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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区 紫 花 苜 蓿 生 物 安 全
评 价 中 间 试 验 基 地 获 批

本报 12月 4日讯 日前，国家草业技
术创新中心（以下简称“草创中心”）与共建
单位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
所共同申请的紫花苜蓿生物安全评价中间
试验基地（以下简称“基地”）获得农业农村
部批准。该基地是我区首个紫花苜蓿生物
安全评价中间试验基地，标志着我区在紫花
苜蓿生物技术与分子育种工作方面取得阶
段性进展。

基地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生盖营村
内蒙古草业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主要对
前期利用生物工程、基因编辑等技术创制的
优质高产紫花苜蓿新种质进行安全评价。

据了解，生物育种是育种发展的新阶段，
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生物技术育种具有明
显优势。今年8月，农业农村部明确提出，以
转基因为代表的生物育种是育种领域的革命
性技术，是必须抢占的新领域新赛道。为加
快生物育种进程，抢占国际快车道，草创中心
联合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
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等多家
优势共建单位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目前，
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已获得大叶、多叶、高蛋
白、多分枝、低单宁、高牧草消化率，适合林
下、低磷土壤生长，高抗低残留耐草甘膦等多
个紫花苜蓿新种质。下一步将在充分评价安
全性、有效性的基础上，获得安全证书，推进
产业化应用，促进我国苜蓿自主创新能力。

（喆研）

内蒙古留创园综合排名升至第 13位

本报 12月 4日讯 近日，第24届全国
留学人员创业园网络年会在西安举办。会
上发布了由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留学人员创
业园工作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
询研究院共同组织编制的《2023中国留学
人员创业园区孵化基地竞争力报告》，对从
全国超 350家留学人员创业园中评选出纳
统的58家孵化基地各项指标进行排名。作
为内蒙古唯一一家入选“中国留学人员创业
园区孵化基地”的内蒙古留学人员创业园综
合排名位居“竞争力排行榜”第 13名，评价
为“优秀”，比去年上升两名。

内蒙古留学人员创业园始建于 2002
年，地处包头稀土高新区核心区域内，是内
蒙古首家留学人员创业园，也是包头市唯一
一家具备省部共建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
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双国字号”的孵化园
区。截至目前，累计已引进培养各类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486名。其中，海归博士145
名，海归硕士 175名，其他各类高层次人才
164 名。拥有“万人计划”等国家级人才 8
名；内蒙古“草原英才”工程人才34名，创业
团队 13个，高层次创新创业基地 1个；“鹿
城英才”工程人才 19 名，创新创业团队 7
个；留学人员累计领办、创办企业425家。

(昊然 李宝乐 李媛媛)

太赫兹通信和测量技术取得多项成果

本报12月4日讯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
科技局获悉，由信元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承担的科技兴蒙项目“太赫兹微基站与精确
定位系统的开发及实验室建设项目”取得多
项科研成果。

微基站设计及组网方面，实现适用于实
时性强的监控领域5Gbps速率视频传输能
力，为 6G无线网络基站提供了解决方案。
可实现无线网络高速传输，较常规有线网络
传输速率提高了5倍，目前已应用于高速视
频监控的无线传输。

太赫兹微米级测距方面，自主开发的微
米级测量算法在实测中可将基于 120G 射
频的FMCW雷达的测距精度从1厘米提高
到 50微米以上，极大的提高了汽车刹车片
磨损监测以及工业制造中高尘低能见度环
境冷轧钢高度检测的精准度。

风机监测方面，建立风力发电机叶片雷
达回波模型，并基于回波信号的时频域特征
提出风电运行参数估计算法与叶片损伤检
测算法，可应用于风力发电机叶片损伤监
测，填补了市场空白。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创新运用太赫兹雷
达微米级测距技术，解决了无接触式高精度
测量的问题，使雷达测量精度显著提升；集
成太赫兹雷达和微米级测距技术，解决了无
接触式生命体征探测的问题，使烧伤病患无
需接触便可进行心跳、呼吸监测；集成太赫
兹雷达核心技术的微基站，解决了无线信号
高速传输问题。

目前，项目部分科研成果已陆续在自治
区的铁路、新能源发电行业进行测试应用。

（风启）

鄂 尔 多 斯 签 约 一 智 能 化
储 能 设 备 生 产 基 地 项 目

本报 12月 4日讯 近日，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政府与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内蒙古三峡蒙能能源有限公司签订
三方合作框架协议，就北京海博思创智能化
储能设备生产基地项目达成合作。

据悉，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专注于储能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服务，拥有能量管理、智能运维等多项核心
技术，能够有效提升储能系统安全性，延长电
池使用寿命，降低储能系统运维成本，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此次签约的北京海博思创智能
化储能设备生产基地项目计划建设 2GWh
智能化储能设备生产线，填补了鄂尔多斯“风
光氢储”全产业链智能化储能领域的空白，市
场前景广阔。 （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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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终，两年举行一次的科技
界盛会——内蒙古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如期而至。12月 4日，全区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此次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是表彰、是总结，更是推动科技
创新的动力。

