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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伦 贝 尔 市 强 化 林 草
科研投入守护美丽草原

本报 12月 25日讯 记者在呼伦贝尔
市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召开的林草科技创新发
展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呼伦贝尔市不断
强化林草科研力量投入，取得明显成效。

近年来，为了守护美丽呼伦贝尔，呼伦贝
尔市林草科研团队高度重视林草科技对产业
的支撑作用。目前，呼伦贝尔市已建设野生
草种培育基地，驯化、培育耐寒、抗旱新品系
16个，建立野生植物资源圃2个，植物区域试
验田3处，生产试验田2处。根据自治区政
府提出的优良草品种繁育生产补贴政策，建
设2500亩中科羊草扩繁基地，在该项目的带
动下，呼伦贝尔市羊草草种田面积持续增
加。2023年，16个耐寒、抗旱新品系中，有5
个新品种通过自治区级草品种审定，分别为
伊和乌拉溚草、东山山野豌豆、巴尔虎羊草、
呼伦湖斜茎黄芪和兴安岭红三叶。 （风启）

2023年全区科技辅导员
培训班在乌兰察布举办

本报12月25日讯 近日，自治区科技
教育和创新服务中心联合乌兰察布市科学
技术协会共同举办 2023内蒙古自治区“科
技教育乡村行”科技辅导员培训班。

培训课程以专题讲座、经验交流、现场
实操互动等方式进行。乌兰察布市委党校
教研室讲师张宵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为题作了宣
讲；内蒙古科创中心青少年科教科王玮为参
训学员全面梳理了青少年科技教育各项创
新实践活动及其规则，特别针对科技创新大
赛作了详细解读；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教育局
教研室教研员薛桂枝就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中科幻画的指导与实践作了讲解；赤峰市
实验小学的孟凌宇和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
明德小学的马晓晓两位科技辅导员分别就
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开展情况作了经
验交流；乌兰察布市人工智能协会秘书长吕
斌以实操课的形式讲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
硬件开源培训课程。

学员一致认为，培训针对性较强，重点
突出，不仅让大家对青少年科技教育各项创
新实践活动有了深入了解，也汲取了科技创
新指导的最新实战经验，提高了辅导科技创
新大赛的水平，增长了做好青少年科技创新
教育活动的信心和决心。 （喆研）

包 头 市 一 水 环 境 监 测
技术成果达国内领先水平

本报12月25日讯 近日，包头市水务
集团所属水质检测公司主持研发的《智能化
水环境监测技术模块开发与应用》项目，经
自治区科技厅批准登记，被认定为具有国内
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并被自治区科技成果
登记管理系统遴选展示。

该项目以水质检测公司为实施主体，在
再生水公司、供水公司、惠民水务公司、包头
市生态环境监控检测中心等多家单位的密
切配合下，利用项目成果智能紧急停电保
护、管道冬季防冻、快装维修维护、多模式采
样等技术模块，形成综合智能化监测系统。
经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水污染治理委员
会认定，该成果有效提升在线监测设备的运
转率和数据有效率。目前，该成果已在黄河
流域包头段入河总排口（尾闾）污水源在线
监测站工程成功应用，运行效果良好，在线
监测设备运行数据安全有效，符合相关规范
标准要求。 （昊然）

巴彦淖尔市7个领域优选
创新创业项目路演亮相

本报12月25日讯 近日，巴彦淖尔市
科协、农牧局、科技局共同举办了“科创中国”
巴彦淖尔市农牧业领域科技成果路演活动。

路演活动聚焦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现代
化发展，围绕农牧业主导产业技术成果，深度
链接科创资源，优选7个领域的创新创业项
目进行线下线上展示推介，推介项目有“巴麦
系列春小麦新品种”“河套灌区葵前麦后填闲
种植优质饲用燕麦技术”“瘤胃胶囊（AI生物
胶囊）”“华蒙肉羊”“食用型向日葵杂交种
LJ368”“向日葵沟膜垄植种植技术”“大根茬
类作物地膜减量生态降污技术应用与示范”。

路演活动邀请了河套学院、巴彦淖尔市
畜牧业服务中心相关专家，就路演项目的行
业前景、项目亮点、未来发展方向等进行深
度点评，针对每项技术成果提出了相应发展
建议。 （风启）

鄂尔多斯市校地合作
共 建 黄 河“ 几 字 弯 ”

