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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莫格湿地水质监测案例

     在生态保护与利用的领域中，点将科技始终以创新科技为驱动，持续为客户提供

高效、精准的解决方案。2025 年 5 月，点将科技工程师团队奔赴吉林省白城市镇赉

县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成功安装了一套全天候全自动带浮标的水质在

线监测系统。

    该系统采用太阳能供电，解决了海面上无交流电及走线困难的难题。这不仅为系统

提供了稳定可靠的能源支持，还体现了点将科技在产品设计上的创新思维和环保理念，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扰，为生态监测工作提供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解

决方案。

    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可监测多种关键参数，包括水温、PH、电导率、溶解氧、浊度、甲烷、

二氧化碳、有机物含量、生物需氧量、总有机碳等。通过这些参数的实时监测和精准分析，可

以全面了解水质状况，为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确保水资源的安全与

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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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莫格湿地水域广阔，水产资源丰富，周围有多个水产养殖基地，为当地居民和

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新鲜水产品。而优质的水质是保障人们身体健康和水产养殖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此外，莫莫格湿地公园是鸟类的天堂，每年吸引着大量的

候鸟在此栖息和迁徙。水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鸟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态平衡。点将科

技的水质在线监测系统通过对多种参数的监测，按照国家或国际的水质标准，对水

资源进行分类和评价。长期监测数据的积累，还能帮助科研工作者了解水资源的时

空分布特征和水质变化趋势，为深入研究湿地生态系统提供丰富的数据支持，助力

科研工作者在湿地保护、生态修复等领域取得更多突破性的成果。

   莫莫格湿地被誉为  “吉林西部之肾”，在调节气候、净化水质、维持生态平衡等方

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点将科技的水质监测系统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

监测参数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基础，对于揭示湿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

评估湿地生态服务功能以及制定科学合理的湿地保护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点将科技始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的生态及农业仪器解决方案，助力科研工作者

探索自然奥秘，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我们相信，在科技的引领下，人

与自然将实现更加和谐共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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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桂山风景区生态监测设备焕新记

   近日，受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委托，点将科技技术团队在河源市桂山风景区成功

完成了两套小型土壤蒸渗测量系统的深度维保服务。此次维保工作针对服役多年的核

心传感器进行精密维修与校准，成功恢复设备性能，为景区生态研究持续输送精准数

据，助力科研工作高效开展。

  桂山风景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生态屏障，依托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科研

力量，构建了包含蒸渗系统在内的立体化生态监测网络。点将科技提供的小型土壤蒸

渗测量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及智能传感技术，能够精确量化不同植被覆盖下的土壤

水分运移规律，三维渗流监测功能，为研究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水土保持提供了关键数

据支撑。

    点将科技技术团队凭借深厚的技术积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成功攻克了两大技术难

点。一方面，针对高湿度环境下传感器易老化和损坏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防护升

级和更换，为设备稳定运行筑牢根基；另一方面，重新校准传感器，使设备测量精度

恢复至出厂标准，确保数据的高精准度。

 桂山风景区内保存着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的完整森林生态系统，其特有的沟谷季雨林群

落是研究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影响的重要观测点。景区内布设的生态监测设备网络，已成

为大湾区生态安全评估的重要数据源，对于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具有不可估量的

价值。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生态监测中心对此次维保服务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点将科技展现出

的快速响应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准，充分体现了其在生态监测设备全生命周期服务领域的深厚积

累。双方计划在智慧生态物联网建设领域展开更深层次合作，共同守护岭南生态屏障的绿水青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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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级感知·生长跃然“指”间——树木胸径监测方
案全解析

一、监测目的

 林业资源管理：准确掌握树木胸径数据，有助于评估森林资源储量、生长状况，为

合理采伐、造林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环境研究：通过长期监测树木胸径变化，了解树木生长与环境因素（如气候、

土壤等）之间的关系，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提供数据支持。

 森林碳汇计量：树木胸径是估算森林碳储量的关键参数之一，监测胸径变化可为森

林碳汇计量和碳交易提供准确数据。

二、监测方法

传统测量方式：

  使用测径尺或游标卡尺测径尺适用于胸径大于 10cm 的树木，游标卡尺则用于测量

小于 10cm 胸径的树木。

 在乔木样方内，选择胸径 5cm 以上的树木进行测量。测量时，测量人员站在树干一

侧，将测径尺或游标卡尺的两端紧贴树干，测量距地面 1.3m 处的直径。对于干形不

规整的树木，应垂直测定两个方向的直径，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优点：设备简单、成本低，操作相对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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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胸径生长测量环法

