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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国
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数智化转
型方案》，进一步提升技术装备
数智化能力，推进建成新一代
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
测司司长蒋火华说，这标志着
生态环境监测数智化转型迈
出实质性步伐。在空气和地
表水监测方面，通过开展国控
站点数智化改造，让自动监测
实现“无人运维”，让手工监测
实现“智能采样+智能分析”。
在生物多样性监测方面，通过
实时传输的红外相机、鸟类鸣
声记录仪、两栖爬行动物雷达
相机等新型智能设备，基本能
够实现生物多样性自动化监
测，识别准确率达 85%以上。

在声环境监测方面，城市功能
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的仪器设
备不仅能监测噪声分贝数，还
能识别噪声源。

据悉，方案确立了“两步
走”实施路径：2027年实现国家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标准化、规
范化水平大幅提升，在重点区
域率先探索以无人运维、智能
采样、黑灯实验室、立体遥测为
标志的新一代监测网络；2030
年实现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系统性重塑，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整体跃升，天空地海一体化
监测全面实现，监测“智慧大
脑”基本建成，总体效能满足美
丽中国建设支撑需求，技术装
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我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加快数智化转型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
运用促进司司长王培章在近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
至去年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
业有效发明专利量达134.9万
件，同比增长15.7%；高校和科
研机构新增专利申请中，发明
专利占比提高至70.4%。

王培章表示，加强专利转化
运用，对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2024年，我国专
利转让许可备案次数达61.3万
次，同比增长29.9%；其中高校和
科研机构专利转让许可备案次
数达7.6万次，同比增长39.1%，
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今年我们将继续下大力
气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持续
组织开展新增专利的盘点工
作，不断扩充专利转化资源
库。”王培章说，还将推进产学
研深度融合，支撑产业链重点
企业加强与高水平大学和科研
机构的协同创新，培育高价值
专利组合。

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将
推进有针对性地精准匹配优质
资源。王培章表示，在保障数
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探索运用
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专利转化运
用情况进行深度分析，提高供
需匹配精度和转移转化效率。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效发明专利量达134.9万件

近日，我国首批认证种子已正
式进入市场，通过认证的27家种
子企业代表获颁种子认证证书。

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农
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农
作物种子认证工作的实施意
见》，标志着国家统一推行的农
作物种子认证制度正式建立。
此后，随着种子认证的第一批目
录、实施规则和技术规范等配套
文件相继印发，首批2家种子认
证机构取得相应资质，首批种子
认证检查员获得注册资格，种子
认证制度正式落地实施。

全国农技中心有关负责人表
示，首批认证种子上市，是我国种
子认证制度建成实施的重要里程
碑，随着更多高质量认证种子的
推广应用，将为促进我国种业高
质量发展、推动粮油作物大面积

单产提升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种子认证是以高质量种子

为目标、强调过程管理的标准化
质量保证体系，由认证机构确认
并通过颁发证书和标识，来证明
某一批种子符合相应规定要求
的活动。”全国农技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种子认证被誉为好种
子的“信用证”、种子企业的“体
检证”、国际贸易的“通行证”。

检验结果表明，获得认证
的种子质量有显著提升，发芽
率、纯度指标均高于国家标
准。以玉米种子为例，根据对
已开展扦样、检验的认证种子
的分析，认证玉米种子平均发
芽率97%，纯度98.6%，与国家种
子质量标准相比，认证种子发
芽率提升4%，纯度提升1.6%。

（来源：人民网客户端）

好种子有了“信用证”
我国首批认证种子上市

当年轻人还在为了养生，每天
盯着“智能手表”查看心率和血压、
为数据闭环而跑步锻炼的时候，在
浙江，就连小番茄和四季豆的“心
跳”，也正被相似的“健康手环”记
录、联网、分析……

不会说话的植物究竟“渴不
渴”？是否需要晒晒太阳？还是需
要更多的肥料？通过中国计量大学
教授徐沛课题组研发的植物手环，
可以清楚地获知答案。日前，相关
成果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植物通
讯》（PlantCommunications）。

在这项新技术的加持下，也许
未来，人均可以成为“种植大师”，
一键读懂花草的“心声”，解锁瓜果
蔬菜的美味“密码”。

为瓜果蔬菜戴上“健康手环”

