极处理可使纤维带电荷，
当包含病毒的飞沫靠近熔喷布时，会被
静电吸附在表面，从而达到防护的目的。

微塑料虽小 危害却很大

目前，人类社会高度依赖塑料，包
括聚丙烯在内的塑料制品充斥着生活的
方方面面。

在与新冠病毒抗争期间，口罩、防
护服、手套等医疗用品使用量陡增。按
照每人每天使用一个口罩进行估算，全

球每月将产生1290亿个废弃口罩。如果
口罩被随意丢弃在自然环境中，可能需
要几百年才能被降解。不仅如此，它们
还会对环境、动物甚至人类自身带来长
期影响。因为外形和水母相似，海洋中
漂浮的口罩会被其他生物误食。2020年
9月，人们在巴西海滩上就曾发现一具企
鹅尸体，解剖后在其胃中发现了一只口
罩。

塑料污染的危害远不止这些，在光
照、海浪冲击、侵蚀、风化等外界作用
下，塑料制品会被分解成细小到人眼无法
分辨的微塑料，而微塑料对海洋、淡水、
陆地等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曾经我们认为天空中没有飘着白色
塑料袋，水面上没有随波荡漾的饮料
瓶，是我们治理塑料污染成果的佐证。
当我们对塑料污染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那些看不到危害逐渐浮现于眼前。

水体中的微塑料会被浮游动物等摄
入，随后跟随食物链进入鱼的身体中，
导致它们发育迟缓，并且行为异常。而
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食用含有微塑
料的动物后，会使其在人体中进一步富
集。

微塑料在环境中分布之广泛可能远
超我们的想象。2019年，美国斯克里普
斯海洋研究所的学者对圣巴巴拉沿岸约

580米深的海底沉积物岩心进行分析，在
其中发现了大量微塑料，包括纤维、碎
片、颗粒等。

来自加拿大海洋保育协会和英属哥
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北极也发现了
聚酯类微塑料纤维，其中大量的纤维通
过北大西洋进入北极。

无论是纺织、洗衣废水直接排放出
的微塑料纤维，还是随洋流漂流的被环
境分解而成的微塑料，它们对北极的侵
扰已经显而易见。

微塑料“上天入地”的本领已经令
我们瞠目结舌，而最近一项关于农作物
对微塑料的吸收的研究则更让人震惊。
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发
现，作为模型作物的小麦和生菜的根、
茎、叶中均都含有从废水中吸收的微塑
料成分。

植物表皮孔隙相对较大，微塑料不
容易进入，但是在植物新生侧根的边
缘，有一些不起眼的狭缝，是微塑料进
入植物的入口。随后在蒸腾作用的驱动
下，微塑料颗粒从根被运送到芽中。

有研究表明，全球有约50%的人体
内含有微塑料，呼吸、饮水、进食，都
可能将微塑料摄入人体。虽然微塑料对
人体健康的影响尚不明确，但是微塑料
的污染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办法总比困难多

只要有困难，就会有解决方法。人
们曾找到用塑料代替象牙的方法，以保
护大象免于被捕杀。如今，当塑料污染
日渐危急时，我们也在不断寻找解决的
办法。

面对日渐危急的塑料污染，科技为
环境的保护提供了新的可能。针对口罩
熔喷布的问题，研究人员设计合成了可
生物降解的改性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
二醇酯熔喷料，新材料在保证过滤效果
的同时，还能减少废弃口罩对环境的污

染。
除此之外，研究学者还在自然界中

寻找到了塑料的天敌。例如，可以消化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的细
菌，有助于降解聚氨酯（PU）的塔宾曲
霉菌，咀嚼和进食聚乙烯（PE）薄膜的
蜡虫（印度谷螟幼虫）等。

最近，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研究
人员在《科学报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
提出，可以利用海草场清除海洋中的塑
料垃圾。作为温带物种，海草在秋天落
叶，其叶鞘等残骸堆积在附近的海滩
上。叶鞘中包含的木质纤维缠绕成球，
被称为海草纤维球，它们能捕获塑料污
染物，并将其带到岸边。每公斤海草纤
维球中发现的塑料制品多达1470个，据
此估计，地中海海草场的纤维球每年能
捕获8.67亿个塑料污染物。

