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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区科协组织农业专家
开展新型农业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隆辉燕）为加快构建
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近日，长寿区科协
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服务团前往双龙镇开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植业）培训。

此次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农业生态环境
与美丽乡村建设、大棚和露地种植标准化栽
培技术、病虫害防治与肥水管理技术等知
识。农业科技专家服务团专家通过各种案
例分析、实操演练等形式直观地讲解农作物
的种植技术和日常管理。

本次培训紧紧围绕现代农业和新型职
业农民发展理念，紧扣学员需求，开阔学员
眼界，有效提升了新型职业农民专业素养和
自我发展能力。

金佛山自然保护宣传月
主题活动正式启动

菌根究竟
是菌还是根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提提
升升全全民民科科学学素素质质在在行行

动动

石柱县科协“四举措”
助力帮扶村脱贫攻坚

本报讯（通讯员 谭永红）今年以来，石
柱县科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对口帮扶五岭村，
多措并举统筹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
作，确保有效衔接。

一是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描绘五岭发展
新蓝图。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高
效兴农之路。二是实施人才振兴策略，灌输
五岭发展新血液。实现脱贫攻坚到乡村振
兴高质量衔接的人才保障。三是强化产业
结构调整，开辟五岭发展新路径。加快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农民长效增收。四是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五岭发展新保障。提
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

彭水县开展健康教育
进企业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李佳芯）近日，为进
一步践行新时代文明志愿服务工作，有效
提升企业职工急救处理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应急应变能力。彭水县科技志愿服务
支队在渝运集团彭水公司开展科技志愿服
务进企业健康教育讲座。

培训中，科技志愿者从专业角度详细
讲解了紧急救护的基本原则、方法与步
骤。还现场一对一利用模拟人对学员进行
如何评估现场环境安全、意识判断，如何打
开病人气道，如何做人工呼吸等环节的操
作培训。

通过此次活动，让企业职工了解和掌
握了应急救护知识，增强了大家对急救知
识特别是挽救生命“黄金4分钟”重要性的
认识，真正发挥科技志愿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的作用。

南川区2020年基层科普
行动计划项目完成

本报讯（通讯员 张锦）为认真实施好
2020年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南川区科
协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对标对表开展了对
获奖项目的全面实施和资金监管工作。

一是吃透政策，做好项目实施准备。吃
透和传达了上级政策精神，做好了项目实施
前的准备工作。二是编制计划，确保项目精
准实施。南川区科协加强了对编制计划的
指导工作，并协调区财政局对项目实施计划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确保获奖项目按照上级
精神精准实施。三是加强监管，推进项目全
面完成。实行项目业主签字—区科协审核
把关—区财政局同意拨付的三级监管程序，
共同监督项目的规范实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我们视为珍馐美味
的真菌绝大多数都生长在森林里。为什么必须生长在
森林里呢？有人说是因为这里有厚厚的落叶层，丰富
的腐殖质给这些真菌提供了足够的营养；也有人说是
因为森林里的空气湿度和温度适宜。其实，这些说法
都不准确。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些真菌通常都是以菌
丝的形态生长在土壤中，而要想长成我们平时所说的
蘑菇，必须借助森林中的植物这个强大的依靠来共同
生活，才能完成自己完整的生命循环过程。

菌根的发现

蘑菇可能已经被我们人类吃了上万年，但是菌根
的发现却只有一百来年。1885年德国植物生理学家
弗兰克首次发现了一些真菌菌丝可以与树木根系正常
地共生结合，并把他观察到的这种共生体命名为“my-
corrhiza”，这个拉丁文单词的字面意思是真菌和根系
的组合体。

如今在自然界中，菌根的分布已经十分广泛，现有
研究发现大约有34万种陆生植物物种都存在与菌根
真菌共生的情况，其中被子植物占了绝大多数（85%~
90%）。像我们平时常见的树木、灌木、草本植物以及
人类的主食作物，如水稻、小麦、玉米、土豆等都可以形
成菌根。同样的，参与形成菌根的真菌种类也很多，大
约有5万种担子菌（如红菇）、子囊菌（如松露）、球囊菌
和接合菌（如毛霉）都参与了植物菌根的形成。

