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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沙产业创新博览会
开幕

10月9日，2018沙产业创新
博览会暨沙产业高峰论坛、第二届
全国沙产业创新创业大赛在阿拉
善左旗巴彦浩特开幕。系列活动
以“科技创新，成就大业”为主题，
展示沙产业领域前沿技术和创新
成果，探讨研究沙产业发展新模
式。开幕式上，阿拉善盟沙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沙产业商会、沙
产业创新学院正式揭牌。

★2018年自治区“双创”活
动周启动

10 月 9日，以“高水平双创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18年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内蒙古
活动主会场启动仪式在乌兰察布
市举行。

活动周期间，乌兰察布市陆
续开展双创成果展、专题论坛、群
众竞赛、项目路演、人才招聘会等
多项主题活动，重点展示内蒙古
及乌兰察布市大力推动双创事业
发展成果，全面阐释创新创业政
策，推广政府部门通过构建良好
创新创业生态激发市场内生动力
的有益实践和成功经验，生动体
现创新创业事业的蓬勃发展。

★我区2人入选2017年创
新人才推进计划

科技部公布2017年创新人
才推进计划入选名单，我区2人
入选该名单。内蒙古自治区农牧
业科学院刘永斌入选中青年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内蒙古宇航人高
技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邢国良入
选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
站在兴安盟揭牌

10 月 16 日，袁隆平水稻院
士专家工作站揭牌仪式暨兴安盟
大米产业发展论坛在兴安盟举
行。

出席揭牌仪式的袁隆平院士
表示，将带领专家团队全力支持兴
安盟水稻产业发展，加快引进推广
最新培育的“耐盐碱杂交水稻”品
种和先进技术，力争3年内实现兴
安盟水稻每亩增产100公斤，助推
当地贫困群众增产增收、脱贫致
富，为内蒙古的粮食生产、绿色发
展、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兴安盟水稻产业优势明显，
良好的生态环境、适宜的气候条
件、科学的种植方法以及规范的
地方生产标准造就了“兴安盟大
米”的独特品质。2015年“兴安
盟大米”获批国家地理标志商标，
被自治区粮食行业协会授予“内
蒙古优质稻米之乡”称号。

★国内首家综合性健康大学
在内蒙古人民医院成立

10月 18日，全国第一所由
政府批准、在公立医院成立的综
合性健康大学——内蒙古自治区
健康大学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
院正式揭牌成立。

内蒙古自治区健康大学由内
蒙古人民医院牵头，并依托“医联
体”“健联体”，联合各盟市公立医
院共同开展工作。大学向群众和
健康从业者免费提供课程及培
训，采用班主任管理和自我管理
方式，自主选课及线上线下授课
相结合等多种自由模式，对全区
各级从业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
提升其健康教育能力及健康管理
从业水平。

★全球单体规模最大高纯晶
硅项目在包头投产

内蒙古通威高纯晶硅项目
10月31日在包头市昆都仑区正
式投产，该项目超70%的产品能
满足P型单晶和N型单晶的产业
需求，生产成本降至4万元/吨以
下，可逐步替代进口产品，实现高
纯晶硅“中国制造”。

该项目于 2017 年 10 月启
动，耗时12个月正式投产，远短
于同类地区同类规模企业18个
月左右的建设周期，为全球单体
规模最大、建设速度最快。项目
在工艺设计先进性和系统运行可
靠性、自动化、信息化等方面进行
了数十项优化，生产循环体系的
综合能耗有望实现全球行业最
低；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蒸汽、硅
粉、氢气、氯气的消耗水平，达到
行业领先水平。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营养不均
衡导致的“富贵病”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健康
的隐形“杀手”。中科院历经8年攻关成功
的“小麦糊粉层产业化项目”，运用旋风涡
流分离技术，将小麦中最有营养价值的“糊
粉层”从麸皮中分离，能够大幅度改善面粉
的品质，为小麦加工、国民健康带来了无限
可能。

中国小麦糊粉层战略研发课题组负责
人、中科院嘉兴中俄科技转化中心主任吴
亮介绍，小麦糊粉层是位于小麦胚乳和种
皮之间的一层细胞壁，占小麦质量的7%-
9%，但小麦中70%以上的营养就集中在糊
粉层中，是小麦的精华所在，又被称为小麦
中的软黄金。

“小麦糊粉层是国际公认最好的全谷
物食品。”吴亮说，小麦糊粉层中富含的烷
基间苯二酚，是天然的抗氧化成分，具有抗
癌功效；膳食纤维比例极高，30克小麦糊
粉层就含10克左右的膳食纤维；另外，它
的蛋白质、维生素B2、烟酸、矿物质等营养
物质含量均数倍于普通主食。