虽然被海草球带到岸边的塑料污染
物后续还需要大量处理投入，但它们已

经帮忙解决了很多问题。
微塑料污染现状虽然严峻，但是无

论是人类还是自然，都在用积极的态度
进行抗争。我们能做到的微小改变也有
很多，从少用一个塑料袋到正确丢弃口
罩，从正确认识微塑料到积极不恐慌的
心态。

虽然我们很难做到完全不用塑料制
品，但我们可以更环保地处理它们。

据科普中国

几百年才降解 乱扔口罩危害大
疫情肆虐反复，戴口

罩出门已经变成了一种保
护他人和自己的生活习
惯 ， 但 隐 患 也 随 之 而
来，因为随意丢弃的口罩
或将引发一场“环保战
役”。

医用口罩的常用结构。

鱼吃了塑料垃圾，人吃了鱼，形成生物积累。

海草球收集的塑料纤维。

新疆棉花为啥好 跟气象条件有关

“目前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提供七种服
务，自2020年 7月正式建成开通以来，
持续稳定运行，服务性能世界领先。”在
湖南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副
主任陈谷仓介绍。

据悉，这七种服务包括：
一是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全球范围

实测定位精度水平方向优于2.5米，垂直
方向优于5.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
秒，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

二是全球短报文服务。通过 14颗
MEO卫星为全球用户提供试用服务，最
大单次报文长度560比特，约40个汉字。

三是国际搜救服务。6颗MEO卫星
搭载搜救载荷，在符合国际标准的基础
上，提供北斗特色B2b返向链路确认功
能，为全球用户提供遇险报警服务。

四是区域短报文服务。最大单次报
文长度14000比特，约1000个汉字，今
年底具有区域短报文功能的智能手机将
进入市场。

五是精密单点定位服务。通过3颗
GEO卫星播发精密单点定位信号，定位
精度实测水平方向优于20厘米，高程优
于35厘米。

六是星基增强服务。支持单频及双
频多星座两种增强服务模式，满足国际
民航组织技术验证要求。目前星基增强
系统服务平台已基本建成，正面向民
航、海事、铁路等高完好性用户提供试
运行服务。

七是地基增强服务。已在中国全境

内建设框架网基准站和区域网基准站，
面向行业和大众用户提供实时厘米级、
事后毫米级定位增强服务。

据悉，中国将持续推动北斗国际化发
展。结合“一带一路”建设规划，持续推
进中俄、中阿、中非、中巴等多双边合作
与交流，不断扩大北斗应用朋友圈；鼓励
优势企业结合海外卫星导航应用需求，通
过借船出海、搭车出行，持续推动北斗走
出去，不断推进北斗规模化应用、国际化
发展。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已提供七种服务

当世界钟表行业还在研究如
何增强手表的防水性时，天津大
学反其道而行，开发了世界上第
一款可溶解智能手表。近日，记
者获悉，面对激增的电子垃圾，
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
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黄显教授团
队从“电子产品环保易回收”的
理念出发，研发出了可溶于水
的、用于制造电子产品的纳米复
合材料，实现电子产品无污染快
速回收，为电子垃圾无害处理开
出了新药方。

可溶性智能手表和传统的智
能手表一样，具有传感器，可以
精确测量心率、血氧水平和步
数，并通过蓝牙连接，将这些数
据传输到手机应用程序；有机发
光二极管 （OLED） 屏幕可以显
示相关手机的日期、时间和消
息。但与普通智能手表不同的
是，当这款智能手表被完全浸入
水中时，其外壳和电路会在40小
时内完全溶解，遗留下来的仅是
OLED屏幕、电阻器、电容器等

可再次利用组件。
据相关资料介绍，电子垃圾

中含有大量金、银、白金、钴、
铟等贵金属，但由于回收成本
高、回收困难，回收率一直徘徊
不前。2019年产生超过5360万
吨的电子垃圾，回收率却仅有
2%。黄显团队研发的新型材料为
解决电子垃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
思路。 据《科技日报》

