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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与湖北携手开展
边界林业联防联治

重庆市隧道监测
智能场景应用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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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会被洪水
淹成绿洲吗

璧山科协组织专家
调研指导家庭农场

本报讯（通讯员 江丽）日前，璧山区
科协率农技专家和科技志愿者到璧山区曹
军家庭农场进行调研指导。

调研组一行在农场相关负责人的陪同
下参观了果园、菜园、水产养殖基地，农技
专家邹小余对作物施肥、驱虫、剪枝等方面
进行了技术示范指导。座谈会上，调研组
听取了农场负责人关于农场创建、发展及
经营活动的情况介绍，双方还就如何减少
损失、果园下一步发展的措施和方法、病虫
害防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下一步，璧山区科协将充分运用农业
技术人才优势，加大科普惠农工作力度，积
极帮助引进科技新方式，让科技助力农业
产业发展，为乡村农业振兴贡献科技力量。

万盛节水教育基地
日前建成投用

本报讯（通讯员 赵雪）日前，重庆市
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首座基于科技馆打造
的“万盛经开区节水教育基地”建成投用，
万盛经开区水利局特向基地授牌。

节水教育基地以科技馆为载体，分为
室内节水宣教展厅和户外节水生态展厅两
部分。室内节水宣教展厅主要有虚拟水流
墙、管道漫游、水力循环发电装置、小明学
节水、节水故事等寓教于乐的互动设施，既
有展板知识介绍，又有短片互动体验，还有
各种节水小妙招、小知识的有奖竞答等。
户外节水生态展厅主要以海绵城市理念为
宣传重点，有实体水循环设施、节水喷灌、
科技节水建材等实体设施设备，既有节水
城市知识植入，又有实体感官体验。

为群众办实事
开州科协“四送”科普

本报讯（通讯员 蒋东阳）日前，开州区
科协依托科普大篷车，开展“四送”科普活动。

一是依托科普大篷车，送科普进校园。
为南门小学、赵家小学等17所中小学校展
出声、光、电、力等各类科普展品425件次。
二是组织科技工作者，送科普进社区。组织
20余名科技工作者为500余名群众带去卫
生健康、应急救援、生态环保、社会治理、学
生教育等10类科普课。三是发挥农学会作
用，送科普进农村。深入周边乡镇开展水稻
病虫害防治、柑橘修剪、蔬菜栽培管理、花椒
栽培管理等农技培训20余场次，培训农业
技术员100余人次、农民2000余人次。四是
用好新媒体平台，利用短视频、微信公众号
等送科普知识到群众身边。

塔克拉玛干沙漠遭遇洪水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广
泛关注。

大量洪水居然出现在中国面积最大也是极度缺
水的沙漠里，让人惊奇之余，不免又往好处想：这样一
来，沙漠会不会就趁势变成绿洲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遭遇的第一场

洪水。2010年8月、2012年7月、2017年8月、2018年5
月，该地都经历了洪水灾害。如果一场或几场洪水就
能让沙漠变成绿洲，那塔克拉玛干早就不是大沙漠了。

想知道如何科学地把沙漠变成绿洲，先来学习什
么叫作“土壤墒情”。

什么叫作土壤墒情

墒，指土壤适宜植物生长发育的湿度。墒情，指土
壤湿度的情况。土壤湿度是土壤的干湿程度，即土壤
的实际含水量。土壤墒情，可以用土壤含水量占烘干
土重的百分数表示：土壤含水量=水分重/烘干土重×
100%。也可以用土壤含水量相当于田间持水量的百
分比，或相对于饱和水量的百分比等相对含水量表示。

土壤含水量有三个重要指标。第一个是土壤饱
和含水量，表明该土壤最多能含多少水，此时土壤水
势为零。第二是田间持水量，是土壤饱和含水量减去
重力水后土壤所能保持的水分。重力水基本上不能
被植物吸收利用，此时土壤水势为-0.3巴。第三是萎
蔫系数，是植物萎蔫时土壤仍能保持的水分。这部分
水也不能被植物吸收利用，此时土壤水势为-15巴。
一般在田间持水量的60%时，即土壤水势-1巴左右，
就得采取措施进行灌溉了。