 采用树木胸径生长测量环，如 D 型树木胸径

生长测量环。该测量环使用激光蚀刻工艺，刻

度清晰，不锈钢材质耐久性强，以 π 为单位

的刻度设计可直接读取直径及监测直径变化

量，配备弹簧固定装置，对树木无伤害，适用

于长期无损监测。

 根据树木胸径大小选择合适的测量环型号，

将测量环固定在树干距地面 1.3m 处，确保测

量环与树干紧密贴合。定期观察游标尺上的刻

度变化，记录树木胸径的变化数据。

 优点：测量精度高，可实现长期连续监测，

对树木生长无干扰，适合用于科研和长期生态

观测。

自动记录型

 DRL26D 树木胸径变化记录仪是一种自记录式测量仪，由欧洲公司生产，也在国内

销售多年。

 此款适合胸径在 4cm 以上的树木，安装需要固定底板和不锈钢带，对树木没有损伤。

记录仪内置了精准的传感器，安装后只需定期去采集下数据即可。

 优点：记录间隔在 5 分钟 ~4 小时任意设置，内部存储可以使用 5-6 年，使用专用的

红外数据下载器即可轻松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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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测频率

 短期监测：如果是为了获取某一特定时期内的树木胸径数据，如森林资源清查等，

可根据实际需求确定监测频率，一般可选择每季度或每半年进行一次测量。

 长期监测：对于长期生态研究或树木生长动态监测，建议每月或每两个月进行一次

测量，以便及时掌握树木胸径的变化趋势。

可以无线数据传输的方案

 DD-L 系列树木胸径生长测量仪采用胸径变化测量传感器 + 云数据采集器的组合方

式，实现对于树木胸径变化的连续测量。

 传感器采用滑动变阻原理，可以到微米级别精度，适合 3~30cm 胸径树木。需要注

意的是最终精度也和连接的数据采集器有关，采集器的信号分辨精度高，那么最终数

据也越好。

 优点：厂家根据测量树种不同分了不同型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L1 适合生长较慢

树种，量程是 11mm；L2 和 L3 适合生长较快树种，量程分别为 25mm 和 50mm。

传感器是铝合金材质，最低的重量只有 15g 左右（仅传感器），采用橡胶带固定，方

便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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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根系的研究方法及工具

  植物通过根系营固着生长。根

系通过影响水分、养分的吸收影

响植物生长发育，根能向地上部

发出信号，影响地上部其他器官

的功能，根系还是土壤微生物的

寄主。研究根系表型对于发现作

物有益性状、培育新品种以及优

化耕作栽培方式等至关重要。

  随着技术的进步，对根系的研

究方法也随之改善，从破坏性挖

掘切割，到微侵入观察，到无损

伤监测。

 以往经典的根系研究方法主要有：挖掘法、土钻法、剖面墙法等侵入式、破坏性方法。

非破坏性或者微创研究方法有：玻璃墙法、容器法、微根管法等。

1. 挖掘法

2、土钻法

     使用不同直径的土钻在特定位置和深度

钻取土壤柱（土芯），然后将根系从土芯中

分离（冲洗、过筛）。优点是取样速度快，

可以分层分析根系分布。缺点是破坏性取样，

无法进行原位动态监测，取样代表性受钻头

大小、位置和数量影响。分离根系过程繁琐，

细根易损失。

将植物连同根区土壤整体挖出或小心挖掘，然后用水（高压

水枪或浸泡冲洗）或气流去除土壤颗粒，露出完整的根系。

挖掘法能提供植物在自然状态下整个根系的清晰情况，可用

于研究根长、根系大小、颜色、状态、根系分布等各种特征，

以及根嫁接现象。适用于研究草本和一年生作物，更适于研

究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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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剖面墙法

