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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小雷达“盯住了”大害虫

荔枝上市正当时

食用需警惕“荔枝病”

眼下正是荔枝上市季，果肉饱满、味甜多

汁的荔枝深受消费者喜爱。 然而，食用荔枝不

当也会给人体造成负担，甚至影响身体健康。

7 月 2 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

发布荔枝消费提示， 提醒消费者切勿空腹大

量食用荔枝，警惕“荔枝病”。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解释，“荔枝病”

其实是一种低血糖症。 荔枝中含有两种特殊

的氨基酸，有降低血糖的作用。 此外，荔枝含

有丰富的果糖，进食大量荔枝后，会刺激人体

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胰岛素，降低血糖浓度。

空腹情况下大量食用荔枝，容易出现“突发性

低血糖”症状，轻者头晕、恶心、出汗、心慌，严

重者甚至会发生昏迷、抽搐、血压下降等危急

情况。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 荔枝最好

在餐后食用，每次食用不要过多；口腔溃疡、

咽炎或扁桃体炎患者，高血糖、需要控制体重

等人群，应少吃或尽量不吃荔枝；儿童食用荔

枝须特别谨慎，以防发生噎食。

此外，购买荔枝应选择到正规超市、水果

店、农贸市场等场所。 新鲜荔枝果皮龟裂平坦

有规则， 手感紧致富有弹性， 应选择果型饱

满、果肉紧实，外观无病虫害、无霉变，品尝无

酒味的果实。

在储存方面，荔枝保质期较短，储存不当

容易变质。 买来新鲜的荔枝，可先用保鲜袋密

封，再放入冰箱冷藏保存，尽可能保持果实表

面干燥，尽量不要超过 48 小时。 食用时如果

发现荔枝软烂、口感酸苦、有浓烈的酒味或明

显的汁液流出， 说明荔枝已变质， 要避免食

用。

（刘欢）

食品保质期

越短越安全吗

食品的保质期有长有短， 保质期越短就

越安全吗？ 南京工业大学食品与轻工学院副

教授陈晓晔对此作了解答。

“不少人认为保质期越短，食品越安全，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陈晓晔介绍，食品的保

质期是指在既定的温度、 湿度等贮存条件下

保持品质的期限，是企业针对食品的风味、口

感、安全性，对消费者做出食用期限的保证和

承诺。

“保质期的长短与食品品质没有直接关

系， 食品能够保存多长时间与自身性质及生

产工艺密切相关，此外还由食品的微生物、物

理、化学特性，以及包装材料和包装方式、加

工环境条件、预期食用方式等因素确定。 ”比

如，现包的新鲜粽子需要尽快吃完，保质期大

多只有 3~5 天； 采用真空包装的粽子保质期

能延长到 3~6 个月， 而冷冻粽子的保质期则

可以达到 12 个月以上。

另一个广泛存在的误区，则是“食品保质

期长是因为添加了大量食品添加剂”。 其实，

保质期的长短与食品添加剂并没有必然的联

系。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是为了提高或保持食

品本身的营养价值和风味， 提高食品的质量

和稳定性。同时，也便于食品的生产、加工、包

装、运输和储藏。“食品添加剂的两个基本要

素是安全性与必要性， 只要是在合法范围内

的种类和用量，就不会损害消费者的健康。 ”

