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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宁波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实验场所面积达到了5500平方米。中
心的各种高精尖仪器装备700多套。

“截至目前，宁波市、县两级监测站
已建分析能力包括水、气、土、底质、固
废、噪声和振动、辐射等9大类约800多
项，可基本满足国家各类环境质量标
准、综合排放标准及部分行业排放标准
绝大部分评价指标的监测需要。”浙江
省宁波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负责人说道。

在液相色谱仪实验室内，中心分
析室的专业技术人员正在进行重点管
控新污染物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抗
生素、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监测技术
方法研究实验。

据介绍，在有机物污染监测方面，
宁波不断探索建立多种适合宁波产业
特点的实验室监测分析方法，共计开
发各种环境介质中有机物监测新方法
88个，涵盖有机物种类241个。

“范医生，我家孩子的背越来越驼了，还总
喊腰酸背疼，您看看会不会是脊柱侧弯？”这样
的咨询，范海涛主任医师有时候一天要接到好
几个，而每次他都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耐心
地为患者进行评估和分析，并给出合理建议。

作为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脊柱外
科骨干专家，范海涛对各种脊柱疾病的诊治均
十分擅长，尤其在脊柱脊髓创伤、脊柱畸形等
疾病的手术治疗方面游“刃”有余，帮助大量患
者解除了病痛的折磨。如今，早已名声在外的
范医生仍在不停锤炼自己的技术，只为让更多
患者能够“挺直腰杆子”。

范海涛：用有温度的技术，帮助患者“挺直腰杆子”

范海涛主任医师（右一）坐诊中。

“玩乐高”的机器人
“小独栋”里的黑科技……
记者感受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神力”

像“玩乐高”一样进行水质监测的机器人，它是怎么运作的？污
染物的监测，会怎样做实验？东钱湖边的一线湖景“小独栋”，里面藏
着什么“黑科技”？

19日，记者受邀走进我市部分生态环境监测设施开放单位，近
距离感受了一把宁波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神力”。

“这套AI智慧检测系统，创新采
用移动机器人与智能样品台‘乐高组
合’，样品位扩充到200个，后续可根
据需要增加清洗、预处理等功能或拓
展其他检测项目，满足不断变化的监
测需求。”北仑区环境保护监测站相
关负责人介绍道。

记者看到，在北仑区环境保护监
测站的水质监测AI人工智能实验室
内，监测设备如同工厂内的自动化生
产线一样，在不停地运行中。这是
2023年该站建成并投用的浙江省首
个区县级水质监测AI人工智能实验
室。

智能移动机器人首先通过多模
式扫码技术，对样品台上的样品迅速
扫描识别，随后精准抓取样品放上传
送带。通过传送带后，水样进入自动
取样系统，自动取样系统则以多方位
多重感知技术、液体流路自动控制、

机器人自动进样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实现批量地表水样品从分液、前处
理、检测分析到数据报告的全流程自
动化。

据了解，该实验室将自动化分析
仪器与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数
据库管理等新技术融合创新，以国家
监测分析方法标准为依据，做到批量
地表水样品从分样到检测分析出报
告等全过程自动化监测，实现地表水
样品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总氮、氨氮
等9个指标水质分析全过程智能化
的技术目标，不仅提高了检测速度，
同时减少了人工检测引起的偏差。

以每日100个样品9项参数检
测计算，如果依靠人工的话，预计需
要投入约7至8人；利用AI智能实验
室，仅需2人进行试剂配置、方案确
认及数据上传工作即可，节约人力成
本高达80%以上。

水质监测用上了AI人工智能

东钱湖边，微风斜雨中，临湖一线
的一幢古香古色“小独栋”上，大大的
牌子彰显着它的“身份”，是一个生态
环境监测站。走进房间，七八台比人
还高的柜机整齐地站立成排，他们的

