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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林晶、通讯员艾
东、罗俊）71.2℃！继今年4月省地质局
在咸宁嘉鱼县打出65.3℃地热井后，我
省再次刷新中深层地热井出 水 温
度。6 月 25 日从省地质局地质七大
队获悉，该局在英山西汤河村 3002
米的地下打出一口出水温度高达
71.2℃的地热井。经检测，日最大开
采量可达 1300 立方米，极具开发价
值。据估算，如果把此处的地热资源
当作温泉使用的话，一天至少可以接待

2000人。
英山地处大别山腹地，具有得天

独厚的地热资源禀赋。2023年 9月，
为了解该地区深部地热资源情况，推
动地方旅游康养产业发展，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在此开展大别山地区第一
口深井钻探工作，钻探和取芯工作由
省地质局地质七大队负责。该钻井于
2024年 1月 19日完钻，井深3002米，
该井涌出温度极高的热水。经过检
测，井底水温为 94.92℃，出水温度为

71.2℃，水中含有丰富的硫、镁、锶、氟
等微量元素，对促进骨细胞生理活性，
预防骨质疏松、皮肤疾病，以及减少诸
多慢性疾病并发症等均具有良好效
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焰新表示，该
钻孔是大别山地区和湖北全境中深层
最高温钻孔，同时，该项目在基岩地区
深部高温地热勘查和水文地质试验上
取得新进展，首次实现了全井温度场
动态监测系统的建设，能够实时监测

地下500米至3000米的出水温度和出
水量，全面掌握地热井出水和温度情
况。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水
文地质学博士张鑫介绍，以往在英山发
现的地热资源都是在地下千米以内，该
项目首次在如此深部的地区发现高质
量的地热资源，对于深入研究大别山地
区地质科学问题、探索深部地热资源勘
查开发利用、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71.2℃！我省打出中深层温度最高地热井

湖北日报讯 （记者刘澍森、通
讯员杨艳斌、孔剑）“玉米真甜！中
非友好万岁！”饮一杯玉米鲜榨汁、
咬一口现剥玉米粒，唇齿留香间，站
在武汉楚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展台
前，刚果（布）农业农村部研修班的代
表迪乌·甘博对我省鲜食甜糯玉米
赞不绝口。

6月 25 日，由中国种子协会指
导，省农业科学院、省现代农业展示
中心、武汉市农业科学院等主办，
2024武汉种业博览会·全国鲜食甜
糯玉米品种专题展示活动在湖北省
现代农业展示中心举行，来自全国
14个省（区）60多家科研单位、种子
企业的309个甜糯玉米品种（其中甜
玉米品种 181 个、糯玉米品种 128
个）齐聚省现代农业展示中心，200
多人参加现场活动。

据悉，本次鲜食甜糯玉米专题展
示活动以“甜糯玉米‘芯’动力激发产
业‘鲜’动能”为主题，采取“1场启动
仪式、5个专题活动”的方式进行。分
别为品种遴选、展示品鉴、田间观摩、

“一带一路”、专题科普等5个环节，活
动现场展示鲜食甜糯玉米产业链上

的良种、良法、良机、良制以及生产加
工技术等成果；组织与会院士领导专
家、种业企业、种植大户、鲜食甜糯玉
米市场流通企业、加工企业等代表深
入田间考察，观摩展示品种的株形穗
形、目测品质差异；邀请刚果（布）、摩
洛哥等“一带一路”国家和我国农业农
村部共30多名农业官员，品尝品鉴
参展企业提供的生、熟可食用玉米品
种，考察湖北现代农业发展情况。

现场发布的“2024武汉种业博览
会·鲜食甜糯玉米专家推荐品种名单”
更是把气氛推向高潮。

“我们选育审定的9个鲜食玉米
新品种，已全部转让给企业生产开
发。”作为专家推荐品种代表之一、省
农科院粮作所博士贺正华发言说，本
次获鲜食甜玉米专家推荐的新品种

