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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温 下 菜 篮 子 供 应 如 何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新冠抗原检测试剂需要冷藏吗
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文培

□ 每一种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的储存条件都不一样，应按照说明书要求储存。只

要不暴露在极端温度下，没有必要对检测试剂做特殊储存，就如普通药品一般放置

即可。

□ 在进行新冠抗原检测时，应先检查检测试剂的有效性：其一，查看检测试剂的

失效日期，必须在有效期内使用；其二，查看检测卡的塑料包装袋有无破损，如有破损

不可使用。

本版编辑 孟 飞 李 苑 美 编 夏 祎

期待企业成基础研究生力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不少药店及市

民家中都备有新冠抗原检测试剂。当前，虽然不

少地区已入秋，但南方部分地区仍然高温。有观

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检测试剂需要冷藏，否

则会失效。这是真的吗？存储检测试剂需要注意

些什么？

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副会长王宝亭表

示，每一种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的储存条件都不一

样，应按照说明书要求储存。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截至 8 月 22 日，国内共

有 32 款新冠抗原检测试剂上市。对于其储藏条

件，不同厂家产品略有差异，但大多都要求存放

于 2℃至 30℃的干燥避光环境中。

复星诊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分子和免疫荧

光市场总监张钧玮介绍，大部分新冠抗原检测试

剂的储运温度在 2℃至 30℃之间，如果当地气温

持续超过 30℃，建议将其放入为温度为 0℃至 8℃

的冰箱中；室内储存时，需要在避光阴凉干燥处

存放。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对抗原检测试剂进行

冷冻，测试时需要先将检测试剂拿出并恢复至室

温后再使用。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新冠抗原检测试剂开封后，应在 30 分钟内

使用；高温高湿条件下，即开即用；气温过高

时，可以将检测试剂放在冰箱储存，温度保持在

4℃至 8℃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冷藏保存的检测

试剂从冰箱拿出后不要立刻使用，而是静置至正

常室温 （通常为 10℃至 30℃） 后再拆封使用，检

测也应在室温环境中进行。

也有生产企业表示，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短时

间暴露在高温或低温下，一般不会有失效风险，

不影响检测结果。

高温环境下，新冠抗原检测试剂可以在冰箱

中冷藏储存；那低温环境下，局部地区难以保证

2℃至 30℃的储存条件时，是否需要对检测试剂

进行“保暖”呢？对此，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建议：可以将检测试剂保存

在有暖气、温度为 4℃至 30℃的环境中，也可保

存在 4℃至 8℃冰箱中。

业内专家表示，只要不暴露在极端温度下，

没有必要对检测试剂做特殊储存，就如普通药品

一般放置即可。

专家同时提醒，在进行新冠抗原检测时，应

先检查检测试剂的有效性：其一，查看检测试剂

的失效日期，必须在有效期内使用；其二，查看

检测卡的塑料包装袋有无破损，如有破损不可

使用。

另外，检测结果在检测卡的 C 区 （质控区）

和 T 区 （测 试 区） 均 显 示 红 色 条 带 (即 “ 两 道

杠”)为阳性；仅 C 区显示一条红色条带则为阴

性；C 区若不显示红色条带，无论 T 区是否有显

示，均提示检测无效，需重新检测。

近日，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

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 《2021 年

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显

示，2021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 费 投 入 总 量 达 2.8 万 亿

元 ， 较 上 年 增 长 14.6% ， 再 创

新高。

从投入规模看，我国研究与试

验 发 展 (R&D)经 费 总 量 居 世 界 第

二，但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从经

济转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需求看，

我国还需继续提升研发投入。

我 国 将 研 发 活 动 分 为 三 种 类

型，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

验发展，2021 年这三种类型的经

费 占 比 分 别 为 6.5% 、 11.3% 和

82.3%。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基

础研究经费占比约在 12%至 23%之

间。对照我国的三类经费结构，基

础研究显然还需要继续强化。当

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科技博弈的本