剖面墙法要先依据植物的类型挖一条大小、位置合适的沟。对垄栽作物来说，应横跨

垄间挖沟，以便于观察根的行间分布。一般来说，剖面墙的工作面应宽  1 米 ,  沟长  
1.2-1.5 米为宜  。

沟挖好后，首先在地表划一条  1-2 厘米深的线，使其尽量靠近初始剖面墙。借助铅垂

线使剖面墙垂直，再用剖面刀修光剖面。暴露根的较好方法是喷水和剥刮相结合。剖

面墙法适用于检查条播作物根的分布情况。缺点是挖掘破坏性强；只能观察靠近剖面

一侧的根系。

4、玻璃墙法

玻璃墙法就是通过置于土壤剖面的观察窗，观察、记录根的生长情况。玻璃墙法能使

人们长期、连续地观察根系生长发育情况，使用寿命可达  20 年左右。缺点是紧靠观

察窗的区域土壤温度变幅稍大，窗面和观察深度都比较有限。

玻璃墙法可以采用玻璃剖面墙，即直接在修整好的垂直剖面上放置玻璃板，长钉固定，

可嵌入钢框以便移动。观察窗放置好以后需要遮挡掩盖，避光可以减少对植物根系生

长的干扰。

玻璃墙法还可以通过地下根系实验室、地下根系走廊进行。就是修建一个地下通道，

两侧为垂直的土壤剖面，搭建支柱、横梁及顶盖，使用时进入地下通道，从玻璃观察

窗观测植物的根系生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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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容器法

容器生根系统主要用以研究根的形态特性、

生理特性、生化特性及某些生态特性。容器

法可以用于研究单个环境因素。容器内生长

的植株易于掌握，生长条件可以重复。其特

点是非自然条件，如使用失去自然剖面土壤、

人工扎根基质、缺少根伸展空间、缺少其它

植物根的竞争等等，因此只作为田间研究的

补充。

容器种类可选，盒、箱、管、瓶、盆、桶、柱、

槽、袋等多种形状均可，圆形、方形、筒形

可依据需要定制，铁质、木质、玻璃、尼龙、

有机板、金属网都可使用。培养介质可以用土、

沙、壤、泥炭、椰壳、石英、水、琼脂基质等。

6、微根管法

缺点是初期安装成本较高；只能观测靠近管壁的根系（观测区域有限）；图像分析处

理需要专业软件和时间；管壁可能影响局部根系的生长（“微根管效应”）；对土壤

紧实度和含水量有要求。

代表仪器有美国 Bartz 公司的 BTC-100X，美国 CID 公司的 CI-600，点将科技的

DJ-3012 等。

来源：本文部分转载公众号鑫波和他的小鱼干，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的知识，如有侵权行为，请

联系我们，我们会立即删除。

目前野外原位动态监测主流的技术。将透明

观测管（微根管）预先埋入土壤中。定期将

特制的根系扫描仪或摄像头插入管内，对管

壁外的根系进行原位拍照或扫描。可长期、

重复观测同一位置根系的生长、死亡、周转

动态，定量分析根长密度、根生产量、死亡率、

周转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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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威胁干热河谷树木存活的关键因素：
叶片习性和植株高度

10 来源：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森林生态系统正面临越来越频繁和严重的干旱威胁，

导致全球范围内树木死亡率显著上升。已有研究表明叶片习性和植株大小在植物抗旱

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植物群落中较高的植株密度可能导致更激烈的资源竞争，从

而增加树木死亡风险。尽管大量研究探讨了干旱对森林生态系统树木死亡的影响，但

对于叶片习性、植株大小、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在干旱诱发树木死亡风险的相对重要

性仍不清楚。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以下简称“版纳植物园”）植物逆境生态学研究

组依托元江干热河谷生态站，调查了 2019 年极端干旱事件前后树木的生长和死亡动

态，并测定了不同物种的干旱耐受性状、水力安全阈值、叶片大小、比叶面积和木材

密度等关键指标，探讨叶片习性、植株高度以及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等因子对树木死

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叶片习性显著影响存活率：落叶树种相较于常绿

树种具有更低的水力安全阈值，在极端干旱条件下面临更高的死亡风险。2）植株高

度与根系深度呈正相关关系，高大植物通常拥有更深的根系，能够在干旱期间更好地

获取深层土壤中的水分资源，从而降低了死亡概率。3）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影响有限：

尽管生态系统中较高的物种多样性通常被认为能够增强系统稳定性，但在该研究中，

群落层面的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对个体植物死亡风险的影响微乎其微。这表明在植被

