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苗孵化过程实现零排放不换水

室内循环水成功孵化石斑鱼
填补国内空白

申科谱公司自研项目
通过科技成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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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壹亩田在莲洲
镇獭山村投建落地。“通过工
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壹亩
田一期项目成功研发‘鱼菜
共生’生态种养模式。”苏礼
恒介绍，养殖对象主要是南
美白对虾、东星斑、珍珠石斑
等，并大幅提升养殖效能。

“传统模式养殖的南美白对
虾，亩产量1000斤，而通过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的南
美白对虾亩产可以达到2万
斤，是传统生产力的20倍。”
苏礼恒表示。

2022 年，壹亩田二期
项目建起了澳洲淡水小龙
虾工厂化孵苗繁育车间，经

过一年多的科研攻关，2023
年 5月成功出苗。“4.3万尾
虾苗给当地养殖户试养，市
场反映不错。”苏礼恒介绍，
澳洲淡水龙虾具有体大肥
美、肉质嫩甜、营养丰富、生
长速度快等优点，市场前景
广阔。

“孵化石斑鱼是三期项
目。”苏礼恒表示，目前壹亩
田已经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我们之前交了很多学费，走
了不少弯路，仅在壹亩田就
投入了800多万元，现在更
有信心扎根在这个领域，不
断探索不断发展。”

壹亩田三期项目扩建了

2个车间、25个标粗池。此
外，莲洲镇上栏村占地面积
30亩的壹亩田养殖基地正
在建设。“有了更多的标粗
池，就可以把石斑鱼小苗
（1-2厘米）养成中苗（10厘
米左右），经济效益将会有更
大提升。”苏礼恒说。

强国必先强农。兴农强
村富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是“百千万工程”的重要内容
之一。像苏礼恒一样，眼下
越来越多有技术、有理想的
新农人扎根乡村，把论文写
在万亩沃野上，在乡村开辟
出新质生产力发展赛道，大
展手脚实现梦想。

扩建25个标粗池养中苗

本报讯（记者张帆）由广东
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组织的科
技成果评价会，近日在珠海市申
科谱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申科谱”）举行。评价会专家
组一致认为：申科谱自主研发的

“汽车电子异型曲线PCB智能
分板机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项目，“该成果技术创新性强，填
补了国内空白，整体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位于斗门区新青科技工业
园的申科谱已有40多年的发展
历程，是一家专注于高端标准工
业设备设计和生产的国际化公
司，是全球领先的工业制程自动
化解决方案提供商。申科谱在
上海、北京、成都和苏州设有办
事处；在芬兰设立有研发中心和
生产基地，在美国、德国、丹麦设
有分公司，在匈牙利和法国设有
办事处。此外，申科谱拥有遍布
全球的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络。

期间，申科谱总经理张振富
以及项目技术负责人，对项目关
键技术和创新性进行了汇报。

据介绍，“汽车电子异型曲
线PCB智能分板机关键技术研
究及产业化”项目，基于AI识别

智能调参技术、多爪抓取技术、
铣刀分段技术、多通道交替上下
料技术、多轴联动插补控制技术
和亚像素级视觉定位引导技术，
开发了全自动 PCB 智能分板
机，实现了复杂曲线PCB分板
设备的智能化，提升了设备的加
工效率、降低使用成本，确保加
工过程的高速、高精度。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获邀
参与本次评价会。广东机械行
业协会副会长何湘吉教授、中山
大学王国利教授、华南师范大学
黄佐华教授、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游泳教授、珠海科技学院谷
峰教授等组成专家组，对项目进
行评价。

专家组听取了有关该项目
的工作汇报、技术汇报，参观了
产线并审查相关成果资料。根
据科技部科学技术评价办法的
有关规定与科技成果评价的标
准及程序，本着科学、独立、客
观、公正的原则，专家组一致认
为：“该成果技术创新性强，填补
了国内空白，整体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其中适用基板品类、加工
尺寸和切割厚度等关键技术指
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本报讯（记者张帆）近日，井
岸镇首届公益微创投项目大赛
在建粤商务中心举办。经过精
彩的路演，最终遵义医科大学珠
海校区的“孤独症困境儿童语言
康复随访志愿服务”项目获得一
等奖。大赛获奖的项目将获得
资金支持，在井岸辖区落地服务
居民。

本届大赛由井岸镇公共服
务办、综治办指导，井岸镇善雅
社会组织统筹发展中心主办。
大赛历经40余天的项目征集、3
期专题培训和培育赋能阶段，共
有来自高校团体、社会组织、爱
心企业等19个项目团队进入路
演环节。

