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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家

李光淳 吉林省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200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大家看，正常的花生

叶片整株都是绿色的，而缺

铁的叶片上部嫩叶失绿，下

部老叶及叶脉仍然维持绿

色。当严重缺铁时，叶脉就

开始黄化，上部新叶全体变

白。”在双辽市协力村，来自

吉林农业大学植物营养学

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安昱霖

正在花生地里为种植户们

仔细讲解着。

近日，吉林农业大学资

源与环境学院“硕博乡村振

兴团”的10余名师生，来到

位于双辽市的花生科技小

院，开展花生产业发展专项

社会实践活动。这支团队

由学院的中外硕博研究生、

专业指导教师以及学生骨

干组成，他们对双辽市种植

区域内的土壤进行了养分

测定，结合花生作物的特点

开展田间试验研究，并向种

植户进行科学施肥及相关

农技知识的科普宣讲。

双辽市沙性土壤占耕

地总面积的 60%以上，气候

条件干旱少雨，而花生对环

境适应能力较强，具有抗

旱、耐瘠薄的特性，是风沙

区不可替代的高产高效作

物。近年来，双辽市花生种

植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区

域特色产业，但这里的花生

农技推广却还存在着不均

衡、不充分的问题，农民们

往往遵循着“老习惯”“土方

法”，导致花生实际产量并

不高。

2022年，吉林农业大学

在这里成立了吉林双辽花

生科技小院，并组建“硕博

乡村振兴团”，定期深入生

产一线，针对当前种植的品种、栽培方式、养分管理、农机

农艺推广等方面问题，给予一系列的解决方案。“硕博乡村

振兴团的师生们带着技术和热情来服务广大农民，农户跟

他们交流越来越多，帮了我们不少忙。”双辽市卧虎镇党委

副书记曲中武说。

在协力村，“硕博乡村振兴团”的研究生们通过对花生

种植土壤进行土壤基础性质测定，得出了每公顷90千克的

推荐施氮量。在这一施氮量下，农民的花生产量不仅没有

受到影响，还减少了约 15%的氮肥投入，既实现了减肥增

效，又节约了经济成本。

此外，针对花生缺铁黄化症，“硕博乡村振兴团”的

研究生还研发了集成硫元素与铁元素的新型硫包铁

肥。田间验证结果表明：新型硫包铁肥可有效解决花生

缺铁黄化症，同时有效延缓养分释放，提升花生荚果产

量达16%至 20%。

安昱霖是依托吉林省高校“百名优秀硕博人才进县

区助力振兴计划”入驻双辽市开展相关工作的。这段时

间，他经常奔走在田间地头，帮助村里的老百姓解决生

产问题。

“目前，市面上销售的铁肥仍以价格低廉的无机铁肥为

主，效果有限。而纳米肥料是一种新型肥料，在减少对农

作物污染的同时，还能极大地提高产量。药肥一体产品是

将水溶肥与杀菌剂使用一体化，大大提高了操作的便捷性

和效率，提供了精准的营养供给。”安昱霖说。

采用这个方案后，花生实现了种植上的减肥增效，老百

姓实实在在地节约了成本，感受到科技的力量，“硕博乡村

振兴团”得到了老百姓和政府的充分认可。“他们都是带着

专业技术来的，解决了我们长期以来选肥和施肥上所面临

的难题。”村民张学文高兴地说。

成立至今，除了来自吉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

研究生在此驻扎之外，“硕博乡村振兴团”里还有不少“洋

面孔”，团队先后入驻了来自赞比亚、喀麦隆等国的硕博研

究生。实践活动向他们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

村风貌，也构建起一座中外交流的桥梁。

未来，吉林农业大学“硕博乡村振兴团”将继续驻扎在

耕作生产一线，围绕绿色生产、高产高效、提高土壤肥力、

防治水土流失等内容，开展相关植物营养生理机制等研

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继续发力，促

进农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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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鹤）为适应新时代全球鹿业的高速发

