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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周刊

研发过程中，陈金涛与其他志
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成立宏达环保
科技研发团队。成员来自学校环境
监测与控制技术、电气自动化、机
电一体化、模具、营销、会计等多个
专业。

这个团队对含镍三氯化铁蚀
刻液开展综合回收利用研究，融入
先进的自动化技术，成功提取出废
液中的镍金属，提高废液处理的效
率。同学们应用自己所学，研发出

新技术：通过碳化钛和二硼化钛等
类粉末材料的逐列分层涂覆改变
阴极钛板的电极电位，促使氢离子
和镍的电位差发生变化，从而达到
镍离子优于氢离子析出，提取原废
液中的镍金属，实现元素的循环利
用。同时采用神经网络卷积算法及
边缘自动检测技术、实现取样、测
试、检验、反馈、调节电流强度等工
艺的自动化，快速又高效地完成滤
液处理，帮助企业节省了不少人工

成本。该研究成果能帮助全国
3000余家蚀刻生产企业进行“绿
色升级”。

目前，该项目已经申报六项专
利，团队还和有关集成电路元件
公司开展了一系列合作，企业相
关负责人评价该技术在经济效益
和环保方面都有很不错的效果，
并给予团队“蚀刻废液不出工厂，
实现高效绿色循环再生”理念的
高度认可。

设计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由设
想到实现，由图纸到实物，研究小
组都遇到了很多难题。包括风扇动
力不足，球吸不上来；风扇动力太
强，球又会卡住无法码垛；行走机
构路线设计不合理，就不能完成全
场捡球；路面材质不同，机器人的
行走线路就会偏航等等。

小组成员们不断改进设计方
案，更换材料，反复调试，最终完成
了机器人的设计与制作，并顺利实
现了全场捡球的目标。

“几位机械专业的同学以产业
学院这一背景，从自己喜欢打羽毛
球的爱好和平常的生活中发现选
题，经过老师的审题和指导，脚踏

实地地将自己的创意变成实物，这
一点非常值得学习！”该校新海学
院副院长漆良涛说。他认为，从思
考到动手到落地的过程，大大提高
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工程问
题的能力，使他们在实际项目中提
高了工程素质和专业能力，进一步
培养应用型技能。

再也不用弯腰一个一个拾球了

几个爱打羽毛球的大学生发明捡球机器人
日前，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羽毛球场上，一个酷似小象的“机

器人”吸引了不少同学目光。只见

“小象”闲庭信步间，清晰地捕捉到

掉落在地面的羽毛球所在位置，有

条不紊将散落的羽毛球“吸”入“鼻

腔”回收后，整整齐齐码放在球筒

中，减少了人力捡拾的不便，不少

同学直呼“方便、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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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灵感来自于童书里的故事

这只萌萌的“小象”，是宁波大
学科学技术学院新海学院与力玄
班的同学围绕“健康·运动”主题，
巧妙运用大象喝水的原理合作制
作的科技小作品——羽毛球助理
机器人。

该机器人主要由机身、行走机
构、捡球机构和码放装置组成，能
够在各种羽毛球训练基地和训练

场馆使用，自动捡拾训练后场地中
散落在地上的羽毛球，并且将其自
动码垛收纳，大大提高运动员的训
练效率。

“灵感主要来源于《中国孩子
的十万个为什么》，书中讲到大象
为什么用鼻子喝水不会呛到，我们
模仿大象吸水过程中将鼻腔上面
的一块软骨暂时盖上气管口的原

理，在机器车顶配两个吸力风扇，
让吸上来的羽毛球在重力作用下
球头自动朝下完成收纳，收纳筒
收集了规定数量的羽毛球后就会
自动转入下一桶的收纳。”研究小
组成员付经纬介绍：“我们采用
PID控制，规定 S型路线，这样机
器人就可以将场地的球全部捡起
来。”