“由于传统技术极难分离，在小麦加工
中通常与小麦种皮一起剥离成了麸皮，作
为饲料用，其营养价值一直没有得到有效
的利用。”吴亮介绍说，科研人员是从俄方
火箭发射的动力原理中受到启发，而开发
出一套独一无二的旋风涡流分离技术，在
全球首次解决了小麦糊粉层工业化纯物理
分离的技术难题，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自
主知识产权。“我们的分离方法和设备均为
自主研发，可以高效率、高质量地获得安
全、无污染的天然小麦糊粉层。目前已经
申请了12项发明专利。”

吴亮表示，该技术一经面世，即引起多
家世界500强食品巨头的合作兴趣，是中
科院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战略转型以来获
得的粮食行业中的一项重大科技突破。

（赵竹青）

糊粉层分离技术
提取小麦中的“软黄金”

据英国《自然》杂志官网报道，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近日宣布，该机构
的“行星猎手”——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的燃
料已用尽，目前已“光荣退休”。在9年观
察任务期间，开普勒发现了数千颗系外行
星。望远镜在“油枯灯灭”前已将其收集的
所有数据下载到任务控制系统内。

开普勒项目科学家杰西·多森说：“它
圆满完成了我们最初计划的任务，且做得
更多，给我们带来很多意外的惊喜。”

开普勒望远镜的提出者、现已退休的
太空科学家威廉·博鲁基说：“借助开普勒，
我们证明了银河系中的行星比恒星多。”

“身价”6.92亿美元的开普勒于2009
年3月升空。此后的4年时间里，它一直密
切关注着天鹅座和天琴座的15多万颗恒
星，观察恒星星光的闪烁。科学家借助“凌
日法”（行星穿过恒星时会使恒星暂时变
暗）来发现行星。

2013年5月11日，望远镜出现关键故
障，无法对原来的天区进行精确定位。从
2014年开始，开普勒望远镜进入K2（开普
勒任务2）阶段。

在两次任务期间，开普勒共确认了
2681颗行星，包括Kepler-186f（位于其恒
星宜居带的地球大小的行星）以及 Ke-
pler-22b。其中许多行星的大小被证明
介于地球与海王星之间。太阳系中没有发
现Kepler-22b大小的行星，但它们在整
个银河系中很常见。此外，开普勒还发现
了近2900颗待确认的行星。

尽管开普勒已经“退休”，但NASA的
行星狩猎活动仍在继续。今年4月发射升
空的“凌日系外行星勘探卫星（TESS）”出
师大捷，目前已发现了数颗系外行星。

（刘霞）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
功成身退

深度探索

自2008年成为国家科技部确定的创新方法培训试点省后，我区持续、深入推动创新方
法在企业及产业领域的推广与深度应用，引导全区越来越多企业和高校科研人员、一线工
人、教师学生积极参与，创新方法逐步成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新动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和肯定。

创新思维创新思维 脑洞大开脑洞大开
□本报记者 白莲

“以前采用‘试错法’来进
行技术改造，盲目且低效。通
过TRIZ工具的使用，能轻松得
到10多种性价比合适的解决方
案，节约时间、减少费用的同时
还能预言技术和产品的发展趋
势，为科技创新择取了捷径。”

提起“TRIZ”技术创新方
法，包钢煤焦化分子公司总工
程师王晓峻颇有心得。

近日，在由自治区科协、科
技厅、教育厅联合主办的首届
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内蒙古分赛
区暨第二届全区创新方法大赛
决赛（企业组）的赛场上，王晓
峻团队的参赛项目“杜绝干熄
焦水冷套管内泄”解决了行业
难题，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此次大赛高校组的比赛同
样精彩。“一种针对非牛顿流体
的可伸缩容器”“一种单喷头熔
融沉积3D打印颜料混合装置”

“降低粉碎收获机排料系统秸
秆损耗”等一批创新方法项目
让人眼前一亮。

创新方法
是提升创新力的新动能

据统计，从1901年诺贝尔
奖设立以来，有 60%—70%的
项目是因观念、思维、方法和手
段上的创新而获奖。创新方
法，是创新的源头及先决条件，

“TRIZ”技术创新方法是科学思
维、科学方法和科学工具的总
称，是实现创新的重要手段。

2008年，科技部、发改委、
教育部、中国科协等四部委联
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创新方法
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为创
新方法研究、推广和应用工作
提供了指导和方向。同年，内
蒙古成为国家科技部确定的创
新方法培训试点省。

