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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进展

浙江省温州低压电器技术创新服务平台是浙江
省科技厅 2009年批准的省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由
温州大学牵头，国家工业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
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低压电器实验室、浙
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建设。依托平台
建立了6个省市科技载体，包括平台重要组成部分浙
江省低压电器智能技术重点实验室（已更名为浙江
省低压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浙江省重点科技创
新团队、浙江省低压电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高效整合科技资源，形成了推动低压电器产业技术
与战略创新的支撑力量。平台建立了45人的科技服
务队伍，其中教授及高级职称35人，博士26人，引进
省“千人计划”人才1名。平台以低压电器智能化技
术为主要研究方向，主攻低压电器自动化检测与装
配技术，围绕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目标，立足企业现实
需求，平台开展技术创新、产品开发、检测分析、人才
培养等全方位公共服务，解决行业共性和关键性技
术难题。

近三年来，平台紧密结合产业升级需求、经济社
会需求，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等项目50余项，发表
高水平学术论文200多篇，获得授权专利65件，其中
发明专利34件，获得省部级奖励1项，负责或参与制
定国家、行业标准 6项，服务企业 1400余家，产品检
测直接服务收入5000余万元，组织实施《低压保护电
器制造过程数字化检测关键技术及应用》成果，新增
产值 17.01亿元，新增利税 2.99亿元，取得了显著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16年12月，浙江省科学技
术厅委托第三方分别对平台、工程中心在科研活动
与创新成果、公共服务与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了绩
效评价，平台、工程中心在考核中均名列前茅，获得
了绩效优秀的成绩。

支撑技术创新，服务企业“提质增效”

平台结合产业现实需求，开展技术创新研究并
推广技术成果，多项成果广泛应用于低压电器骨干
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平台研究成果“低
压保护电器制造过程数字化检测关键技术及应用”
具有多项技术创新点，提出了新型分析方法、新型高
精度瞬时恒流源技术、过载保护特性等校检测新方
法、智能控制器数字化检测新方法，并研制了数字化
程度高、检测精度高、校验效率高、人工成本低的检
测校验装备。项目组凝练技术成果，在国内外期刊
与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19篇，其中 7篇被EI、SCI收
录，获得授权发明专利6件，作为主要起草人制定国
家标准 2项、行业标准 1项。该成果广受业内推崇，
经济社会效益可观，具有高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
一体化的特点，显著提升了低压电器产品制造过程
效率与低压电器产品性能，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广
泛应用于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如：正泰、德力西、人
民、天正、上海良信、上海二一三等企业，近三年为企
业新增产值17.01亿元，新增利税2.99亿元。该成果
不仅迎合市场需求，受到业内一致好评，而且对实现
低压电器产品质量提升、促进低压电器产业转型有
积极意义。

推广技术成果，带动产业“机器换人”

平台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全面推进“机器换
人”决策部署，发挥自身技术优势，深入企业开展“机
器换人”技术调研和联合攻关，研发出多项具有推动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自动化生产线、流水线成果，
并对其产业化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与时间。平台研
究成果“小型断路器精益生产自动检测线装备”“塑

壳断路器自动化检测流水线”等自动化设备是平台
对自动校准检测技术、柔性制造技术、计算机和仿真
技术、通讯技术等进行重点攻关而研制的“机器换
人”新成果。该项成果推广良好，目前已广泛应用于
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天正、华通、常安、环宇等龙
头企业，已成为控制产品质量和可靠性的关键工艺
装备。其中“小型断路器精益生产自动检测线装备”
可达到1只/秒的生产节拍，整条生产线只需1位辅助
工人，节省了15位熟练工人，检测效率提高了6倍以
上，每年可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数十亿元。

开展各类培训，巩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平台自启动建设以来，针对低压电器产业内广
泛存在的技术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低下、企业缺乏研
发动力等问题，从人才培养、科研资源共享等方面进
一步发挥技术支撑作用。近三年，平台围绕企业人
才培养需求，继续面向相关学科领域、低压电器产业
开展各类培训课程。其中 2016年，平台组织科研人
员赴华仪电商园开展工业电器工程师培训，内容涵
盖“低压电器仿真技术与应用”“低压电器试验与检
测”“智能低压配电系统技术”等课题，共培训1320人
次。2016年 10月和 7月，平台共建单位浙江省机电
设计研究院分别面向杭州乾龙电器有限公司、浙江
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标准培训课程。2016年
9月，平台共建单位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低压电器实验室（温州）面向正泰配电一公司开展正
泰技术工程师培训活动。平台培训服务不仅实现了
人才资源的共享，完成了社会服务使命，而且为产业
升级培养了创新力量，促进了高校、科研载体与企业
间的技术融合。另外，平台每年与企业共同承担的
高水平项目，为硕博人才的进一步深造提供了良好

环境。平台同时承担温州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电气
工程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每年向地方低
压电器产业输送大量工程硕士，为低压产业人才队
伍注入新鲜血液。

