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自治区雷达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一张张
荣誉奖状记录了这支由 20名高校教师组成的雷达技
术与微波遥感应用研究团队逐梦报国的历程。

见到记者时，实验室负责人黄平平正和团队人员
按部就班地做着理论仿真、系统研制、实验总结等日常
工作。

“我是山东人。”2010年从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博
士毕业后的黄平平，毅然选择到内蒙古工业大学，从事
教学工作，开启雷达技术研究与应用研究，并吸引北
京、西安等地的科研人员来到内蒙古。

内蒙古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师侯婷斩钉截铁
地说：“这里有草原般广阔的干事创业平台，还有一群
志同道合的科研同伴，我们一定能够学以致用，干出一
番事业。”

十多年过去了，团队成功研制出具有国际先进
技术水平的地基微变监测雷达系统，为内蒙古这个
拥有世界上露天矿山最密集区域企业的安全作业保
驾护航。

边坡垮塌一直是矿山最大的安全隐患。2023年，
某露天矿区发生大面积山体坍塌，事故现场地质环境
复杂，救援难度高，搜救工作面临危岩体、边坡坍塌等
次生灾害威胁。该科研团队一行5人携带自主研发的
便携式全方位微变监测雷达，星夜兼程奔赴抢险救援

最前线，充分发挥在露天煤矿安全监测领域的技术
和装备优势，与国家应急救援勘测队携带的边坡雷
达一起组成了雷达监测体系，在指挥部统一部署下
开展工作，有力支持了地面救援行动。

此外，该团队还开拓了草原、沙漠、黄河冰凌等
多个领域的环境遥感监测，成为从空中俯瞰大地、感
知相关信息的“千里眼”。

“在黄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经常通宵值守在被观
测区域，实时关注监测动态，生怕错过一丝‘风吹草
动’，影响采集数据，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
努力。”回忆起在寒冬结冰的湖面、蚊虫叮咬的草
原、坍塌危险的露天矿场、骄阳如火的戈壁大漠进
行数据采集的时光，黄平平团队的研究生们说道，

“我们从黄老师身上学到最多的就是，在弄清实事
的基础上，更加追求卓越，验证真理，勇攀高峰的科
研精神。”

“科学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要深入企业等生产一
线去调研，发现行业企业的需求，并将科研与生产需
求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具有实际价值的科研成果。”
在青年科技创新奖励大会上，黄平平作为获奖代表，
与广大青年科技人员分享自己的经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科研团队
将神话故事里的“千里眼”变成现实。

工人在给播种机添加
大豆种子。

联合播种机在呼伦贝尔农垦绰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田联合播种机在呼伦贝尔农垦绰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田
间播种大豆间播种大豆。。

现代农业守护黑土粮仓
今年，呼伦贝尔农垦绰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充分发挥黑土地优势，选

种适合本地区的高产大豆品种，通过机械化耕种、测土配方、滴灌水肥一
体化技术和无人机智能巡田等措施，守护黑土粮仓。 韩冷 董元权 摄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2024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记者走近部分内蒙古杰出
的科学家和他们的科研团队，领略他们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使命的力量，感受科技创新在支撑
经济发展、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的显著成效。

“铀”此而生的非凡

年近六旬的彭云彪，头发花白，岁月在他的脸上
留下了印记，但他对铀矿地质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从
未减退。

彭云彪，核工业二〇八大队总工程师，2023 年
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候选人，2024年首批“国家卓
越工程师奖”获得者，这是我国工程技术领域的最高
荣誉。

荣誉背后是彭云彪及其团队35年对“找铀”的执着。
时光追溯到上个世纪，正值我国铀矿地质事业

蓬勃发展的初期。1989年，彭云彪从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毕业后，加入核工业二〇八大队这个“找铀”
的队伍。

每日晨曦初露，彭云彪便身背“地质三宝”——地
质锤、罗盘和放大镜，踏上茫茫沙漠戈壁，细致观察岩
石性状，分析地质结构，努力探寻铀矿的线索。

“野外每一步勘查工作都需要紧密跟随勘探井的
成果安排进行，随时可能前往山区或者深入沙漠腹地
执行任务”。回忆起刚加入这支队伍时，彭云彪说，当
时野外工作条件异常艰苦，有时还得住牛圈。白天上
山干活，晚上加班整理资料，以保证第二天的勘查工
作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