本报12月25日讯 近日，鄂尔多斯市
政府、内蒙古农业大学、达拉特旗政府签署
了共建黄河“几字弯”防沙治沙技术创新中
心合作协议，内蒙古农业大学与鄂尔多斯生
态环境职业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鄂尔多斯市和内蒙古农业大学将在关键
技术攻关、科研成果转化、校校联动共建、科
创平台打造、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度
合作。 （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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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了“2023 年度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名单，内蒙古兴发
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成为乌海市首家入选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不仅标
志着乌海市企业在国家级智能制造
示范工厂建设中实现“零”的突破，也
引领乌海市传统产业不断转型升级，
迈向智能制造的更高端。

内蒙兴发科技有限公司以浙江
中控 i-OMC系统为支撑，专项投资
1.4 亿元，从操作导航、回路自整定、
报警自理、批量控制等多方面进行建
设，达到了智能化自主运行的目的，实现了一键
启停全流程装置，提高了工厂整体运行可靠性、
安全性及生产效率。通过持续的数智化投入，
实现了国内少有的无人巡检、无人操作、无人记
录的“三无工厂”，有效解决了区域用工难、招工
难问题，并建立起安全、环保、稳定、精细化的生
产运营管控体系，助力乌海市战略发展。

近日，记者走进内蒙古兴发科技有限公司，
只见各种智能化机器人设备和创新手段融入企

业生产全领域、全过程，走在其中宛如置身机器
人王国——防爆轮式机器人高效巡视，保证生
产线 24小时不间断生产；液氯储罐机器人定点

巡逻，确保 360度全方位监测；高空“鹰眼”全景
呈现，实现AR实景全厂覆盖实时预览……

“这是液氯储罐机器人，别看它小，可是集
合了视觉导航、红外测温、图像识别、大数据分
析等多项核心技术，能用毫米计量精准查找到
泄露点，它可为我们节省 4 组工人，真正实现
无人值守、智能化巡检，工作效率和精确度成
倍提高。”在液氯库区内，生产设备科科长袁伟
指着一台在数百米的轨道上来回移动的机器

人说道。
液氯是重点监管的一级重大危险源。根据

相关要求，液氯储存装置需要采用不间断巡检方

式进行现场巡检，且巡检间隔不得大于 1小时。
但人工巡检方式受人员主观因素影响较大，漏
检、误录等难以避免。 如今使用液氯储罐机器
人，不但从源头杜绝了巡检人员在高危环境下作
业，也确保巡检工作全方位高效率开展。

仓储机器人成为“火眼金睛”的保安员，生产
线机器人更是化身“眼观八方”的巡检员。

“氢气车间30105漏液检测正常。”
“电解车间30003红外测温52.69摄氏度。”

行走在企业各个生产区域现场，很少看到生
产工人，却时刻能听到机器人发出各种语音提示。

作为大型化工类企业，内蒙古兴发科技有限
公司以往生产区域全靠人工巡检来
判断设备状态，工作量大，漏检误检
率高，现在只需机器人“跑”一圈，便
能将各类数据精确回传，形成分析图
表，既简单又高效。不仅如此，车间
内固定搭载的智能巡检设备还具备
红外热成像、图像识别、气体检测等
功能，可替代人的视觉、嗅觉、听觉及
温度感知，能够及时发现“跑冒滴漏”

“异声异响”“异味异热”等情况，相较于传统人工
巡检，不但实现了减员，检测精度和效率也大幅
提升。

“通过持续的数字化投入，我们真正实现了
国内少有的无人巡检、无人操作、无人记录的‘三
无’工厂，不但解决了企业用工难、招工难的问
题，还建立起安全、环保、稳定、精细化的生产运
营管控体系。”公司董事长杨坤明说。

（昊然 王超）

无人巡检 无人操作 无人记录

乌海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机器人乌海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机器人““挑大梁挑大梁””

科创故事

当前，内蒙古聚焦主责主业，正在全面推进落实“五大
任务”，积极打造战略科技力量。内蒙古工业大学发挥学
科优势、平台优势、人才优势，围绕创新发展理念，承担产
学研联合攻关任务，主动参与到战略科技力量的建设中，
为支撑我区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更好地发挥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支撑
作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2019年6月，内蒙古工业大学成
立科技成果转化部门，负责全校知识产权及科技成果转化
的全流程服务管理以及相关平台建设。同年9月，学校被
自治区科技厅认定为“自治区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
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和“自治区科技成果评价
改革试点单位”；2020年获批科技部“第二批国家技术转
移人才培养基地”；2022年获批“自治区高等学校科技成
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

