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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动态

文·本报记者 操秀英

光纤光缆制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与华科大光电学院开展合作

6月 15日，由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长飞公司光纤光缆制备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华中科技大学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共同主办的

“2015 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研讨会”在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召开。

会上，长飞公司光纤光缆制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华中科技大学

光电与电子信息学院签署了协同创新合作协议，校企合作进一步加

深。

光纤光缆制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是目前我国光纤光缆行业唯

一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在通信光纤、特种光纤、光缆和光纤设备

技术等领域，拥有条件和能力同时对预制棒、光纤、特种光纤、光纤应

用、光缆、光配线网络(ODN)及综合布线技术、棒—纤—缆核心装备

技术、光纤光缆综合检测技术与特种测试技术进行系列攻关的研究

机构。实验室依托单位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是当前国内产品

规格最齐备、生产技术最先进、生产规模最大的光纤光缆产品以及制

造装备的研发和生产基地，在业界具有重要影响。

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是教育部在高校内选择的 15所“教育教学

改革特别试验区”试点学院之一。拥有强大的科研平台，除武汉光电

国家实验室(筹)外，还拥有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激光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和下一代互联网接入系统国家工程实验室 3个国家级

的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基地，以及教育部敏感陶瓷工程研究中心、电

子信息功能材料教育部国防重点实验室、生物医学光子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湖北省光电测试服务中心、武汉市集成电路设计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等五大省部级科研平台。

此次实验室和华中科技大学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签署合作，是

高校与企业间开展协同创新的有宜尝试，将实现优势互补、互助共

赢，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促进产学研的一体化发展。高校拥有优

质的“智力”资源，企业拥有良好的“环境”资源，双方在理论研究和工

程技术、光纤器件与固体器件、光纤光缆与系统网络、光纤光缆制备

与光纤光缆检测等方面具有互补性，同时在共同承担国家重点科研

项目、优秀人才及各种资源互通共享等方面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

系。 （佚名）

江苏省智能化矿用重型机械装备
企业重点实验室批准建设

近日，江苏省科技厅公布了 2015 年省创新能力建设计划（科技

设施类）拟立项目，天明机械集团获批建立“江苏省智能化矿用重型

机械装备企业重点实验室”。据光明网报道，该项目是省内唯一一家

在智能化重型矿用装备领域开展前瞻性和基础应用类高端研究的项

目。

据了解，2015年江苏省共布局企业重点实验室 8家，分布在工业

机器人、轨道交通、智能化矿用重型机械装备、光电玻璃、大数据存储

等重点领域，天明集团企业重点实验室是苏北地区唯一获批立项的

项目。

天明机械“江苏省智能化矿用重型机械装备企业重点实验室”的

建设将通过创新数字化平台、网络化监测和智能化制造等集约化发

展的前瞻性研究，响应高端煤炭重型装备“绿色、低碳、智能”的发展

方向，突破传统粗放型、数理统计缺乏、设备数据库紊乱等研究瓶颈，

将智能控制、物联网、绿色制造引入到煤矿智能化重型装备的研发制

造、运行维护、远程监测、故障诊断和“三高”监测等全过程，实现重型

装备全寿命周期绿色制造、绿色发展。

天明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天明集团将紧抓省级重点实验室建

设的发展机遇，密切关注国内外新理论、新技术、新成果的研究发展

方向，结合企业战略发展规划，加快推进实验室研究工作的开展和研

究成果的产业转化，实现“四个注重”和“三个布局”。即注重矿山重

型机械装备的共性理论研究，注重重型机械装备的基础应用研究，注

重关键技术难题的自主创新与攻关，注重专属技术平台和数据库的

建立与完善。布局国内高端市场，布局海外知识产权、技术信誉、研

究成果，布局国外需求市场，为企业构建“装备制造、工程总包、专业

化服务、国际贸易”产业新格局加油助力。 （周莹 赵鲁）

厦门海沧今年起每年5000万
扶持机器人产业

据东南网报道，今年起至 2019 年，厦门海沧区财政每年将统筹

安排 5000 万元以上，用于支持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核心技术攻

关、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培育和引进、重点企业发展、产业

化项目建设等方面。

根据海沧区出台的政策，对在海沧设立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

的省、市级工程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

中心。按软硬件投入的 30%给予补助，最高 500万元。

而对于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承担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重

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建设任务并在海沧实施的，按软硬件投入的

50%给予补助，最高 1500万元。

除此之外，海沧出台的政策还在企业进驻方面以及人才入驻海

沧等给予相应的优惠和补助。所有想申请补助的项目都必须是在海

沧区实施的机器人和智能装备项目或在海沧区进行工商注册和税务

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核心技术的机器人

和智能装备企业与机构。 （骆余民 张韧）

“BBC 为我们这一期 Oxygen 孵化器学员拍

的纪录片终于上线了。”

