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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呼伦贝尔）绿色
农产业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启动

日前，“内蒙古（呼伦贝尔）绿
色农产业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在呼
伦贝尔市启动。

该平台的成功启动，将为技术
转移服务机构、投融资机构、高校、
科 研 院 所 和 企 业 提 供 集 技 术、人
才、资金、政策为一体的科技创新

“一站式”服务，为资源集聚、对接、
定价、交易、服务、管理等各节点提
供科技成果交易支撑，形成“公益+
市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技术转
移转化全流程服务体系，带动呼伦
贝尔市乃至整个自治区科技成果
转化的产、学、研协同发展。

★国家卫健委慢阻肺诊治重
点实验室揭牌

近日，国家卫健委慢阻肺诊治
重点实验室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医院揭牌。

该实验室是在自治区呼吸疾
病重点实验室基础上，于今年 7 月
经国家卫健委批准，以自治区领先
学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为
学科建设平台，以内蒙古基层呼吸
疾病防治联盟、呼吸疾病专科医联
体、内蒙古自治区慢阻肺专科联盟
为区域网络平台的重点实验室。

据介绍，该实验室的主要研究
方 向 是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慢 阻
肺）的预防、诊断、治疗、患者管理
及成果转化推广，主要任务是以维
护和保障人民健康为目的，面向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面向生物医药科
技创新前沿，聚焦行业重大需求，
解决行业关键问题，获取自主创新
成果，培养创新人才团队，促进卫
生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

★中科院鄂尔多斯固废所成
功研发清洁高温共燃炉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鄂尔多斯固体废弃物资
源化工程技术研究所联合鄂尔多
斯市城市矿产研究开发有限责任
公 司 ，依 托 自 治 区 科 技 计 划 项 目

“农村牧区环境污染综合治理技术
研发与示范”开发研制的一种适合
于农村牧区垃圾处理的“清洁高温
共燃炉”在鄂尔多斯市研发成功。

该共燃炉专门针对人居分散、
生活垃圾日产量小、集中收运处理
困难的农村牧区而设计开发，能够
解决小型焚烧炉燃烧温度低、燃烧
停留时间短的难题，可使农村牧区
垃圾处理难题得到有效解决。

★内蒙古科技大学获第二届
全国大学生冶金科技竞赛多项大
奖

近日，在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第
二届全国大学生冶金科技竞赛决
赛中，内蒙古科技大学共荣获特等
奖 1 项、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2 项、三
等奖 8 项。同时，内蒙古科技大学
获得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冶金科技
竞赛的承办权。

★25 家企事业单位缔结马铃
薯种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不久前召开的 2019 年第七届
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博览会暨第
三届中国（呼伦贝尔）马铃薯种薯
大会上，内蒙古呼伦贝尔马铃薯种
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正式组
建。

该 战 略 联 盟 以“ 引 领 产 业 发
展、推动技术创新”为宗旨，由区内
外 25 家马铃薯种薯相关的产学研
企事业单位缔结而成，积聚了 18 家
产业龙头企业、3 家高校和 4 家研究
机构的产学研优势创新资源，联盟
理事长单位为牙克石市森峰薯业
有限责任公司，秘书长单位为中国
薯网。

★国际首个在用矿卡无人驾
驶运输系统在包钢研发成功

近日，国际首个在用矿卡无人
驾驶运输系统在包钢研发成功，并
举 行 了“ 露 天 矿 无 人 运 输 系 统 技
术”评审会。

与会专家认为，该项目成果在
多传感器融合感知、基于 C-V2X

（4G/5G）多模通信智能协同交互、
基于云智能的铲与车、车与车协同
控制和动态路径规划等方面取得
重大技术突破，研发了国际首个在
用矿卡无人驾驶运输系统，在国内
首个实现无人矿卡编组的工程应
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与内蒙古科协合办

“礼赞共和国，建功新时代”首场科普报告举行科普在线

壮美 70 智“惠”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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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内蒙古科协、内蒙古团
委联合组织开展，主题为“礼赞共和
国，建功新时代”的科普报告进企
业、助力青工强技能活动首场报告
举行，特邀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位
航天员大队大队长、现中国航天基
金会宣传部长申行运作“壮美七十
年、共筑航天梦”专题报告。活动在
大青山红色文化主题公园学习讲堂
举行，中国航天科工六院新入职 40
余名职工聆听了报告。

申行运分别从“航天知识，中国
航天员的选拔、训练与生活，中国航
天的成功”三个方面系统介绍了我
国载人航天的发展史，从政治因素、
军事用途、经济作用、科技奉献等四
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发展航天事业的
重要意义。申行运的报告，是一堂

