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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新研发的4轴串联多关
节机器人，此款机器人是我们新研发
的一款工业机器人，有效额定负载
10公斤，行程半径1.5米，广泛应用
于五金、汽摩配、卫浴、家电等领
域。”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重庆两江
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的重庆华
数机器人有限公司（下称华数机器
人）车间，见到了公司总经理杨海
滨。大到产品销量、小到每一项参
数，杨海滨都“如数家珍”。6大系列
40多款机器人产品、自主产权300
余项，这些“作品”都是杨海滨亲手参
与打造的。

走进公司记者看到，杨海滨的
办公桌上铺满了各种设计图纸。“这
是新产品的设计图，昨晚还在研究。”
对于工作到半夜，杨海滨早已习以为
常，“我的工作就是带领团队不断研
发新产品，攻克行业技术难题。”他
说。

杨海滨祖籍河南，曾在国外学习
工作十多年。2013年，他毅然选择
回国创业。

谈及自己回国的原因，杨海滨
回忆道：“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正在
转型升级，生产自动化、信息化和智
能化是未来发展重点。我在这方面
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回国可以为国
家发展贡献力量，而且当时重庆也在
大力扶持机器人产业，所以我决定回
来，专注于工业机器人的研发、制造
和服务。”

没有像国内大多数机器人企业
那样做组装或代理机器人产品，杨海
滨在华数机器人成立之初，就选择了
一条充满艰难的路：坚持自主创新，
在机器人关键技术和控制系统上实
现核心部件国产化。

按照这样的思路，近年来，杨海
滨将全部工作重心放到了工业机器
人及相关核心零部件的研发上。多
少个日日夜夜，他在实验室分析产品
技术特性，拜访技术专家，与公司技
术骨干探讨技术创新……“工作起
来，时常不记得今天是周几，因为每
一天对我来说都是工作日。”杨海滨
笑称。

在杨海滨的带领下，研发团队完
成了机器人控制器、模块化伺服驱动
器、一体化伺服驱动器、驱控一体化
系统、离线编程软件、专用工艺软件
包和机器人云平台等一系列机器人
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研发，性能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成功实现机器人关
键核心部件国产化。其自主研制控
制系统已应用于2万多台工业机器
人，在消费类电子、家电、汽摩、厨具
和制鞋等行业已得到规模化应用，量
产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自主研发
比例超80%。杨海滨个人也先后获
得“中国好设计”银奖、中国专利优秀
奖、重庆市“企业技术创新奖”、重庆
英才等奖项。

对于华数机器人的未来，杨海滨
也有自己的愿景。他表示，今年，华
数机器人将进一步在开放性模块控
制系统体系结构、模块化层次化控制
器软件系统、机器人故障诊断与安全
维护技术、网络化机器人控制技术等
方面进行重点突破。

“华数机器人靠创新走到现在，
也要靠创新走向未来。我们要让
更多制造企业用上最先进的‘华数
智造’工业机器人，助力国产工业
机器人产业快速壮大，扎实推进重
庆和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杨海
滨说。

杨海滨：

坚持自主创新
助力国产工业机器人发展壮大

重庆科技报记者 樊洁

心血管外科是临床医学中风险最
高、挑战性最大的科室之一，被形容为

“在刀尖上跳舞”。4月16日，新桥医
院心血管外科主任肖颖彬教授走下手
术台，他完成了一例高难度手术。

他是“刀尖上的守护者”。40余年
来，肖颖彬带领团队完成了一次次刀尖
上的生命“微雕”，一次次“勇闯禁区”，
手术救治4万多例心血管疾病患者。

用心工作不辜负患者信任

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对这个问
题，肖颖彬想了想回答：“好像除了工
作，还真的没啥兴趣爱好。”

肖颖彬一天有时需要做三四台手
术。一台手术，短则三四个小时，长的
七八个小时，特别复杂的甚至需要十
多个小时。弯着腰，低着头，精神高度
集中……这让肖颖彬患上了严重的颈
椎病。

直到病情加重，他才做了椎间盘
摘除术，并植入钢板固定。可就在术
后第10天，听说科里收治了一位急需
手术的危重患者，他带着颈托出现在
科室，坚持为患者完成了手术。

“患者能放心地把自己的心脏交
给我们，这是多大的信任，我们怎么能
不用心呢？”肖颖彬说。

勇闯“禁区”要做好充分准备

每一台心脏外科手术都有风险，
都需要经过周密设计、专家论证和反
复实验。

2000年，肖颖彬与“门巴将军”李
素芝联手完成了世界第一例高原上的
不停跳心脏手术。手术是在西藏军区
总院做的，总院地处海拔3700米的拉
萨，这里一直被医学界视为心脏手术
的“禁区”。

当接到西藏军区总院院长李素芝
少将“协同作战”的邀请时，由新桥医
院心血管外科肖颖彬、王学锋及有关
科室专家教授组成的医疗队，带着24

箱180余件医疗器械飞抵拉萨。从重
庆来到高原，大幅降温和严重缺氧，使
医疗队成员头痛心慌、胸闷乏力。但
大家坚持一边吸氧一边工作，经过5
天的反复论证和充分的术前准备，手
术取得了圆满成功。

2006年，在为一对出生不到一个
月的胸腹相连的连体男婴进行分离手
术前，新桥医院迅速组建了专家诊治
小组，经过多次会诊，诊治小组制定了
10余个手术方案。随后，在反复论证
的基础上，医院调集了肝胆外科、普通
外科、心血管外科等10余个科室的
30余名专家，肖颖彬也在其中。在他
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连体婴儿分离
术取得圆满成功。

“每台心脏手术面对的都是一个鲜活
的生命，人命关天，99分也等于0分！”
这是肖颖彬最常跟学生说的一句话。

外科医生要常找差距勤练手艺

上世纪90年代，肖颖彬成为心血
管外科科室主任之初，科室仅有5名
医生，平均年龄不足28岁，全科年手
术量不足 120 例，几乎没有科研课
题。如今，新桥医院心血管外科作为
国家重点学科，人才济济。

实现这样的跨越，离不开“爱找差
距”的肖主任。

外出开会时，肖颖彬利用空闲时
间找心脏外科专家交流，内容大都是
科室的问题，还有手术失败的案例。
而且，科室每年年底都会邀请大学著
名教授为科里的建设把方向，请他们
指出缺点和不足，并提出意见建议。

除了“爱找差距”，肖颖彬也身体
力行地告诉大家——“外科医生是练
出来的”。缝合，是心脏手术的基本
功，要想练好这门手艺，肖颖彬认为只
有“熟能生巧”。为此，他要求心血管
外科的医生每天都要挤出时间练习，
外出学习、开会必须带上针线，勤加练
习，以免“手生”影响手术质量。

肖颖彬：

刀尖上的守护者
救治4万多例心血管疾病患者

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杨海滨和研发团队讨论“新一代智能机器人系统”。 受访者供图

肖颖彬（右）在为病人诊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