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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佳芮 通讯员
蒋一鸣）切根、松土、施肥是保证果
树良好生长、提质增产的重要环
节，然而不管是人工作业，还是机
械作业，都面临耗时耗力、效率低
下等问题。近日，扬州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教授张瑞宏团队经过多年
研究、试验与改进，发明了一款“切
根气爆松土注射施肥复式作业
机”，开发了果树切根、松土、施肥
一键式自动化作业技术，攻破了多
年植物深施肥难的问题，解决了我
国目前果园机械作业功能单一、效
率低、无松土作业功能的问题，大
大提高果园的智能化和生产效率。

张瑞宏表示，传统施肥工艺方
法一方面耗时费力、生产效率极
低，另一方面肥料施用难以精确掌
握，导致肥料利用率低下且易造成
面源污染，难以达到现代果树种植
的标准，制约了果林产业的发展。
同时，果园树木尤其是多年生植物
的地下根茎通常十分发达，匍匐横
生，致使土壤板结，营养不足，苗木
发育不良。用切根的方法去掉老
根，有利于植物地下根茎的更新。

此外，用这套机具可节省耕种
工序3道，平均节省农民耕种费用
约40元/亩。2018年，我国果园面

积约为1.67亿亩，按每年4次果园
田间管理计算，每年可节省耕种成
本约267亿元。

张瑞宏表示，这款复式作业机
具不仅能够将果园作业效率提高2
倍以上，还能推广绿色防控、统防统
治、配方施肥，改善果园生态环境。

此外，该设备还采用液态发酵
肥作为有机肥料，可以根据不同树
种、不同生长期调配不同营养成分
的肥料。“这样能使种出来的水果
达到有机水果的标准，更能够提高
产量，大大提升水果口感。”团队成
员奚小波说。

实际作业过程中，电链锯在前
切入土中，将果树的老细根切断，
促进根系更新换代，强化养分吸收

能力。随后将注肥头通过气锤打
入土壤中，通入高压空气对深部土
壤实施气爆，继而将液态发酵肥料
高压注射到土壤深部。

“三道工序接力完成，可以使
液体肥通过气爆土壤迅速渗入经
切根处理后的苗木根部，具有作业
能耗小，不破坏土层结构，无挥发
损失、氧化损失，施肥均匀的优点，
能将肥料利用率提高50%以上，从
而使果树产量提高20%以上。”张
瑞宏说。

据悉，该设备已由扬州大学
申请了5项发明专利及3项实用
新型专利，产品经江苏、安徽、浙
江等地的十多个用户使用，得到
一致认同。

本报讯（通讯员 刘娴 记者
何佳芮）近日，2019年全国三维
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精英联赛全
国总决赛落下帷幕。常熟理工学
院汽车工程学院大学生团队的参
赛作品《智能泊车AGV》获得全
国一等奖。

该款泊车AGV采用中间层
车身的双边双层设计，实现了三
层车身（两个相对面）的无干涉全
向相对位移。同时，无标识激光
导航的配备使得车辆能够不借助

标识自动识别规划路径。此外，
与传统泊车AGV相比，汽车的搬
运方式由抬升汽车底盘转变为夹
取车轮，不仅加强了对家用车的
保护，提升了搬运的可靠性，还实
现了无辅助直接搬运，使得搬运
调度更加灵活，大大减少了无人
停车场的建设成本。

据了解，该款智能泊车AGV
的投入使用，将使无人停车场单
位面积停车数量增长40%以上，
市场前景广阔。

扬州大学教授破解植物深施肥难题
切根松土施肥一键解决

提升搬运可靠性，停车数量可增长40%
智能泊车AGV
解决城市停车难题

AGV智能泊车效果图

本报讯（记者 何佳芮 通讯
员 南黎）心血管疾病是威胁人类
健康的“头号杀手”，心血管疾病
的“超前预测”和“术后实时追踪”
是临床有效诊断此类疾病的关键
所在。近日，南京理工大学化工
学院冯章启教授课题组研发一种
通过监测心血管壁外微应力变化
构建的心血管疾病超前预测和术
后实时追踪的新方法。目前，该
课题组取得阶段性技术突破,并
已完成动物临床医学评价，相关
研究近期发表在国际纳米技术和
纳米器件领域顶级期刊《ACS
Nano》上。