“肚皮”里正静悄悄地运作着，对抽样
水质进行监测。

“我们南湖中心水质自动站配置

了水温、溶解氧、PH、浊度、电导率、高
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生物毒性、藻
类等共16项指标，可实现对东钱湖水
质的实时监测，水质异常时可提前预
警预报，为东钱湖水质优良稳定保驾
护航。”宁波市生态环境局鄞州分局相
关负责人说道。 记者 滕华 冯瑄

通讯员 刘金鑫 文/摄

一线湖景“小独栋”别有洞天

700多套“高精尖”仪器测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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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海涛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他
治疗过不少脊柱畸形患者，发现这
些患者大多伴随着心理方面的问
题，甚至有人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所以，在他看来，帮助脊柱畸形患者
挽救脊柱，或许也是帮助他们挽救
人生。

三年前，范海涛曾治疗过一个中
年男子，他因为强直性脊柱炎，上半
身和下半身折叠在了一起，成了临床
上俗称的“折刀人”，而且他还有髋关
节强直，双腿打不开，只能一直坐在
电动轮椅上，娶妻生子更是想都不敢

想。范海涛通过两期手术，为他顺利
解决了双侧髋关节融合及脊柱畸形
的问题，让他身姿正常了，也能走路
了。

如今，这位患者仍与范海涛保持
着联系。就在上个月，他又给范海涛
发来一个视频，视频中他步伐矫健，
自信满满，还激动地告诉范海涛自己
已经找到了对象，感觉生活一下子充
满了阳光。

也正是这些治病救人的经历，让
范海涛越来越坚定地做着老百姓脊
柱健康的守护者。他说，技术本身是

没有温度的，但医生能赋予它温度，
并把这种温度传递给患者，让患者不
再感到无助。

为了给更多患者带来福音，范海
涛对技术的追求不曾止步，手术中的
很多操作细节，他都经过了千锤百
炼。他说：“脊柱矫形手术是神经脊
柱外科‘天花板’级别的手术，如何才
能把技术练到炉火纯青？我认为既
要注重理论学习，更要注重实操的积
累。最重要的是，你一定得对它感兴
趣，会花大量时间去钻研它。”

记者 吴正彬 通讯员 庞赟

身体总是保持80度鞠躬的姿势
并长期侧向右边，两个肩膀一高一低
非常明显，腰背疼痛越来越厉害，睡
觉只能侧躺且只能睡软床……60多
岁的姚阿姨（化名）患上退变性脊柱
侧后凸畸形已近20年，这些年来，疾
病造成的形象改变让她变得自卑且敏
感，与很多亲朋好友都断了来往。

为了治病，姚阿姨跑过不少医
院，但始终没得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方
案。今年8月，濒临绝望的她偶然从
新闻中看到一个重度脊柱畸形的男
孩在范海涛主任医师的治疗下重新

抬头挺胸，她仿佛看到了希望，很快
便在家人陪同下来到宁大一院找到
了范医生。

“在深入了解了这位患者的情况
后，我们对她的病情又进行了一次全
面评估。最后我们认为，虽然难度、
风险都很大，但还是有希望通过手术
矫正的。”随后，范海涛便带领团队为
姚阿姨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在
听了范医生对治疗方案的耐心讲解
后，姚阿姨放心地接受了手术。

由于姚阿姨年纪较大，骨质疏松
明显，且脊柱非常僵硬，身体的平衡

性又很差，因此，手术中的松解、矫
正、置钉等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加倍小
心，每一个操作都必须力求精准。

最终，范海涛带领团队克服重重
挑战，为姚阿姨顺利完成手术。手术
效果立竿见影，姚阿姨的身姿瞬间就
挺拔了起来，自信的笑容也重新回到
了她脸上。目前，她已经随访了三次，
恢复情况良好。“范医生，前几天我和
多年不见的两位朋友见了面，他们看
到我现在的样子都很为我高兴。真
的非常感谢您。”在最近一次随访中，
姚阿姨欣喜地对范海涛说。

20年不愿见人的她终于重拾自信

挽救的不仅是脊柱，也是人生

“小独栋”生态环境监测站。 ““玩乐高玩乐高””
的机器人的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