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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仑

科技日报讯（记者梁乐 通讯员移
志向）近日，在昌吉市九圣禾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制种玉米示范基地，纯电玉米

去雄机器人正以每次 4 行、每小时作业

7 至 11 亩地的高效率持续作业。在远

程操控下，机器人的运行路线十分精

准，抽净率达到了 90%以上。在田间工

作的机器人，是我国首台纯电玉米去雄

机器人。相比传统玉米去雄机械，这台

纯电设备采用智能化和数字化技术，实

现无人驾驶，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智

能农机空白。

据了解，玉米去雄能减少养分消

耗，使养分集中向果穗运输，从而增加

产量，是制种玉米生长的重要环节。早

前，玉米去雄依靠人工作业，费时费

力。近年来，国内企业不断攻克技术难

题，成功研发出国产玉米去雄机。去雄

机已在新疆、甘肃等制种玉米主产区推

广使用。新疆昌吉市已引进 110 台玉

米去雄机，当地 30 万亩制种玉米去雄

作业全部实现机械化。

“我们通过前期调研发现，传统玉

米去雄机作业模式较为粗放，如果将智

能化和数字化技术应用在机械上，效率

还将大幅提升。”新疆九御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马波告诉记者，经过两年多的

持续研发，首批纯电玉米去雄机器人于

日前下线。目前正值玉米去雄作业期，

公司已将设备运往塔城和昌吉的玉米

种植基地，检验实际应用效果。

马波介绍，纯电玉米去雄机器人

采用高精度北斗定位、激光雷达点云

数据和 AI 图像识别算法，可实时生成

运行轨迹。这使得去雄作业更加精准

智能，可达到毫米级的控制精度。此

外，机器人能够适应 1.5 米至 2.3 米跨

度的株高，作业时会结合叶片、穗位自

主判断执行下探距离。机器人采用纯

电驱动，国产化率达到 100%，使用和

维护成本较低。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首席

专家王玉玺受邀在现场观摩了作业情

况。他认为，这台设备升降调节和机械

臂控制都是电动助力，能更好地模仿人

工去雄动作。在保证较高抽净率的同

时，它还能将植株损伤降到最低，为玉

米高产提供更好的保障。他希望纯电

玉米去雄机器人尽快实现规模化量产，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玉米去雄机器人高效又省力

科技日报讯 （记者宋迎迎 杨仑）
记者 7 月 5 日获悉，中国一汽与青岛市

政府战略合作签约暨一汽解放（青岛）

商用车开发院揭牌仪式近日在青岛市

崂山区举行。活动发布了我国首款液

氢燃电整车——解放蓝途“星熠”液氢

燃电牵引车。

解放蓝途“星熠”液氢燃电牵引车由

液氢燃烧驱动发电，搭载国内领先的百

公斤级车载液氢系统，续航里程突破

1200公里。整车实现了高效能量管理、

燃电余热利用和液氢冷量回收利用等关

键技术，百公里氢耗可低至 8 公斤。该

车采用高强钢车架、轻量化铝悬架等技

术方案，整车自重9.4吨，为全行业最轻。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季一志介绍，这款液氢燃电牵