该方法是用一块特殊的力—
电转换生物材料，制成一个厚度仅
有200微米的柔性传感器（正常血
管厚度的十分之一），包裹在血管
或者心脏周围。就能在外面的设
备上清晰记录心血管系统在血栓
形成初期、中期和末期的全身血液
压力的细微变化，同时更精确、实
时地反映病变位置在发病初期由
于组织和细胞异化所造成的心血
管壁外压力的微小差异。这一功
能的实现为心血管疾病的超前预
测和术后实时追踪提供了临床研
究的成功典范。未来，该柔性传感
器可伴随心血管手术一同植入体
内，通过无线信号发射器的引入，
患者和医护人员即可在手机等客
户端对患者的心血管系统的病变
情况进行实时追踪和诊断。同时，
这一超灵敏柔性植入式压力传感
器的成功研制，也为体内微应力
的精准检测提供了可参考的新方
法，对临床实时、精准测量脑颅
压、肾脏压、眼压等具有极大的技
术推动作用。

现行的各类分子筛查和影像
学技术由于缺乏精准的特异性识
别功能，使心血管疾病的超前预测

和实时追踪成为临床诊疗的世界
性技术难题。为此，长期致力于生
物电子材料与纳米器件开发的南
理工化工学院冯章启教授课题组，
首创了一种具有高效生物力—电
转换性能的柔性纳米纤维材料，该
材料含有丰富的力—电转换偶极
子，不仅能够产生相应电压，而且
还具备优异的稳定性、敏感性以及
生物相容性。

该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以及江苏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该研究在该校化工学院冯章启、董
伟指导下完成，李通博士作为第一
作者具体实施了该研究。东南大
学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东
部战区总医院、美国阿克伦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kron）作为
协作单位协助完成了动物临床医
学评价。

南京理工大学在新兴生物医学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

实时追踪人类健康“头号杀手”

柔性微压力传感
器探测在血栓形成前
期、中期和后期过程
中心脏和外周血管壁
外的压力变化

“到建湖高新区投资，我看好
的不仅仅是这里的环境、政策等
一系列的优惠条件，其实是你们
做事的热心、诚心打动了我，与你
们共事让人放心、安心。从今往
后，我就是建湖人了……”10月9
日，来自云、贵、川、豫等五省市的
78名工人到达建湖高新区，在欢
迎会上，希来尔项目投资人蒋明
华董事长动情地说。

据了解，蒋明华是浙江银达
机电公司董事长，从事电机专业
制造30余年。目前，该公司拥有
6条自动化生产线和各类自动化
设备60余台，雄厚的科技研发团
队、成熟的市场销售布局、完善的
现代管理体系，使其成为业内屈
指可数的佼佼者。

“我们银达机电公司坐落在
浙江省温岭市的泽国镇，占地只
有16亩，厂房面积9000平方米，
产能严重制约了市场需求。考虑
到在江苏市场，公司占40%的销
售份额，决定在江苏新建电机生
产基地。然而，先期厂房设备投
入、招工培训、后续保障等一系列
因素，让我们迟迟下不了决心。”
蒋明华坦言，他专门成立的项目
选址考察班子，曾先后走访过江
苏的多个园区，最终落户在建湖

高新区是因为这里有个5D智造
谷，比较适合希来尔“年产50万台
套智能电动机”项目的“智造”大
环境和大趋势。

“建湖高新区在5D智造谷为
我们提供了两幢16000平方米现
成的标准化厂房，在智慧产业园
提供了一幢600平方米现成的办
公用房，先期投入减少了，缩短了
投产达效期。二期还给我们预留
了50亩的地块，招工培训、后续保
障都想到了。”采访中，蒋明华董
事长列举了建湖高新区一个个亲
商为商的实例。

近年来，建湖高新区围绕高
端装备、新能源两大绿色主导产
业，充分发挥商会作用，着力开展
以商招商、精准招商、全产业链招
商，不断提高“引”的能力、增强

“选”的定力、提升“落”的效率，开
创了真情招商新风气，赢得八方
商贾纷至沓来。今年，该区已新
引进超亿元工业项目6个，锦州阳
光年产1.2GW高效光伏组件、南
京迪威尔高端石油装备、大唐高
鸿新能源整车及零部件、上海开
维喜年产2万台(套）流体控制设
备、浙江银达防爆电机制造等一
批重大产业项目先后开工建设。

王文 王勇 肖兆力

“是你们的诚心打动了我”
——希来尔项目落户建湖高新区见闻

切根气爆松土注射施肥复式作业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