扩大交流合作，提升平台业内影响

平台十分重视与上级部门、科研院校、企业同行
间的交流沟通。2016年 8月 17日，温州市委书记徐
立毅一行开展专题调研科技创新工作，重点视察高
校科研能力，莅临省低压电器平台、省低压电器重点
实验室指导工作，平台工作人员、重点实验室科研人
员热情接待并认真汇报工作，工作成果获得了徐立
毅领导团队的肯定。2016年 6月，平台科研人员赴
江南大学物联网工程学院作学术调研，与对方院校
科研力量讨论了以物联网技术为热点的智能化技术
发展趋势。同月，平台人员接待河北工业大学电器
研究所教授、衢州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在
技术创新方面交换了宝贵建议，在资源共享、合作互
助等方面作出了规划。同月，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
用低压电器分会会员大会暨行业发展研讨会在江苏
无锡召开，平台科研人员一行参加了会议，通过本次
会议进一步深入了解了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沿技术动
态。平台除了保持与低压电器产业的交流外，还注
重与顶尖技术的融合。2016年11月至12月，平台共
建单位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低压电器实
验室（温州）受邀访问德国VDE测试研究院、法国施
耐德电气公司作技术交流。2016年 10月平台组织
科研人员赴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
进行参观访问与技术交流，探讨“机器换人”、物联
网、智能化控制模块等主题的技术合作与产品开发。

地址：温州市学院中路276号温州大学电器楼 电话：0577-88373120 88373126 网址：http://www.lvait.com

建立了6个省市科研载体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莅临指导工作

GSM3E系列塑壳断路器用互感器测试台

智能断路器瞬时、延时测试台

你听说过300元一公斤的食用菌吗？笔者日前
听闻这一消息后，立即驱车前往位于常山县友仙家
庭农场内的食用菌新品种示范基地看个究竟。

“这段时间雨水多，要注意排水。”在辉埠镇桐
村的基地上，笔者碰巧遇上前来指导工作的该县农
业局科技人员洪金良。当看到菌株的顶部有变黑
的情况，他又不忘叮嘱农场主王治友：“都是黄虫害
的，要在棚内多放置黄色粘虫板。”

看着一朵朵外形酷似羊肚的羊肚菌，王治友咧
开嘴笑着告诉笔者：“这已是第二茬了。前些天我
每天都要采摘个四五十斤，以每公斤240～300元的
价格通过电商销往杭州、嘉兴等地。”

这样的价格当然让王治友高兴，但想起去年的
试种失败，王治友很是感慨。“一亩地，只出了3朵羊

肚菌。我差点哭出来。”
2015年下半年，在有关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农

村实用人才王治友和省科技特派员刘志强攀上了
亲。听说四川绵阳等地试种成功的羊肚菌可卖到
300元一公斤，心动的王治友决定试种1亩。干劲
十足的他马上雇人用黑油布搭建起圆顶矮棚，并花
了4000余元从四川农科院购得菌种。

从基质管理到湿度调节，不能说不细心，但就
是看不到羊肚菌冒出来。“现在想来主要是因为棚
内温度调节没有做好。”王治友相告，羊肚菌对温度
非常敏感，过高或过低都不行，黑油布矮棚因为通
风不好，不适宜调节温度，所以只采收了3朵。

但失败并没有让王治友却步，2016年，他决定
继续试种。县农业局得知情况后，主动帮他联系省

食用菌科技创新与推广服务团队专家，并指定洪金
良点对点帮扶。听取各位专家的意见后，刘志强、
王治友等人决定，把原先的黑油布矮棚改装成竹架
遮阳网大棚，并在栽培过程中实时对空气、光照等
生长因子进行调适。

“从2月中旬开始采收，预计到4月中旬采收结
束。”王治友说，今年每亩鲜菇产量可达100公斤，预
计产值2.6万元，利润将在1.6万元以上。“明年要将
现在的10亩种植规模扩大到20亩。”

一心想着助农致富的洪金良接过话茬，“羊肚
菌具有益肠胃、补脑提神、增强免疫力等功效，栽培
时可与水稻轮作，简单易学，技术成熟后，可以推
广。”目前，他正在进行菌种培育试验。

徐功富

在衢州市，数架教学用的农用无人机在盘旋，来自当地农技110的工作人员现场指导农
民遥控无人机。学员们在老师帮助下操控着遥控器，起飞、旋转、画圆、降落，熟练地完成一
系列操作。这些农用无人机，主要用于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地质灾害预警等，将为农业提质
增效注入科技力量。 吴铁鸣 戎融

日前，一种利用毛竹伐桩储水减少林地水土流失的
新模式已在湖州市居民饮用水源保护地上游——吴兴
区埭溪镇红旗村投入生产应用，并已申报国家发明专
利。

毛竹采伐过后，竹林中留下了大量的伐桩，伐桩也
叫竹篼或毛竹蒲头。留在山上的毛竹伐桩，自然腐烂需
要8～10年，最长可达12年，导致林地空间被占，影响竹
林高产丰产。假如采取人工挖掘处理，人均每天只能挖
除70～80个，费体力、效率低，而且容易导致水土流失。