“我们要格外重视创新方
法对于技术难题突破和创新思
维培养所发挥的支撑性和基础
性作用，让更多创新创业者加
入创新方法推广应用与深度实
践的行列中来。”自治区科协主
席赵吉说。

10年来，自治区科技厅等

部门通过组织报告会、培训班、
沙龙等多种形式，推广应用创
新方法，培养师资团队，搭建了
广大科技人员学创新、会创新、
比创新的平台，解决了很多行
业和企业技术难题，产生大批
专利成果。

如今，创新方法得到全区
各界的大力支持，自治区科协、
教育厅也不断加大投入，引导
全区越来越多企业和高校科研
人员、一线工人、教师学生积极
参与，创新方法逐步成为提升
区域创新能力的新动能，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

创新教育
让高校科创活力满格

秦闻宇是内蒙古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的一名大三学
生。在此次大赛中，秦闻宇团
队的创新项目“一种单喷头熔
融沉积3D打印颜料混合装置”
获得了高校组第二名。

“完全依靠灵光一现的点
子，成功率往往比较低，会走很
多弯路。通过老师的指导，我
们切实感受到了TRIZ的强大
生命力，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
了方法先行的重要性。”秦闻宇
告诉记者，本学期他选修了创
新方法的相关课程，眼界和思
维更加开阔了。

作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
学，内蒙古工业大学高度重视
创新方法的研究、推广和应用
工作。学校积极营造学习创新
方法、应用创新方法的良好氛
围，面向学生开设相关课程，鼓
励学生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学
生在各级各类科技竞赛中表现
突出，多次获得重要奖项。

2010年，内蒙古创新方法
研究中心落户该校。截至目
前，该中心承担并完成了多项
国家科技部、自治区科技厅创
新方法研究课题，发表论文50
余篇，获批专利多项。

自2008年我区启动创新方
法推广应用工作以来，作为创
新方法工作载体，高校成为我
区创新方法推广应用工作开展
的重要依托。

借助高校载体，我区建立
了一批创新方法基地。2011

年，内蒙古高校创新方法推广
应用基地在内蒙古工业大学揭
牌成立，主要负责全区各大高
校的创新方法推广应用工作。
该校陆续派出一批教师参加科
技部及有关部门组织的创新方
法培训，并获得相应资格证
书。目前，这批教师已经成为
自治区创新方法研究、推广和
应用战线上的主力军。

依托创新方法推广应用基
地，区内一些高等、高职院校在
大学生创新教育方面开展了大
量工作，为创新创业实践提供
了有效支撑。

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
科技大学和包头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等院校面向全校所有专业
开设创新方法公共选修课，累
计授课学生逾万人。同时将创
新方法案例教学融入到教学课
程体系，实现理论课程与实训
相结合，极大提升了在校师生
学习和应用创新方法的能力，
创新方法教学改革的成果也在
高等高职院校不断开花结果。

为加强产学研结合，我区
高校与众多行业积极开展合作
项目，培养了多位国家创新工
程师，形成高校创新师资培育
体系，组织制作了具有推广示
范意义的教学实训案例和创新
方法实战课程，构建了以创新
方法应用为核心的产学研合作
项目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自主创新
成为企业转型发展的“加速器”

“以前只知道达尔文的生
物进化论，马克思的社会进化
论，没想到工程也有如此奇妙
的辅助发明创造的进化论。我
相信TRIZ理论一定会在科技
创新中大放异彩！”

2017年，王晓峻参加了自
治区科技厅举办的国家二级创
新工程师培训班的学习。短短
的15天时间里，从理论知识讲
解、案例分析到课题解决，彻底
刷新了长久以来的惯性思维定
式，王晓峻一下子“脑洞大开”，
看问题的视角改变了。

王 晓 峻 利 用 所 学 到 的
TRIZ理论知识，为公司干熄焦
装置焦罐盖燃爆问题找到一个

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该项目在
当年的自治区首届创新方法大
赛一举夺得金奖，并代表自治区
参加国赛角逐，获得三等奖。一
个个奖项激发了王晓峻学习
TRIZ的热情，如今王晓峻已拥
有实用新型专利授权16项，在
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8篇。

从被批准为科技部创新方
法推广应用试点省之初，我区就
确立了“以企业为主体，开展自
治区创新方法应用推广试点示
范工作”的核心思想，持续、深入
推动创新方法在企业及产业领
域的深度应用，着力建设内蒙古
创新方法推广应用基地。