近日，潮新闻记者来到了位
于杭州市钱塘区的共富农场。在
这里，徐沛团队刚播种的小番茄
苗、豆苗正迎着春光，长出郁郁葱
葱的绿枝叶，眼前是一片翠绿饱
满的景象。

现代科技正改变农业“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产方式。

每周，科研人员们最多只需要
来“现场看护”一次。更多的时候，
种植则是一场“旅行青蛙”式的远
程操控——

课题组成员、中量大生命科学

学院副教授吕晨泽告诉记者，通过
团队研发的植物可穿戴传感器
（PlantRing），在距离农场十几公
里外的学校实验室里，大家就能将
植物的生长情况“全盘掌握”。

只见他拿出一条黑白相间的
“手环”，套在一株小苗的茎部。“这
是把十足精细并且时刻更新数据
的‘腰围尺’。”吕晨泽介绍，“当茎
部直径产生细微的变化，‘手环’就
会感知并转变为不同的电信号。”

随后，他指向一个火柴盒般大
小的绿盒子，“电信号会传输到这个
防水的数据采集器里再发送到云服
务器终端。最后，我们就能在电脑
上看到这些微妙的数据变化。”

发现让果实更甜美的“秘密”

相较人类世界，植物王国的
“智能手表”功能甚至“更强大”。

比如，感应环平均每三分钟就
进行一次“测量”。“和肉眼相比，它
能感受出 10微米以下的大小差
别，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十分
之一。”吕晨泽表示。

“一套传感器，可以续航3个
月以上。没有电量焦虑，而且它挂
在枝头上也可以充电。”此外，经过
大雨、大风、日晒测试，即便在台风
季，绑着“手环”的植物茎秆也能随
风摇曳“稳定发挥”。

去年，团队还为小番茄苗开展

了一次“生长竞赛”，发现了让果实
更甜美的“秘密”。

在同样的生长环境下，科研人
员设置了三种不同的浇水方式。
一组小番茄苗无论是否“饥渴”，接
受每日浇水；一组通过测量土壤水
分来灌溉；最后一组，则佩戴植物
手环，每隔三天分析植物本体数据
后再判断是否给水。

“我们的测试正好证明了园艺
学界的一个理念——逆境出品
质。”吕晨泽笑道。

当可以高精度了解植物的生
长情况时，团队会在小番茄微微缺
水的情况下浇水，使其积累更多的
糖分。“把握好那个刚刚好的尺度，
最终，我们相较其他两组仅用1/3
的浇水量，就培养出了更甜、品质
更高的小番茄。”吕晨泽说。

跨学科合作让农业告别
“看天吃饭”

目前，植物手环的感应数据以
水分分配为主，未来，它还将进一
步优化升级，在精准施肥、植物品
种选育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裂果是困扰番茄种植的顽
疾。”吕晨泽举例，“解决这个问题
的一个传统思路是让果皮变厚，但
太厚的果皮一定影响口感。”

“我们的监测数据揭示，水分
分布不均是裂果‘罪魁祸首’。”也

就是说，若能及时预警，或提前筛
选水分分配均衡的品种，果实就可
以既保持果皮薄脆口感，又能有效
减少裂果的产生。

很难想象，这位对种植知识介
绍得头头是道的专家，曾经最大的
难题是让实验产品“活下来”。在
加入该团队前，吕晨泽一直深耕传
感器研发，但从未接触过农业。

“我们是个跨学科协作的团队，
在此之前，农业专家可能会在保持
数据稳定、改良材料制备工艺方面
遇到瓶颈。”他介绍，“就像2017年，
团队负责人、植物学专家徐沛，就在
国家级人才研修班和清华大学材料
学专家张莹莹‘一拍即合’。技术互
补之后，跨学科合作给大家带来了
惊喜。”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
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同时明确，要
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

课题组也正和清华大学、浙江
省农科院、江苏淮安农科院以及托
普云农等农业企业积极合作，将手
环“戴”上更多植物，通过电波汇成
数字河流，灌溉农业未来。

告别“看天吃饭”，吕晨泽表
示，希望通过科技支持，减少农业
中的玄学与侥幸，“通过我们的努
力科学计量农产品生长，用数据酿
造出更多的丰收和甜蜜。”

（来源：潮新闻客户端）

给植物戴上“健康手环”
浙江科学家解锁瓜果蔬菜的美味“密码”