稀疏的生态系统中，种内和种间资源分配的竞争压力较小，多样性可能并非决定干旱

胁迫下植物存活的关键因素。

   该研究为解析干旱条件下植物群落动态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植被恢复工作提

供了重要参考。研究表明，叶片习性和植株高度是预测干旱导致植物死亡风险的最佳

指标。在未来的植被恢复项目中，应优先选择常绿树种和具有深根系的物种，特别是

在半干旱和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中。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干旱威胁时，选择具

有抗旱性强的物种对于提高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和稳定性至关重要。未来的研究可以进

一步探索这些因素在不同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机制，并开发更加精准的预测模型，为全

球森林管理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以“Leaf habi t  and plant height are associated with mortal i ty 
r i s k  o f  t r ees  and  sh rubs  du r i ng  ex t reme  d rough t  i n  a  Ch inese  savanna 
ecosystem”为题发表在学术期刊 Journal  of  Forestry Research 上。版纳植物园
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戴芳煜为论文第一作者，张树斌副研究员为论文通讯作者。该研
究在数据采集和分析过程中得到了版纳植物园元江干热河谷生态站的大力支持，同时
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版纳植物园
“十四五”等项目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图 1 研究树木死亡风险和多种潜在影响因子关系的假设 图 2 不同叶片习性树木死亡风险的对比及其与
树木高度的关系



DIANJIANG TECH
点 将 科 技

心系点滴，致力将来！             Research Updates 科研动态

新 疆 生 地 所 研 究 揭 示 干 旱 区 内 陆 河 流 域 地 下 水 位 的 临
界值及其对碳汇能力的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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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极端干旱区碳循环响应机制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热点。塔里木河下游绿洲生

态系统依赖生态输水改善地下水位（GWL），对维持区域生态稳定及碳汇功能具有重

要作用。然而，地下水波动对植被生产力（NPP）与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的非

线性影响及其阈值机制尚不清楚。

   在此背景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郝兴明研究员团队依托阿克苏绿

洲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综合多年地下水监测数据、遥感信息及改

进的 CASA 模型，系统评估了 2000—2020 年期间塔里木河下游地下水动态对区域

碳通量的影响。研究团队进一步利用深度森林与随机森林等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并

模拟了区域地下水位的长期变化过程；通过累积局部效应图（ALE）识别出 GWL 对

NPP 与 NEP 的关键响应阈值；并采用因果交叉映射（CCM）方法揭示了地下水变化

对碳循环过程的因果关系。

图 1：2000—2020 年塔里木河下游区
域 NPP（a, d,  g）、NEP（b, e,  h）
与 R（c, f ,  i） 的 空 间 分 布、 变 化 趋
势与波动特征；各图中柱状图表示该
指标在全区域的百分比分布情况。( j )  
2000—2020 年塔里木河下游碳汇与碳
源区域比例变化，绿色代表碳汇区域占
比，浅蓝色代表碳源区域占比。

图 2：基于随机森林（RF）分析得到的累积局部效应（ALE）图，展
示 (a) NPP 与 GWL 之间的响应关系，(b) NEP 与 GWL 的响应关系；
(c)  与 (d) 分别为 GWL 与 NPP、GWL 与 NEP 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
分析散点图，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绘制。红色、黄色和紫色虚线分别
表示第 90th、第 50th 和第 10th 百分位的分位回归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输水显著提升下游地下水位，近河区域响应最为明显，NPP
与 NEP 随 GWL 提升而上升，但整体区域仍以碳源为主（NEP 年均值为 –98.63gC/
m2）。当地下水位低于 –4.84m（对 NPP）与 –4.44m（对 NEP）时，植被生产力

显著受抑。进一步分析发现，GWL 对 NPP 的因果影响显著高于 NEP，且碳汇区域

主要集中在靠近河道的旧河道区。

   该研究系统揭示了超干旱区地下水变化对植被碳汇能力的调控机制与空间差异性，

指出在当前气候变化与水资源紧张背景下，维持适宜地下水位是提升区域碳汇潜力、

实现生态恢复与水资源管理协同的重要路径。研究成果为干旱区生态系统应对水资源

波动及其碳汇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管理依据。

    该成果第一作者为慈梦涛博士，通讯作者为郝兴明

研究员，相关成果以“Limited carbon sequestrat ion 
p o t e n t i a l  d e s p i t e  e n h a n c e d  p r o d u c t i v i t y  i n 
groundwater- in f luenced hyper-ar id  ecosystems”
为题发表在《Journal  of  Hydrology》。

