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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内蒙古召开全区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为2015—2018年度获得科学技术奖励的单位和个人颁奖。翻开奖励公报，我们欣喜地看到，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开发
研究更接地气了，科技创新工作针对性更强了。

近年来，我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合理配置科技资源，加强平台、载体建设，科技工作紧密围绕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重大战略部署，在生态文明建设、优势特色产业的结构调
整、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方面持续发力，强有力地引领、推动着我区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健康发展。

草原盛开草原盛开
生态文明花生态文明花

曾几何时，十年九旱的内蒙
古只要遭遇旱灾，草原蝗虫便昏
天蔽日，所经之处赤地千里。首
府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时常可见
四处蹦跶的蚂蚱。网络发达后，
小小的“蚂蚱”竟然成了全国瞩目
的“舆情”。

近几年，人们忽然发现即使
持续干旱，城里没了蹦跶的蚂蚱，
草原没了昏天蔽日的恐怖景象。
带来这一变化的是2015年度获
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

“内蒙古草原蝗虫可持续防控技
术研究与示范”，这一项目划分了
内蒙古草原蝗虫分布区；摸清了
草原蝗虫发生规律，建立了监测
预警技术体系，开发了监测预警
信息系统；开发出生物防治制剂；
构建了可持续防控技术体系。时
至今日，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内蒙
古草原工作站还在进行生物防治
新药剂的探索和试验。内蒙古农
牧业厅负责人说：这一项目的完
成，确保了内蒙古草原蝗虫危害
处于可控状态。

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在
“重大草地害虫生物防治新技术
研发与应用”方面也取得重大突
破，获得了2016年度自治区科技
进步二等奖。

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区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中之重，党和
国家对建设、保护内蒙古生态防线
寄予厚望。我区从事生态建设的
广大科技人员咬定青山不放松，数
十年如一日为内蒙古的生态文明
撑起了牢固的“保护伞”。

翻开4年的奖励公报，自然
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年年都有生
态获奖项目。内蒙古大学揭示了
内蒙古草原退化与恢复演替机
理，提出了退化草地恢复、草地资
源保护及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的一系列对策与建议，不仅促进
了我国演替生态学的理论研究，
对我国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也
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这一成果获
得了2015年度自然科学一等奖。

自然植被退化，严重威胁内
蒙古生态防线的建设与保护。内
蒙古林科院等科研机构针对内蒙
古干旱、半干旱地区沙地、草原、
黄土丘陵沟壑区退化土地植被恢
复，开展了植物物种优选、植被恢
复技术、可持续经营技术和产业
化种植与示范研究，在呼伦贝尔
沙地、科尔沁沙地、浑善达克沙
地、库布其沙漠以及黄土丘陵沟
壑区建立了27个试验示范区，治
理退化土地面积8400平方公里，
高大密集型流动沙丘植被盖度由
10%左右提高到 40%以上，退
化、沙化草原植被盖度由＜20%
提高到 46%—100%，黄土丘陵
沟壑区植被盖度由 15%提高到
70%—98%，生态和经济效益显
著提高。这一成果获得2016年
度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区生态科技工作者在生态
文明建设过程中注重生态效益与
经济效益并举，他们通过生态重
建与恢复，改善、提高生态恶劣区
的贫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质
量。阿拉善盟地处腾格里和乌兰
布和两大沙漠中，当地特产野生
资源锁阳有着补肾阳、益精血、润
肠通便的功效。内蒙古大学等科
研机构围绕锁阳种质资源的挖
掘、利用开展研究，重点攻克规范
化种植及野生抚育中的制约因
素，制定了锁阳人工接种规范化
操作技术规程，提高了接种成活
率，开发出一种锁阳多糖的高效
提取工艺技术。这项成果对锁阳
资源保护利用，生态脆弱区农牧
民精准脱贫及生态建设起到了积
极推动作用，成果获得2018年度
科技进步二等奖。