我国牵头制定的养老机器人
国际标准2月底发布。在提升养
老机器人精细化功能方面，这项标
准提出了哪些要求？背后有哪些
“黑科技”支撑？助力更多银发群
体高品质生活，标准如何推动养老
机器人普及？记者采访了市场监
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有关负责
人和业内专家。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
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该项标准聚焦
互联家庭环境下老年人在日常生
活、健康护理等各个方面的需求和
特征，基于老年用户所需的辅助支
持水平，提出养老机器人的功能和
性能分类，除了可用性、可靠性、无
障碍、能耗和噪声等通用要求以
外，还对养老机器人提供的健康状
况和紧急情况监测服务，与家人及
医护人员的通信支持，多样化的家
务、娱乐、家居管理、照护等活动支
持，外出和助行等移动性支持，信
息和数据管理性能等分别提出了
技术要求。

“机器人可以根据老年人的作
息时间自动调节室内温度和照明

亮度，或者在老年人起床时自动拉
开窗帘。”中国标准化协会副理事
长马德军说，养老机器人作为智能
家居系统的一部分，能够与各种智
能设备实现互联互通，控制家中的
智能电器、照明设备和窗帘等。

马德军介绍，先进的传感器是
养老机器人的核心部件之一。视
觉传感器实时监测老年人的活动
状态，及时发现跌倒等紧急情况；
听觉传感器在复杂环境中准确识
别老年人的语音指令和异常声音；
触觉传感器感知老年人的肢体动
作和力度，提供精准的辅助支持；
嗅觉传感器监测环境中的异常气
味，如燃气泄漏等。

对于需要移动辅助的老年人，
需要机器人安全地引导他们行走，
避免碰撞和摔倒，以及在不同房间
之间自由移动，为老年人提供全方
位的生活支持。

马德军说，导航与避障技术是
养老机器人实现自主移动的关
键。借助激光雷达、超声波传感器
和视觉识别等技术，机器人能够在
复杂环境中准确导航，避开障碍

物，顺利到达指定位置。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家用电

器标准化研究所副所长吴蒙介绍，
通过智能感知与交互技术，养老机
器人可以配备高分辨率摄像头、红
外传感器、触觉传感器等，能够实
时监测老人的心率、血压、血氧等
生理状态和跌倒、行走困难等情
况，并及时作出响应。

养老机器人可实现自动化护
理功能。如全自动洗浴机器人，老
人只需进入洗浴仓，机器人即可通
过多个喷头完成洗澡、擦洗、烘干
等操作，适合失能老人。喂饭机器
人通过语音识别和视觉捕捉技术，
精准识别老人的进食需求，避免误
伤，适合手部活动不便的老人。通
过康复与助行技术，养老机器人能
帮助失能老人或肢体功能障碍者
进行康复训练，支持行走、上下楼
梯、健身等功能。

养老机器人还可以作为老年人
获取信息和学习娱乐的工具，为老
年人提供新闻、天气预报、健康知识
等信息，播放音乐、电影和有声读
物，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一些

养老机器人还具备教育功能，可以
教授简单的计算机操作、书法和绘
画等课程，激发老年人的学习兴趣。

养老机器人看似前景光明，但
要真正普及到千家万户，仍然面临
不少挑战。未来标准如何推动养
老机器人普及？

马德军表示，该项标准的制定
为养老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
规范和基准，有助于规范市场秩
序。制造商需要按照标准要求进
行生产和销售，确保产品质量和性
能达到一定水平。这不仅提高了
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也有利于增
强消费者信任度，扩大市场需求。
此外，标准还为产品的测试和认证
提供了依据，促进了养老机器人市
场的健康发展。

吴蒙说，下一步要通过产业链
联合攻关，突破软硬件关键核心技
术的协同，解决养老机器人成本、
配套及工程化难题，实现养老机器
人产业的自主可控和高质量发展，
推动电机、减速器、传感器等关键
零部件的国内自主研发。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如何助力银发群体高品质生活？

养老机器人有了国际标准

最近，关于零添加酱油的话题
一度冲上热搜，引发了人们对酱油
等食品中是否含有添加剂、含有哪
些种类添加剂的关注。目前，市场
上零添加酱油、有机酱油、儿童酱
油、低盐酱油等品种繁多，配料表
长短不一。如何看懂酱油的配料
表，科学选购？认识配料表中的食
品添加剂很重要。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标
准研发部正高级工程师关彦明介
绍，零添加酱油是仅使用食品原
料、不添加食品添加剂的酱油。要
判断是否为零添加酱油，不仅要查
看其名称，还要看其配料表，要确
实没有添加食品添加剂的才能声
称“零添加”。

