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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张志添走出大
山入伍当兵，兜里没钱，也没有
文凭，有的就是大山里练就的
勤快手脚、一股不服输的志气
和一份肯坚持的韧劲。训练项
目别人练一遍，他就练三遍四
遍，不论什么事情，他都要做到
最好。入伍第二年，他就当上
了班长，成为连队业务尖子，并
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0年，张志添申请调入
消防部队。张志添说，作为一
名半路出家的消防兵，自己必
须投入更多的精力练就过硬
的本领，才能更好在火场上冲

锋陷阵。那时候，晴天一身
汗、雨天一身泥，无论多么疲
惫，张志添总是坚持比别人多
练一点，多学一阵。

更让人称赞的是，张志添
顶着文化水平不高的压力，拼
命学习业务知识，取得了危化
品事故处置、地震救援、水域
救援等7个资格证书。

在队员眼里，张志添是一
名肯学习、有担当的大哥。救
援队员刘天乐说，训练中，他
是一名严格的导师，生活中，
他把队员照顾得无微不至，每
次抢险时，他总是冲在前面。

世界第一款全流程自动化鼻咽拭子采样机器人在深圳亮相

模仿资深护士采样
舒适度评分高于人工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图/受访者提供

深圳今年第二批16宗宅地挂牌
挂牌起始总价约350亿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晓旭报
道：7 月 5 日，深圳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发出公告，挂牌出让 16
宗居住用地，挂牌起始价共计约
350 亿元。这是深圳今年第二
批次集中供地，将于8月 4日挂
牌成交。

本次集中公告16宗居住用
地，总土地面积约33.29公顷，总
建筑面积约 179.85 万平方米。
地块位置涵盖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宝安区、光明区、龙
华区、龙岗区、坪山区，优化居住
用地空间布局，保障区域职住平
衡。其中，龙华区三宗、宝安区
四宗、龙岗区四宗、坪山区两宗、
光明区两宗、前海一宗。

本批次用地均采用“三限双

竞+摇号”的方式挂牌出让，即：
限地价、限普通商品住房平均销
售价格、限企业自持的保障性租
赁住房建筑面积，竞地价、竞企
业自持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建筑
面积，达到最高限制建筑面积后
通过摇号方式确定竞得人。其
中，前海地块，普通商品住房销
售限价（均价）为 107100 元/平
方米，为本次集中供地中最高限
价地块。

据悉，深圳将继续通过核验
房地产开发资质、企业关联性审
查、购地资金审查、购地宗数限
制等方式，继续围绕“稳地价、
稳房价、稳预期”工作要求，营
造平稳、理性、有序的市场竞争
环境。

走进位于佛山南海的
广东省现代农业（热带甜玉
米）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基
地，一大片近 60亩的玉米
郁郁葱葱，长势喜人。随手
摘下几个成熟的玉米棒子，
个个籽粒饱满，咬一口高甜
多汁、皮薄无渣。这种既是
粮食，也是蔬菜，还能扮演
水果的角色的玉米，正是佛
山科学技术学院的最新选
育成果——“佛甜 10 号”。
由于这一新品种在产量、品
质和耐热方面均有较大的
提高和突破，填补了华南地
区夏播甜玉米品种的空白，
也满足了珠三角一些高端
消费市场对甜玉米的需求，
去年被列为广东省主导推
广的高产高效品种，如今在
全省的推广面积近 100 万
亩。

佛山科研工作者20载扎根田间攻克种业难题

“能生吃的甜玉米”填补华南甜玉米夏播空白

锁定被采样人的位置，移动至其面前，机器人双臂协同操作采样管的
开闭盖和扫码、鼻咽拭子的抓取和标定……近日，“鹏程青耕”二代

——世界第一款全流程自动化鼻咽拭子采样机器人在深圳市罗湖医院
集团“黄码”人员核酸采样区亮相。据介绍，此前，在医学伦理批文指导
下，采样机器人开展了样机测试。截至6月14日，已完成634人次临床
前志愿者测试。样机测试中，一次性采样成功率达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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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罗湖医院集
团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
球首台智能鼻咽拭子核酸
采样机器人原型机“鹏程青
耕”亮相深圳。这是世界第
一台软组织上实现力控、自
动导航和自动标定的人工
智能采样机器人。“鹏程青
耕”可在运动规划系统控制
下，通过精确力控轻柔完成
鼻咽拭子的采集，实现从抓
取、标定、采集到消杀全自
动工作流程，无需人工干
预，采样过程安全可控。

