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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貌不扬的石斛（铁皮枫斗），开花时

居然是那么美的“仙子”？兜兰的小口袋，

原来背负着传宗接代的重任？……在上海

（国际）花展的上海植物园主会场，除了室

外花团锦簇外，室内也暗藏玄机。记者获

悉，南北两区的温室中，集聚了四个国内著

名植物园送展的“珍宝”，其中多个品种在

本届花展上获奖，市民不妨趁五一

假期一饱眼福。

石斛花朵惊艳动人
在南区的热带植物温室，一进

门仿佛就踏入了兰花的世界。这里

共展示各类珍贵凤梨品种200余种

以及蝴蝶兰、卡特兰、石斛兰等热带

兰花100多种。其中，石斛最为令

人惊艳——球花石斛花朵黄白相

间，一组花序上可以开二三十朵花，繁密之

余还有一股淡香；金钗石斛色泽金黄，形似

古代“发簪”金钗，花朵还能泡茶……

“石斛就是俗称的铁皮枫斗，大多数人

只知道它可以药用，却没见过石斛开花是多

么漂亮。”上海植物园温室主管茅汝佳告诉

记者，因人为盗采、野外生境破坏等因素，所

有石斛属都是国家二级保护以上的植物，濒

危等级多为易危或极危，因此

也特别珍贵。

在一侧的缸里，兜兰属

植物也很有趣。兜兰又称拖

鞋兰、仙履兰，顾名思义长得有点像拖鞋。

最特别的是，花朵下部的两片花瓣在漫长

的进化过程中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小口

袋，有点像猪笼草。“小口袋里都是蜜，花粉

则长在口袋上方，昆虫被蜜吸引爬进去时，

花粉团会被它们蹭到并背在身上，就能进

行授粉了。”茅汝佳说。

据悉，兜兰是华南国家植物园的“王

牌”。此次送展了6个品种，包括红色的魔

帝兜兰、绿色的玉莹兜兰等。最值得一看

的要数中科国王兜兰，它的花瓣纹路非常

均匀，颜色搭配鲜艳醒目。最特别的是，不

同于别的兜兰一株开一朵花，这种兜兰一

根花枝上可开三朵花，单朵花花期长达33

天，可持续到花展结束。

多个“铂金”植物亮相
而在北区新开的山地植物馆里，展示

的是深圳仙湖植物园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中

国科学院桂林植物园的“拳头产品”。叶片

美丽的秋海棠、高达2米多的仙湖苏铁、平

时难得一见的苦苣苔等珍奇植物，都令游

客啧啧称奇。

“国内苦苣苔科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深

圳仙湖植物园和桂林植物园，此次送展的

桂植葳蕤、桂植泡泡龙、桂植星光等系列，

都是桂林植物园自育的品种。还有一种是

长药石蝴蝶，原本的生境是石灰岩林下的

岩缝，开淡紫色的小花，温柔俏丽。”上海植

物园园艺科科长、高级工程师修美玲介绍。

记者获悉，这里的长药石蝴蝶、黑峰秋

海棠、条叶报春苣苔、仙湖苏铁等，均获得

了此次上海（国际）花展的铂金奖。

“宝贝”来自云桂等地
本届花展中，为了让市民看到更多适

合当地生境的“珍宝”，上海植物园分别与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深

圳仙湖植物园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

院桂林植物园展开合作。这也是花展历史

上首次突破学术交流，开展植物交流。

令园方感动的是，很多植物园不仅提供

展品，还“借来”布展及技术人员，让这些当地

特色植物更好地适应上海的气候及生境。

比如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此次送展的12

个品种、21棵石斛均是当地专业研究的技

术展现。今春，对方精心选择开花状态较

好、品种较珍稀的石斛，3月中旬找了物流

公司包车发出，还专门配备技术和布展人

员。经过一周长途跋涉，21株“宝贝”终于

抵达上海。同时，植物园也准备了傣陶、大

象等云南民族元素，将其融入布展中。如

此，一个既有专业性又有观赏性的景点才

布置完成。 本报记者 金旻矣

众多国内珍贵植物齐聚
沪上，让市民大饱眼福

石斛花繁密
兜兰色鲜艳

本报讯（记者 屠瑜）千米堤坝齐燃绚
烂花火，深蓝海域倒映明彩星辰。昨晚，一

年一度的2024上海湾区 ·金山城市沙滩国

际音乐烟花秀再次拉开帷幕。

19时，随着舒缓的音乐响起，数十道紫

光、黄光、红光从远处一公里的海岸线上一

跃而起，在低空、中空、高空依次绽放，有的聚

成球状、有的散成花形，还有的恍若流星散

落，瞬间点亮金山城市沙滩的夜空。璀璨的

烟花倒映在海面上，形成美轮美奂的立体烟

花画卷（见上图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今年的烟花秀分为两场，昨晚上演

的是中国和比利时专场。中国专场将古

代丝绸之路沿途的美妙音乐和烟花完美

结合，恍若带着市民游客们一起走过敦

煌、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中亚、西亚和