菌根的类型

根据宏观形态和解剖学特征，科
学家们把现有的菌根种类分为外生
菌根、丛枝菌根、内外生菌根、兰科
菌根、浆果鹃类菌根、水晶兰
类菌根及欧石楠类菌根七
大类。虽然大多数植物
都能形成菌根，但菌
根的类群分布并
不是均匀的，其
中 外 生 菌 根
（2%）、丛枝菌
根（72%）、兰
科 菌 根
（10% ）和
欧石楠类

菌根（1.4%）是较为常见的四种类型。
在生态系统中，一种植物可以同时和多种真菌形成不

同类型的菌根，而同样的，单个真菌也可以通过侵染周围
不同的植物从而在土壤中形成一个相互连通的菌根网络。

就这样，真菌和植物之间早在我们人类发明互联
网这个名词的亿万年前，就已经过上有“网”的生活
了。而这个网络的作用，和我人类的互联网与物联网
一样，就是通过相互联结的菌根实现物质运输和信息
传递的互联互通。

菌根的作用

在4亿多年的漫长进化历程中，真菌和植物借助
形成菌根建立了牢固的彼此互利互惠的共生关系，借
助双方在土壤中建立的菌根网络，他们共同在生态系
统的物质和能量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植物借助菌根高效地从环境中获取磷（P）、氮（N）
等营养，并把碳源（C）传递给菌根真菌。据估算，全球
每年大约有50亿吨的光合作用产物通过菌根真菌被
固定在土壤中，这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碳氮平衡具有重
要的作用。而菌根真菌通过扩大宿主植物根系的吸收
面积，提高宿主对水分和营养物质的吸收与利用，从而
促进宿主植物生长。同时，菌根真菌合成的激素类次
生代谢产物还可以提高宿主植物对生物和环境胁迫等
不利影响的抵抗力和耐受性，提高宿主植物对于环境
的适应性和抗逆性。

一百多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从最初的
形态分析到基因组学研究，从单一元素的传递到共

生界面基因调控和信号转导，从个体尺
度的定性研究到纳米尺度原位定

量分析等，人们对菌根的认识，
逐 渐 由 模 糊 变 得 日 益 清

晰。随着对菌根在微观
和宏观的各个方向认

识的不断延伸，涉
及的学科也越来
越多。而这些所
有 的 探 索 和 努
力，使得菌根在
我 们 的 生 产 、
生活以及和大
自 然 和 谐 相
处 中 发 挥 越
来越重要的
作用。
（本报综合）

近日，由重庆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共
青团重庆市南川区委员会主办，南川区生态环境局、南
川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南川区金山镇人民政府协
办的“守护金山福地 共享大美南川”金佛山自然保护宣
传月主题活动在金山镇举行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主办单位分别为重庆金佛山保护区
管理局“守护青山”志愿服务分队、大学生西部计划志
愿者“青”力扶贫志愿服务队、南川区生态环境局生态
环保志愿服务队、南川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文旅
志愿服务队、金佛山社工服务中心“金佛山生态宣传”
志愿服务队、金山镇“守护家园”志愿服务队、金山镇

中心校“小小自然守护者”志愿服务队等七支队伍授
旗，向金山镇建卡贫困户儿童代表发放助学礼包，开
展了政策宣传有奖知识抢答、环保微课堂、青力扶贫
直播带货、大手拉小手巡山巡河垃圾清洁等志愿服务
活动。

本次宣传月活动紧紧围绕“守护青山”志愿服务主
题，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宣讲绿色生活，引导广大公众
爱护自然、尊重自然、守护自然，争做生态保护的关注
者、践行者、推动者、监督者。

（重庆市林业局供稿）

菌根既不是一种菌也不是某种植物的根，而是土壤中的真
菌和植物根系形成的一种互惠共生体。而我们平时爱吃的松
露、松茸、牛肝菌这些菌菇的形成前提都需要与特定的植物根
系形成菌根才行。因此，它们也被称为菌根真菌，即能够与植
物形成菌根的真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