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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滨州城事·科普

一颗枣，孕育乡村振兴“富民林”
沾化冬枣历经 30 多年的

发展，创造了从 56 株“庭院枣
树”到30万亩“冬枣园林”的鲜
果神话。沾化冬枣产业由小
到大，由弱变强，逐步发展成
为沾化区最具特色、最具优
势、富民强区的支柱产业，长
成了带动共同富裕的“富民
林”，形成了六大优势。

产地优。沾化区属暖温
带季风气候，又受沿海气候影
响，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全年
无霜期 212 天左右，降雨量年
平均 545 毫米，土壤属滨海盐
化潮土，含盐量在千分之三以
内，矿物营养成分十分丰富，
特殊的地理位置，适宜的沿海
气候，造就了沾化冬枣这一神
奇果品。科技新。依托“沾化
冬枣产业技术研究院”省级研
发平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国家级研发平台，进行“原生
代提纯复壮、优势品种的推
广、新品种的研发”，良种培育
技术处于世界前沿。建设冬
暖棚、棉被延熟棚、钢架春棚、
普通防雨棚、智能阳光温室 5

种冬枣大棚，示范推广设施栽
培技术，实现亚周年供应转
变。推行全自动化智能管理
技术、设施栽培技术，沾化冬
枣持续采摘期可达5个月。品
质好。沾化冬枣皮薄肉脆，细

嫩多汁，营养丰富，含有天门
冬氨酸、苏氨酸等19种人体必
需的氨基酸，含糖量达 25%—
39%；含 A、B、C、P 等多种维生
素，每 100 克果肉维生素 C 含
量 350 毫克，有“活维生素丸”

之美誉，成为享誉全国的山东
印象符号，荣获省长质量奖提
名奖，是山东省第一个国家原
产地域保护产品。标准高。
坚持冬枣标准化生产，编制

《沾化冬枣标准化生产技术管

理规范》《沾化冬枣建园、栽植
技术规程》等 7 项地方和团体
标准，冬枣生产全过程实现标
准化管理。实施“1×4”“1.5×
4”“2×4”三种栽培模式试验，
推行机械化和智能化管理，打
造省力化栽培模式示范点。
链条全。冬枣产业由最初的
种植逐步形成集生产、销售、
研发、物流、加工、电商和旅游
于一体的产业集群。全区涉
枣企业达30余家，研发推出枣
花蜜、枣芽茶、冬枣糕点等深
加工产品 10 余种。品牌靓。
创新设计“一枣一世界”品牌
新形象，“沾化冬枣”走向全国
各地和海外 11 个国家地区。
沾化冬枣成功入选世界军人
运动会直供水果，荣获第二十
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
2020 年通过农业农村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保护，品牌价值 56.11 亿
元，位列第 57 位，枣类第一。
2023 年 3 月，沾化冬枣成功入
选首批“好品山东”品牌名单。

（科普滨州）

日冕作为太阳最外层大
气，其磁场是日冕加热和空间
天气灾害最主要的能量来源。
但由于日冕磁场较微弱，各国
科学家对于如何开展磁场测
量始终未取得太大突破。北
京大学教授田晖研究团队及
其合作者通过创新研究方法，
在国际上首次初步实现了日
冕磁场的常规测量，揭示了日
冕磁场在约 8 个月时间内的
演化规律。相关研究成果《观
测全局性日冕磁场在 8 个月
内的演化》4 日发表于国际权
威期刊《科学》。

“日冕磁场的演化会导致
耀斑等剧烈的太阳爆发活动，
并向外延伸到太阳和各大行
星、卫星之间的广袤空间。因
此，观测日冕磁场的结构及其
演化，对于我们预测太阳爆发
活动及其对太阳系空间环境
的影响、避免或减轻其对人类
航天等高科技活动造成的危
害至关重要。”田晖说，尽管科
学家们目前已可对太阳表面

的光球磁场进行常规测量，但
由于日冕磁场比较微弱，其测
量长期未能取得太大的突破。
这也限制了人们对太阳大气
三维磁场结构和演化过程的
深入理解。

2020 年，田晖团队发展
了一种“二维冕震”的新方法，

并由此首次测得日冕磁场的
全局性分布，这向实现日冕磁
场常规测量的目标迈出了关
键一步。田晖团队近期进一
步改进了这一研究方法，使其
能够更准确、高效地追踪日冕
中广泛存在的磁流体横波，并
诊断出日冕密度分布，从而测

定磁场的强度和方向。他们
将该方法应用到升级版日冕
多通道偏振仪（UCoMP）的观
测数据中，首次初步实现了日
冕 磁 场 的 常 态 化 观 测 。 在
2022 年 2 月至 10 月期间，团
队获得了 114 幅日冕磁场图，
基本实现了每两天一次的测

量频率。
“我们还首次获得了日冕

中不同高度的磁场强度全球
分布图及其演化发展规律，并
与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全球
日冕模型进行了比较。结果
显示，模型在中低纬度区域的
预测结果与观测数据吻合度
较高，但在高纬度和部分活动
区存在较大偏差。这些观测
结果为改进和优化日冕模型
提供了关键依据。”团队成员
杨子浩说。
    该成果标志着太阳物理
研究正逐步迈入日冕磁场常
规测量的时代，也为深入研究
太阳磁场的长期演化提供了
新途径。“目前，该测量方法还
只能得到日面边缘之外的日
冕磁场，未来还需结合其他测
量方法，实现对包括日面在内
的 整 个 日 冕 磁 场 的 完 整 测
量。”田晖认为，这将是太阳物
理界未来数十年的重要研究
目标。

（科普滨州）

国际首次 我国科学家领衔完成日冕磁场的常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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