4个年度的获奖生态成果涉
及了多样的地理、地质形态，科技
工作者围绕植被恢复与重建、种
质资源保护、新品种培育引进、新
材料应用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在工业废水、废气、固化废
料减少排放及综合利用方面也颇
有建树。4年间涉及生态环境的
获奖成果达58项。这些成果为
打造祖国北疆亮丽的风景线起到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近年来，
我区围绕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在转型
升级中遇到的制约瓶颈开展科技攻关，
下大力气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鼓
励企业搭建创新平台，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的新型研发机构，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一批制约产业发
展的瓶颈被攻破。

地处毛乌素沙地的我国唯一特大型
天然气田——苏里格气田 2018 年底完
成天然气产量238.9亿立方米,超全年任
务产量 12.2 亿立方米，为缓解我国天然
气短缺作出了贡献。

贡献的背后是科技的支撑。苏里格
气田属于致密砂岩气藏，勘探开发面临
着目标优选、沙漠区复杂地表条件下有
效储层地震预测、单井产量低、采收率低
等诸多技术难题，科技人员历经 8年技
术攻关，建成了苏里格地区国家级致密
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基
地，创新了一批勘探开发技术和模式，革
新了开发方式，产量达到直井的 3—5
倍，年均新增天然气产量30亿方。这项
成果使得内蒙古一跃成为产气大省，产
量占全国 1/5，获得了 2018年度科技进
步一等奖。同年度获得科技进步二等奖
的苏里格气田一体化钻井技术，单井开
发成本降低 5%，应用在 650口井，节约
土地面积6000余亩，单井岩屑产出量减
少40%。

大口径、高性能钢管是核电、超临界
和超超临界电站建设等领域急需的基础
产品，由于生产这些产品的装备和技术

“卡了我们的脖子”，每年我国要花高额
外汇进口此类钢管。内蒙古北方重工业
集团联合清华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及
多家专业企业于2006年开始了3.6万吨
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组攻关，2009年两
个世界吨位最大的 3.6万吨垂直挤压机
和 1.5 万吨穿孔制坯液压机问世，被列
为国家新时期十大标志性装备之一。
其生产的各种规格厚壁无缝管材、棒材
成功为我国核电、超超临界火电和航天
航空工程配套，迫使国外公司降价，每
年为国家节省钢管采购资金约 30 亿

元。立式挤压生产线获得了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2008年，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通
过技术攻关、工艺创新，利用 3.6万吨黑
色金属垂直挤压机组成功挤压出的大型
火电厂用超超临界P92无缝钢管实现批
量生产，获得了2015年度内蒙古科技进
步一等奖。获奖前 4年，这一产品共增
产值10.5亿元,实现利润3.15亿元,节约
外汇20多亿美元。

垂直挤压机组的诞生、超超临界
无缝钢管的问世都离不开 2017 年度
自治区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获得者、
项目负责人、内蒙古北方重工高级工
程师雷丙旺。

有色金属是我区的优势产业。2014
年，一项持续了近百年的工艺被赤峰云
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等单位颠覆，淘汰
了高耗能、高污染、高劳动强度、低寿命的
P-S转炉吹炼，取而代之的是自主研发的

“双炉粗铜连续吹炼工艺”，这项创新成果
的产业化应用，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大规模
连续炼铜冶炼技术的市场垄断，其技术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为我国铜冶炼行业清洁
生产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获得2017年
度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一工艺截至2016
年底，为赤峰云铜新增产值30.5亿元，新
增利润近4亿元。同时该工艺已推广到
国内外数家铜冶炼项目。

电力是我区的重要产业，火力发电
装机容量位居全国第三，风电装机容量
位居全国第一，光伏发电不容小觑。当
人们在夜幕中享受光明、在电脑前观赏
大千世界时，知道多少电的科技含量？

内蒙古上都电厂直接通过5千伏线
路向北京供电，为提高输电稳定极限，在
承德变电站加装了补偿度为45%的串补
电容。由于串补电容的作用会引发次同
步谐振，可能会导致损坏机组大轴。北
方电力公司历经 8年科技攻关，在国内
首次研发出附加励磁阻尼控制器、机端
次同步阻尼控制器和扭振保护，彻底解
决了次同步谐振问题，仅两年就为上都
电厂新增电力销售 30多亿元。该项目
攻克了大型汽轮发电机组次同步谐振/