6 月 9 日，陈复加的微信朋友圈中更新了这

样一条信息。

视频里的陈复加展示了她的产品：一款婴儿

床。制作方特地为这一段展示配了激昂的音乐。陈

复加拖着一个薄款“行李箱”向镜头走过来，然后俯

下身，打开“行李箱”拉链，从中间向两侧拉开——行

李箱变身成婴儿床，整个过程只需要几秒钟。

这就是陈复加的创业项目，一款选用航天材

料制作的轻便、可折叠的智能婴儿床，床内设有监

控器，妈妈可以通过手机了解到孩子的睡眠状况。

曾经，在“科学”板块露
脸才是正经事

几年之前，陈复加不会想到，自己登上的会

是 BBC 的“商业”板块。或许那个时候，对她来

说，在“科学”板块露脸才是正经事。

上海人陈复加已在英国留学多年。本科毕

业后，她前往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航天工程系攻读

硕士学位，之后又由美国空军资助进入牛津大学

读博士，死磕起了蜘蛛丝和蚕丝，研究如何将它

们通过仿生材料学研究运用到航天材料中。

看起来像是一条奔着科研而去的“康庄大

道”。不过，和当今中国一样，英国政府同样鼓励

这些“最强大脑”们试水商业。

博士就读期间，陈复加去往牛津赛德商学院

修读了一年工商硕士课程，在那里，她以学生身

份参加了学院和欧空局联合发起的创业大赛，并

给高大上的航天材料们找到了一条温情的接地

气之路：做婴儿床。

人生转弯，消灭“女文青
的敌人”
“不好的婴儿用品是女文青的敌人。”虽然没

有孩子，但作为一名女性工程师，陈复加能体察

到年轻妈妈的需求。婴儿床太笨，太重，太占地

方，陈复加决定用能自如伸缩的航空材料改造

它。她的团队提出了 Spacecot（太空婴儿床）概

念，并凭借这一想法，拿到了比赛第一。

“人生突然转了个弯。”陈复加思考起了职业

道路的转型。

与此同时，经济开始复苏的英国也希望借助

创业者的力量，推动创新拉动就业。2013 年，英

国推出了天狼星创业项目，用“夜空中最亮的星”

命名，意在“喊全球优秀毕业生来英创业”。

陈 复 加 团 队 就 在 这 一 计 划 中 胜 出 ，入 驻

Oxygen Accelerator（英国著名创业孵化器）。

而在此后的创业过程中，陈复加也申请到了

各类具有政府背景的资金资助，来自欧空局，来

自英国贸易投资总署，来自英国技术战略委员

会……对国际创业者，英国政府同样慷慨。

拉投资，看中的其实是
资源

当然，除了政府支持，还得从投资人处拿

钱。从孵化器“毕业”后，陈复加密集地见了 123

位投资人，从其中五个人处拿到了 20万英镑。

对国内动辄能拿到上百上千万投资的互联

网创业者来说，5 个人凑出 20 万，听起来真是不

够慷慨。不过陈复加拉投资，更看重的是投资人

带来的“隐形”资金，说白了，就是资源。

他们的投资人中，有英国婴儿用品市场的

“大鳄”，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想见哪个该领域的

哪个销售商，“可能第二天秘书就帮我联系了”。

向在婴儿用品市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资深人

士需求意见，是快速了解市场的高效方法。陈复

加做材料出身，对消费级商品的设计制作并无太

多经验，而零售商更加敏锐。她记得，光是婴儿

床的颜色，她就在零售商的建议下改了八次。“他

们更懂中高端消费市场。”

时尚严谨，产品里外透
着英伦范儿

陈复加给自己这款婴儿床的定位是走国际

化的“轻奢”路线，外形必须时尚。伦敦时尚产业

发达，有不少一线大牌设计师出没。“我们的产

品，就是由‘维多利亚的秘密’的设计师给出设计

意见。我们投资人里也有时尚界的资深人士。”

这是伦敦的独特优势。

不仅于此。放眼整个欧洲，大家愿意相信具

有“英国血统”公司产品的质量。这算是消费者

的一种偏见，但它有利于英国创业者的国际化。

陈复加表示，要在英国把公司做大，创业者一开

始就得冲着全球市场去，这就使得它们不得不用

更为精细的态度进行产品设计，并对质量更为较

真。而且，欧盟的质量标准，一向非常严格。

所以，经过了近两年的打磨，太空婴儿床才终于

进入产品的最终设计阶段，并将进行批量化生产。

生产的场地已经选好，在中国苏州工业园

区。这里轻工业制造发达，生产婴儿用品的链条

成熟。为了吸引高端人才集聚，苏州工业园区推

出了“领军人才”计划，给成功入选的项目或人一

揽子优惠。

“很多人都说，现在是创业的好时候，各国政

府都在支持。”陈复加说，“国内创业有国内的好

处，在英国创业也不赖。”