2014年，自治区科技厅、教
育厅、发改委、经信委、科协五
部门联合签发《关于加强自治
区创新方法工作的若干意见》，
并建立了工作联动机制。

相关部门先后组织了创新
方法推广应用专家咨询会，专
门针对中小产业聚集区企业及
节能减排重点企业制定创新方
法培育方案，联合举办了内蒙
古高技术企业及中小企业创新
方法深度应用培训班，形成了
自治区多厅委共同推动创新方
法工作的合力，为创新方法服
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
提供了指引和政策保障。

如今，自治区一批又一批
的一线技术骨干和工程师们开
始系统地学习创新方法，用更
加科学的方法、更加开放的思
路、更加高效的实践，在不断提
升个人能力的同时，结合企业
发展实际解决更多关键难题，
创新方法成为推动企业发展转
型的有力工具。

据了解，目前，我区分别引
入国家技术创新方法与实施工
具工程技术中心等优质资源，开
展创新方法的试点、示范工作，
采取国内、国际、区域合作，结合
本土核心师资，研究出多种教学
模式，累计举办深度应用培训班
18个，参训人数达740多人。解
决技术难题400多个，培养创新
工程师400多人，帮助企业解决
技术难题400多个，产生解决方
案4000多个，产生专利429个，
其中发明专利116个，预期经济
效益达7.6亿元。

如果你来到了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那么恭喜你，你获得
了一张通向未来的“入场券”。

咖啡服务生、仓库搬运工、面
料纺织工……这些工作都换成机
器人来完成。或许你会说，这些简
单劳动被机器人替代并不稀奇，而
化一个时尚妆容、做一次健康检
查、生产一个飞机零件……这些需
要时尚品位、经验积累、精密计算、
沉着耐心的工作，也能够由机器人
来完成，有没有震撼到你？如果你
还是觉得，这些机器人虽然厉害，
但并没有超出想象，那么，能够飞
起来的汽车、精度可以控制在4微
米的巨型机床、自产能源的神秘房
子……这些你没有想到的“未来”
也已走进我们的视野。

走在进口博览会的智能及高
端装备展区，你能够在各种智慧车

间中随意切换。分拣乒乓球的机器
人，将乒乓球精确拣出，并摆放在准
确的位置，循环往复，不知疲倦。几
十个线桶一字排开，纺织布料不需
人工操作，或许纺织女工三班倒的
工作画面真的很难看到了。运送、
安装、测试，完成这个流水线作业的
是3个机器人，说它们是“机器人”
有些勉强，从外形看仅仅是动起来
的机器，但全程作业可以替代人工，
它们真的是一个“团队”。

你要是觉得看着不过瘾，可以
来一场“人机对决”。出现在欧姆
龙展区的第四代 FORPHEUS 乒
乓球机器人正与参观者激烈对
战。它身形庞大，却拥有灵巧的

“手臂”和敏锐的“眼睛”，可在千分
之一秒内控制击球时机与方向。
诞生于2013年的它，曾以“世界上
第一个乒乓球教练机器人”身份入

选吉尼斯世界纪录。
和它打球，十有八九你是赢不

了的。不，我们不要对抗，要合
作。其实，机器人更新迭代的基础
是人机互动。搭载不断迭代的人
工智能技术，FORPHEUS成为人
机关系不断进化的象征。更多的
机器人设备也是在人类提出的更
高要求下，不断学习进步。

科技时代，你的神奇感受或许来
自，突然有一天，你曾经看到的科幻电
影里的场景变成现实了。交通拥堵不
堪，急着赶路的汽车车门打开，就变成
了一架飞机，它可以穿梭于高楼大厦
之间，也可以降落在摩天大楼的停机
坪……科幻电影里会飞的汽车，如今
就出现在进口博览会的展厅里。

由斯洛伐克科技公司Aero-
mobil研发的会飞的汽车，由驾驶模
式转换至飞行模式用时不超过3分

钟，起飞滑跑仅需要595米。驾驶
模式时，最大速度每小时160千米，
飞行模式时，可达每小时360千米。

漂洋过海来到进口博览会的
德国“大汉”“金牛座”龙门铣是世
界领先的机床设备，它长20米、宽
10米、高8米，占地面积达200平
方米，总重近200吨，精度可以控
制在 4 微米，达到传统机床的 3
倍。机器的精度已超出人类极限，
它的未来无限。

进口博览会上，参展企业带来
100多项新产品和新技术，全面呈
现国际最尖端、最前沿、最具代表
性的产品及服务趋势。更清洁的
能源、更智能的装备、更广阔的空
间……我们的生活可能还会有更
多的出其不意。

拥抱这样的未来，你准备好了
吗？

进口博览会的
科技范儿

□贾远琨 潘清 王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