来源：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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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甜菜研究组织着手应对甜菜生产中的干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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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 ta-T Devices 为英国甜菜研究组织  （BBRO）  提供  WET150 多参数土壤传感
器和  GP2 数据采集器，用于重要的干旱和缺水研究项目。

  平均而言，英国 59% 的甜菜种植于沙质或以沙为基础的土壤上，这使得该作物特别
容易受到干旱和水分亏缺的影响。

  Br i t ish Sugar* 的数据显示，缺水造成的产量损失平均每年  10%，在最干旱的年份
上升到  25%——此外，随着气候预测预测夏季越来越温暖和干燥，与干旱相关的产
量损失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 **。

  对于许多甜菜种植者来说，灌溉往往并非可行之选，原因在于灌溉基础设施获取有限，
或者灌溉资源会优先用于土豆等价值更高的作物。

   即便具备灌溉条件，也只有在极度干旱的年份，灌溉带来的回报才具有效益 ***。

  因此，培育和筛选在更好条件与干旱条件下均表现良好的品种，是甜菜产业的一项

重要目标。

   英国甜菜研究组织（BBRO）的应用科学家 Georgina Barrat t 表示：

  “为确保英国甜菜作物在降雨量各异的年份都能实现稳定产量，至关重要的是，要

为英国种植者提供那些既具有高耐旱性、又不会导致产量下降的品种。

  这些耐旱甜菜品种需要在无需种植者大幅改变种植方式的前提下维持产量，从而提

供一种兼具环境可持续性与经济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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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甜菜的耐旱性是一个复杂的性状，受一系列生理和形态特征的影响。Ober （2005） 
过去的研究表明，耐旱指数（DTI）较高的品种往往能保持绿色冠层覆盖度，且萎蔫

程度较低，这意味着即便在水分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它们也能高效吸水。

  这种高效性可归因于以下几种性状：

 用于深度且有效吸水的根系结构

 用于调节水分流动的叶片含水量和气孔密度

 影响水力传导率的储藏根动态变化

   为了可靠地评估这些性状，必须在贴近田间实际的条件下对品种进行测试，既包括

正常水分条件，也包括水分亏缺条件。

   耐旱指数（DTI）依据品种在两种条件下的产量计算得出，为种植者和育种者选择

品种提供了可操作的参考依据。

   2023 年，英国甜菜研究组织（BBRO）启动了干旱研究试验，该试验在一个双跨度、

56 米长的聚氯乙烯大棚内采用可控环境研究方法。这种设置能够对土壤湿度水平进

行调控，同时在大棚外设置甜菜种植对照区，以反映自然、未受干预的生长条件。

   尽管初始使用了商用灌溉控制器，但它无法维持干旱处理所需的低水平且精确的土

壤湿度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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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T Devices 产品的应用

    2024 年，英国甜菜研究组织（BBRO）整合了一套新的土壤湿度监测与灌溉控制

系统，该系统采用了  Del ta-T Devices 公司的  GP2 数据采集器和  WET150 土壤湿

度传感器。

    Georgina 说，

   设计了一个带有红  -  黄  -  绿指示灯系统的仪表盘，用于直观追踪试验地块是否维持

在目标土壤湿度水平。研究人员可通过该仪表盘实时调整灌溉设置。

    Georgina 表示：“该系统在  2024 年试验中期投入使用，取得了巨大成功。土壤

水分含量被控制在目标范围内，使得灌溉地块和干旱地块之间形成了明显差异。”

    下图  1 展示了  WET150 传感器记录的体积含水量（VWC）数据，上方曲线代表

灌溉地块，下方曲线代表干旱条件下的地块。

该装置的主要特点：
 每个处理区安装了  4 个  WET150 
传感器

 GP2 数据采集器对  4 个传感器的

湿度读数取平均值

 系统根据这些读数控制灌溉电磁

阀，进而管理滴灌系统

 记录的数据还包括气象站和光合

有效辐射（PAR）传感器采集的环

境参数

“GP2 数据采集器和 WET150 装置使我们能够按照用户设定的水平控制土壤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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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成果与未来规划

    2024 年的试验结果显示，灌溉地块与干旱地块的土壤湿度存在明显差异，但未检

测到品种间的显著响应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干旱胁迫施加过晚  ——  在  12 叶期之后。

    “甜菜的耐旱性往往由早期生长阶段（即遭受早期干旱胁迫时）的生理变化所决定。”