展，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集聚智慧突破鹿茸

科学关键技术问题，日前，由吉林农业大学主办，中国畜

牧业协会鹿业分会、东丰县梅花鹿产业发展局、长春科技

学院和吉林省东鳌鹿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协办的“第五

届国际暨第七届国内鹿茸科学与产品技术研讨会”在长

春召开。

会议吸引了来自全球鹿茸科学及鹿产业领域的 200

余位学者前来参会，邀请15位国内外顶级专家作主题报

告，13名研究生在青年论坛作学术报告。会议期间，与会

专家、学者重点围绕鹿茸生长发育机制、鹿茸对癌症、帕

金森等重大疾病的治疗作用、鹿茸有效成分的发掘和分

析以及鹿茸综合利用、创新产品开发等关键技术领域进

行了深入探讨，分享了鹿茸科学领域的最新技术和经验，

拓展了视野和思路。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方式，让与会

者碰撞出更多的思维火花，不仅为鹿茸科学的深入发展

贡献出新的智慧和力量，也有力促进了鹿茸科学领域国

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解决当前世界鹿产业发展中

的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本次大会以“‘茸’创时代——推动国际一体化鹿产

业创新发展”为主题，聚焦学科国际前沿，集中展示各领

域优秀原创成果，促进不同领域的融合和互补，推动形

成鹿业科学国际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也为全球

鹿业行业顶尖专家、学者搭建起一个集展示、交流、合作

于一体的高端平台。

助力突破鹿茸科学关键技术

舌尖上的本草

什么是失温

李光淳：失温是一种身体温度下降过快导致的病症，指

人体核心区温度低于 35℃（人体的正常体温是 36℃至

37℃），引发寒战、心肺功能衰竭等一系列症状，甚至可能导

致死亡。造成失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在高海拔地

区，雪线高度以上空气含氧量低，登山者的正常新陈代谢受

到影响，如果长期暴露于低温、大风、缺氧环境，加之缺乏适

当的保暖措施，极易发生失温。

失温有哪些症状

李光淳：失温按程度可分为轻度失温和重度失温。轻度

失温指患者体温下降到33℃至35℃，同时会产生剧烈的寒战、

四肢冰凉、脸色苍白、严重疲劳、语言不清、肌肉不受意识控制、

呆滞、记忆力减退、情绪改变或者失去理智、脉搏减缓、幻觉等。

重度失温则是患者体温降到32℃以下，患者口齿不清、

反应迟钝、出现恍惚的状态。具体表现为脉搏和呼吸速度

放慢、体表血液循环大幅度下降、丧失意识等。

秋季失温原因

李光淳：人体本身就是一个热原体，随时随地和外界进

行热传递作用，其中温度、湿度和风力影响是导致失温的最

常见因素。

进入秋季，早晚温差加大，由于户外运动会造成人体流

汗湿度加大，再加上风力加大，也极容易出现热量迅速流

失，造成失温现象，更不用说遇到恶劣极端天气。

如何预防失温

李光淳：注意内衣的选择。户外出行的人注意力大多

集中在防雨防雪，只顾保暖，而忽略了大量出汗引起的失温

风险。要选择快干排汗的内衣，切忌棉质内衣。棉织品很

吸汗，不容易导出从而引起失温。

注意衣物的增减。在高寒地区徒步出发前，要将保暖

衣物放在随身携带的包里，出发时穿着薄快干T恤或加一件

透气好的外套，每到一个休息点就立即取出保暖衣物穿上，

避免着凉和失温。

注意保暖防护。如果遇上寒冷天气出行，应做好相应

的防风防护措施，不要暴露在寒风中。保暖的帽子、手套、

围脖、防风衣、厚袜子、防风面罩等，都是大风寒冷天气出行

的必备物品。

及时补充体能。不要让自己体能透支，防止脱水，避免

过度出汗和疲劳。备好食物和热饮，随时补充身体热量。

失温后的急救方法

李光淳：如果在户外发生失温现象，要抓紧时间对患

者进行急救。首先应立即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将患者转移

到避风处，如岩石后、建筑物内等可以遮挡风寒的地方。

如果条件允许，应迅速搭建帐篷或寻找其他能够遮挡风寒

的避难所，以进一步减少热量的散失。

失温症的治疗要从避免散发更多的热量开始，让患者

不再暴露在寒冷中。首先应脱去湿衣物，换上干衣服，以温

暖的衣物、睡袋等裹住患者全身。如果只能现场救治的话，

应将热水袋包在厚手套或袜子里，放在患者的腋窝或腘窝

（膝关节后方）、腹股沟等处，因为这里的大血管最接近身体

的表层。如果患者仍有吞咽能力，可给其服用热而甜的流

食。如果患者呈半昏迷状态，则不必喂其喝水。用嘴将热

气吹入患者体内也是一种提供热量的方式。

患者若已不省人事，则让其以复原姿势躺着。若患者

呼吸及心跳停止，应立刻开展心肺复苏术，并需要将患者尽

快转送到医院治疗。失温症患者必须小心搬移，以免无意

间让大量的冷血液从表皮回流到心脏，引起心律失调。

避免错误加温，对失温症患者突然加温会导致患者休

克。严重失温患者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恢复正常体温，这段

时间必须密切观察，切记不可给患者喝酒，亦不可擦拭或按

摩患者四肢，也不能鼓励患者做运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试图给失温严重者进行四肢加热或喝热水，这样做可