“鄂科甜5号”，苞叶鲜绿、籽粒金黄，
适口性好，品质优良，抗逆性强，有望
成为市场热销的好品种。

目前，我省常年种植鲜食甜玉米、
糯玉米面积在70万亩以上，市场潜力
巨大。武汉楚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甜
玉米产品经理李光乾介绍，公司培育
了多种优秀玉米品种，不仅有抗病高

产适应性广的黄甜类型“楚金冠
857”，还有富含花青素的黑甜糯玉米

“楚黑金658”，尤其是纯白甜类型“楚
铂金918”因口感细腻糖度高，市场售
价每根近10元。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省将充分发挥武汉种博会的特色优
势，不断筛选出适宜市民喜爱、市场需
求的鲜食甜糯玉米优良品种，引导市
场经营主体、农民来种植。

309个品种齐登台

全国鲜食甜糯玉米专题展示在汉举行

目前，我省“计划查询与志愿填报辅助
系统”（https://www.hbksw.cn）已向全
省考生免费开放。考生用本人账号登录后
可查阅志愿填报相关信息。

一是考生可组合批次、再选科目要
求、院校、院校所在地及其他条件，搜索查
询湖北省2024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包括
院校专业组、专业、招生人数、学制、学费
等。

二是查询2022年、2023年我省各批次
录取控制分数线、一分一段表。

三是考生可组合批次、分数段等条件，
筛选查询2022年、2023年在鄂招生高校录
取统计数据，包括院校专业组投档线与位
次等。

考生在筛选意向院校专业组与专业
时，可对照《湖北招生考试》杂志2024年第
13、16、19、22期刊载的招生计划，结合查

询与使用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
招生简章、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
及前景等信息与功能，充分利用本系统提
供的各类查询服务，填好草表，为网上填报
志愿操作做好准备。

本系统开放期间，每日凌晨0时至5时
关闭进行系统维护；关闭时间为7月2日晚
8时。再次开放时间请关注“湖北省招办”
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相关资讯。

多种渠道助力考生做好志愿填报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琳 通讯员 巩平

104 岁的王奶奶跌倒，髋部
骨折。保守治疗，并发症将增多，
手术的话，老人能否耐受？

评估病情后，该院开通绿色
通道，入院不到48小时，脊柱外
科团队就为她成功实施髋关节置
换术。如今，老人行走自如。

老人髋部骨折被喻为“人生
最后一次骨折”。脊柱外科主任
傅兰清说，老年人骨质疏松，最怕
摔跤导致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
后，保守治疗，需长期卧床，易发
生肺部感染、肾静脉血栓、褥疮等
并发症，威胁生命，所以又被称为

“死亡骨折”。
可手术治疗风险巨大。该

院组建MDT诊疗团队，术前由
脊柱外科、老年病科、心血管内
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麻醉
科多学科诊疗评估，快速将老人
的状态调整至最佳，将等待手术

的时间由以往的3天至4天缩短
到48小时内。术后严密观察，避
免因老年人机体代偿功能差导
致前功尽弃。

65岁的陈婆婆因双膝类风湿
性关节炎并内翻和屈曲挛缩畸
形，从山西跋涉1100公里找到该
院骨科专家、副院长柳昊。由于
老人年纪大、骨质疏松严重，加之
左膝关节内翻大于20度，屈曲挛
缩达到 50 度，双侧关节同时置
换，手术难度大幅提升。

多学科会诊后，柳昊为老人
定制了个性化的手术及康复方
案。历时3个多小时，成功为陈
婆婆实施双侧膝关节置换四级
手术。

据悉，目前到该院脊柱外科
进行髋关节置换的老人已有100
余人，绝大多数在75岁以上，术
后均恢复良好。

每年百余名老人
在这里闯过高龄“禁区”

——武汉市武昌医院守护老人顺利回家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余瑾毅 通讯员 崔毅 周绮书 杨玉玲

绿色通道48小时阻截“人生最后骨折”