引车主要应用于干线运输物流场景。

他们针对当前新能源续航里程短的痛

点，汇聚行业优质资源，自主打造全新

底盘平台。该车具有最大功率、最低氢

耗、最长续航、最轻自重、最高安全、最

优适应性等六大优势。

着眼于山东、山西、内蒙古、四川等

富氢省（区市），聚焦副产氢产量大的煤

厂、钢厂等中短途运输场景，一汽解放

还研发推出解放蓝途“星熠”氢气发动

机牵引车。它是国内第一款可以真正

投入市场运营的氢气发动机整车，配置

了自主研发的国际一流 15 升氢气发动

机，具有高适应、高动力、高可靠、低成

本、低排放等五大优势。目前该产品已

完成整车性能标定和可靠性试验，8 月

底将投放市场试运营。

我国首款液氢燃电整车发布

科技日报讯（记者陆成宽）记者 7

月 5日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全球首座

风渔融合浮式平台——国家能源集团

龙源电力“国能共享号”近日投产。“国

能共享号”在浮式海上风电领域开创

了“水下养鱼、水上发电”的海洋经济

开发应用新场景，推动形成了“绿色能

源+蓝色粮仓”新模式，为深远海绿色

能源立体化开发、海洋资源集约利用

提供技术储备。

“国能共享号”项目位于福建莆田

南日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由“漂

浮式风机+养殖网箱”组成，具体包括

浮式平台、4 兆瓦浮式风机、系泊系统

等。项目采用三立柱半潜式平台，平

台上安装一台 4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平

台中间取正六边形作为养殖区域。养

殖水体约 10000立方米，采用开放式近

生态模式进行深海养殖。投产后，“国

能共享号”4兆瓦风电机组在满功率运

行状态下一天可发电 9.6 万千瓦时，约

能满足 4.2 万人一天的生活用电需求；

一个养殖周期的鱼品收入可达到数百

万元，实现新能源发展与传统海洋经

济共享共进、互促共赢。

项目依托新能源数字化平台，首

次实现“漂浮式风电+深海养殖”的多

元一体化监控，实现远程监控、无人

值守。项目搭建的智能化深远海养

殖设备可远程直观地观察水下鱼群

状态，评估鱼苗的生长状态和尺寸重

量。平台海上风机所发电力保证了

养殖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解决了传统

海洋牧场普遍存在的“供电不足、供

电不稳定”等问题，实现“以电养鱼，

以渔养电”。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

材料、氟膜材料、船体端部连接张紧

器等材料在漂浮式风电领域首次应

用，促进了海洋养殖及海上风电行业

设备升级。

在开发建设“国能共享号”过程

中 ，国 家 能 源 集 团 龙 源 电 力 探 索 形

成了一种适合我国海域的漂浮式基

础 型 式 ，平 台 设 计 获 中 国 船 级 社 原

则性批准（AIP）证书，设计成果通过

中 国 船 级 社 、挪 威 船 级 社 等 业 内 专

业机构审查验证，可抵御 15 级台风

侵袭。

此外，龙源电力团队还深入开展

跨领域、跨学科技术融合研究，全力

攻 克 了 风 电 机 组 适 应 性 改 造 等 技

术，完成 14 个专业设计，实现“平台

结 构 、海 洋 空 间 、运 营 功 能 ”多 空 间

多 层 次 共 用 ；开 发 出 适 用 于 漂 浮 式

风机的控制算法及使用平台稳定控

制策略，完成了 10 余项关键设计升

级 ，解 决 了 我 国 深 远 海 海 上 风 电 开

发的技术难题。

“国能共享号”风渔融合浮式平台投产

一辆辆大型货车从入厂确认到

首次称重、货品装载，再到二次称重、

离厂确认……完成这一系列流程不

过 20 分钟，以往所需的繁琐手续，如

今 仅 用 扫 描 一 个 二 维 码 即 可 实 现 。

这是 7 月 2 日记者在中铝国际山东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看到的情景。

在 无 人 、智 能 、精 准 的 操 作 背

后 ，是 一 套 智 能 物 资 计 量 系 统 在 起

支撑作用。该系统于近日获得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

物资计量是企业日常生产和建

设的基础性和支柱性工作之一。《国

务院关于印发计量发展规划（2021—

2035 年）的 通 知》中 指 出 ，计 量 是 实

现 单 位 统 一 、保 证 量 值 准 确 可 靠 的

活 动 ，是 科 技 创 新 、产 业 发 展 、国 防

建设、民生保障的重要基础。

简单而言，物资计量是指对货物

进行数量、重量测量和计算的过程，

而 测 量 和 计 算 得 出 的 值 务 必 准 确 、

可靠、统一、可比。

目前，上述系统已经在中铝系统

60 多家企业落地。研发方为中铝山

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信息技术中心

（以下简称“中铝山东信息中心”）。

“ 当 前 ，传 统 的 人 工 检 斤 过 磅 、

手 抄 数 据 的 计 量 方 式 ，逐 步 暴 露 出

效 率 低 、计 量 数 据 易 出 现 错 误 等 问

题 ，已 经 不 能 满 足 企 业 计 量 物 资 种

类多、计量任务大的需求，迫切需要

一 种 更 高 效 、更 精 准 的 新 方 式 取 而

代之。”在中铝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王志看

来 ，研 发 一 款 新 系 统 破 解 上 述 痛 点

迫在眉睫。