一年多时间，功能更全
面的“青耕二代”机器人也
面世了。“鹏程青耕”二代
机器人由深圳市罗湖医院
集团（罗医）牵头，深圳墨
影科技有限公司 (墨影)、深
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
究院（AIRS）合作研发。据
介绍，“鹏程青耕”二代机
器人的主体为移动协作机
器人，相比于固定底座的单

臂机器人“鹏程青耕”一代
机，它拥有了人形机器人的
上半身（头部和双臂）、一
个可自由全向移动的车体
（AGV）和一块集成扫码、
语音和视频交互的平板电
脑。车体内置采样管、拭
子、无菌样本储备装置、消
杀灭菌装置等耗材。

在前代基础上，“鹏程
青耕”二代机开发了更准
确和稳定的 3D 视觉算法，
优 化 人 脸 识 别 的 算 法 模
型，实现了实时的人头姿
态估计和人脸特征的精确
定位算法，机身采用了多
个视角的深度传感器，能
够获取多角度图像和彩色
点云，并且开发了分别对
图像和点云的拭子、人体
目标的特征提取、跟踪和
3D 空间定位算法。机械
臂运动过程中，机器人能
够模仿资深护士的采样动
作进行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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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采样的使用体
验如何？据介绍，通过样机
测试，截至今年 6月 14日，
采样机器人已完成 634 人
次临床前志愿者测试。

样机测试中，一次性采
样成功率达85%，二次成功
率超过 92%。82%机器人
采集受试者感受与人工采
集感受相似或优于人工采
集。采样未有出现严重不
良反应，其他轻微或一般不
良反应与人工采样相近。
机器采样感受综合评分6.7
分，人工采样感受综合评分
5.8 分，机器采样感受总体
优于人工采样。机器人采
样舒适度明显高于人工操
作的鼻拭子采样，机器人采
集获取的样本量经检验中
心验证与资深医护人员人
工采集效果相似（内标基因
Ct 值统计学无显著差异），
达到高精度检测标准。

在安全性方面，二代
机配备了多处安全控制系
统，使用了机器人虚拟框
方案，以便于受试者在采
集中出现不适时可以有效
避让；控制机器臂运行速
度，确保在运行中受试者
可以有足够反应时间应对
各种突发情况；采样机械
臂最前端还配备了高精度
的六维力觉传感器，确保
在采到样本的同时，机器
人操作的拭子不会对鼻咽
后壁造成损伤。目前，634
例测试人群中机器人采样
的事故率为0。

此外，与所有协作机器
人安全方式类似，“鹏程青
耕”二代机体四面设置了应
急按钮，受试者可以应急按
停机械臂供电系统；同时，
整个AGV使用下端防撞条
设计，在移动中发生碰撞之
前即可终止运行。

采样机器人的研发初
衷，是为了减轻一线医护人
员的压力，让其从闷不透气
的防护服中抽身出来，也减
少了其高危暴露风险。据
了解，机器人利用先进的激
光 SLAM 技术预先存储环
境地图，并且通过在线的路
径规划技术移动到任意用
户指定的采样位置。采样
开始前，机器人双臂协同操
作采样管的开闭盖和扫码、
鼻咽拭子的抓取和标定。
用户到位后，通过平板交互
界面扫描健康码等身份信
息，机器人自动将采样管和

身份信息绑定并上传至公
共卫生检验平台。然后，机
器人利用3D视觉和六维力
控制技术，安全、准确、快捷
地对用户进行鼻咽拭子核
酸采样，之后自动剪断拭子
并针对采样管、夹爪、机体
等关键部件进行消杀，随后
到下一个采样点继续采样。

罗湖医院集团院长孙
喜琢介绍，“鹏程青耕”二
代机正在兼容合作团队已
有全自动口咽拭子的采集
解决方案，实现鼻咽拭子
和口咽拭子兼容的单机双
采模式，实现重点人群和

低风险人群不同场景的快
速切换适用。未来，“鹏程
青耕”还将继续在呼吸道、
支气管、消化道和心血管
的 组 织 及 器 官 的 检 查 检
验、辅助诊断等领域拓展
临床应用范围。

机器人采样是科技助
力抗疫的一个缩影。据了
解，罗湖医院集团率先在深
圳使用无人机运送检验标
本（包 括 新 冠 病 毒 核 酸 样
本）。无人机运送的速度每
小时约 60 公里，不用等红
绿灯、不会拥堵，可以比地
面交通运输快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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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机器人

