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靠黄粉虫提取特殊菌类
降解塑料地膜，从而解决地膜污
染土地的问题；黄粉虫还可吞食
尾菜垃圾，从而转化为类似兔粪
便的生物降解颗粒作为肥料，成
虫还可作为家禽饲料。从三亚
市南繁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三
亚南繁院）获悉，该院从对黄粉
虫的研究中，探索出一条生态循
环农业的发展新路子。

新研究：
黄粉虫可降解塑料地膜

1月8日，记者在三亚南繁
院黄粉虫饲养间内看到，黄粉虫
一直往白色的塑料泡沫里面钻，
密实的白色泡沫被吃得出现了
许多空洞的孔，而一旁的普通地
膜也从紧实的质地变成了绵软
的棉絮状。

“黄粉虫降解塑料只需要24
个小时。”三亚南繁院研究员杨
小锋解释道，500条黄粉虫在30
天里可以吃1.8克的塑料，吃下

去的塑料一半转化为二氧化碳，
另一半则转化为类似兔粪便的
生物降解颗粒作为肥料，“养殖
黄粉虫7个多月来，已经产生了
近500斤肥料。”

黄粉虫又名面包虫，喜阴食
性广。“黄粉虫可以吞食工农业
有机废弃物，将其转化为有机肥
料，增强土地肥力。”杨小锋透
露，去年5月，该院引进了一批
黄粉虫，利用其过腹转化的能
力，把各种蔬菜尾菜及瓜果废弃
物转化为虫体蛋白质，同时将其
粪便用作有机肥用于水耕蔬菜
种植。

然而原本用于处理尾菜的
黄粉虫，杨小锋却在饲养它的过
程中发现了另一种“功能”，“这
种虫子竟然把塑料养殖箱吃穿
了！”

在海南农业生产中，塑料地
膜一直是重要道具，其不可自然
降解的特性也催生出土地污染
问题。发现黄粉虫可以吃塑料
的特性后，杨小锋立即想到将其
应用到塑料地膜降解中。

然而在实践中，杨小锋发
现黄粉虫无法在阳光下生存，
因此直接利用黄粉虫对土地中
残留的地膜进行降解的计划“流
产”了。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黄粉
虫能降解聚苯乙烯主要是因为
黄粉虫肠道中的阿氏肠杆菌和
芽孢杆菌。”杨小锋说，未来计划
提取黄粉虫体内这两种菌类，以
应用到土地地膜和生活中塑料
的降解，“但这还需要很长的时
间进行研究，一旦研究落地实
践，小小的面包虫将成为农田里
的‘金疙瘩’。”

新应用：
助力海南生态农业发展

在三亚南繁院黄粉虫饲养
间中，记者发现有一盒黄粉虫比
别的虫个头要大。“这是我们对
黄粉虫和黑粉虫进行杂交后的
品种。”杨小锋介绍，杂交出来的
虫会比黄粉虫的个头更大，能产

出更多数量的幼虫，生长周期也
会更长。

正常情况下，黄粉虫从虫
卵生长成幼虫需要3个月的时
间，成虫的黄金生育期也有3个
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它能不断
地产卵。杨小锋说，黄粉虫幼
虫时期就可处理尾菜，成虫可
以当做家禽的饲料，从而实现
良性循环。

根据测算，每斤黄粉虫每月
可消耗蔬菜尾菜66吨，每年按8
个月养殖计算可消耗蔬菜尾菜
528吨，可解决大量尾菜等腐屑
资源浪费与污染环境的问题，同
时产生大量黄粉虫粪便。

值得一提的是，黄粉虫粪既
是良好的有机肥料，亦可作为粗
饲料喂养畜禽。施用以虫粪为
主要原料的高效生物有机肥不
仅能增肥地力、增加农作物产
量、提高农产品品质，还能降低
农业生产成本，改善土壤结构，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种植业
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三亚南繁院已在该市

育才生态区马脚村的蔬菜基地
建起了黄粉虫养殖房，即将投入
使用。同时，该院还将进一步向
三亚的蔬菜种植基地、批发市场
及各大养殖场全面推广黄粉虫，
以期建立起黄粉虫利用的生态
循环农业圈。

据了解，除了扮演农田“清
道夫”的角色，黄粉虫本身产品
价值也极高，其虫油富含人体
所需而自身不能合成的亚油
酸、α-亚麻酸、γ-亚麻酸及
EPA和 DHA，可用于保健食
品、化妆品、生物添加剂、工业
用 油 以 及 航 空 航 天 用 润 滑
剂。黄粉虫干品中蛋白质含
量达到70%，是珍贵食肉动物
及各种鱼类最理想的高活性
蛋白质饲料添加剂。虫皮含
有抗菌所需的甲壳素原素，经
常喂食可促进动物的正常生长
发育并提高动物的抗病能力。
黄粉虫虫粉包含多种独特的营
养成分，有助于消化与吸收，可
提高人体免疫力等。

（食品伙伴网）

食品科技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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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面包虫“吃”出生态农业路