中铝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毕延军告诉记者：“我们应用

信息化技术解决上述突出问题，用二

维码技术解决人工录入问题和手续

繁琐问题，图像识别技术解决车辆进

出安全问题，红外线技术解决计量操

作规范问题。”在应用成熟技术解决

传统问题的基础上，他们还通过运用

大数据分析技术，让每一条数据都有

价值，为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在数

据驾驶舱技术的开发应用方面，他们

通过各种常见的图表，形象标示出企

业运行的关键指标。这种方式可以

直观监测企业运营情况，并对异常关

键指标进行预警和挖掘分析，让厂区

运营“看得见”。

一项“接地气”的好技术离不开

扎实的摸底调研。

早在 2023 年 3 月，中铝山东信息

中 心 研 发 人 员 便 兵 分 三 路 ，前 往 中

铝集团遍布国内的 60 多家单位进行

调研，其间接触了 200 多套衡器，了

解 了 29 家 计 量 系 统 厂 家 ，整 理 出

6800 多 条 调 研 反 馈 信 息 ，形 成 26 份

调研报告。

拿着这些厚厚的调研报告，中铝

山东信息中心系统集成部主管张肃

然 说 ，他 们 根 据 各 家 企 业 计 量 系 统

模 式 不 统 一 、流 程 管 控 差 别 较 大 的

情 况 ，对 每 家 企 业 物 资 计 量 的 相 关

业务、设备、流程、管理制度、设备台

账 、设 备 巡 检 记 录 以 及 设 备 维 护 记

录、设备更换记录、衡间比对等进行

了 详 尽 分 析 ，并 根 据 每 家 企 业 的 生

产特性、业务流程特点，定制个性化

的物资计量体系提升方案。

研发人员深入一线摸清痛点，集

成 多 种 技 术 破 解 难 题 ，使 得 智 能 物

资 计 量 系 统 兼 具 高 效 、准 确 等 优

点。因此，该系统一落地便成了“顶

梁柱”。

在福建省宁德市，中铜东南铜业

有限公司将智能物资计量系统与港

口 系 统 对 接 ，实 现 了 智 能 物 资 计 量

系 统 与 港 口 系 统 资 源 共 享 ；在 河 南

省 洛 阳 市 ，中 铝 洛 阳 铜 加 工 有 限 公

司 通 过 生 产 编 号 获 取 数 据 、传 递 计

量数据等 12 个接口，由人工手动抄

录 升 级 为 自 动 计 量 ；在 贵 州 省 遵 义

市 ，遵 义 铝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将 端 口

前 移 至“ 司 机 端 ”，司 机 通 过 微 信 小

程序等，就可完成信息核实、检斤计

量，实现了自助式物资计量。

据了解，智能物资计量系统上线

半 年 来 ，以 其 准 确 、安 全 两 大 特 点 ，

得到了各企业认可。

智能系统将物资计量化繁为简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丽云 朱虹 通

讯员夏曰滨 刘永新）7月4日，记者从哈

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哈电电机”）获悉，6月 29日至 7

月 3 日，哈电电机自主研发的世界单机

容量最大的扎拉500兆瓦冲击式水轮机

模型，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

机械实验室圆满完成验收试验。试验结

果显示，哈电电机研发的扎拉冲击式水

轮机模型最优效率、加权平均效率均为

国内最高，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扎拉水电站共装设2台单机容量500

兆瓦冲击式机组，哈电电机负责其中1台

套机组的研制。项目研发期间，哈电电机

水力研发团队开发专用计算程序，通过优

化水斗型线，找到水轮机性能设计的最优

解，经过多轮迭代优化设计和试验验证，

实现水轮机性能的跨越式提升。

验收组就初步模型试验结果、模型

验收试验大纲进行充分分析讨论，确认

了模型验收试验流程、试验项目和具体

工况，并见证了模型的安装、调试、试验

和尺寸检查全过程。

经验收组专家认定，哈电电机开发

的扎拉冲击式水轮机模型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各项性能指标均满足保证值要

求，一致同意 500 兆瓦冲击式水轮机模

型验收通过。

大唐西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西藏

大唐扎拉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大唐

集团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水电

科学研究院、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

限责任公司、哈电电机等单位代表和特

邀专家参加本次验收。

世界单机容量最大

冲击式水轮机模型通过验收

在陕西柞水县金米村，大棚外覆盖着黑色遮光

布，一排排菌袋整齐地悬挂在钢梁之上，片片洁白

温润的玉瓣散发着点点荧光——这就是中国工程

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团队精心培育种植

的玉木耳。

近日，202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李玉领

衔申报的“食药用菌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及应