从思考到落地，学生动手能力提高了

开发出不锈钢蚀刻液回收再利用技术

宁职院大学生推动企业“绿色升级”
近日，记者了解到，着眼“绿

色发展”理念，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宏达环保科技研发团队开发
出不锈钢蚀刻液回收再利用技
术，帮助中小企业减轻污水处理
的压力，节能减排，助力企业绿
色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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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效再生利用含镍三氯化铁蚀刻液？
陈金涛是该校大二学生，也是

宏达环保科技研发团队的负责人。
说起这一段公司创业的经

历，他说到了开发这项技术的缘
由。“当时我跟着施立钦老师到
宁波一家集成电路元件公司实践
时，了解到不锈钢蚀刻加工过程

中会产生大量废液。如果不经处
理而排放，不仅会造成环境污
染，还会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含
镍三氯化铁蚀刻液如何高效再生
利用，一直是国内外普遍关注的
问题。”

但是，国内外蚀刻行业对于含

镍三氯化铁蚀刻液的处理方法尚
不成熟，仍存在着提取难度大、设
备易腐蚀、提取成本高昂等困难。

“于是我在施老师的指导帮助下，
踏上了这条研发之路，经常到公
司的生产线与技术老师们深入交
流。”陈金涛说。

研究成果助全国3000余家企业“绿色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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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团队在实验室进行测试学生团队在实验室进行测试。。

延期一个多月的
“专升本”考试结束

过程很艰辛
但温暖随处可见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延期一
个多月，考生参加考试的过程很不
容易，但温暖常伴着他们。

近日，宁波市举行浙江省 2022
年 普 通 高 校 专 升 本 考 试 ，共 有
10647 名考生报名参加，设有 10 个
考点，375 个考场。下午 5 点，随着
英语科目考试结束铃响，考生走出
考场，宁波市“专升本”考试平稳
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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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专升本”考试原定于
3月 26日进行，受疫情影响，延期
至5月14日。考试时间推迟，加之
毕业时间临近，客观上给备考学生
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加上“疫情”
的多点散发，给考试组织工作带来
极大的影响和挑战。

记者在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考点了解到，2022 年该校有
2015人报名参加“专升本”考试，其
中有 1783 人在校内参加考试，有
224人在省教育考试院的统一协调
下在外地院校借考，有8人在隔离
点，由教育考试部门送考生进隔离
点考场，顺利实现了“不因疫情而
影响考试，也不因考试而引发疫
情”的总体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各部门通
力合作，组织考务、排摸考生。为满
足特殊考生的防疫要求，在校外专
门安排隔离酒店作为“专升本”考
生的日常备考场所，免费提供给60
位特殊考生，安排专职辅导员在隔
离酒店开展日常的指导和帮助，并
且每天安排校车接送考生到指定
核酸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全方位
助力考生顺利考试。各二级学院也
组织许多温暖的服务，如商学院、
信息学院、财金学院为考生精心准
备“考务包”。

最特殊的一场考试，也是最感
动的一场考试。为了帮助考生顺利
考试，各级教育考试机构都作出最
大努力，让许多考生感受到温暖。

宁波城市技术学院考生小钟
说：“感谢学校一直的关心和不断
的督促，让自己在漫长的‘专升本
’备考中能坚持下来，感谢老师的
鼓励，让自己有更足的勇气面对
竞争。”

采访中，不少考生考完后对曾
经为他们操过心、帮过忙的学校、
老师、志愿者们心怀感恩。

在嘉兴市借考考场的考生小
李说：“自己刚好处在疫情的防范
区，出行受限，本以为与这次考试
无缘了，但想想自己已备考一年
了，放弃了真的很可惜，正当发愁
时，考试院为我们协调异地借考考
场，当地教育局还安排专车接送并
为考生提供丰富的午餐，帮我们解
决了很多后顾之忧，着实让我们感
动。”

机器人在捡羽毛球机器人在捡羽毛球。。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