振荡的控制与保护这一重大技术难题,
为我国点对网串补输电、特高压直流输
电系统以及新能源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
和保障。这一成果获得了 2015 年度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内蒙古电力科学院研制的专用型在
线式工业离子色谱分析测量装置，可随
时监督、控制水汽介质中离子含量，有效
遏制和缓解因腐蚀对火电厂安全经济生
产构成的威胁。该成果获得 2015 年度
内蒙古科技进步一等奖。该院完成的火
电厂超低排放集成技术研究与工程应
用，获得了 2017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项成果解决了燃煤电厂烟气脱硝、脱
硫系统中的技术难题。

近年风力发电发展迅猛，弃电现象
也十分严重。内蒙古电力集团开发的电
网新能源调度技术支持系统，在有效保
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基础上大幅提升了
新能源调度运行水平，创造了风电出力
突破1000万千瓦，新能源最大出力1156
千瓦，日发电量突破 2亿千瓦时的新记
录。这项成果获得 2017 年度科技进步
二等奖。

国电内蒙古东部电力公司完成的全
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模块化集成及应用，
解决了间歇式电源接入电网带来的冲击，
实现了平抑光伏发电的波动、调峰、调压、
平衡负载、削峰填谷等作用。这项成果获
得了科技进步二等奖。

4个年度从发电到输变电共获得39
项科技进步奖，科技创新正在引领内蒙
古电力快速、健康发展。

从4年获奖成果看，规模以上企业科
技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涉及
的范围有煤炭开采、煤化工、煤矿伴生煤
矸石的开发应用以及电力；钢铁、装备制
造、有色金属、稀土、新材料、农牧产品加
工业、石油、天然气、公路交通、信息等。
许多获奖成果是围绕解决延伸产业链的
关键技术难题展开的，一些成果已经形
成了创新链，为我区加快高质量发展步
伐奠定了基础。企业获奖成果占到全部
获奖成果半数以上，充分体现出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的加强。

近日，稀土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
题。包头白云鄂博稀土储量位居世
界第一。从1992年包头打造“稀土
谷”开始，稀土产业链不断延伸，近年
稀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翻开4个年
度的奖励公报，我们欣喜地看到，稀土
科技创新从基础研究到稀土新材料
开发应用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突破。

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
机离不开热障涂层技术，内蒙古工
业大学马文教授课题组立足稀土
科技国际前沿，开展新型稀土陶瓷
热障涂层材料的基础研究，成功开
发出液相等离子喷涂制备具有纳
米结构的新型稀土陶瓷及稀土改
性陶瓷热障涂层新技术，设计并制
备了使用温度≥1250℃的双陶瓷
层热障涂层体系（传统陶瓷热障涂
层长期工作温度高于1200℃会发
生化学物质相变，导致涂层失效），
极大地提高了涂层的使用温度并
延长了涂层使用寿命。为研制在
更高温度下使用的新型涂层材料
开辟了一条新途径。这项成果获
得2016年度自然科学一等奖。

内蒙古大学开展的稀土及半
导体功能纳米催化材料的设计制
备、结构调控与性能研究，同年获
得自然科学一等奖。这项研究取
得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系统性
创新成果，在研究中获得的新型高
效稀土及半导体功能纳米催化材
料在能源高效转化利用和环境污
染物降解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为延伸稀土产业链和高值化利用
稀土及金属矿物资源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基础和有效的候选材料。

我国上游稀土分离企业大量
镧、铈轻稀土过剩积压。科研人员
围绕充分利用轻稀土开展一系列科
技攻关：包头稀土研究院利用钕铁
硼及轻稀土元素铽、镧、铈研制的复

合式永磁室温磁制冷机，零温差最
大制冷功率达到150瓦，最大制冷
温差超过24.5度。在国内外首次应
用在冷藏柜和酒柜上，获得了2016
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内蒙古科技
大学综合利用镧、铈、钆等高丰度稀
土元素制备资源节约型稀土永磁材
料获得2016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
包头稀土研究院研发出镧铈有机配
合物合成工艺，大幅提高了PVC产
品的力学性能、热稳定性和抗老化
性，建成年产5000吨中试生产线，
获得2017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