精彩的党课和团课，更是一次深刻
的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
科普教育。一位刚从哈尔滨工业大
学毕业的博士生说：“大家在入职之
始接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
天精神教育，让我在思想上受到洗
礼，我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接好
航天人的接力棒，把航天人的精神
和风范传承下去。”

本次报告是“科普报告进企业、
助力青工强技能”系列活动之一。
通过聆听报告，大家深刻体会了老
一辈航天人坚定的航天报国信念和

“载人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
8 月 16 至 9 月 15 日，内蒙古科协、内
蒙古团委联合全区大厂矿企业，组
织 9 名专家先后在中国航天科工六

院、包钢（集团）公司、北方联合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等 6 家企业开展 15 场
报告，围绕企业青工关注的理想信
念、心理关怀、卫生健康、安全生产、

应急避险、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低
碳生活等热点问题，大力普及科学
知识，及时解疑释惑，引导企业青工
科学生活。 （郭莉）

近日，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两国科研
人员合作开发出一种可以定向散热的

“空调”，不耗电就能给城市建筑物降温。
发表在英国《自然·可持续性》杂志

上的研究显示，这种设备由涂有高分子
材料“聚二甲硅氧烷”的铝薄膜组成，铝
可以反射太阳光，而高分子材料可以吸
收并散逸空气中的热量。

这项研究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
罗分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沙
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学技术大学的
研究人员合作进行。他们将薄膜置于一
个盒子底部，并在盒上竖起由太阳能吸
收材料制成的 4 片向外倾斜的“墙壁”，
中间是倒置的棱锥。薄膜可吸收盒内的
热量；“墙壁”则在阻挡入射太阳光的同
时，将来自薄膜的热量辐射到外界空气
中去。

研究人员说，通常热辐射是朝向各
个方向的，但这种设备可以像汽车前车
灯一样，向天空定向辐射热量，以便在城
市高楼林立的环境中更有效地散热。

研究显示，这种设备在日间可将一
个小封闭空间的温度最大降低 6 摄氏
度，夜间最大降低 11 摄氏度。该设备大
约 46 厘米高、长宽各约 25 厘米，可将多
台设备安装在屋顶上为建筑物降温。

（据新华社电）

这种建筑物“空调”
不用电

科技领航

□本报记者 白莲

铀，是一种极为稀有的放射性金属
元素，在地壳中的平均含量仅为百万分
之二。然而，铀资源对于国家安全的意
义重大，是核军工和核电的重要原料，被
喻为核工业的“粮食”。

2000 年，在鄂尔多斯盆地的北部区
域 ，发 现 了 我 国 迄 今 为 止 最 大 的 铀 矿
床。这个令世界瞩目的伟大发现，结束
了我国“无特大型砂岩铀矿”的历史，为
铀资源保障做出重大贡献。

2 个超大型铀矿床、4 个特大型铀矿
床、3 个大型铀矿床、1 个中型铀矿床、1 个
小型铀矿床和多处铀矿产地⋯⋯近 20 年
来，位于包头市的核工业二〇八大队作为
我国铀矿勘查的主力军，在总工程师彭云
彪等人的带领下，在我区鄂尔多斯盆地、
二连盆地和巴音戈壁盆地探明了一个个
令人振奋的铀矿资源地。

认知创新
提出中国特色系列铀成矿理论

彭云彪是包头市土右旗人，1989 年
大学毕业后，来到核工业二〇八大队，从
一名普通技术员到总工程师，用 30 年的
坚守，见证了我区戈壁荒漠变身聚宝盆
的历程。

早在 1958 年，我国就启动了鄂尔多
斯盆地铀矿找矿地质工作。但受世界有
关传统水成铀矿理论的束缚，直到 20 世
纪末，鄂尔多斯盆地仍旧是不被看好的
铀成矿盆地。

“主要是因为根据传统的砂岩铀成
矿理论，这里缺少典型的找矿标志，那就
是红色和黄色的砂岩。”彭云彪说，对于
砂岩铀矿勘查，钻探工程是主要的验证
手段，可是该盆地钻孔打上来的岩石不
是灰色的，就是绿色的，传统的找矿标志
根本就见不到。

从 2000 年开始，彭云彪带领技术团
队在充分吸收国外“次造山带控矿理论”