现在，她要从英国出发，进军欧洲市场。在

一切进入正轨后，或许轻便的太空智能婴儿床，

也会来到中国市场。

陈复加和她的太空婴儿床

英伦范儿的创业“也不赖”

■创业故事

城市里的人们在超市里拿起一袋袋米面时，

可能再难体会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劳

作艰辛，也时常会忽略农业之于每个人生活的重

要性。但我们关心的——蔬菜水果里的农残能

否少一点，大米里有没有重金属污染……这些问

题无不取决于现代农业的发展质量。

土壤植物机器系统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主要任务就是为了摸清土壤和植物的习性，实现

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施肥、除草灭虫等精准田间管

理，达到高效、低耗、减排的目标，促进可持续发

展；制造出先进适用的现代农业装备与设施，全

面提升我国农业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支

撑农业现代化发展。

精准农业持续发力：
农田作物实现个性化管理

“我们实验室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大研究方

向，即精准农业、智能化农业装备和农业机器

人。”实验室学术委员张小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精准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其目

标是对农田及作物实现个性化管理，以减少农药

化肥的使用并同时提高产量。与这一技术在我

国的发展同步，土壤植物机器系统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从设立之初就将精准农业列为一项核心

研究课题。

土壤养分的自动测量就是其代表成果之

一。张小超说，测量出土壤养分就能得知其营养

状况及养分吸收情况，实现个性化施肥。“以前主

要靠人工采样拿到实验室测量，以东北农垦地区

为例，过去只能一公顷取一个样，就这样要完成

一个农场的采样测量也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张小超说，“十二五”期间，实验室研发出一种快

速检测设备，在田间地头就能完成这一工作。

值得一提的还有免耕播种技术。免耕播种

是国家重点推广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之一，长期实

施免耕种植技术，对治理沙尘、改善农业生态环

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实际意义。针对东北垄

作区玉米长期未实现免耕种植的现状，实验室先

期开发出 2行玉米免耕精密播种机，并根据不同

用户的需求，研发出 4行、6行等系列播种机型。

目前，这一成果主要用于我国东北、西北等

干旱半干旱地区免耕精密播种玉米，目前玉米免

耕精密播种机系列产品已销售 1800 余台，实现

销售收入 1亿多元，利税总额 2450多万元。

此外，实验室还研究了播种、施肥、中耕、植保、

收获等环节作业装备的精准智能变量测控技术，取

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研制了小麦、玉米变量免耕

播种机、水稻智能对行插秧机、变量自动配肥施肥

机、智能化自动对靶除草机、大型智能化变量喷药

机、联合收割机智能测产系统等智能化农业装备，

研究成果实现了精准农业智能变量作业装备技术

的重要突破，其中播种量和施肥量在线检测技术、

插秧机自动行走对行技术、施肥重量反馈控制技

术、联合收割机测产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智能化农场：“北斗”
定位奠定技术基础

以导航技术为核心的自走装备、农机作业远

程监控与管理是农业装备智能化的代表性技

术。“收割机、插秧机等设备，人工操作走的路线

肯定没有导航机器走得直。尤其是北斗系统建

成后，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利用北斗系统来定

位农机，实现远程管理和诊断，为将来的智能化

农场奠定技术基础。”张小超说。

玉米、棉花、大豆、油菜、甘蔗等高秆和中耕作

物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

作物生长中后期植株较高，拖拉机配套施药机械

离地间隙较低而难以进入目标地进行喷药作业。

由于缺乏地隙高、田间通过性好的自走式施药机

械，长期以来，高秆和中耕作物生长中后期的病虫

害始终是农业生产迫切需要解决的瓶颈难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

究院从 2005 年 6 月份开始致力于高地隙自走式

喷杆喷雾机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和产业化推广工

作，土壤植物机器系统技术重点实验室承担了前

期的研发工作。

田间工况实验室负责人刘立晶说，经过多年

努力，该实验室对机械驱动型高地隙自走式底

盘、全液压驱动型高地隙自走式底盘以及高效施

药技术与装备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基于电液防

滑控制的全液压同步驱动技术、机械驱动型自走

式底盘动力传递系统、高地隙和超高地隙自走式

底盘的行走稳定性控制技术、轮距和地隙液压调

控技术、柔性桁架式喷杆自动平衡及减振系统、

风幕式气流辅助穿透性喷雾技术、基于作业速度

实时检测的自动变量喷雾控制技术、喷雾机作业

过程机电液中央控制技术等产业共性和关键技

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和创新；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