湖北日报讯 （记者彭一苇、
通讯员曹祥魁、候岱）北斗定位系
统在电力行业中的应用日益深
入，6月24日从国网湖北电力获
悉，目前，电力北斗精准定位服
务已覆盖全省地市供电公司，无
人机自主巡视精度可达到厘米
级。

国网湖北电力数字化部专责
吕苏介绍，此前，基站和无人机
通过接收北斗卫星的数据可自
行算出各自的坐标，但存在米级
误差，要想让无人机巡检更加精
细，必须提高定位精度。2020年
起，为推进电网精细化智能巡
视，国网湖北电力依托现有的北
斗综合服务平台，积极推动基站
布局建设，优化定位计算策略，
完善平台服务功能，以高精度、

高可靠的定位服务支撑无人机
自主巡视规模化应用。

经过升级的北斗综合服务
平台能收到巡检无人机和附近
基站的坐标，平台据此计算出
基站坐标偏差值，并修正无人
机的坐标数据，得到其高精度坐
标。基站越密集，无人机坐标修
正越精确。国网湖北电力在全
省有序推进了 195 座基站的建
设，这些基站与213座通信铁塔
一起，实现了湖北全域精准位置
服务网全覆盖。同时，通过优化
北斗综合服务平台算法策略，可
分析前方无人机飞行数据，摸
清各个区域在不同时刻的无人
机坐标精度情况，为制定无人
机自主巡视计划提供了重要依
据。

电力北斗厘米级定位覆盖全省
巡检无人机飞得更稳更准

无人机自主巡视电网的精度可达到厘米级。（受访单位供图）

6月10日，一位80多岁的老人在武汉市武昌医院成功接

受髋关节置换术。高龄，虽有手术风险，但非禁忌。每年，仅

在该院进行髋关节置换的75岁以上老人就有100余例。

眼下，武汉市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20%以上。该院

地处老城区，老年病患多。今年通过国家三甲医院评审后，成

为更多患者的就医首选。该院骨科瞄准老人常见病、多发病，

通过多学科会诊、快速康复的先进理念，优化流程，保障高龄

病患顺利康复。

近两年，该院骨科病房收治
8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400余人。

“很多老人都是辗转求医，希望能
够手术以提高生活质量。但老人
耐受力差、基础疾病多，也是事
实。”傅兰清说。

随着年纪增大，老年人普遍
有腰椎管狭窄这一退行性病
变。对该常见病，该院脊柱外科
以脊柱内镜为特色，开展微创手
术，并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武
汉协和医院专家常态化坐诊、手
术，为成立区域创伤中心、老年
髋骨骨折中心、脊柱内镜中心奠

定基础。
傅兰清拿出一张老人的脊

柱手术照片，近 20cm的手术切
口令人心痛。但在该院二次手
术时，傅兰清采用微创手术，切
口直径仅0.5cm。“伤口小，恢复
也快。”

目前，该院骨科开展的单孔
道脊柱内镜术，适用于颈椎、胸
椎、腰椎的退行性病变。相对传
统手术，此技术可减少术中X线
透视次数、缩短手术时间，最大
程度保留自身组织，将创伤降至
最低。

“小镜微创”化解“切肤之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该科室，数字化关节镜、椎间
孔镜等系列骨内镜全套手术系
统、三维移动式C型臂机、脊柱
微动力系统等先进设备一应俱
全。但傅兰清认为，作为医生，
对每个患者用心对待，才会赢得
信任。

该院倡导“人文魅力医院”，
傅兰清无论多忙，都会去病房看
望术后患者，也从不对患者隐匿
手机号，不少患者从荆州、孝感等

地赶至武汉请他手术。有患者出
行不便，傅兰清就利用休息时间，
开车接他们到武汉手术，出院后
再送回当地。

为尽早减轻患者病痛，该科
还开通了高位截瘫、骨盆髋臼骨
折、老年髋部骨折等急危重症绿
色救治通道。“以最有利患者的
原则，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实
行疾病的阶梯治疗，无痛微创，
快速康复。”傅兰清说，这就是骨
科坚守的理念。