1992年至1994年，核工业二〇八大队与国外专家进
行野外勘查合作。“我在大学时学习的并非是铀矿专业，因
而格外珍视这次与外国专家学习的机会。”彭云彪说。

那段岁月，虽然充满了艰辛与挑战，却也铸就了
彭云彪坚韧不拔的精神与对勘探事业的热爱。

2000年，时任核工业二〇八大队地勘二分队负
责人的彭云彪投身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的野外地质勘
查工作。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找矿能取得突破，正是得益于团队提出的创新性

铀成矿理论与模式”。彭云彪以鄂尔多斯盆地为例介
绍，该盆地虽然矿产资源丰富，但受传统水成铀矿理论
束缚，曾被视为铀矿找矿不被看好的地区。但彭云彪
却深信，丰富的其他能源矿产对砂岩铀成矿具有积极
影响。

“通常情况下，在盆地的边缘地带，我们容易发现
一些裸露出地表的地层，这些地层被地质人员称为露
头”。彭云彪解释道，为了便于观测，他们来到鄂尔多
斯的神山沟，寻找这种岩石露头。

彭云彪说：“按传统砂岩铀成矿理论，盆地钻孔岩
石非灰即绿，缺乏典型找矿标志即红色和黄色砂岩。
但是，通过地表调研结果，印证了我们团队的推测，绿

色砂岩或经改造变绿，红色砂岩因高度胶结性未被改
造而保持原色。”

在二连盆地努和廷铀矿床，彭云彪展现了深厚的
业务功底与创新力，对沉寂“呆矿”提出了晚白垩世湖
泊扩张体系域的湖泛事件控制铀矿床形成的理论，并
建立多元化成矿模式。此外，他还在二连盆地总结出
构造反转控含氧含铀水渗入的新理论。

在巴音戈壁盆地，他又提出了塔木素特大型砂
岩复成因铀矿床的断陷盆地扇三角洲铀成矿理论
新认识。

彭云彪带领技术团队总结规律、提高认识并寻
找突破口，因我国铀矿地质条件复杂国际理论不完
全适用，他们就结合鄂尔多斯盆地、二连盆地和巴
音戈壁盆地的特殊条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
有中国特色的铀成矿理论，如鄂尔多斯盆地“古层
间氧化带型”等。

专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些理论成果不
仅是科创与找矿结合的典范，更是我国铀矿地质研究
领域的重大突破，为我国铀矿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历经无数次的勘探与钻研，彭云彪与他的技术团
队在砂石的迷宫中找到了珍贵的线索，成功发现和确
定了一批超大型、特大型、大型和中型等砂岩铀矿床。

这些发现，不仅让我国的铀资源宝库更加充
盈，更为我国核工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彭云彪自豪地说：“在鄂尔多斯盆地、二连盆地
和巴音戈壁盆地，我们分别成功打造了 3个万吨级
以上的铀资源基地，这使得我国铀资源勘查的成果
与成就傲视群雄。”

“鄂尔多斯盆地铀资源基地的纳岭沟特大型铀
矿床与二连盆地铀资源基地的巴彦乌拉大型铀矿
床，已率先实现开发，占据我国已开发地浸采铀矿
山中的半壁江山。”彭云彪介绍，这两大基地正稳步
迈向我国首批千吨级现代化地浸铀矿山的行列，为
我国国防建设和核电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源源
不断地动力。它们的成功开发，不仅推动了我国铀
资源开发格局由南方硬岩型向北方砂岩型的转变，
更极大地增强了我国自主保障铀资源的信心，为国家
的天然铀安全保驾护航。

2023年，全国铀矿地质勘查高质量发展大会上，
我国新时代铀矿勘查的辉煌成就揭晓——内蒙古地
区独占鳌头，荣获 7项殊荣，其中核工业二〇八大队
贡献了6项。

让“千里眼”变成现实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以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

在祖国大地上，一座座科技创新
的丰碑，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形成
了科学家精神。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
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
意见》，要求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
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
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
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
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
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
精神。

科学事业是接力事业，只有薪火
相传才能拾级而上、登高望远。新时
代新征程呼唤着我们凝聚共识，同向
同行，继承弘扬科学家精神，在全社
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
才、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厚氛围，
进一步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
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与时代同
频共振，融入时代发展潮流，争做重
大科研成果的创造者、建设科技强国
的奉献者、崇高思想品格的践行者、
良好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火热实践中汇聚
磅礴力量。

记者手记
从一个小小的纳米材料，到能源化学基础研究的领

跑者，再到引领世界催化新材料发展的方向，内蒙古大
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刘健和他的科研团队正奋力奔跑
在纳米反应器领域的新赛道上。

