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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晚报记者 袁晓岚）
食品级原材料和植物提取物“完美
组合”后可成功开启蓝藻自毁模
式，很快达到“藻消失、水至清”的
效果。近日，这项由无锡市蓝藻办
牵头，河海大学倪利晓教授承担的
高效抑藻技术研究通过省级验
收。据悉，该项目此前已在太湖无
锡水域梅梁湖附近3个示范区成功
应用示范。令科研人员欣喜的是，
经反复研究论证，藻细胞死亡的同
时并不会增加细胞内藻毒素的释
放。

蓝藻一旦进入湖湾及芦苇荡
就很难打捞和治理。近年来，无锡
的“治藻者”们一直为此四处“求医
问药”。目前，针对大面积的蓝藻
暴发水体，多采用物理打捞、化学
药剂杀藻、固定或移动藻水分离、
生态系统重建等技术，存在耗资
大、时效短、后期藻泥需要处理、难
以根除的问题。如何才能快速安

全地处理这些难打捞的高藻水
体？当市蓝藻办得知河海大学倪
利晓教授正在研究这一课题时，向
倪教授发出了来锡实地合作研究
的邀请。

据介绍，这项“独门绝技”的操
作过程是：应用食品级原材料做大
网，在网上挂载从植物中提取的抑
藻“微武器”，当蓝藻颗粒被大网捕
获后，“微武器”就给蓝藻致命一击，
导致它失活团聚，并沉降到水底。

“小细胞会快速团聚成块状物，稍微
扰动就会沉下去。”抑藻“微武器”会
缓慢释放出来，持续攻击蓝藻颗粒，
直至其分解。

倪教授表示，这种植物源生态
化感抑藻技术适合于任何蓝藻水体，
特别适合难以通过物理打捞的高藻
水体，不产生藻泥二次处置问题。不
仅可应用于水体蓝藻应急处理，而且
可以应用于日常运维防控。相比普
通抑藻剂，这种抑藻剂更绿色环保，

对微生物、水生植物、水生动物没有
影响；相对于微生物抑藻控制技术来
说，该技术避免了引入其他生物造成
生态入侵的风险；通过该技术治理后
的蓝藻水体，更有利于后续生态修复
措施的实施，助力水体健康生态系统
的快速构建。

据市蓝藻办负责人介绍，目前
该技术已在梅梁湖“锦园宾馆”等3
个示范区进行了应用示范，“应用
一两个小时后，水体清澈干净”。
在第一次太湖示范应用过程中，
在湖水的微扰动下，蓝藻快速下
沉，水体透明度快速提升，但由于
示范区域软围隔太短，难以抵挡
风浪和太湖的潮汐作用，导致非
示范区域藻类大量输入示范区，
使得首次示范效果欠佳，项目组通
过总结经验，加强围隔抗风浪和削
浪性能，采用少量多次处理方式，
终于实现了“藻消失、水至清”的良
好示范效果。

抑藻“微武器”成功应用示范

蓝藻遇“它”开启自毁模式

本报讯 业务办理不支持现金
支付、手机端线上操作困难……在
各类“网上办”“掌上办”“指尖办”不
断方便群众办事的当下，有很多老
年群体面对信息化办事流程犯了
难。为解决部分老年人运用智能技
术困难，进一步便利老年人办事，经
开区行政审批局以“办事快捷化、设
施暖心化、服务品质化”为导向，全
面提升政务系统适老化水平，为老
年办事群众提供灵活、周到、悉心的
适老服务，让老年人办事无障碍、不
再难。

“上周在外地的儿子就提醒我
把明年的医保交了，说手机上就能
操作。我按照他的提示点击下载，
一下子蹦出来3个软件，看起来都
差不多，我上了年纪，哪里知道要
点哪个？万一弄错了，钱转丢了，
可怎么办？”前来经开区政务服务
华庄分中心给孙子和老伴办理城
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李大爷，担心弄
不懂业务流程，“没想到一进大厅，
就有志愿者为我们老年人服务”。
志愿者一步一步帮助李大爷完成
了所有操作，还把办理步骤一条一
条写在了小纸条上，“这样下次我
就可以在家里填报了，真的谢谢
他！”李大爷满意地朝志愿者竖起
了大拇指。

据了解，针对老年人不能熟练
使用智能手机填报事项的情况，经
开区在每个大厅都配备了专门的
老年人服务志愿者。同时，还以街
道（社区）为民（便民）服务中心为
平台依托，充分发挥区街一体的帮
办代办队伍力量，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预约后，代办员便根据老人办事
需求，主动上门讲解政策、收取资
料、协助填表、帮办代办，让行动不
便的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
办好事。

在区政务服务大厅，华庄、太
湖分中心设立了“无健康码绿色
通道”，对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
人可以只凭有效身份证件、纸质
证明材料、“通信行程卡”等相关
替代材料“无障碍”入场。针对携
带手机、有健康码但操作有难度
的情况，主动推出人工查询服务，
由工作人员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小程序的“老幼健康码助查询”
功能或系统后台进行核验，切实
保证老年人进入大厅“无障碍”办
事。 （潘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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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利晓教授自2008年着手研究
从陆生植物中提取抑藻“微武器”。
十多年来，她带着学生坚持观察植
物、筛选植物。要从自然界中众多
植物中提取出抑藻物质，用倪教授
的话来说，就像从“中药里提取出西
药”，难度很高。有时为了提取一种
物质，要用几十种不同的溶剂尝
试。仅在提取物质这件事上，她就
用了三年多的时间，至今成功提取

出了好几种“抑藻剂”。
该技术最快何时能运用到太湖

无锡水域？市蓝藻办负责人表示，
该技术主要适用于局部水域，如太
湖近岸的芦苇荡、湖岸等。在他看
来，一项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需要
通过多场景的实战检验。虽然该技
术已经在多个水域示范区应用，并
已收到良好的蓝藻治理效果，但针
对太湖芦苇荡区堆积藻、湖底沉积

蓝藻等复杂水体，仍需深入开展现
场技术验证。

下一步，对于后续太湖蓝藻聚
集区的水体治理，将针对实际应用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继续加大研发
力度，可望通过网格化治理模式，初
步实现岸边少蓝藻、蓝藻不扰民的
目标。通过加大后续应用研究力
度，尽快形成产业化应用，为河湖蓝
藻治理开辟新的途径。 （袁晓岚）

“适老举措”
提升老年人体验

抑藻“微武器”哪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