地中海沿岸，重温这条贯穿了东西方的

神秘之路。而比利时专场是以“英雄”为

主题，采用大型史诗背景音乐，一首首气

势磅礴的乐曲，仿佛在叙述着英雄的诞

生、英雄的修炼、英雄的壮举以及英雄的

传颂。据悉，明晚还将上演巴西和马来

西亚专场。

另外，今年烟花秀期间，金山城市沙滩

景区内还推出了浪花集市和“浪花奇妙日”

表演秀，开展泡泡秀、剧目秀、实验秀、乐器

秀等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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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烟花“穿越”丝绸之路
2024上海湾区 ·金山城市沙滩国际音乐烟花秀昨开幕

新时代
全国五一奖章
上海获得者风采录

刚从北京捧回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企业技术中心主任陈伟（见上

图）又马不停蹄投入工作中。他的

实验室里，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

工业机械臂一字排开，还有一大堆

电机，从小功率到大功率，从低速

到高速，琳琅满目，一应俱全。这

些都是陈伟密切打交道的“小伙

伴”。多年来，陈伟深耕研发一线，

解决高端装备“卡脖子”难题，为新

质生产力发展贡献力量。

啃下行业的“硬骨头”
工业机器人的低频抖动是一

项行业难题，不仅会影响机器人

的精准度，还会影响运行效率。

“我们所说的工业机器人，大多是

工业机械臂，在汽车生产制造、焊

接、物流等领域应用广泛。”陈伟所

在的公司有项主要业务，就是研发

生产工业机械臂。在生产线上，大

多是几个机器人相互配合，每个机

器人完成一道或几道工序。因此，

机器人的快速操作、精准定位，与

生产效率息息相关。陈伟介绍，工

业机器人由6个关节串起，由于机

械的共振特性，此前国内的机器人

在重载高速运转下会产生低频抖

动。因此，若想要提高机器人的工

作效率，必须先治愈它们的“帕金

森症”。读书时念自动化专业以

及电气工程专业的陈伟，原本一

直和“电”打交道，一开始对机械

本体并没有深入了解；但秉持着工匠精神，陈伟和

他的团队迎难而上、精耕细作，花了2年的时间，

查阅了1000多篇的参考文献，把这块硬骨头一点

点啃了下来。“看不懂就自学，从一头雾水到慢慢

找到规律。”那段时间，陈伟白天泡在实验室里，晚

上整理数据、查阅文献，从机械原理到数学建模再

到控制理论，电脑24小时不离身……在实验室的

每个角落，都能见到他在做测试的身影。

最终，陈伟通过多环节的多项技术结合治好

了机器人“帕金森症”，使机器人运行更平稳，精度

更高，工作效率比第一代产品提升了近30%，而且

位置稳定时间这一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带领团队不断挑战
工业机器人低频抖动，只是陈伟研发成果的

一小部分。“像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自动化设

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都离不开

高性能伺服电机驱动系统的支撑。”陈伟告诉记

者，为防止关键零部件“卡脖子”风险，他与团队突

破了伺服参数自整定技术、全频域振荡抑制技术

等11项关键技术，产品控制性能和易用性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技术成就之外，陈伟作为新时达技

术负责人，还勇担“领头雁”的职责，为行业培养了

高技能的人才队伍。近年来，他定期开展培训，累

计授课超过1000课时，参与指导员工及学生超过

3000人次，积极主持或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上海市工业强基计划

项目等多项科研计划项目。在陈伟的带领下，公

司智能装备、核心部件等产品，都从最基础的核心

技术出发，实现了自主研发。

“我们公司身处的智能制造、高端装备领域，

经过几年飞速发展，正不断缩小与国际品牌的差

距，甚至在一些领域实现了赶超。”陈伟坦言，“我

们要继续发挥工匠精神，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为国

家作出更多贡献。”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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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花石斛 金旻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