能会使大量低温血液回流至心脏，导致低血压和体温进一

步降低，增加复苏失败的风险。

秋季户外运动，小心“失温”
本报记者 郑玉鑫

秋季户外运动时，白天温暖炎热的天气很容易让人忽视温差，尤其是夜间的
山区温度，可能大大低于城区温度，如果准备不足，容易引发失温，产生危险。

究竟什么是失温？有哪些症状？如何预防失温？发生失温该怎么办？本期
《求证》专家为大家详细解答。

配料：鲜鹿肉200克，山药粉10克，百合

粉10克，玉面淀粉30克，白芝麻、葱段、姜

片、孜然、酱油少许。

功效：益气助阳，健脾润肺。

制作方法：
1.山药粉、百合粉和玉米淀粉加水调

制成糊裹好鹿肉，粘白芝麻；

2.放入6成油温中炸制成型后捞出，待

油温升高后二次复炸酥脆，捞出控油待用；

3.锅里倒少许油，放入葱、姜片、孜然

炒香后捞出，加入酱汁烹香，将炸酥脆的鹿

肉裹上汁出锅装盘。

适宜人群：适用于畏寒肢冷、语声低微、

面色萎黄、腰脊冷痛人群。

注意事项：阳盛实证及外感发热者禁

用。

方解：这道菜以鹿肉为主要食材，在

鹿肉外面包裹由山药粉和百合粉调和的

面糊，即保留了鹿肉的温阳之性，又综合

了山药、百合的养阴生津之效，补而不燥、

益气助阳、健脾润肺。

提示：本期药膳由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提供，药膳功效解释权归其所有。该院

治未病中心主治医师曹明明提醒：服用药膳

因人而异，请谨遵医嘱服用。

（本报记者张添怡整理）

脆烤鹿柳

本报讯（记者毕雪）

近日，在吉林大学第一

医院儿童医院各相关科

室的配合下，小儿神经

科护理平台静脉治疗专

科成功实施了东北三省

首例婴幼儿隧道式PICC

置管技术。此举标志着

东北三省在儿童静脉治

疗领域迈上了一个崭新

的台阶，为患儿开辟了

输液治疗新途径。

据介绍，患儿年龄仅

4 个月 19 天，体重仅有

5.3 公斤，身高 61厘米。

该患儿抽搐发作频繁、

间断高热、进乳后呕吐、

前囟略膨隆、腹泻，已确

诊为化脓性脑膜炎、低

钠血症，预进行约 6—8

周的静脉治疗。

患儿能否得到及时

有效治疗，建立静脉通

路成为至关重要的环

节。鉴于该患儿年龄

小、体质弱、病情严重，

以及血管条件差，传统

的静脉置管及维护难度

极大。小儿神经科护理

平台静脉治疗专科护士

郭露露综合评估患儿病

情及血管条件后，采用

经皮隧道式置管技术，

成功为其置入 PICC 导

管。

隧道式 PICC 置管技

术是将隧道技术应用于

PICC 置管，能够有效降

低导管相关感染、血栓、

渗血、接触性皮炎、导管移位等并发症的发

生率。近年来，该技术主要在成人科室得到

广泛应用，此次创新性地将其引入婴幼儿患

者群体，为那些血管条件不佳的患儿开辟了

一条安全且有效的输液治疗新途径。该技

术既降低静脉置管和维护难度，还能减少患

儿因反复穿刺带来的痛苦，降低治疗中断的

风险，保证患儿静脉治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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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晓娟）日前，“弘扬科

学精神 赋能科技教育”科学家精神进校

园主题活动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三中学举办。活动通过视频方式进行

直播，全区19所中小学校学生在线观看。

活动中，北京大学教授杨爱民以《弘

扬科学家精神》为主题，为全校学生带来

一场精彩的专题讲座。杨爱民通过讲述

6位科学工作者在北京大学求学和工作

的经历，展现了学者们胸怀祖国、服务人

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

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

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

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

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引导学生们把

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发展伟业。汽开

三中高一三班的程焕听了专题讲座后表

示，“这次授课帮助我打开了科研兴趣大

门，科学家们忠诚爱国、精勤求索、百折

不挠的科学精神让我钦佩不已。今后，

我会以科学家们为榜样，努力学习。”

科学家精神进校园主题活动举办

杨倩 制图

日前，长春市荣光街道兴隆社区联合吉林省人民医院，举办了一场健康义诊活动。活动现场，专家们耐心为每一位居民提供诊疗服
务，并根据居民不同的身体状况提供相应的治疗方案，还就居民日常保健、饮食调理方面提出了建议，受到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陈雪 本报记者 赵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