消防卫士张志添：
逆火而行践行守护家园初心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全良波

不怕流汗练就本领

逆火而行守护家园

2015年 10月4日，超强台
风“彩虹”袭击湛江。富多煤气
公司3个球罐液位计和检查梯
全部被吹断，导致总量970余吨
液化石油气发生大面积泄漏。

回忆起这次救援事件，张
志添记忆犹新。当时气体飞
速喷射，刺耳的“吱吱”声在一
公里外都听得清清楚楚，让人
不寒而栗。3个球罐顶上各喷
出一条四五米高的白色气柱，
气罐区白茫茫一片,到处都是
浓烈的气味。光滑的罐体没
有支撑点，他紧紧抓住罐体的
喷淋管道，利用安全绳交替自
我保护，捆一节爬一节，艰难
地一节一节往上爬。“20 米的
高度足足用了30多分钟，这是
我人生中最长的 20米。”张志
添说。

他说，到达了罐顶，看到
不足 2平方米的平台上，有个
直径约60毫米的泄漏口，强劲
的气柱离身体不到 1米，泄漏

声不断刺激耳鼓膜，这是从未
有经历过的险情。时间就是
生命，张志添利用软梯帮助战
友和技术人员爬上罐顶。三
个人齐心协力、相互配合，堵
漏一举成功。“当时利用‘木塞
横杆加压堵漏法’，每一个轻
微动作，都担心引起一点点火
花、一丝丝静电，引发连环爆
炸。背后是整个霞山区人民，
心里承受着太大压力。”张志
添说，与死神面对面过招，三
人连续四小时奋战，成功完成
了两次登罐堵漏任务。

20余年来，张志添参加灭
火救援4000余次，经历了多次
的生死考验。先后荣立个人
一等功 1 次、个人三等功 10
次。“‘家人围坐、灯火可亲’是
我们每名消防员的向往，但系
于职责和党员使命，每当警铃
响起，我们总是义无反顾、赴
汤 蹈 火、向 死 而 生、逆 火 而
行。”张志添说。

分享经验传递理念

玉米起源于北美，于 16 世
纪 传 进 中 国 。 玉 米 作 为 重 要
粮 食 作 物 ，在 我 国 南 北 各 地
广 泛 种 植 。 均 不 完 全 统 计 ，
玉米在我国种植面积超 2.4 亿
亩 ，目 前 在 市 场 上 推 广 的 玉
米 品 种 多 达 数 千 。 按 用 途 与
籽 粒 组 成 成 分 分 类 ，可 将 玉
米 分 为 特 用 玉 米 和 普 通 玉 米
两 大 类 ，其 中 特 用 玉 米 一 般
指 高 赖 氨 酸 玉 米 、糯 玉 米 、甜
玉 米 、爆 裂 玉 米 、高 油 玉 米

等 。 特 用 玉 米 以 外 的 玉 米 类
型即为普通玉米。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翻开
了 甜 玉 米 研 究 的“ 扉 页 ”。 目
前，鲜食甜玉米已经成为中国
南方主要的食用玉米品种。据
统计，目前大湾区是全国最大
的甜玉米消费市场，日均消费
200 万-300 万斤，而佛山更是全
国最大的鲜食甜玉米批发集散
地 ，批 发 总 量 占 全 国 市 场 的
35%-45%。

佛山鲜食甜玉米批发总量
占全国35%-45%

张志添（打伞者）救援被困老人

“佛甜 10 号”是高品质特耐热双色超甜玉米，平均亩产鲜苞超 1000 公斤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吴泳

下田查看玉米生长情况，
是王蕴波每天的常态工作

“系于职责和党员使命，每当
警铃响起，我们总是义无反顾、赴
汤蹈火、向死而生、逆火而行。”这
是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湛江支队
沙湾站站长助理张志添的信念。
加入消防救援队伍24年来，他参
加灭火救援4000余次，曾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
见。5日，记者走访广东省消防救
援总队湛江支队沙湾站获悉，张
志添除日常工作外，还进校园、下
基层开展宣传，把正能量传递给
千家万户。

2021年，张志添被党中央
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
总书记的亲切接见。2021 年
11 月 9 日，张志添又获评“全
国应急管理系统二级英雄模
范”和“中国消防忠诚卫士”两
项荣誉，到北京受到习近平总
书记的亲切接见。今年，张志
添作为全省消防救援队伍的
党代表，参加了广东省第十三
次党代会。