沙漠的土壤墒情

塔克拉玛干的土壤墒情是非常糟糕的。

新疆地区一般以融雪性洪水居多，偶尔会有暴雨
叠加的融雪性洪水。今年夏季，天山融化的雪水达到
最多，加上极端降水的肆虐，导致附近河流水满为患，
使得这场难得一见的季节性洪水卷土重来。那么，为
什么这些水没有通过沙子的缝隙迅速地流走，反而形
成了洪水灾害呢。

实际上，在沙漠中，让水自己渗透到地下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塔克拉玛干沙漠表面是一层盐碱
地。而盐碱地相对于普通的土地渗水性和吸水性非
常差。在下雨的时候温度降低，短时间内那么多的水
既无法向上蒸发，又没办法渗透下去，结果不过是流
沙变为泥汤，陷住设备和汽车而已。即使有小部分水
渗透了下去，沙漠的沙子也只能让水往下流动纯路
过，是没有任何固水的能力的。另外，因为沙漠风沙
较大，即使好不容易种下了一点点作物，一场沙尘暴
也可能给全埋在下面。

这样的土壤墒情，就算以适应板结、贫瘠土地著
称的曼陀罗也完全没法正常生长，更别提常见的粮食
和蔬菜了。

如何改变土壤墒情

那么，沙漠要如何才能留住水，从而变成绿洲
呢？不外乎是造林治沙，留住水分，提升沙漠的土壤
墒情。

中国治沙三十几年，气流法、水冲法、螺旋钻法、
甘草平移技术、植物性纤维黏合材料法、风向数据法
造林技术、大数据无人机造林……其中最典型的当数
毛乌素沙漠的案例，一位普通农民在沙漠里坚持不懈
地画格子植草带种树。既截留住了水分，减弱风力，
又提高植物存活率。如今，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毛乌
素沙漠都快从地图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林
地、草地和良田。

总之，想要让沙漠彻底变成绿洲，除了气候和环
境得到改变，还需要人们对土壤墒情进行长期干预。
仅靠洪水就能将沙漠变成绿洲几乎是天方夜谭。

（本报综合）

近日，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的隧道监测智能
场景应用，在全国率先实现隧道监测自动识别、智能预
警功能。

首先是精准监测，在国内首创高速高精度相机和大
功率照明系统方案，实现隧道检查无需交通管制，采集
速度提升10%以上，检测报告生成时间缩短一半，检测
人员减少1/2，检测成本降低约40%。

其次是精准预警，开发了国内首家病害、裂缝宽
度自动识别软件，1毫米以外的裂缝识别率达70%，实

现裂缝、渗水等病害的精准定位，动态监测、智能判别
隧道的安全和养护状态，有效预警了隧道拱顶掉块安
全隐患事件。

最后是精准还原，研发了全幅拼接软件系统，实现
图片自动高清拼接，单台相机分辨率比国内通用高出
2~4倍，解决了隧道图像遗漏多、重复率高等问题，现
实场景还原度高达95%。目前已应用于重庆绕城高速
北段、城口县等8个区域，累计检测隧道里程超过140
千米。 （重庆市科学技术局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梁洪海）为保护边界
生态安全，近日，重庆市巫山县、湖北省建
始县联合开展林业有害生物边界联防联治
行动。

重庆市巫山县科协、重庆市林业科技
相关工作者赶到湖北省建始县林业局，与
建始县森防站组成工作队，就松材线虫病防
治经验进行交流。双方就强化边界疫木清
理、媒介昆虫防治措施，落实边界防控资金，
严格执行检疫封锁制度，共同筑牢生态防护
墙，防止疫情扩散蔓延等相关工作达成一
致。工作队先后深入边界开展了联合巡查与
监测。截至目前，边界没有发现病死松树、红
火蚁蚁巢、美国白蛾，落叶松叶蜂有发现但未
发生灾害，边界林木健康，生态安全。

日前，位于新疆南疆塔里木盆地中心的塔克拉玛干沙
漠遭遇洪水袭击，300多平方公里土地被淹。和所有遭遇
洪涝灾害的地区一样成为泽国，道路多处冲堤溃坝，设备、
车子也都泡在了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