    为此，2025 年的试验将更早施加干旱胁迫，即在  5-6 叶期开始，且从生长季初期

就启用  Del ta-T 系统。这将有助于在关键的生长阶段，更有意义地探究不同品种的耐

旱性。

    下图  2 展示了在干旱、雨养和灌溉条件下种植的甜菜，在播种后  181 天（DAS）

收获时的平均校正产量。

结论

   英国甜菜研究组织（BBRO）开展的干旱试验，是培育耐旱性更强的甜菜品种过程

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在灌溉难以实施的环境中，品种选择成为气候变化背景下保障产

量稳定的关键策略。

   事实证明，Delta-T Devices 公司的  GP2 与  WET150 系统是管理可控干旱条件

的可靠且精准的工具。将其整合到  BBRO 的试验中，带来了以下优势：

实现了多个处理区的稳定湿度控制

基于实时数据的自动化灌溉

可扩展且经济高效的监测解决方案

    Georgina 总结道：

   “借助  GP2 与  WET150 系统维持目标土壤湿度的能力，为我们的干旱试验带来

了突破性改变。我们期待  2025 年更早施加干旱胁迫的试验能揭示更多信息。”

本文脚注：* Pidgeon & Jaggard,  1998   **  Evans, 2017   ***Hess, BBRO project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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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O 来访点将科技 共商合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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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4 月 15 日，HOBO 亚太区负责人 Carol ine 女士来访点将科技香港办，进

行为期一天的商务访问。此次访问旨在深化双方近 20 年的战略合作，共同探讨全球

市场趋势、技术研发方向及未来合作机遇。

    访问期间，点将科技高层管理团队与 Carol ine 女士就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亚太区

市场布局及产品创新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特别针对近期关税政策调整的影响

交换了意见，并就如何优化供应链、提升市场竞争力达成共识。此外，Carol ine 女士

还参观了点将科技香港办公室，对公司在销售支持、技术服务和客户维护等方面的专

业能力表示高度认可。

 为进一步拓展 HOBO 产品在科研领域的应用，点将科技特别安排 Carol ine 女士访问

香港中文大学，与地理与资源管理系 Thomas 教授及其研究团队进行学术交流。双方

围绕 HOBO 环境监测设备在土壤研究中的技术应用展开深入讨论，并就未来可能的

科研合作项目达成初步意向。Thomas 教授对 HOBO 的新产品表现出浓厚兴趣，期

待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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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BO 产品凭借其高精度测量、稳定性和智能化数据管理，广泛应用于生态监测、

农业研究、气象观测等领域，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高效可靠的数据支持。

  此次访问不仅巩固了点将科技与 HOBO 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也为双方未来在

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及学术合作等方面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点将科技将继续发挥自

身优势，推动 HOBO 产品在中国的广泛应用，助力科研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心系点滴，致力将来！

点将科技微信点将科技官网

上海大区 | SHANGHAI BRANCH
地址 /Add：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泖亭路 188 弄财富兴园 42 号楼（201611）
咨询电话 /Tel：021-37620451/19921678018
邮箱 /Email：Shanghai@Dianjiangtech.com

北京大区 | BEIJING BRANCH
地址 /Add：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 48 号盈都大厦 C座 3单元 6A（100086）
咨询电话 /Tel：010-58733448/18010180930
邮箱 /Email：Beijing@Dianjiangtech.com

西安大区 | XI'AN BRANCH
地址 /Add：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未央路 33 号未央印象城 2号楼 2804 室（710016）
咨询电话 /Tel：029-89372011/18191332677
邮箱 /Email：Xian@Dianjiangtech.com

昆明大区 | KUNMING BRANCH
地址 /Add：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滇缅大道 2411 号金泰国际 9栋 1001 室（650106）
咨询电话 /Tel：0871-65895725/18987583202
邮箱 /Email：Kunming@Dianjiangtech.com

合肥大区 | HEFEI BRANCH
地址 /Add：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新蚌埠路 39 号板桥里二楼 210 室（230012）
咨询电话 /Tel：0551-63656691/18955193058
邮箱 /Emial：Hefei@Dianjiangtech.com

培训维修：18988480213  
集成定制：19921792818 
技术支持：Tech@Dianjiangtech.com 
反馈建议：Dianjiang@Dianjiangtech.com

点将科技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