“在光催化反应器中，加入催化剂，继续滴加混合
物，通氧气，接循环水，进行光照反应，观察是否有气泡
产生……”“实验数据重复3次，关键数据重复更多，要在
不断的重复中找创新。”推开纳米反应器与能源催化先
进材料实验室大门，刘健正在指导研究生进行光催化可
持续制过氧化氢实验。

操作台上，一张白纸上写有“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
是无辜的，请不要戴着手套触碰公共领域。”的字样。00
后研究生安泓宇向记者介绍，这是刘老师为了警示大家
要按规程操作实验设备，特意张贴出来的。

一系列行云流水的实验操作，一张小小的提示卡片，
“拼”出了刘健对科学研究严谨、求实的图景：科学事业之
所以不断壮大，就在于科学家群体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做科研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需要不断创新。”
刘健认为：“我一直坚信科研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出更多的灵感和创造
力。而我在做科研时也会尽量保持这种开放的心态。”

刘健是土生土长的内蒙古“后生”，中学时就是化学
课代表，尤其喜爱化学实验，在高考后，更是义无反顾地
选择化学类专业。大学期间学习的是无机非金属材料，
硕士阶段主攻应用化学，博士生涯钻研物理化学，博士
后期间主要从事纳米科学与技术。之后的时光，在澳大
利亚科廷大学石油与化工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讲授
《先进颗粒过程》等本科、研究生课程，化学成了他人生
的必需课，并且一路生花。

然而祖国的发展，家乡的建设，一直都牵动着刘健
的心。

“在国外的时候，最大的希望就是将自己的科研成
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服务国家、贡献社会。”2017年，刘
健毅然决然地辞去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终身教职，回到祖

国的怀抱。随后，他又一次婉辞发达地区的邀约，回到
自己的家乡，入职内蒙古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兼聘内蒙
古大学能源材料研究院特聘教授，把自己多年的科研成
果倾囊相授。

“做能源材料与能源化学领域的基础应用研究，可
能没法很快出成果，但这些问题却是我们国家、自治区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只要是国家和
自治区所需，我们一定要努力和坚持去做。”刘健说。

教学之余，刘健把精力都投入到推动内蒙古高水平
基础研究工作中，围绕我区重点领域，集中攻坚、全力突
破，组织团队投身于绿氢生产、存储、利用，探索开发高
效复配型水溶性分散剂和第三代聚乙二醇二甲醚脱硫
剂。全方位联合国内外科研院校并积极对接相关“龙
头”企业，大力推动“科技之花”结出“发展之果”。

前不久，刘健带领团队借助人工细胞——功能化纳
米反应器材料优势，将纳米材料的高性能发挥得淋漓
尽致，为“双碳”战略目标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增
效。同时在风电、光电清洁能源驱动的COx定向催化
转化，人工光合成高价值化学品等方面也取得了突出
成就。

“面向科技前沿，结合自治区战略需求，我们正在进
行基础能源材料化学的研究，太阳能电池与动力电池的
回收利用，绿氢的生产、储存、利用等相关课题的研究。
目前都处于关键能源材料的攻坚阶段。”刘健希望，将团
队所掌握的材料化学研究成果推广、服务到更多行业及
领域，如现代煤化工、稀土新材料和纳米新医学。“因为
这项工作不仅能够解决目前面临的环境问题，还能创造
更大的社会价值。”

在这条路上，刘健将带领科研团队不断地尝试、不
断地发展，不断地刷新世界对微观材料与微观受限空间
催化反应的认知。

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期待着更多勇攀高峰、敢
闯新路的科学家，共同勾勒出高质量发展最美画卷。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开启纳米材料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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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瞳深瞳””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科研团队将神话故事里的“千里眼”变成现实。
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
期待着更多勇攀高峰、敢闯新路的科学家，
共同勾勒高质量发展最美画卷。

弘
扬
科
学
家
精
神

激
发
全
社
会
创
新
活
力

5科技
执行主编：徐亚军 责任编辑：及庆玲 版式策划：苏昊 制图：安宁

2024年６月12日 星期三 ■邮箱：122314097@qq.com

彭 云 彪彭 云 彪
（（右 一右 一））在 野在 野
外 生 产 一 线外 生 产 一 线
指 导 技 术 人指 导 技 术 人
员观察岩芯员观察岩芯。。

黄平平黄平平（（左一左一））在塔在塔
克拉玛干沙漠进行土壤克拉玛干沙漠进行土壤
水分实地数据采集水分实地数据采集。。

刘健刘健（（右二右二））操操
作 透 射 电 子 显 微 镜作 透 射 电 子 显 微 镜
分析实验关键数据分析实验关键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