入围项目以“百千万工程”
“绿美广东”和“促进幸福井岸和

谐发展”为主题，服务内容涵盖
“一老一小”“心理健康”“青年婚
恋”等方面，各评委针对项目的
落地情况、创新性和公益性等方
面进行逐一点评指导。

大赛最终评选出星语心
愿——孤独症困境儿童语言康
复随访志愿服务一等奖项目1
个，短视频文化推广等二等奖
项目2个，“粤韵飘香·薪火传
承”困境儿童传统文化等三等
奖项目7个，以及优秀奖项目9
个。据了解，活动主办方将持
续开展项目签约、落地督导、资
源对接、品牌化运营服务等工
作，进一步提升公益微创投项
目服务水平，让“微创投”发挥

“大动力”，打造具有井岸特色
的公益创投品牌。

微光聚力更幸福

井岸镇举办公益微创投项目大赛

工作人员使用电子显微镜检查鱼卵。
本报记者 梁冠贤 摄

苏礼恒是珠海农夫壹亩
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壹亩田”）创始人。壹
亩田位于山清水秀的斗门区
莲洲镇獭山村，这是一家隐
于乡野的公司，但却依靠科
技手段不断研发农业新项
目，室内循环水孵化石斑鱼
就是其中之一。

在利用室内循环水成功孵

化石斑鱼之前，苏礼恒已经尝试
了很多次。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今年4月份大功告成。

据悉，室内循环水成功
孵化石斑鱼，这在珠海尚属
首次。

“第一次放卵是在4月4
日，我们利用室内循环水成
功孵化出石斑鱼鱼苗，当时
很多客户坐飞机过来考察，

认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情。”苏礼恒表示，第一批24
万尾石斑鱼鱼苗5月18日
已销往湛江和海南，也正是
在市场良好反应的基础上，
壹亩田开始第二次孵化放卵
鱼苗，“有了第一次孵化的经
验，我们也会做得越来越
好。很多事情一旦走通了，
成功率将会很高。”

种苗孵化，被誉为水产
养殖业的“芯片”。

苏礼恒介绍，在水产养
殖中种苗孵化最难，而石斑
鱼孵化更是难上加难。为做
好石斑鱼孵化工作，60多岁
的香港水产业养殖专家张志
明加入了团队。“从放卵到卖
苗，历经35天，心情既忐忑
又激动，期间有几道关要过，
过得去就成功了。”张志明介
绍：一个是开口关，从鱼卵中
孵化出来的鱼花，3天内要
开口吃东西，不然就无法存
活；第二关是变态发育，鱼苗
刚孵化出来不是一条鱼，需

要经过非完全变态发育；第
三关要防止大鱼苗吃掉小鱼
苗……

“石斑鱼不同于淡水
鱼。按理说，在莲洲这个片
区，是难以孵化石斑鱼的。”张
志明坦言，有了壹亩田的水处
理系统，加上团队技术，这是
孵化工作获得成功的保障。

令张志明欣赏不已的壹
亩田水处理系统，指的是壹
亩田自主研发并使用的工厂
化循环水养殖系统。

在养殖业，向来有着“养
鱼先养水”的信条。

目前，孵化石斑鱼有传

统方式的外塘孵化、水源直
进直出的车间孵化。两种方
式均使用不经处理的水质，
因水质不稳定导致孵化成功
率不高。

“壹亩田的工厂化循环
水养殖系统，由养殖池、生态
处理器、蛋白分离器、恒温系
统、水质检测系统、自动投喂
系统等组成，保证了整个孵化
过程的水质稳定，实现零排
放、不换水，也能最大程度规
避高密度养殖风险。”苏礼恒
介绍说，构成此项水处理系统
的三项核心技术，分别获得了
三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室内循环水成功孵化石斑鱼

水处理系统成为关键

井岸镇公益微创投项目大赛现场。
本报记者 梁冠贤 通讯员 李华理 摄

□本报记者 张 帆

“这次放鱼卵1.2斤，约
有100万尾鱼花，期待有一
个好收成。”苏礼恒开心说
道。

开心，是因为成竹在
胸。苏礼恒目前所做的事
情，其实是一项难度挺高的
农业科研项目：室内循环水
孵化石斑鱼。

6月7日上午，鱼卵从海
南空运过来后，苏礼恒和他
的团队立马忙活起来。“鱼
卵先要孵化成鱼花，再到幼
苗、小苗……从现在开始，
要像照顾婴儿一样精心‘伺
候’它们了。”苏礼恒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