消费者需要注意的是：“有机
酱油”要求所使用的原料是有机原
料，配料表要明确标识“有机大豆、

有机小麦”等主要原料。目前，我
国没有制定专门的儿童酱油标准，
也没有“儿童酱油”类别。此类产
品也必须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但是否更适用于儿童，尚缺乏科学
依据。

关彦明说，酱油的发酵原料主
要有大豆、脱脂大豆、小麦、小麦
粉、麸皮及食用盐。我国明确禁止
使用酸水解植物蛋白调味液等原
料生产配制酱油。

通常，酱油配料表配料种类越
少，其品质越好，不用添加或少添
加增味剂、甜味剂、着色剂，就能达
到产品滋味、气味、色泽及状态等
要求，这类产品价格也较高。使用
大豆和脱脂大豆对于酱油的品质
影响不大，小麦当中的糖类物质更
加丰富，在后期发酵过程中也会使
得香气更加浓郁，麸皮成本较低，

味道适中。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中，制定了专门的酱油产品标
准，规定酱油必须是以大豆、小麦
等为主要原料经发酵酿制而成，不
符合该标准的产品不得标示和声
称为“酱油”。

关彦明表示，食品添加剂能够
改善酱油口味、色泽等感官指标、
延长保质期。现行《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规定：酱油中允许使用
的增味剂有谷氨酸钠、5'-呈味核
苷酸二钠、5'-肌苷酸二钠、5'-鸟
苷酸二钠、L-丙氨酸、氨基乙酸、琥
珀酸二钠等；允许使用的防腐剂有
苯甲酸、山梨酸、丙酸、乳酸链球菌
素、对羟基苯甲酸酯类；允许使用
的甜味剂有安赛蜜、三氯蔗糖（又
名蔗糖素）、天门冬酰苯丙氨酸甲
酯乙酰磺胺酸、甘草酸盐等；常用

的色素是焦糖色，使用的酸度调节
剂有柠檬酸、乳酸等，使用的增稠
剂有黄原胶等。

市场销售的酱油产品都应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消费者在
选购酱油产品时，可以重点关注酱
油中氨基酸态氮的含量。国家标准
《酿造酱油》（GB/T18186-2000）根
据“氨基酸态氮”“可溶性无盐固形
物”“总氮”含量不同，把酱油分为特
级、一级、二级、三级4个等级，相对
应的氨基酸态氮含量分别是≥0.80
克/100毫升、≥0.70克/100毫升、≥
0.55克/100毫升、≥0.40克/100毫
升。在不使用酵母抽提物等原料、
不添加谷氨酸钠等增味剂的情况
下，酱油产品标示的氨基酸态氮含
量越高，则品质越高，鲜味也就会
越浓。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零添加酱油如何判断

行驶在茫茫大海上，船舶
信号不佳怎么办？近日，浙江
海洋大学杨堃教授团队领衔了
研发新一代海洋5G终端产品，
目前已开始在浙江的9条内贸
船上投入使用，推动近岸船舶
通信从3G跨入5G时代。

船舶在海上航行时，企业
需要通过船上稳定的网络来查
看船内监控和接收各类实时数
据反馈，以确保船员规范操作
和船舶运行状态良好。但海洋
通信高成本、低速率、短覆盖一
直是不易破解的难题。

针对这些痛点，团队研发
的产品集成全球首创的海洋大
规模天线技术和超大容量窄带
传输技术，实现船舶AI系统与
4K视频监控融合应用，航行数

据可实时回传岸基，通信距离
从30公里延伸至70公里，网络
在线率提升至90%。

目前，杨堃教授领衔创办
的舟山超波科技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海洋5G数字平台、海洋
5G基站系统、海洋 5G终端产
品。眼下，企业正在舟山加速
建设5G海洋大规模天线系统，
系统投用后，预计可使我国沿
海30万个陆地基站受益，南北
航线商船通信效率提升50%。

浙江海洋大学是自然资源
部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建高
校，是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之
一。建校以来，浙江海洋大学
坚守海岛，逐步探索海洋特色
鲜明的办学之路。

（来源：潮新闻客户端）

海上行进也能5G“冲浪”
浙研新一代海洋5G终端产品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