““深瞳深瞳””

尽管冬季的呼和浩特寒风瑟瑟，但
内蒙古工业大学的一间砖瓦厂房内却
一片火热，各种实验气罐和器材有序运
行着。

这里是自治区薄膜与涂层重点实验
室，新型环保喷涂技术在钕铁硼磁体表
面的工程化应用研究项目正在紧锣密鼓
地开展，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马文
正带领团队成员进行薄膜与涂层制备、
性能表征与检测实验。

这项研究已经进行了 5 年。2017
年，自治区启动科技重大专项“新型环保
喷涂技术在钕铁硼磁体表面的工程化应
用研究”项目。自治区薄膜与涂层重点
实验室、瑞科稀土冶金及功能材料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的科研团队，携手开展科
研攻关。

“内蒙古稀土矿藏丰富，近年来稀土
永磁产业蓬勃发展，仅包头市的钕铁硼
永磁材料产能就已超过 5万吨，成为地
区特色产业，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有
力的支撑作用。但由于白云鄂博矿中
Dy、Tb等重稀土元素的含量较少，本地
钕铁硼磁材生产企业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从江西等地采购重
稀土，这制约了我区经济的发展。”马文
告诉记者，他们的研发初衷就是想通过
新技术助力我区稀土永磁材料产业转型
升级。

涂层技术怎样帮助稀土永磁材料行
业转型升级？

马文指着实验室玻璃柜里大大小
小不同形状的“小铁块”说：“这就是烧
结钕铁硼（NdFeB），一种重要的稀土永
磁材料。”

仔细观察它们的涂层，其中大有学
问。以前的一些
材料是应用传统
技术，肉眼可见涂
料脱落和基体腐
蚀。但使用新技
术的材料，就不存
在这样的问题。

“目前，我们
研发出一整套适
用于烧结钕铁硼
磁体晶界扩散的
重稀土化合物涂
层新型环保喷涂
工艺，属于国内首
创，具有涂层质量
高、涂层结合力好
等优势，喷涂重稀

土化合物涂层的烧结钕铁硼磁体经晶界
扩散后矫顽力提高 50%以上，且不会造
成剩磁和磁能积明显下降，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马文介绍，该技术已被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

“年产 200吨烧结钕铁硼可节约成
本 1000万元。”该项科研成果为包头市
部分磁材生产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
益。已经进行小规模生产的企业负责人
介绍，采用新技术后，大幅度降低了企业
原材料成本、时间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节
约了贵重稀土原料，提高了企业的生产
效率。

“受市场前景吸引，将会有更多的企
业加入。”马文说，在工业领域，电机是应
用最广的产品，与传统电机相比，稀土永
磁电机不需要额外的电能来励磁，因此
比传统的电机节能 30%左右。目前，稀
土永磁电机市场占有率相对较小，大规
模的推广应用将助推碳达峰和碳中和目
标的实现，而稀土永磁电机的核心材料
则是稀土永磁材料。

“学校赋予马文教授科研成果的长
期使用权。结合自治区和学校科技成果
转化实际，学校将更多地赋予科研人员
成果所有权和收益权，完成人成果转化
收益分配比例从原来的 85%提高到了
90%。”佐同林介绍。

再乘东风启新程。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
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内蒙工业
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郭喜指出，当前
内蒙古工业大学聚焦自治区两件大事
谋划实施科研攻坚、科教产深度融合等
高质量发展“九大行动”，为自治区高质
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潜心科研，助力稀土产业转型升级

走进内蒙古工业大学智能装备研
究院智能装备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中
国 国 际 互 联 网 + 全 球 总 冠 军“ 正
主”——交叉双旋翼无人直升机的真
面容，通体红色、小巧轻便。

“这是国内首批列装消防领域交
叉双旋翼无人直升机项目。目前，项
目已经成功转化，项目组成员成立了
北京清航紫荆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现
已融资 3 亿多元，在福建和重庆拿到
2亿多元的采购订单。”内蒙古工业大
学智能装备研究院副教授高云峰说。