出门不需要带充电器和充电
宝，通过身上穿的衣服，就可以
对手机进行无线充电。这听起来
像科幻片的场景，正在逐步成为
现实。

近日，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
系彭慧胜团队通过系统揭示纤维
锂离子电池内阻随长度变化的规
律，有效解决了聚合物复合活性
材料和纤维电极界面稳定性难
题，连续构建出兼具良好安全性
和综合电化学性能的新型纤维聚
合物锂离子电池。

9月1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于《自然》主刊。审稿人评价这
项工作是“储能领域和可穿戴技
术领域的里程碑研究”和“柔性
电子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该纤维锂聚合物离子电池表
现出了良好的综合性能，显示了
广阔的应用前景。长度为1米的
电池可以为智能手机、手环、心
率监测仪、血氧仪等可穿戴电子
设备长时间连续有效供电；纤维
锂离子电池还具有良好的循环稳
定性，循环500圈后，电池的容
量保持率仍然达到90.5%，库伦
效率为99.8%；在曲率半径为1厘
米的情况下，将纤维锂离子电池
弯折10万次后，其容量保持率仍
大于80%；甚至在重复水洗、挤
压等严苛环境下也可以保持较为
稳定的电化学性能。通过纺织方
法，团队已经获得了高性能的大
面积电池织物。

据《科技日报》

东京都立大学开发出了可以
回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效
率最大能达到目前二氧化碳捕集
物质 10倍的方法。如果推广普
及，到2050年人类排放的二氧化
碳大部分都有望回收。

二氧化碳在空气中的浓度约
为0.04%。直接空气捕集技术有
利用胺等物质吸附的方法，利用
离子交换膜分离的方法，以及将
二氧化碳变成干冰进行分离的方

法等。但这些方法都无法高效回
收低浓度的二氧化碳。

与上述几种方法相比，此次
发现的新物质可以高效回收二氧
化碳。普通的胺与二氧化碳以2
比1的比例结合，而新物质以1比
1的比例结合。这种特性实现了高
回收效率。此外，通过改变溶解
新物质的溶剂量等，效率最高可
以提高10倍。

据中国科技网

《参考消息》9月10日刊登美
国《科学日报》网站报道《气候变暖
正促使动物“变形”》。摘要如下：

气候变化不仅是人类的问
题，动物也必须适应它。随着地
球变得更热，一些“温血”动物
正在变形，长出更大的喙、腿和
耳朵来更好地调节体温。澳大利
亚迪金大学的鸟类研究人员萨
拉·莱丁9月7日发表在美国《生
态学与进化趋势》杂志上的一篇
文章描述了这些变化。

莱丁指出，气候变化是一个
复杂和多层面的现象，而且是逐
步发生的，因此很难仅仅指出变
形的单个原因。但这些变化发生
在广大的地理区域以及各种不同
物种之中，除了气候变化之外它
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鸟类的变形尤其突出。1871
年以来，澳大利亚几种鹦鹉的喙
大小平均增加了4%至10%，这与
每年的夏季气温呈正相关。北美

的暗眼灯草鹀是一种小型鸣禽，
其喙的增大与寒冷环境中的短期
温度极值之间有联系。

有报告说哺乳动物也发生了
变化。研究人员报告说，林鼠的尾
巴长度增加，而花面鼩鼱的尾巴和
腿变大了。“我们目前看到附肢的
增幅很小，不到10%，因此这些变
化不太会立即引起注意。”莱丁说。

接下来，莱丁打算通过三维
扫描博物馆中过去100年澳大利亚
的鸟类标本来对这种变化进行第一
手的研究。这将使她的团队更好地
了解哪些鸟类因气候变化而出现了
附肢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

“变形并不意味着动物适应了
气候变化，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很
好，”莱丁说，“这只是意味着它
们在进化以便生存下去。但我们
不确定这些变化带来的其他生态
后果是什么，还有是不是所有物
种都有能力改变并生存下去。”

据新华社

可“穿”在身上的电池

新法快速回收二氧化碳

可溶解智能手表问世

气候变化正促使动物变形

可溶解智能手表。

自1871年以来，澳大利亚鹦鹉的喙平均变大了约4%到10%。

拾花工在采摘棉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