“层间渗入成矿理论”和“卷型水成铀矿
理论”等传统铀成矿理论的基础上，针对
我区鄂尔多斯盆地、二连盆地和巴音戈
壁盆地铀成矿条件的特殊性，创新性提
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系列铀成矿理论，
实现铀成矿理论的升华和发展。

彭云彪带领团队完成了《内蒙古东
胜地区砂岩型铀矿预测评价与成矿特征
研究》项目，首次提出了鄂尔多斯盆地具
备形成砂岩型铀矿的构造条件和古水动
力环境，砂岩型铀矿床形成并不受次造
山带的控制；由于受沿断裂构造上升的
油气（或煤层气）影响，造成红色和黄色
氧化带找矿标志的缺失，形成了独特的
绿色古层间氧化带特征。由此，首次提
出绿色与灰色砂岩的地球化学界面是新
的岩石地球化学找矿标志，并首次建立
了“古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成矿模式，
应属砂岩铀矿新类型。

核工业二〇八大队在鄂尔多斯盆地
皂火壕地区率先取得突破，至 2004 年完
成详查后，我国终于诞生了第一个特大
型砂岩型铀矿。

2004年 12月，赵鹏大院士、陈毓川院
士等人高度评价该项目“研究成果总体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克拉通盆地砂岩
型铀矿找矿预测和古层间氧化带成矿作
用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砂岩型
铀矿找矿研究史上应属首例”。凭借科技
创新，这一研究成果也戴上了 2007 年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桂冠。

二连盆地努和廷铀矿床作为“呆矿”
达 10 年之久，2007 年至 2009 年，彭云彪
对努和廷铀矿床开展了新一轮的评价，
首次提出了晚白垩世湖泊扩张体系域的
湖泛事件控制了铀矿床的形成；首次建
立了“同沉积泥岩型”“古层间氧化带型”
和“古河谷型”铀成矿理论。一系列研究
成果，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科学找矿
推动我国向“富铀”国迈进

在一系列铀成矿理论直接指导下，
彭云彪带领技术团队多次实现新地区、
新层位和新类型系列重大找矿突破，相
当于 1 年发现 1 个大型以上的铀矿床，找
矿成果和勘查效果均居全国之首。

以“古层间氧化带型”铀成矿理论为
指导，以绿色与灰色砂岩地球化学界面为
直接找矿标志，在鄂尔多斯盆地先后发现
和落实了皂火壕特大型、纳岭沟特大型、
磁窑堡中型、大营超大型、紫登壕大型、巴
音青格利大型等砂岩铀矿床。其中，落实
的皂火壕铀矿床和大营铀矿床是我国首
个大型和超大型砂岩铀矿床。

以“同沉积泥岩型”铀成矿理论为指
导，在二连盆地将努和廷铀矿床扩大和落
实为超大型。以“古河谷型”砂岩铀成矿
理论为指导，发现和落实了巴彦乌拉特大
型、哈达图大型、赛汉高毕小型等砂岩铀
矿床。以“同生沉积-层间氧化-热液叠
加改造”铀成矿理论为指导，在巴音戈壁
盆地扩大和落实了塔木素特大型砂岩铀
矿床。

2012 年，中核集团将鄂尔多斯盆地
和二连盆地确立为我国重要的大型铀资
源基地，专门成立了中核内蒙古矿业有限
公司主持开发工作。纳岭沟特大型铀矿
床取得了“二氧化碳加氧气”浸出工艺的
重大突破，并已开始工业化试采；巴彦乌
拉特大型铀矿床取得了“酸法”浸出工艺
的成功，并已开展工业化生产的试运行。
目前，正在将纳岭沟铀矿床和巴彦乌拉铀
矿床分别建设成为我国首批2座千吨级现
代化地浸铀矿山，提供了我国“四大基地
有其二”的资源保障，对其他铀矿床的进
一步开发具有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以 1 千克 U235 裂变产生的热量相当
于 2700 吨标准煤计算，纳岭沟铀矿床和
巴彦乌拉铀矿床分别可以供 1 个百万千
瓦核电站分别运行 140 年和 168 年。”彭
云彪告诉记者，这对我国立足国内提高
铀资源供应，提高核电发展资源保障能
力有重大意义及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彭云彪历经 30 年艰苦拼搏，作为从
铀矿地质科研与生产一线走出来的我国
砂岩型铀矿地质领域的领军人物和杰出
代表，取得了铀成矿理论系列重大科技
成果和重大找矿突破，令世界瞩目。