这份荣誉体现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对
科技工作者的高度重视。2022年，我区
颁布《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重构了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报奖方式，优
化奖励结构，扩大授奖范围，加大奖励投
入，营造良好激励创新制度环境，不断增
强科技创新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支
撑引领作用。

翻阅2022年度内蒙古科学技术奖的
获奖项目名单，钢渣固废在公路工程中得
到绿色高效利用、北方农牧交错区风蚀退
化农田地力培育与产能不断提升、乳业智
慧牧场标准化及关键技术取得进步、玉米
浅埋滴灌高产高效关键技术有效应用……
这些鲜为人知的科技突破，紧扣内蒙古“五
大任务”建设需求，将大幅改善国计民生。

那么，奖励的背后释放了怎样的创新
信号？获奖项目对引领时代潮流有哪些
作用？

““深瞳深瞳”” 加快实现科技自
立自强，要用好科技
成 果 评 价 这 个 指 挥
棒，遵循科技创新规
律，坚持正确的科技
成果评价导向，激发
科技人员积极性。

——摘自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
次会议上的讲话

梳理获奖项目名单可以发现，自
然科学奖获奖成果中，20位第一完成
人中有 12 位来自于高校，占总数的
60%。

这些成果体现了内蒙古高度重
视源头创新，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
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决心。

自 治 区 首 个 自 然 科 学 奖 特 等
奖——内蒙古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董
阿力德尔图教授牵头完成的“高分子
N-卤胺复合体系的构建及其抗菌效
应研究”项目，代表了内蒙古在微生
物污染防控技术上的突破与创新。

近年来，微生物污染及其对人类
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造成的危害已成
为全球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抗生
素的问世对致病菌预防与治疗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挽救了无数人的
生命。然而，滥用抗生素使得越来越
多的单药或多药耐药菌被报道，且耐
药发展趋势愈发严重。因此，探索抗
菌药物的高效循环利用新途径，有效
预防耐药菌的蔓延及其对人类健康
的侵袭迫在眉睫，对于保护人类生命
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和应用价值。

董阿力德尔图教授认为，与开发
新型抗菌药物的应对策略相比，对现
有抗菌药物的高效利用及避免其随
意弃用来应对耐药菌滋生问题更有

意义。
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微生物污

染控制领域，针对全球性细菌耐药
性问题，另辟蹊径，打破以“开发新
型抗菌药物”为主导的传统思路，提
出“对现行抗菌药物高效循环利用”
的创新性策略。以具有可再生功能
的抗菌高分子 N-卤胺抗菌材料为
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先进的技术策
略构建高分子 N-卤胺复合体系，并
对其控制构筑、生物学效应、抗菌作
用机制、原位再生性能、循环利用等
方面进行系统研究。通过简单便捷
的途径将失活的抗菌材料进行激
活，使其重新获得高效抗菌功能，不
仅能够实现抗菌材料的有效再利
用，还可避免由于抗菌材料的残留
而导致耐药性滋生问题，为细菌耐
药性的预防与控制提供了创新性思
路，为解决全球性耐药菌蔓延问题
提出了可行性思路。

团队研究成果为微生物污染防
控提出了创新性思路，在乳业、农牧
业、养殖业、生物医药、食品深加工等
诸多领域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畜牧养殖业是内蒙古地区独具
特色的支柱产业之一，在畜牧养殖过
程中微生物污染控制与预防是必不
可少的。在快速发展集约化养殖过

程中，抗生素的不合理处置所带来的
微生物污染问题已成为制约畜牧养
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且呈现
不断增长的趋势。

该研究成果为应对后抗生素时
代日益严峻的耐药性危机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研究方向，为促进人类生命
健康乃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社会、生态
及经济效益。

此外，团队顺应国家奶业振兴战
略，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为内蒙古量身
定制的五大任务，立足于内蒙古得天
独厚的乳业高质量发展优势，发挥高
等院校依托学科群的技术实力，围绕
乳品生产质量、安全控制技术领域重
大关键技术难题，开展工程化攻关研
究，将技术成果应用于乳业微生物污
染控制领域，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助力内蒙古乃至全国乳业高质
量发展。

如今，内蒙古正加速深化推进
“科技兴蒙”行动、加快创新型内蒙古
建设，通过蒙科聚创新驱动平台聚合
创新资源，一个英才集聚、生机勃发、
潜能无限的内蒙古应运而生。而此
次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交出的这份
亮眼成绩单，更为内蒙古探索科技前
沿、补齐科技短板开了好头。

源头创新紧跟前沿

此次奖励大会首次设立技术发明
奖。折射出我区鼓励发明创造的鲜明导
向，以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
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是大势所趋，也是高
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