冷轧无取向电工钢是电力、电
子和军工不可缺少的重要软磁材
料，包钢集团与内蒙古工业大学基
于包钢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利
用稀土资源，研发出具有包钢特色
的无取向稀土硅钢产品，电磁性能
得到有效提高，产生了可观的经济
效益，这项成果获2018年度科技进
步二等奖。

生产稀土产品会产生大量废
渣。包头市玺俊稀土有限责任公
司从钕铁硼废料和稀土电解渣中
回收镧、铈、镨、钕、镝、铽等多种稀
土元素，建成年产1000吨稀土废
料综合回收利用生产线，稀土回收
利用率达95.34%，获得了2015年
度科技进步二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获得2017年度
自治区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的内
蒙古科技大学李梅教授带领课题
组于2015年底开发出白云鄂博稀
土矿清洁高效提取稀土新工艺，改
变了持续30年采用浓硫酸焙烧提
取稀土的方法，稀土提取率由
50%提高到65%，攻克了选矿不能
同时实现高品位和高回收率的瓶
颈。同时开发出一套将白云鄂博
尾矿资源“吃干榨尽”的全回收、全
利用的新技术集成。

企业创新风生水起

稀土产业链条不断完善稀土产业链条不断完善

我区农牧业连续十几年年年
丰收，几代农牧业科技人员功不可
没，正是科技进步为丰收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2015年度、2017年度自治区
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共有5位科技
工作者获此殊荣，3位与农牧业有
关。内蒙古农牧科学院研究员路战
远在农牧交错带保护性耕作方面作
出突出贡献；内蒙古农牧科学院研
究员荣威恒在绵羊育种方面作出突
出贡献，培育出我国第一个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肉羊新品种“巴美肉
羊”；内蒙古水利科学院高级工程师
程满金在节水灌溉方面作出突出贡
献。4个年度的科技进步奖与农牧
业有关的一等奖14项，二等奖19
项，三等奖26项。获奖项目中，有
新品种选育、节水灌溉、作物栽培新
模式、家畜养殖新方法以及病虫害
防治和农畜产品加工新工艺等。

燕麦是世界公认的营养保健
谷物，我区是我国燕麦最大产区，
种植面积约占全国 30%，主要种
植在干旱贫瘠生态脆弱区。内蒙
古农业大学针对我区燕麦品种少、
产量低、效益差，组织团队从燕麦
育种、栽培和产业平台三方面创新
研究。项目组收集、引进燕麦种质
资源1200多份，率先在国内开展
四倍体野生种与六倍体栽培种种
间远缘杂交育种，攻克了燕麦四、
六倍体杂交不育难题，培育出高

产、高质优异品系370份，构建了
74个种质图谱；选育认定不同生
态型与专用型燕麦高产新品种8
个，引进筛选新品种12个；集成创
新6类良种良法栽培模式，建立了
燕麦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成立了
内蒙古燕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在评奖前3年，示范推广新品
种、新技术345万亩，占我区燕麦
面积45%以上，单产提高22.4%，
为企业和贫困地区农民新增产值
7.82亿元、新增利润3.8亿元。引
领带动了我区燕麦产业科技进步，
确保了我区作为全国燕麦第一大
省的地位，该成果获得了2016年
度科技进步一等奖。

内蒙古燕谷坊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燕麦加工链
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创
新性地研发出成套燕麦加工装备
以及有效成分提取技术装备，近3
年累计新增产值10亿多元，新增
利润 2.3 亿元。其整体研究获得
2018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5年度获得科技进步一等
奖的由内蒙古农业大学等单位完
成的内蒙古平原灌区玉米高产超
高产高效栽培生理机制及技术研
究与应用，在河套平原、西辽河平
原、土默川平原连续6年81个点次
实测亩产1000公斤以上，最高实
测亩产1342.8公斤，连续刷新东北
——内蒙古玉米区高产记录。

农牧业技术水平迈上新高农牧业技术水平迈上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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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年产 10 万吨超细煅烧高岭
土示范生产线。

2017 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TA35A 矿用自卸车研制与
开发。

2018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生物基可降解沙障治沙关键技术
创新及绿色治理应用。

2018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内蒙古新增4个千万亩节水灌溉工程科技支撑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