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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
浪潮中，优化种业知识产权的保
护制度尤为重要，是推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有效的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能够促进创
新与发展，还能为农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因
此，优化相关制度以适应数字经
济时代的需求，成为推动种业知
识产权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关
键所在。通过完善法律框架、加
强政策支持和监管体系，可以为
数字经济下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种业知识
产权保护的法治体系。构建数
字经济时代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的法治体系至关重要。数字经
济作为新兴经济形态，伴随人工
智能与大数据的迅猛发展，正深
刻改变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和
创新机制。面对这一重大变革，
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广泛征集社
会各界的意见，倾听专家的建
议，实施一系列切实有效的立法
措施，以推动种业知识产权与数
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为确保种

业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亟需构
建完善的法律框架，明确相关法
律概念，并制定相应的法律规
则。此外，应强化中央与地方立
法之间的协同作用，从全局视角
加快立法进程，形成以根本立法
为引领、基础立法为延伸的综合
性法律体系。这一体系将为数
字时代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提供
坚实的法治保障，促进种业知识
产权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完善数字经济时代种业知识
产权保护的政策框架。完善数
字经济时代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的政策框架同样至关重要。政
策作为政府在引导、约束与规范
市场的重要杠杆，对于推动种业
知识产权保护模式转型具有至
关重要的意义。为此，政府应制
定并实施涵盖财政支持、税收激
励、人才培养、数据治理及基础
设施建设等多维度的综合政策
框架，旨在保障种业知识产权的
有效保护与数字技术的合理应
用，促进种业知识产权与数字经
济的深度融合。政策目标应明
确，以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沿需求

为导向，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优化种业知识产权与数字
经济融合的体制环境，提升发展
机制的效能。

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种业知识
产权保护的监管体系。构建数
字经济时代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的监管体系，是实现种业知识产
权保护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
重要保障。该监管体系应当形
成一个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
及跨部门的协同监管框架，必须
坚定不移地遵循党中央和国务
院的决策部署，以建立一个高效
的监管机制。

首先，应当建立市场监管服
务机制，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之
间的关系，推动种业知识产权保
护的市场机制创新，激励种业市
场的发展，同时确保种业知识产
权主体享有充分的自由发展空
间。其次，需构建种业知识产权
金融服务与风险管理机制，鼓励
金融机构与社会资本积极参与
种业知识产权的融资，为种业创
新 与 保 护 提 供 必 要 的 资 金 支
持。最后，建立政府动态监管与

回访机制，定期对种业知识产权
的诉求进行回访调查，为知识产
权保护政策的动态调整提供科
学依据。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为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数字经济
的深度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也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开辟了广阔的实践路径，彰显了
数字经济时代在种业创新与保
护中的巨大潜力与发展机遇。

综上所述，构建数字经济时
代种业知识产权的保障制度，能
够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这将
助力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
特别是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方
面的探索与实践，为未来的数字
农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本文为 2024 年度法治甘肃
省级课题“甘肃省振兴现代化种
业的法治保障研究”（备案编号：
236）和“数字经济法治保障机制
研究”（备案编号：259）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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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的种业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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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冷空气越来
越频繁，对棚室蔬菜生长带来考
验，如果管理不当，蔬菜极易发生
冷害，甚至冻害。提醒菜农，提早
采取措施，应对冷空气。

做好大棚前脸保温工作

冷空气来袭，威胁蔬菜生长
的首要因素当属低温。菜农除了
采取覆盖保温被、棚外加盖浮膜
等常规保温措施外，还应重点做
好大棚前脸的保温工作。大棚前
脸的热量最容易散失，冷害往往
出现在这个地方。

为了加强大棚前脸的保温，
菜农可在前脸设置挡风膜，不但
有降湿的作用，还可减少热量散
失，提高棚内温度。菜农也可在
大棚前脸外围增添无纺布或旧
草帘保温。放棚时加盖的这层
无纺布或旧草帘被覆盖在保温
被下，可大大增强大棚前脸处的
保温效果。另外，也可在大棚前
脸设置秸秆反应堆，提高地温，
保证根系生长良好，从而促进植
株健壮生长。

补充营养 提高植株抗寒能力

植株抗寒性的高低，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植株营养的丰缺。甲
壳素可以诱导蔬菜自身的生理变
化，产生提高蔬菜抗性的物质。
海藻酸、氨基酸等喷洒后，可以诱
导花芽分化，提高蔬菜抗逆性。
冷空气来临前，菜农可使用全营
养叶面肥、氨基酸和白糖或葡萄
糖等，搭配海藻酸、甲壳素等喷洒
植株，补充叶片营养，提高植株的
抗寒能力。

减轻植株负荷

雨雪天时间不长时，为保证
蔬菜产量和上市时间不受很大影
响，留果是必要的。但是雨雪天
持续时间长时，蔬菜的坐果和留
果数就要注意减少了，否则，果实
消耗的营养过多，植株营养匮乏，
会造成植株越长越弱。为了减少
营养消耗，菜农应在雨雪天到来
前将植株底部的老叶、黄叶、病叶
及时打掉。对长势较弱或结果较
多的植株，及时采收，并适量疏花

疏果，以减少营
养消耗。

受冷害后
及时缓解

蔬菜受冷害
后，菜农要及时
调整管理措施。
冷空气过后，天
气晴朗，光照强
烈 ，温 度 升 高
快，菜农要循序渐进地增加光照，
提升气温，保证叶片功能逐渐恢
复。棚内温度过高必须放风时，
一定注意放风口不要一次拉得过
大，要缓慢地把温度降下来，以防
放风过急，造成更大危害。

肥水管理有急有缓。蔬菜受
冷害后，菜农要立即喷洒甲壳素
1000倍、全营养叶面肥500倍、
白糖100倍等叶面肥，既能改善
作物的营养状况，又能增加细胞
组织液的浓度，增强植株耐寒抗
冻能力，促进植株恢复生长。但
是，不要立即浇水追肥，可在天气
转好后3-4天，追施甲壳素、氨基

酸等养根性产品或生物菌肥，配
合高氮全水溶性肥料，促进根系
再生。

适度遮荫。雨雪天突然转晴
后，受冷害的蔬菜极易发生组织
迅速失水、干缩萎蔫现象，严重的
植株会死亡。因此，要避免升温
过快，可适当进行遮荫。

防病治虫安全第一。经过冷
害后，蔬菜抗病性降低，易引起病
虫害流行，因此，要及时做好病虫
害的预防。用药时最好选择生物
农药，安全性高，不易造成药害。

（本文内容由农业科技报·中
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董文兰 参考

《北方蔬菜报》《长江蔬菜》等整理）

冬季低温天气 设施大棚这样保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