在彭云彪的带领下，我国北方沉积盆
地铀矿找矿与开发蓬勃发展，为丰富世界
铀矿地质学科发展提供了中国同行的成
矿新模式和勘查新案例。同时，他带出了
一支拥有 56 名硕、博士研究生，具有与时
俱进和不断创新能力的专业找铀队伍，所
在单位获评中核集团铀矿找矿突出贡献
单位和国土资源部全国模范地勘单位。

彭云彪以第一作者出版了 2 部专著，
以第一作者发表核心论文多篇，同时先
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防科技进步
奖、全国十大地质找矿成果奖、全国地质
十大科技进展奖、科技部野外科技工作
先进个人、黄汲清奖和政府津贴、内蒙古

“草原英才”等多项奖项及荣誉。

一直以来，色彩绚丽的铀矿石都是矿
石家族中备受追捧的“玫瑰花”——铀矿资
源是一种较为稀缺的资源，同时也是一种
不可再生资源。

新世纪之前，我国铀矿资源稀缺，彭
云彪带领团队立足国内，凭着对铀矿找矿
事业的执着与追求，艰苦拼搏，取得我国
铀矿找矿和科研史上的重大突破，终于使

我区三大铀矿盆地现出真容。勘查实践
证明，内蒙古是我国最重要的铀成矿区带
之一，鄂尔多斯盆地、二连盆地和巴音戈
壁盆地铀成矿地质条件十分优越，成矿潜
力巨大。

团队的重大找矿突破首次填补了我国
无超大型和特大型砂岩铀矿床的空白，在 3
个盆地中均落实了万吨级以上的铀资源基

地，其中鄂尔多斯盆地是我国唯一超过十
万吨级以上的铀资源基地。这些开创性的
重大贡献，重塑了我国铀资源格局，使我国
由“贫铀”国变成铀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
同时，为解决铀矿资源供应、快速提升我国
国防和核电铀资源保障能力做出了重大贡
献，对社会、经济等层面均具有重要的战略
性意义。

铀铀，，是一种极为稀有的放射性金属元素是一种极为稀有的放射性金属元素。。铀资源对铀资源对
于国家安全的意义重大于国家安全的意义重大，，是核军工和核电的重要原料是核军工和核电的重要原料。。
核工业二〇八大队作为我国铀矿勘查的主力军核工业二〇八大队作为我国铀矿勘查的主力军，，在总工在总工
程师彭云彪等人的带领下程师彭云彪等人的带领下，，接连探明了一个个令人振奋接连探明了一个个令人振奋
的铀矿资源地的铀矿资源地，，使我区三大铀矿盆地现出真容使我区三大铀矿盆地现出真容，，重塑了我重塑了我
国铀资源格局国铀资源格局。。

科技要闻回顾

色彩绚丽的铀矿石色彩绚丽的铀矿石

彭云彪彭云彪（（右二右二））
在展示皂火壕铀矿在展示皂火壕铀矿
床钻孔岩心床钻孔岩心。。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日前，由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相关
专家主持的“档案无公害整体脱酸加固
与杀虫灭菌同步关键技术研究”以及“环
保型防灾耐久档案盒与封存箱产业化”
2 项科技项目，成功通过了国家档案局
组织的验收。

专家组认为，这两项类似于给档案
文献加上“金钟罩”“铁布衫”的技术，均
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整体上提高了
馆库抗灾能力，为保证档案与文献安全
提供了技术支撑，具有重大创新意义。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有专家研
究发现，图书档案纸张酸化严重影响其
耐久性。经过 10 余年的科研攻关，以陕
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主任李玉虎为首的科研团队
发现，环氧乙烷与氩气按照一定压力配
比组成的混合气体，具有极强的渗透性
和扩散性，能同时对酸碱性纸张混杂的
整本图书、整卷档案进行批量化脱酸加
固处理，不影响纸张负载的信息。

“对脱酸和加固后的纸张随机检测
发现，其 PH 值中性平和，纸张加固效果
显著。”李玉虎说。

而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我国各地
的档案与文化典籍在存放过程中有防
火、防虫、防霉、防酸的现实需要，李玉虎
团队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研制加工出
一 种 环 保 型 防 灾 耐 久 档 案 盒 与 封 存
箱。目前这个科研成果已在国家图书
馆、延安革命纪念馆等文献收藏单位进
行了应用。

“我国以往对档案和文化典籍的保
护，往往停留在对档案馆、博物馆大环境
的改善方面，李玉虎教授从档案盒和封
存箱这样的小环境着手，为我们打开了
新视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
院教授张美芳说。 （据新华社电）

“金钟罩”“铁布衫”
保护档案文献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