■ 农业科技

冬季整枝

剪除未转绿冬梢，此类冬梢因
气温低未能完全老熟，不仅没有利
用价值，而且消耗树体养分，影响
明年春梢的质量，而且降低果树抗
寒能力，如遇极低温或霜冻，易造
成树体受害。若冬季雨水较多，不
宜雨天修剪，最迟可在春梢抽发前
15日至20日（2月上中旬）剪除。

幼树冬季不适宜重剪，不宜剪
光枝，尽量保叶过冬，冬剪只剪除
病虫枝、干枯枝、未转绿冬梢等即
可，集中烧毁，以减少病虫滋生场
所和病原物。对分枝角度较小的
枝条进行整形拉枝。

冬肥施用

幼树冬季施肥宜早不宜迟，最
好能在1月上旬将肥料施下。以腐
熟有机肥为主，株施腐熟农家肥10
公斤~15公斤或生物有机菌肥1.5
公斤~2公斤，并加中微量元素50
克，沟施深15厘米~20厘米。加入
中微量元素可一次补充9种中微量
元素，解决缺素黄化，同时中和土
壤强酸性。注意，覆土不宜埋过树
干的嫁接口。

防冻抗寒

叶面喷施：结合病虫防治，喷
施解易达或爱尔稼（海藻酸）3000
倍+超级磷钾或巧赢1000倍，有效
防冻抗寒，保护枝叶。

果盘覆盖：目的是保温保湿，
可用蔗渣或杂草之类的杂物覆盖
果盘。覆盖物需与树干有一定距

离，防止病虫群集及沤烂树干。同
时树干涂白，有霜冻的地区应在霜
冻来临前进行，一是可以防冻，二
是可以防治病虫危害。涂白剂的
配制方法：生石灰100公斤、硫磺1
公斤、食盐2公斤、动（植）物油2公
斤、热水400公斤。将生石灰用少
量水泡开，然后持续加水，制成石
灰膏，再用热水将硫磺粉与食盐分
别泡溶化，并在硫磺粉液里加入洗
衣粉。将石灰膏和硫磺加水充分
混合，然后加入盐和油脂充分搅匀
即可。也可只用生石灰+硫磺配制
涂白剂。

清园防病虫

沃柑主要虫害有柑桔木虱、蓟
马、蚜虫、粉虱、红蜘蛛、潜叶蛾及
斜纹夜蛾、凤蝶幼虫、叶甲等食叶

害虫。主要病害有柑桔黄龙病、溃
疡病、炭疽病、疮痂病等。

防治病虫害主要以药剂清园
为主，在12月至1月期间冬季寒
冷，大部分病虫处在活动能力较弱
阶段，喷施药剂清园可降低冬季越
冬病虫害基数，减轻第二年病虫的
发生。防治上，每次新梢抽出1厘
米左右喷第一次杀虫杀菌药加高
氮叶面肥，隔7天到10天喷第二
次，保证一梢2~3次药。

沃柑溃疡病主要以预防为
主。药剂应选择对柑橘安全、能混
用的噻唑锌，或者不含铜离子或铜
离子含量低的有机铜杀菌剂——
喹啉酮，抓住嫩叶张开前喷药，喷
2~3次，轮换用药。对已发病的植
株，应先清除病枝叶，立即喷一次，
抽梢后进行嫩梢期喷药流程。

（农业信息网）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科研团队与中、
美多家研究机构合作，对新材料石墨烯
的潜在环境影响进行的最新研究发现，
自然界中的石墨烯能随食物链传递，原
本鲜有机会直接摄入石墨烯的高等生
物，也可能间接“吃到”石墨烯，从而引发
健康风险。

石墨烯是目前世界上最薄、最坚硬的
纳米材料。它的厚度仅0.335纳米，相当
于头发丝的二十万分之一，但硬度却是同
规格钢的200倍。它在导电性、导热性等
方面性能优异，应用潜力巨大。但石墨烯
的大量使用也势必导致其进入自然环境，
评估它的潜在生态风险尤为紧要。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毛亮领衔
的研究团队，2011年来以斑马鱼、螺丝、
蚯蚓、小鼠等生物为对象，系统研究了不
同情况下石墨烯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发
现，被水生动物摄入的石墨烯虽然大部
分被排出体外，但仍有约百分之一的小
尺寸石墨烯进入动物细胞，约千分之一
最终进入肝脏。

值得注意的是，石墨烯对生物的影
响会随食物链传递。以由细菌大肠杆
菌、原生动物四膜虫、无脊椎动物大型蚤
和脊椎动物斑马鱼构成的水生食物链为
例，水生高等生物既可以从环境中直接
摄取石墨烯，又可以通过捕食蓄积了石
墨烯的低等动物间接摄取。且在同等环
境下，通过食物链摄入的石墨烯量高于
从环境中直接摄取。

“这表明，即使是不太可能直接摄入
石墨烯的人类，也可能因吃了受石墨烯
污染的鱼而让石墨烯进入体内。总体来
说，低浓度石墨烯对生物和环境比较安
全，但考虑到它可能与多种物质作用以
及随食物链传递的特点，对其进行安全
评估和管理不能放松。”毛亮介绍，目前，
研究石墨烯对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以
及对陆地高等动物影响的工作还在进行。将来，石墨
烯对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生物作用机理将更加清楚。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环境领域权
威杂志《环境科学与技术》上。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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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幼树冬管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