为科学解决这一制约竹子培育的技术难题，2010
年，湖州林业科技人员自主开发了毛竹伐桩处理机械，
人均每天可处理量达到500～700只。在该机械推广应
用中，技术人员经连续跟踪发现，在竹篼粉碎腐烂过程
中，仍有自然储水量少、地表腐蚀质被雨水带走等问题。

对此，湖州市笋竹产业联盟创新团队、湖州市林业
局、湖州市林科所专家及技术人员，创新了一种利用毛竹
伐桩储水减少林地水土流失新模式。其核心要点是：利
用机械处理伐桩时，在伐桩上坡位将粉碎钻头倾斜至
15～30度，定心钻头安放在竹篼下坡边缘，启动电机将上
坡位竹篼边缘切出一个比地平低于2厘米左右的“V”字型
切口后停机，再将钻头调整至垂直向下进行切割粉碎，直
到其底部即可。

此模式不仅有效增加了竹篼内的自然储水量，增强
了竹林抗旱能力，而且能够分段拦阻枯枝被水流带走，进
一步增加林内有机质含量，保护竹林生态环境。下雨时，
地表泾流伴随地表腐蚀质进入竹篼，大大增加了其自然
储水量，枯枝落叶滞留竹篼周围，有效减缓了地表泾流的
流动速度，起到一定的有效拦阻作用，使上游的泥土不易
被雨水冲走导致水土流失。竹叶、杂草滞留竹篼内或竹
篼周围，洞内落叶等有机质逐年增加，既有利于水分涵养，
又有利于林地质量的提升，为持续经营创造条件。

杨健

作为国家科技部立项支持的“黄姑鱼养殖产业化中试
与示范”项目日前通过专家验收，这意味着黄姑鱼大规模
养殖和产业化进入实质性阶段。

黄姑鱼，在宁波俗称“黄婆鸡”。野生的黄姑鱼肉质比
较干硬，而养殖的黄姑鱼肉质更加柔滑鲜嫩。

笔者在象山西沪港看到，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
在这里养殖了７0多个网箱的黄姑鱼。据公司总经理徐万
土介绍，这个项目自2014年立项以来，已建立了两个养殖
示范基地，示范推广了154亩养殖网箱，养殖黄姑鱼近130
吨，总产值1110万元，利润341万元。

据养殖专家介绍，黄姑鱼生性比较凶猛，野生的黄姑
鱼虽然肉质较鲜，但口感有些干硬，通过养殖后大幅提高
了其肉质的柔嫩度。而且养殖的黄姑鱼抗病性较强，生长
速度也比较快，一般养殖两年体重就可超过350克。

目前养殖的黄姑鱼条重在350～400克的，市场价为每
500克六七十元；条重在500克左右的，市场价为100元左
右。

据了解，黄姑鱼将成为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建
立的无公害网箱养殖商品鱼供应基地主要鱼种之一。

谢良宏 杨杏未

4月10日上午，位于国家4A级泽雅风景名胜区南山古
道山脚下，来了一批“不速之客”：温州市瓯海区政协委员
90余人手拿锄头、铁锹，填土的填土、压实的压实，仅一个
多小时就种下 100 多棵成龄梨树，形成一片喜人的梨树
林。这是该区启动泽雅“一路一树、一村一花”百花林建设
的一个镜头。

“实施‘一路一景、一村一花’，把泽雅建设成休闲旅游
小镇！”今年2月16日，瓯海区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
发言，来自医药卫生界委员陈海琴抢得三分钟即兴发言机
会时掷地有声地提出自己的大胆设想。他认为区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把泽雅建设成休闲旅游小镇，建议实施“一路
一景”：泽雅山多树多，并不缺绿化，只缺美化。泽雅有81
个行政村，现在村村通公路，81个村就有81条路，把这81
条村级公路两侧都种上观赏性强的树木花卉，那就是81条
美景带，给人留下很美的第一印象。他建议实施“一村一
花”：泽雅81个村，每一个村都选一种花大面积种植，再在
屋前屋后、村间小路、田头园尾，见缝插针地都种上花，打
造成百花镇的“金名片”。

陈海琴简短的三分钟即兴发言招来一片热烈掌声，并
引起与会区领导的关注。会后，区政协主席会议决定捐建

“九届政协委员特色林”，并向全体委员发出《携手捐建“委
员林”合力打造特色村的倡议书》，得到了广大委员的积
极响应，自愿捐款达25余万元。

泽雅镇党委书记林显斌介绍，泽雅镇有10余条古道。
区政协此次首倡捐建“政协委员特色林”与他们建设美丽
乡村、打造旅游名镇目标不谋而合，该镇已决定以此为契
机，全面启动实施“一路一树、一村一花”建设行动，将通过
3～5年努力实现美丽乡村“百花镇”建设目标。目前，三条
古道已开始实施特色林建设计划。 黄松光

有益肠胃 补脑提神

常山羊肚菌卖到300元一公斤
养殖的“黄婆鸡”
比野生的更鲜嫩

衢州春耕忙试“飞”

泽雅要建成“百花镇”

毛竹伐桩储水，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