自治区 2022 年度技术发明一等奖
“钢渣固废在公路工程中绿色高效利用成
套技术”项目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将
钢渣“变废为宝”的项目。

举例来说，高速公路综合利用工业固
废钢渣 6.2 万吨，可替代水泥用量 1200
吨、筑路碎石集料1.1万吨，路基填料5万
吨，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100吨。

这样的“废物”利用，有效缓解了优质
筑路集料匮乏问题，是实现低环境负荷和
低资源消耗道路工程建养的重要手段，对
促进交通绿色发展，推动碳达峰、碳中和，
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
要意义。

目前，项目在宝武集团、包钢集团等
大型钢铁企业实现了钢渣绿色化处理，并
在上海、湖北、内蒙古等多个省市、数十条
高等级公路实现了成功应用，实现产值近
13亿元。

“钢渣直接用于筑路集料，面临着材
料均质性差、存在环境风险、缺乏系统制
备与应用等关键技术问题。”内蒙古高速
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钢渣
固废在公路工程中绿色高效利用成套技
术”项目负责人张广介绍，科研团队通过
实验，研究发明了钢渣集料有害物质处置
方法，能有效消除钢渣中游离氧化钙，防
止重金属离子释放，建立了沥青混凝土用
钢渣集料技术指标体系，实现钢渣绿色高
效安全利用。

同时，科研团队研制出优质抗滑耐磨
钢渣集料加工关键装备，发明了钢渣集料
形貌与性能调控技术，并建立工业化生产
优质钢渣集料技术体系。在此基础上，科
研团队又创建了钢渣沥青混凝土多支撑
点矿料骨架构成理论，发明了系列钢渣沥
青混凝土制备方法，建立了钢渣沥青混凝
土应用关键技术，为钢渣沥青路面材料的
高质量应用提供了科学方法，形成了抗滑
耐磨钢渣沥青路面材料的成套技术体系，
为沥青路面铺筑与养护提供了优质集料。

项目从研发到落地转化，离不开政策
红利的有力支撑。内蒙古着力破解深层
次体制机制障碍，出台《贯彻落实<科技
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若干措施》《关
于进一步强化科技激励的若干措施》等政
策措施，为激发全社会科技创新潜力营造
良好环境。

全区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从2012年的
1650件到 2022年的 9654件，增长了近5
倍，区域创新能力历史性提升两位，综合
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进入全国区域创新第
二梯队。

创新成果转化提速

青年科技工作者是创新的主力
军，是推动民族复兴的主要力量。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让
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为
此，要不断深耕人才成长沃土，给
予他们更多信任、更好帮助、更有
力支持。

从获奖人员年龄上看，45 周岁
（含）以下的主要完成人为1067人，青
年奖获得者均在此列，占总人数的
63.63%，人才为内蒙古实现“作示范、
勇争先”注入更加强劲的动能。

2022年度自治区青年科学技术
创新奖获得者、包头稀土研究院科研
管理部部长曹鸿璋带领研发团队开
辟了稀土在高分子材料中产业化应
用研究的新领域，成功开发出了稀土
热稳定剂、聚乳酸用稀土增韧改性剂
等，形成我国原创的具有鲜明特色的

稀土新材料产业链。
曹鸿璋带领研发团队开发了环

保高效PVC稀土复合热稳定剂，实现
有毒有害铅替代，完成2次技术转让，
孵化了自治区首家国有企业股权激
励型公司。

他们利用镧铈轻稀土元素与氯
结合后消除自由基提高热稳定性能
的机理，研发出符合欧盟RoHS指令
及 REACH 法 规 要 求 的 绿 色 环 保
PVC稀土热稳定剂，突破了铅盐稳定
剂替代技术瓶颈，解决了稀土稳定剂
初始稳定性差的难题，建成年产5000
吨稀土助剂中试示范线。同时，完成
了硬质 PVC稀土复合热稳定剂技术
成果转让。

把创新研究成果变成实实在在
的产业活动和市场效益，带动了稀土
研究院科研人员研发成果向市场转

化的积极性。
曹鸿璋带领研发团队开发了聚

乳酸用稀土功能助剂，实现了国产替
代。基于稀土离子可与羧基阳离子
形成双齿螯合、双齿桥连等多种配位
形式机理，首次开发出稀土芳基磷酸
盐成核剂，经江西禾尔斯科技有限公
司等下游企业试用，稀土改性聚乳酸
制品的耐热性能和力学性能均达到
进口助剂改性后的效果，成功实现国
产替代。

探索永无止境，攻关任重道远。
科研工作者肩负使命，努力在加强创
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上下功夫，不
断推动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迈
向高峰，为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
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青年人才担当主角

钢渣固废在公路工程中变废为宝钢渣固废在公路工程中变废为宝。。 （（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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