质是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投入基

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是提高我

国经济创新活力、增强产业国际竞

争力的重要保障。

研发投入从何而来？从研发活

动主体看，2021 年，企业、政府

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所占比

重 分 别 为 76.9% 、 13.3% 和 7.8% 。

企业研发经费规模超过 2 万亿元，

堪称研发经费保障的最大来源。同

时，企业还有很大潜力可挖。2020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开展研发

活 动 的 企 业 有 14.7 万 个 ， 占 比

36.7%，也就是说，还有六成多企

业没有开展研发活动。

同 时 还 要 看 到 ， 我 国 企 业 研

发经费主要投入应用研究和试验

发 展 ， 基 础 研 究 占 比 仅 为 0.5% 。

而一些欧美创新强国的企业研发

经费中，基础研究占比普遍在 5%

以上。

为研发“埋单”，尤其是为基

础研究“埋单”，有利于企业培育

核心竞争力、增强发展韧劲。比如，华为 2021 年研发投入达

到 1427 亿元，占全年收入的 22.4%，近几年每年基础研究投入

都超过 200 亿元，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已连续五年居全球

第一。

综上不难看出，要加大我国基础研究投入，除了国家财政

继续投入，还得让更多企业加入基础研究俱乐部。

如何让更多企业乐于为基础研究“埋单”？

要给政策。我国有很多鼓励企业投入研发的优惠政策，

比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人才激励等，

但多为普惠政策，三类研发活动都能获得同等优惠。要让企业

着眼长远投资基础研究，需要设计更多指向明确的特殊优惠

政策。

要给人才。目前我国基础研究人才去高校院所多，去企业

少。应健全完善人才“旋转门”机制，畅通人才在企业与大

学、科研院所之间的流动通道，简化管理流程，鼓励高校院所

科研人员去企业开展合作研究，提升企业基础研究能力。

要给门票。基础研究投入大、耗时长、见效慢，很多企业

单打独斗力有未逮，却有能力和意

愿在相关项目和基金里参一股。因

此，可以扩大基础研究相关基金及

项目的开放范围，鼓励更多企业

加入。

现在，不少中国大企业已经在

这方面做出努力，不惜重金投入研

发，投入基础研究。期待有更多中

国企业为基础研究“埋单”，期待

中国企业在新一轮国际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中夺得主导权。

今年夏季，南方遭遇自 1961 年以来持

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平均强度最大

的高温少雨天气，旱情快速发展，叠加高温

热害，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小的威胁，全国蔬

菜、瓜果、水产的生产和价格情况怎样？

蔬菜：影响有限 价格小涨

“8 月份全国蔬菜价格小幅上行，预计

后期不会持续大幅上涨。秋冬蔬菜供应有

保障。”农业农村部蔬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

首席分析师张晶表示。

8 月份，全国蔬菜月均批发价每公斤

4.77 元，环比涨 3.9%，同比高 4.1%，较近 3 年

同期平均高 7.4%。分品种看，18 种蔬菜价

格上涨，10 种下跌。其中，生菜、韭菜、黄

瓜、大葱和平菇环比分别涨 23.0%、15.8%、

14.9%、14.7%和 12.0%，莲藕和青椒环比分别

跌 14.6%和 13.5%。

自 6 月中下旬以来，南方持续高温热

害，北方高温多雨，全国菜价由跌转涨、频繁

波动，七八月份菜价明显高于常年同期水

平。具体来看，8 月蔬菜价格先跌后涨，下

旬价格上涨明显。据农业农村部数据，8 月

第 1 周至第 4 周，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每公

斤 均 价 分 别 为 4.58 元 、4.57 元 、4.71 元 和

4.93 元 ，周 环 比 分 别 跌 3.2% 、跌 0.2% 、涨

3.1%和涨 4.7%。前期北方冷凉地区蔬菜扩

种，夏季大量上市，价格下探，之后随着南方

高温天气持续，地产蔬菜供给偏紧，自 8 月

下半月起全国菜价再次走高。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会

商分析师邸青告诉记者，8 月份重庆市蔬菜

批发和零售价格环比涨幅在 10%以内，但产

地蔬菜价格环比涨幅超过 20%。当地蔬菜

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田蔬菜减产和秧

苗缺水，对下一季生产影响可能较大。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

汪端华表示，持续高温干旱对湖南蔬菜生产

有一定影响：一是当前处于夏秋换茬季，高

温影响下多地提早罢园拉秧，短期上市量偏

紧；二是对香芋、生姜、茄子等露地长周期栽

培的蔬菜品种影响较大，预计会有一定程度

的减产；三是将增加集中育苗基地秋冬菜的

育苗管理成本，因此，秋冬蔬菜价格可能会

有所抬高。

“全国蔬菜在田面积 1.04 亿亩，同比增

加 385 万 亩 ；产 量 达 2959 万 吨 ，同 比 增 加

142 万吨。尤其是今年冷凉蔬菜有所扩种，

加之前期部分北方夏季蔬菜优势产区频繁

降雨，部分蔬菜将延迟上市，对后期全国市

场也是一个有效补充。夏季高温干旱对秋

冬蔬菜换茬定植有一定推迟，但目前天气已

经开始转凉，四川西部等地也迎来降水。”张

晶表示，各地陆续进入产期转换及品种换茬

期，一要注意防范旱涝急转，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二要做好秋冬茬蔬菜苗期的田间管