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该项目针对我国食药用菌产业育种、栽培、加

工全产业链进行系统攻关——从无到有打造菌物

种业“芯片”，推动菌物种质资源保育创新；从弱到

强迭代升级菌物栽培技术，实现农业废弃物高效

利用和菌物规模化、工厂化、智能化生产；从小到

大发展菌物精深加工业，延伸“食药并举”产业发

展链条。

产业发展有支撑

自 1978 年至今，我国食用菌年产量从 5.78 万吨

飞升至 4000 万吨，成为名副其实的食用菌大国。

食药用菌产业是我国第五大种植业，是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走进安

徽省蒙城县桂光村，一个个集装箱似的物体——智

能化菌菇种植室格外醒目。这些菌菇种植室采用

物联网技术，可以精准控制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

因素。

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长田介绍，这些种植室可

以根据不同的菌菇设计环境参数，实现不同地区、

不同品种的高效栽培。

“食用菌从手工生产到运用现代技术进行育

种，再到自动化和电气化生产，下一步发展方向就

是智能化的智慧菌业。”李玉说。

此次获奖的“食药用菌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

及应用”项目，在食药用菌育种、栽培、加工等方面

进行了多项创新。

在育种方面，李玉带领团队开创了“一区一馆

五库”菌物保育技术体系，建成国际领先、年入库量

全国最大的食药用菌种质资源库，为世界菌物资源

保育提供了中国方案。团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多

个保育区，保留珍贵菌物资源。此外，他们还创建

“表型+基因型+功能成分+活性评价”精准育种技

术，选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栽新品种 42 个，成

果支撑我国食用菌产量增长 2.38 倍。

在栽培技术方面，团队率先提出并践行“木腐

菌 草 腐 化 ”理 论 ，使 得 木 腐 菌 从“ 吃 木 ”变 为“ 吃

草”。生产 1 吨食用菌干品即可消耗 1.33 吨秸秆，

经 济 效 益 提 升 3.42 倍 ，累 计 消 耗 农 业 废 弃 物 1.24

亿吨。团队还开发出了黑木耳全日光间歇弥雾栽

培和小孔出耳技术，实现了黑木耳大田“地栽”革

命 性 转 变 ，使 得 黑 木 耳 种 植 面 积 36 年 跃 升 1000

倍。他们构建的环境和生物精准耦合智能栽培技

术体系，突破了地域气候等限制，推进了“南菇北

移、北耳南扩”。

在食用菌可食化率方面，团队攻克了食用菌质

构重组全株高值化利用技术，创制健康食品 136 个，

使得食用菌可食化率从 70%提高到 100%。此外，他

们还构建活性成分多组学筛选评价技术，创制药用

菌新产品 46 个，通过成果转化为企业增收 5.6 亿元。

百姓增收有盼头

李玉经常把菌物“五不争”挂在嘴边：“不与人

争粮”“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不与农争时”

“不与其他争资源”。正是这些特点，使得菌物成为

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好选择。

作为食用菌新品种，玉木耳不仅产量高、卖相

好，还有较高的营养价值，一上市便供不应求。曾

经地瘠人贫的地方，因此很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光有技术，种得出来还不行，需要高质高效利

用，让大家真正在产业链上赚到钱。”秉承这一理

念，李玉团队发力食用菌深加工产品研发，高质利

用食用菌，延长产业链，把食用菌加工成如罐头、小

吃、冰激凌、超微粉、面膜等各式各样的新产品，形

成了全链条产品矩阵，助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不光是在柞水，云南会泽、浙江庆元、山西临

县、安徽金寨、贵州铜仁……几十年来，李玉团队走

遍全国 40 多个县（市），推动建立食用菌技术推广基

地超过 30 个，扶持食用菌龙头企业 20 余个，年产值

超过 300 亿元。

目前，李玉团队已创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

栽新品种 42 个。其中，玉木耳市场占有率 100%，

W192 双孢菇新品种占农法栽培市场的 80%，年产

值 202 亿元。育成品种在项目期内，支撑我国食用

菌产值增长 3.65 倍。

系统攻关打通食用菌全产业链
研发成果支撑我国食用菌产量增长 2.38倍

全球首座风渔融合浮式平台投产。 国家能源集团供图

在浙江庆元，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李玉团队种植的
食用菌。 本报记者 杨仑摄

77月月 22日日，，纯电玉米去雄机器人在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制种玉米纯电玉米去雄机器人在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制种玉米
示范基地作业示范基地作业。。 通讯员通讯员 叶飞叶飞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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