研究，实现了产品批量生产。

此外，集成开发的多功能联合收割机应用于

小麦、水稻、大豆、玉米收获，采用液压四轮驱动，

双纵轴流脱粒分离，双动筛分风选，喂入量作业速

度自控调节，喂入量可达10公斤/秒。6行采棉打

包机研制成功，3行通用型采棉机批量投产，可实

现自动导航，火警预报，集中润滑，故障检测，成功

运用于新疆棉花主产区，解决了采棉劳动力缺乏

的问题，实现及时收获，保障棉花品级。秸秆捡拾

打捆机实现了玉米秸秆碎断、捡拾、预压、填料、打

捆，采用相位耦合传动技术，密度检测可调控，已

形成系列设备。暗管改碱成套装备采用北斗卫星

定位导航，激光高程监控，完成了开沟、铺管、埋

砂、覆土作业，填补了国内空白，通过工程技术手

段深度开发利用盐碱地资源，在提高耕地资源区

域保障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农业机器人：搭上
“中国制造2025”的快车

剑桥大学奶牛场，挤奶工作全部由机器人独

立完成，无需任何手工，机器人安装在奶牛圈舍旁

边，奶牛一旦需要挤奶，会自动排队等待机器人服

务；育苗工作大部分内容都是把盆栽作物搬来搬

去，单调而枯燥，浪费人力而且效率不高，美国波

士顿的育苗机器人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

育苗机器人由滚动轮胎、抓手和托盘组成。工作

人员只要实现在触摸屏上设定地点参数，机器人

就能感应盆栽，并自动把它们移动到目的地。

没错，农业机器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一

新兴领域也成为土壤植物机器系统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张小超说，实验室目前主要研发了采摘机器

人和消毒机器人。“苹果和西红柿的采摘、套袋

等，消毒机器人主要用于畜牧业，比方说鸡舍里

某只鸡发热了，机器人可以通过传感器感应到，

并进行处理。”

但由于造价昂贵及农户的认识程度不够等

诸多原因，目前农业机器人在我国的应用远没有

工业机器人广泛。“农业机器人与工业机器人最

大的不同是它面临的是开放的工况，以及非结构

化的操作对象，比方说，对于采摘机器人来说，每

个苹果的大小、色泽和形状都不同，识别难度出

来比工业零部件要大多了。”中国农业机械科学

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方宪法解释道。

“但这无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农业机

器人的研究，我们可以突破一批传感、机器视觉

等关键技术。”方宪法说。

土壤植物机器系统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土壤植物机器系统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摸清农田作物摸清农田作物““脾气脾气”，”，让机器更懂让机器更懂““你你””

科技日报：作为第一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

室，土壤植物机器国家重点实验室有何特色？

方宪法（中国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总工程师）：中国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拥有一套

由土壤植物机器系统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工

程实验室、国家农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组成的较为完整的从技术研发到

产业化的流程，同时依托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推进先进技术的行业应用、扩散与

辐射，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优势

和特色。

我们都知道，一个新产品的研发、中试及产

业化的投入是要 1∶10∶100 的，但目前的状况是

我们在后两个环节的缺失比较严重。在中国农

机院，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解决。

以机器人为例，重点实验室解决了关键核

心技术，工程实验室主要负责验证其在具体工

况下的运行情况，解决运行中遇到的问题，而工

程中心则解决批量化生产遇到的问题。这些问

题又会很快反馈到重点实验室解决，形成一个

运行良好的创新链条。

科技日报：请您介绍一下近期及将来一段

时间实验室的发展规划。

方宪法：农业部提出到 2020 年要实现化学

农药零增长，用水量要降低，这都需要我们进

行大量的基础研究；到 2025 年，我们要实现农

业机械装备中的传感器、控制执行装置等关键

技术的提升和突破，要建两三个智能化示范农

场；到 2030 年我们要在农业机器人方面取得大

的突破。

完整的创新链让实验室更有作为

土壤植物机器系统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是 2008 年经国
家科技部批准、首批依托企业
建设的 3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之一。依托单位是中国农业机
械化科学研究院，于 2010年 8
月通过国家科技部组织的验
收。

该实验室以提高企业为主
体自主创新能力、为行业提供
基础性、共性关键技术为宗旨，
以农业机械与土壤、植物、农业
生产投入物和环境的相互作用
效应及机理为研究对象，生产
生态协调为主线，设立了田间
工况模拟、农业雾化工程技术
和农业装备智能化技术研究室
3个研究单元。

■一线对话

中国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
方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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