科技“加持”开辟急危重症绿色通道

高 考 成 绩 发 布

后，志愿填报工作即

将启动。省招办已指

导地方招生考试机构

通过多种方式，推出

新形式，为考生提供

填报志愿所需的必要

信息和服务。6月29

日8时，“湖北省高考

招生综合信息服务平

台”将正式开通填报

志愿功能，请广大考

生利用好相关渠道，

做好填报准备。
此前，省招办已公布2024年普通高校

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并提醒考生：
积极参加所在中学组织的网上填报志愿培
训，了解和熟悉网上填报志愿操作步骤。

同时，为深入开展“2024高考护航行
动”，进一步加强高考招生宣传及志愿填
报服务，省招办整理了2022年和2023年
高招录取各批次投档线、一分一段统计表
等数据，集成高招各项政策、解读微视频、
高校招生章程和信息平台，制作了“一码
通查”。扫描该二维码，即可方便考生家

长“一码通查”，更好地助力考生填好高考
志愿，圆梦理想大学。

6月24日，“一码通查”已推出。当天
就有家长尝鲜后表示，服务贴心，信息详
实权威，能够答疑解惑，很有价值。

高考放榜后，正是招生诈骗高发期。
近年来，教育、公安、网信等部门持续加大
招生诈骗整治力度，严厉打击未经教育行
政部门审批、不具备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

“野鸡大学”开展违法违规招生活动。省
招办提醒，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高

等学校共计3117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2868所，含本科学校1308所、高职（专科）
学校1560所；成人高等学校249所。请广
大考生及时在教育部门相关网站和微信
公众号上查询核实。

这段时间，请考生务必妥善保管登录
密码、志愿保存密码、短信验证码，切记不
能告诉他人。

网上填报志愿在“湖北省高考招生综
合信息服务平台”（https://zspt.hubzs.
com.cn）操作。

2024 高考招生

保存好相关信息 谨防招生诈骗

用好“计划查询与志愿填报辅助系统”

鲜食玉米田间“选美”20个品种胜出获专家推介

2024武汉种业博览会·全国鲜食甜糯玉米品种专题展示活动现场。
（受访单位供图）

湖北日报讯（记者李先宏、通讯
员吴胜兵、陈雪莹）黄、白、紫、黑、红、
花，颜色五颜六色，口味有甜有糯，熟
期有早、中、晚熟……6月25日，来自
全国的鲜食玉米新品种田间“选美”，
最终20个品种在激烈比拼中胜出，获
得专家推介全国种植。

当日，在湖北省现代农业展示中
心举行的全国鲜食甜糯玉米品种专
题展示会上，发布了这20个优良新
品种，包括甜玉米10个、糯玉米10
个。其中，我省有5个品种入选，分
别是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的“鄂科甜
5号”、武汉鸿昊农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的“粤双色7号”、武汉市农业科
学院的“武黄甜4号”、武汉永大润丰
高科有限公司的“晶甜奶香糯N98”、
湖北蔬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信甜
雪糯”。

专家推荐品种从全国60多家科

研单位、种子企业的309个品种中选
出。评选历经田间初步筛选、外观评
选、蒸煮品鉴、复核确定等4个轮次的
综合盲评，品质评价标准参照国家农
业行业标准 NY/T523-2002、NY/
T524-2002。

群英荟萃，玉米“开会”。
湖北省现代农业展示中
心是全国首创的省级
综合性农业展示平台，
在武汉长江新区武湖
街 道 沙 口 社 区 建 有
1000 亩试验良田。
自 2008 年以来，全
国鲜食玉米新品种
展示活动已连续举
办 16 年，平均每年
展示品种200多个，
一大批优良品种脱
颖而出，从试验田走

进种植大田。
鲜食玉米口味鲜美、风味独特、营

养健康，兼具粮、果、蔬三类食物的特
性。目前，我国鲜食玉米年种植2500
万亩，且每年种植面积保持15%的增
长，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作物。

鲜食玉米新品种“选美”。
（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