“列装消防领域交叉双旋翼无人
直升机项目在转化过程中，享受到学
校赋予科技成果转化的 4 个自主权。
一是科技成果转化方式的自主权，科
研人员可以根据科技成果产业化实
际情况，自主确定转化方式。二是科
技成果定价方式的自主权，科研人员
可以在协议定价、技术交易市场挂牌
交易、拍卖等三种市场化定价方式中
自主决定采用哪种方式确定价格。
三是净收益提取方式的自主权，成果
完成人可以自主决定采用直接领取
现金或者自行设立课题经费的方式
提取净收益。四是成果完成人之间
转化收益分配比例的自主权，在成果
转化实施之前，自主决定成果完成人
之间转化收益分配比例。”内蒙古工业
大学产业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中心主
任佐同林说。

“可以说我们现在是心无旁骛搞
科研。”高云峰补充说。

内蒙古工业大学智能装备研究院
紧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
的五大任务，发挥内蒙古工业大学学
科优势，在智能无人装备、新能源运
维装备制造、生态环境检测装备方面
的可喜成果还有很多。

实验室里，展示着“鸿雁”系列固
定翼无人机最大的一款，翼展 7.5 米，
全长 5.8 米，是一架可以为偏远地区
物流快速运输的飞机。

“它最大起飞重量达到 300公斤，
在市面上，相较于同类型飞机，具有
大载重、长航时、低成本等优点。同
时，此系列无人机具备独立自主的知
识产权。2月 25 日，在广东东莞完成
首次飞行验证实验，所有性能参数符
合设计要求。”

“鸿雁二号无人机，它的航时能
到 25小时，有效载荷 200公斤。”

“另一款鸿雁二号，是一体机无
人机，用于数据采集、监测，它的优势
是巡检速度快，燃料节省多。”

听完高云峰的介绍，记者深刻感
受到“机械战甲”的每一次更新换代，

都让其更好地适应了生产需要。
今年 8 月，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

汛情严峻，部分山区村落因洪灾破坏
严重，急需饮用水食物等救援物资。
3 日上午 9 时，挂载救援物资的 JZ-
550交叉双旋翼无人直升机从野三坡
服务区起飞，精准地进行救援物资空
中投送，持续作业 8小时，九进九出累
计为被困 4天的村落投放物资近 500
公斤，有效解决了被困 200 余人的急
需物资。

目前，研究团队依托于“鸿雁一
号”固定翼长航时巡检无人机平台，
正在致力于实现对国土资源信息的
全天候巡检采集的技术研发，形成环
保、安全、资源、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关
键检测数据，搭建动态、可靠的国土
全息大数据库平台，为政府相关部门
的科学决策提供时实准确依据。

针对我区水域负责的现状，科研
团队开发了 3 款无人船。其中集群
10 只无人船，一起出发，对生态系统
进行检测，包括生物多样性、水域污
染、地形测绘等。

此外，为了更好地守护光伏电
站，研发团队自主开发了基于机器学
习算法的光伏缺陷自动检测系统，可
通过无人机对光伏电站整体进行巡
检，自动识别缺陷数据。

专心搞科研的背后，是内蒙古工
业大学以自治区战略需求为导向，最
大限度凝聚优化资源配置，组建高水
平的大型科研团队，通过集中目标、
集中力量、集中资源，承接重大项目，
取得了一批又一批的原创性成果。

勇于探索，以学科优势促成果转化

高校是科技创新策源地、创新人才聚集地、人才培养主阵地。
然而，长期以来，高校科研人员将更多精力专注于科学研究，一定

程度上使高校科研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现象，高校不了解企业和
产业的创新需求，没有开展针对性的科研创新工作。如何让高校的科
技成果走下“书架”走向市场？

高校应主动融入“供需两端”。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组织引导高
校科研团队和科研平台紧密对接企业创新需求，让科学家和企业家

“牵手”，利用专业化服务和激励机制推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改变科
研成果“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况；要全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不断完
善成果转化和利益分配机制，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打造人才梯队，源
源不断培养一批又一批科研带头人和“后备军”。

记
者
手
记

“今年，内蒙古工业大学修订出
台了《内蒙古工业大学横向科研项目
管理办法》及第三版《内蒙古工业大
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进一步
明确工作流程和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激
励力度，激发了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
热情，从根本上解决不愿转、不敢转、

不能转等现象。”内蒙古工业大学产业
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中心主任佐同林
介绍。

连日来，记者走进内蒙古工业大
学智能装备实验室、自治区薄膜与涂
层重点实验室等，近距离感受高校科
技创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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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峰在实验室工作。

马文查看悬浮液喷涂浆料制备情况。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准备喷涂样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