张志添说，两次被总书记
接见，是人生中最骄傲的时

刻。“但我深知，这份荣誉不属
于我个人，它是党对所有基层
一线消防指战员的肯定与激
励。”从北京回来后，自己到兄
弟单位和社区、学校、企业分
享奋斗历程、传递党的声音，
主动投入乡村振兴建设、开展
消防安全宣传，就是想把党的
关心关爱传递给更多的战友
和群众。“未来，不管十年、二
十年、三十年，我依然是那个
不服输的少年，时刻准备着，
奋战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

20年努力“天方夜
谭”变现实

夏季能在广东种出亩产超
1000 公斤的甜玉米？倘若在多
年前说出这样的话，一定会被农
学专家和种植大户投以怀疑的
目光。因为甜玉米在温带气候
条件下更适宜种植，如气温过高
则会出现秃尖、缺粒等现象。夏
季的广东高温、高湿，病虫害较
难控制，无品种可种是常态，大
量的土地处于夏季闲置状态。
而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育种团队
通过近 20年来不懈的尝试与努
力，将“天方夜谭”变成现实。

2000年，王蕴波作为作物遗
传育种学科带头人被引进佛山，
担任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食品科
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经过近两
年的走访调研后，王蕴波确定了
付诸后半生的研究方向——甜
玉米育种研究，他瞄准的方向正
是业内最难突破的难关：甜玉米
的高产和耐热。

“培育甜玉米耐热高产新品
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王蕴波介绍，因为玉米并非起
源于中国，种质资源、野生玉米
株资源在国内极其稀缺。2005
年以来，王蕴波先后从非洲、美
洲采集大量优质耐热抗旱高产
玉米品种资源，不断丰富玉米
种质资源，扩充手中的“玉米基
因库”，同时还积极通过引进国
际玉米和甜玉米领域的先进育
种技术，为更好选育甜玉米新
品种服务。

通过对引进种质资源进行
无数次的尝试与改良，王蕴波所
带领的甜玉米研究团队，选育出
适合广东气候种植的甜玉米品
种。自 2010 开始，该团队选育
的“佛甜 2号”“佛甜 3号”“佛甜
6号”和“佛甜 10号”，在广东省
乃至华南地区得到了大面积推
广种植。

提升芯片技术新品
种选育提速

广东的夏季，地表温度有时
达到 50-60℃。顶着烈日暴晒，
扎起袖子，挽起裤腿，开展田间
种植工作，这是王蕴波和团队成

员的日常工作。“可能支撑自己
的是心中的那份坚持，希望能突
破育种技术，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推动粮食稳定发展。”王
蕴波介绍，此前国内种植甜玉米
大多选用国外的进口种子，好的
种子品种高达几百元一斤，也成
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推动
粮食稳定发展的“拦路虎”。

2021年，王蕴波甜玉米育种
团队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徐云碧团队联合开发
了40K液相玉米芯片，对甜玉米
耐热性状的鉴定及全基因关联
分析进行深度研究，有效解决了
国外固相芯片“卡脖子”技术难
题，并且比固相芯片效率更高。
也正是得益于芯片技术的支撑，
耐热基因挖掘、新品种选育进入
快车道，优质耐热甜玉米新品种

“佛甜 10 号”横空出世，它填补
了华南地区夏播甜玉米品种的
空白，并且优化了全年种植模
式，获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二
等奖。

据介绍，作为目前全省农业
的主导品种，“佛甜10号”的最大
特点是高产、优质、耐热，生育期

仅76天，平均亩产鲜苞1080.1公
斤，具备较好的丰产性、抗病性和
抗倒性，具有较高经济价值。

继续攻关选育耐寒
甜玉米

对于甜玉米选育，王蕴波介
绍，在保证高产优质的基础上，
耐热和耐寒是两个主要攻克方
向。经过多年努力，“佛甜 10
号”的诞生，已实现“耐热”方向
质的突破，接下来团队也将精益
求精，培育出更高产优质、颗粒
更饱满、甜度更高的耐热品种。

而耐寒型甜玉米的选育也
是王蕴波团队接下来另一主攻
科研方向。“每年 12 月前后，是
广东及华南地区全年最低温的
季节，选育耐寒型甜玉米品种，
能盘活冬闲地，让农户迎来进一
步创收。”王蕴波表示，目前耐寒
型甜玉米育种工作正在有条不
紊开展，也取得一定成效，希望
未来能实现技术突破，将仅剩不
多的难关逐一攻破，让彻底填补
华南地区全年种植“空窗期”成
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