陈晓晔说。

陈晓晔表示，生产企业在确定食品的保

质期时，出于规避风险等目的，会留出一定

的余地。 所以，只要按照包装上标明的条件

贮存，在保质期内的食品都是可以放心食用

的。 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 特别是短保质期

（30 天以内）的食品，建议消费者不要食用。

另外， 低价销售临期食品是商家的促销手

段， 虽然食用临期食品理论上是安全的，但

也不建议盲目囤货。 购买临期食品时要注意

查看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买回家后要

按照要求储存，以免不当的储存方式缩短食

品的保质期。

（据《科普时报》）

雷达看得见客机、云团，还能

看见空中的飞虫？ 来自北京理工

大学前沿技术研究院的科研团队

说 ， 不仅看得见 ， 还能看得很

清楚。

黄淮海平原的麦收时节 ，在

山东东营的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 四座雷达基站

伫立在田野上。若从空中俯视，其

中三台雷达基站组成了一个等边

三角形， 剩下的一台位于三角形

中心附近。在周围金黄色的小麦、

深绿色的牧草映衬下， 它们雪白

色的雷达罩格外醒目。

“相比空管雷达、气象雷达 ，

这台相控阵昆虫雷达才 3 米高，

的确是‘小个子’。 ”在中心点的

雷达基站里， 为了压过电机马达

工作的噪声， 北京理工大学雷达

技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廉钧不

由得提高嗓门。

伴着一阵阵嗡嗡声， 笔者眼

前的相控阵昆虫雷达阵列斜对着

天空，正不疾不徐地旋转，不一会

儿就完成“巡天”一圈。 在这里，

人眼看不到的电磁波被发射出

去，又带着天上的“消息”回来，随

后被处理成可视化的图像。

“根据记录 ，今天清晨 4 点至

6 点， 昆虫的雷达回波比较明显，

说明这一时段空中飞虫的数量和

密度比较高。 ”在雷达基站旁的数

据方舱，王廉钧指着屏幕上一段折

线图说。

这里的雷达真能看清空中的

飞虫吗？“是的， 长度几毫米的飞

虫， 在 2 公里半径内都能被探测

到。 两只飞虫只要间隔超过 20 厘

米，就可以被分别标注出来。 ”北京

理工大学前沿技术研究院智能多

源感知技术创新中心高级工程师

张晓来说。

迁飞性害虫，是粮食生产的大

敌。 农业农村部《一类农作物病虫

害名录（2023 年）》点名了 10 种害

虫，多数具有迁飞习性，其中不乏

草地贪夜蛾、飞蝗、粘虫等大害虫。

“火眼金睛”的雷达，自然为“虫口

夺粮”带来更多底气。

“昆虫为躲避天敌 ，多在夜晚

进行迁飞。 这让传统光学追踪等手

段难以及时有效监测虫情变化。 雷

达具有全天候、 全天时探测优势，

能有效监测昆虫迁飞。 ”北京理工

大学前沿技术研究院智能多源感

知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北京理工

大学雷达技术研究院副教授李卫

东说。

笔者了解到，此前国内外虽研

制了专用的昆虫雷达，但并未能解

决雷达观测迁飞昆虫“看不清”的

问题。

位于黄河三角洲的雷达基站，

则为精准探测迁飞性害虫作出新

贡献。 李卫东表示，通过理论与技

术创新， 科研团队在雷达探测原

理、方法、体制等方面，形成一套动

物迁飞雷达精细探测体系，突破了

多项关键技术，实现对迁飞动物个

体振翅频率等生物学参数，及三维

轨迹等行为学参数的精细测量，具

备对迁飞动物个体种类辨识与轨

迹分析能力。

2023 年 2 月， 这个由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北京理工大学与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等多家单位合作的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研制项目，在东营试验场站成

功通过验收。 研制的高分辨率多维

协同雷达测量仪，已投入迁飞动物

日常监测工作。

在东营试验场站的仓库里 ，

笔者见到了正在调试的缩比高分

辨全极化昆虫雷达。不久后，它就

要装车发往浙江。今年，科研团队

计划在浙江建设 4 部昆虫雷达 ，

进行组网试点。未来，他们还将构

建面向迁飞昆虫监测预警的大规

模 昆 虫 雷 达 网 综 合 信 息 平 台

体 系。

“得益于技术积累 ，缩比雷达

成本更低，已在云南等地布设。 ”李

卫东说，在监测草地贪夜蛾 、黄脊

竹蝗等重大迁飞害虫入侵中，新款

昆虫雷达已发挥重要作用，得到用

户高度评价。

（萧海川 文

/

图）

摇身一变，蛋壳成稀土绿色回收“功臣”

在大多数人眼里， 普通的鸡

蛋壳仅能提供一点钙、锌元素。 如

今，科学家以鸡蛋壳作为介质，并

从中找到稀土元素， 使其成为绿

色回收的“功臣”。

稀土是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

机等技术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需

求量与日俱增， 但供应量却相对

不足。 因此，科学家们一直在尝试

从环境中提取这些物质的新方

法。 近日，英国研究人员获得突破

性进展， 他们发现不起眼的鸡蛋

壳可有效从水中吸收和分离宝贵

的稀土元素。 相关研究论文日前

在美国化学会旗下《欧米茄》杂志

发表。

研究人员将蛋壳放入含有稀

土元素的溶液中，加热到

25℃

至

205℃

，持续

3

个月，结果发现溶

液中的稀土元素可沿方解石边界

和有机基质进入蛋壳。 在更高温

度下， 稀土元素在蛋壳表面形成

新的矿物。

研究显示， 在

90℃

的条件

下， 蛋壳表面有助于形成名为羟

碳钕石的稀土化合物。 随着温度

升高，蛋壳彻底改变，方解石外壳

溶解，并被多晶稀土化合物取代。

羟碳钕石矿物群首次在日本

被发现， 通常形成于碱性橄榄石

玄武岩的后岩浆热液活动中。 这

种矿物群含有几种不同稀土元素

的碳酸盐矿物。 羟碳镧石就是在

这种矿物群中发现的， 与羟碳钕

石类似。

羟碳钕石属于碳酸盐类矿

物，是稀土元素碳酸盐化的产物。

羟碳钕石有几种不同的衍生物，

包括钕石（

Nd

）、镧石（

La

）等。 这

些衍生物根据它们包含的稀土元

素不同而有所区别。

当温度达到

205℃

时， 多晶

稀土化合物逐渐转变为氟碳铈

矿，颜色也变为黄到淡红棕色，具

有玻璃和油脂那种光泽， 有的呈

片状、有的呈块状。 这是一种稳定

的稀土碳酸盐矿物， 工业界用它

提取稀土元素， 还可用来合成橡

胶、人造纤维、有机合成等。 氟碳

铈矿汇集在废弃蛋壳表面， 因为

蛋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捕获独特的稀

土，用这种创新方法即可将废弃蛋壳作

为一种低成本、 环保型材料重新利用，

满足了不同行业对稀土元素不断增长

的需求。

稀土元素是重要的发光材料 、激

光材料，也是工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的催

化剂，一直存在过度开采和环境污染问

题， 因此加大对稀土资源的回收利用，

具有很高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以

前，稀土资源回收存在过程复杂、二次

污染、 拆分困难， 以及成本高昂等问

题，只有通过新技术、新工艺来减少稀

土回收过程中的元素损耗。通过不起眼

的蛋壳废料回收稀土元素，不失为一种

新的环保方法。 （任声权 文

/

图）

正在调试的缩比高分辨全极化昆虫雷达，随后将运至外地安装。

废蛋壳成为绿色回收的稀土元素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