理；三要及时补种茬口密集的速生叶菜和加

强芽苗菜生产。其实，今年整体蔬菜面积和

产量同比都是增加的，稳产保供基础较好，

预计秋后及冬春蔬菜供应有保障，价格不会

持续大幅上涨。

瓜果：供给充足 价格趋降

“今年夏天极端高温频次高，范围广，持

续时间长，不仅导致多地水果生产出现不同

程度的高温热害，也增加了水果流通过程中

的损耗和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

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晔说。

猕猴桃生产受高温干旱的影响较大。

陕西是全国猕猴桃种植规模最大的省份，

6 月至 8 月中旬，陕西关中、陕南猕猴桃主产

区遭遇严重高温日灼灾害，部分果园出现叶

片干枯、果实晒伤现象，预计减产明显。四

川猕猴桃种植规模仅次于陕西，8 月中下旬

进入红心猕猴桃采收期，极端高温导致日灼

严重的一些园区被迫提前采摘。

另外，湖南、湖北、四川等地正值葡萄上

市高峰期，因持续高温干旱，葡萄灼伤严重，

甚至出现挂树自干的情况，显著影响产量和

果品品质。

虽然高温干旱影响了部分水果的生产，

但目前全国水果市场供给充足，品类多样，

价格仍处于季节性下跌通道。

8 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

果批发均价每公斤 6.83 元，环比连续第 3 个

月下跌，跌幅 2.82%。其中，鸭梨、巨峰葡萄

价格分别为 6.33 元/公斤、11.63 元/公斤，环

比分别跌 7.32%和 6.96%。

赵俊晔告诉记者，柑橘和苹果是我国产

量最大的两类水果，也是今冬明春水果供应

的重要品种。高温干旱天气对苹果的影响

较小。8 月份持续高温主要影响早熟苹果

的上色，导致优果率有所下降；对晚熟品种

的产量和品种目前没有显著影响。

相比之下，高温对柑橘生产的影响较

大，连续高温会造成柑橘果实膨大，导致果

个偏小、早熟；高温加上强日照，会导致果实

出现日灼，影响商品率和优果率，连续高温

后突然降雨还会导致柑橘裂果。四川眉山、

浦江的耙耙柑、爱媛等柑橘主产区新果晒伤

较为明显，果个明显小于往年，预计会有一

定程度减产；重庆柑橘日灼果较去年增加

10%至 20%；江西柑橘主产区普遍出现中度

至重度等级的高温热害危害，日灼、异常落

果和叶片灼伤等灾情比往年偏重；另外，陕

西城固、浙江海宁的柑橘产区因高温少雨导

致的灾情也较为严重，日灼果发生率高，预

计会显著减产。

不过，近几年我国柑橘园面积和总产量

增幅较大，高温导致的减产预计不会导致供

应短缺，对市场影响相对有限。预计后期，

随着入秋天气转凉，苹果、梨、柑橘、猕猴桃、

枣子、柿子、石榴等各类秋季水果的供给量

逐渐加大，水果市场供给总体充足，价格将

稳中有降。

水产：局地受损 总体可控

“高温干旱天气对水产养殖的影响较

大。”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大宗淡

水鱼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副研究

员张静宜对记者说。

今夏持续高温干旱，给南方水产养殖造

成一定损失。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

安徽等旱情较重的省份，也是我国南方水产

养殖主产区。池塘精养、工厂化养殖、大水

面湖库养鱼、稻渔综合种养等均受到不同程

度影响，受灾品种以大宗淡水鱼为主。据估

算，受灾养殖户产量损失约占当月产量的

20%至 30%。

重庆一位养殖户告诉记者，夏季正处

水产养殖生长期和增重期，受持续高温影

响，往常水深 2 米左右的池塘水位下降了

大约 50 厘米，有些缺乏水源补给的池塘甚

至完全干涸。持续高温延缓生长速度，增

加了水产发病率，在正常年份池塘养殖死

亡率只有 1%，今年 8 月份因高温热害死亡

率 估 计 达 到 2%。 为 了 应 对 高 温 干 旱 ，增

氧、换水、用电、防疫等开支大增，高温下人

工作业也更为困难，成本压力比往常大了

很多。

“长江流域受旱省份的体系监测户，七

八月份的亩均人工、水电、防疫、饲料成本较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加 9.5% 、54.4% 、38.6% 和

47.6%。持续高温天气也增加了起捕和运输

成本等，对鲜活水产品出塘和流通造成不利

影响，养殖户出鱼积极性总体不高。在旱情

严重区域一些养殖户被迫提前出塘，但因产

品 规 格 较 小 ，销 售 情 况 也 不 理 想 。”张 静

宜说。

有关专家指出，虽然这轮养殖周期的

供给面整体稳中趋紧，高温天气不利于鲜

活产品运输，跨区域外销有所减少，但影响

是阶段性、区域性的。经测算，重庆、湖北、

湖南、江西等地因灾受损水产品产量均不

足全年总产量的 1%，且东北、华北、华南的

养殖供应较为稳定，目前全国整体存塘率

与往年同期基本持平。总之，水产品可能

推迟上市时间，造成区域性阶段性供给不

足，但灾情对全国影响总体可控，供给还是

有保障的。

中国农业信息网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25

日，监测的 68 家批发市场水产品日均交易

量 4679.72 吨，较 7 月减少 4.6%，较去年 8 月

减 少 14.3%；水 产 品 加 权 平 均 批 发 价 格 较

7 月涨 0.1%，较去年 8 月跌 15.9%。全国水

产品市场供应较上月有所减少，价格基本平

稳、稳中略涨。在区域性供应不足、养殖周

期拉长和成本上涨支撑下，后期水产品市场

价格存在一定上涨动力，特别是大规格成

鱼、小龙虾、大闸蟹等货源较少的产品，价格

可能出现明显上涨。综合来看，后期水产品

价格将呈稳中有涨趋势。

近日，工人在京滨城际铁路北辰站抓紧装饰作业。京滨城际铁路又称京津第二城际铁

路，全线建成开通后，从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仅需 57 分钟。 郑传海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