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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优秀科技报

山西省十强报纸

第二、三届山西出版奖提名奖

推进创新驱动 彰显科学魅力

新 1015 期 总第 4284 期 创刊于 1984 年
国 内 统 一 连 续 出 版 物 号 悦晕 员源 原 园园员缘

“这是我在 1982 年全国青年小发明竞

赛中获得金奖的一座奖杯，你看它造型非

常独特，底座有 29 颗小圆珠环抱而坐，代

表当时参赛的 29 个省市自治区，中间一朵

腾空而起的金色巨浪直冲云霄，有长江后

浪推前浪的寓意，浪花最高点处托举着的

‘海燕’象征着年轻人在发明的海洋中展翅

翱翔……”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真诚亲切的

老头，正如数家珍地介绍着自己在发明创

新路上所获得的荣誉。

一座座闪耀独特的奖杯、一排排整齐

陈列的荣誉证书、一叠叠陈旧珍贵的往来

书信，在他的分享叙述下，一张瑰丽精彩、

耕耘不辍的奋斗画卷缓缓展开，他就是被

誉为“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创造教育名师”

“全民创造力开发优秀专家”的山西省科协

原正厅级巡视员———关原成。

打响全国青年投身发明创造的第一枪

“1982 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

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开展的全
国青年小发明竞赛，打响了改革开放后动
员全国亿万青年投身科技创新的第一枪！
我带领一个团队冲锋在前……”回忆起与

发明创造的结缘，关原成眼中泛光、动情地

说道。

一项课题种下一颗创造的种子。20 世
纪 80 年代，初到农机科研所上班的关原
成承担了一项国家级重点课题———梯田

筑埂机的研制。“当时没人敢搞，因为这是
个‘三无项目’：一无图纸、二无资料、三无

技术，没法入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关原
成硬是独立挑起了这项科研课题。他说：

“我就愿意干国家需要干但没人敢干的

事。”

数不清经过了多少个废寝忘食的日日
夜夜，在一堆堆图纸上，关原成一趴就是一

天，当他终于设计出了 500 多张正式图纸、

取得了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时，有领导问他：

“你这一辈子要搞多少发明？”他回答：“100
个！”领导当即说：“你到团地委工作吧，到

那儿你可以组织千千万万的年轻人搞发

明，一人搞一项就行了。”

关原成被调到雁北团地委时，恰逢团

中央与国家轻工部联合举办全国青少年小

发明竞赛活动，于是他倡导在全区大力开

展这项活动，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并受命

担任竞赛办主任。

(下转 A3 版）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邬婷 王文君 张娜

关原成在学校进行宣讲授课 姻 受访者供图

———记首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关原成

桑榆未晚 余晖更灿

姻 科学导报记者 刘娜

河曲电厂：

“小支点”撬动电力智慧“大蓝图”

位于晋陕蒙三省交界处的国能山西河

曲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曲电厂”），

是国家“西电东送”北通道主要电源点之

一，现投产、在建总装机容量 3124.9MW，属

于煤电一体化、煤电+新能源及热电联产综

合能源企业。2021、2022 年度该厂连续两

次被国能集团授予“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岗位建功行动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11 月 15 日，《科学导报》记者走进河

曲电厂，整洁利落的集控室内，偌大的 LED
大屏犹如一扇洞察电厂运行奥秘的智慧之

窗，数据表盘、曲线图、柱形图以及现场监

控影像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动态、直观且

详尽的生产运营全景图，描绘出电厂高效、

安全、绿色生产的生动画卷。

以创为驱 破解生产难题

一直以来，传统的电厂运行监盘方式

存在监盘界面复杂、系统参数繁多、难以及

时发现异常等诸多痛点，这些问题不仅增

加了监盘人员的劳动强度，还制约了机组

运行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为解决这类问题，

全面提高运行人员的监盘水平和应对事故

的风险预控能力，河曲电厂以“青年创新工

作室”为依托，成立特色项目攻坚小组，从

各部门抽调精锐人员全程参与“智能监盘”

系统建设，号召支部党员、青年结合生产实

际需求，开展智能监盘调试研究，立志将智

慧平台打造成智能化电厂的标杆项目。

(下转A3版）

创新前沿K chuangxinqianyan

高效构筑用于先进封装的

金微球阵列异方导电胶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

与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等合作，在异方导电金微

球阵列的快速制备及性能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实现先进

封装用金微球阵列异方导电胶（ACF）的高效构筑。近日，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通讯》。 王敏

科学家全面绘制

人类健康与疾病蛋白质组图谱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郁金泰、毛颖团队与复

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研究员程炜、教授冯

建峰团队合作，全面绘制了人类健康与疾病蛋白质组图

谱。他们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方法构建了疾病诊断

预测模型，并发现了 26 个药物治疗新靶点，为精准医学

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11 月 22 日，相关研究发表

于《细胞》。 江庆龄

火星空间太阳高能粒子能谱

首次完整构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和德国基尔大学的科研人员

利用中外高能粒子及辐射探测数据，结合火星大气粒子

传输模拟，首次完整地构建了太阳高能粒子在火星空间

的能谱，这对火星空间辐射环境的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地球物理研究快

报》上。 颉满斌

我国首个百千瓦 SOEC 电解水制氢侧线装置示范运行

11 月 22 日拍摄的探测器。
我国大科学装置———江门中

微子实验的探测器主体日前建
成。江门中微子实验位于广东江
门开平市，将以测量中微子质量
顺序为首要科学目标，同时开展
多项重大前沿交叉研究。

姻 金立旺摄

江门中微子实验探测器

科学导报讯 近日，由大连石油化工研

究院自主研发的我国首个百千瓦固体氧化

物（SOEC）电解水制氢侧线装置在中原油田

示范运行。该项目关键设备实现国产化，总

制氢功率达 105 千瓦，首次实现产品氢气增

压纯化功能且纯度达 99.999%，处于国内领

先水平，对推进新型绿氢技术产业化具有示

范意义。

SOEC 电解水制氢是目前制取绿氢的

主流技术路线之一，可在高温条件下电解水

产生氢气和氧气，实现将电能和热能转化为

化学能。化工园区生产装置产生的高温高热

可为 SOEC 电解水制氢提供充足热能，产品

氢气又可作为生产装置原料，从而形成产业

链闭环。

大连院瞄准化工园区应用场景，与中原

油田、广州工程公司等单位设计该装置，探

索打通从设计、建设到运行的全产业链，推

动 SOEC 电解水制氢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面对高温高湿低压等工作环境，大连院通过

橇块化高度集成设计，开发超低压产品氢气

纯化、低压降热管理、SOEC 电解水制氢系

统健康预测和管控等技术，依托中原油田配

套公用工程，实现项目示范运行并开展了多

种工况下的性能验证。

下一步，项目组将在 SOEC 电解水制氢

技术的系统设计、关键设备、安全运行等方

面努力形成标准规范，为该类技术工业化应

用奠定基础。 杨雁

前不久，修订后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布，将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提出，“对重大

原创性、交叉学科创新等基金资助项目，基

金管理机构可以制定专门的申请与评审规

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支持基础研

究的主渠道之一，此举将有助于进一步推

动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催生更多引领性原

创成果。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

入发展，科技创新已进入以多学科交叉融

合为主要特征的“大科学”时代。在此背景

下，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多学科交叉研究成为科技创新增量提质的

重要途径。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往往能孕

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比

如，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相结合，能够高效

预测蛋白质结构，加快新型药物研发；量子

计算融合物理学和信息科学，推动了计算

科学的变革。

实践证明，作为新的科研范式，交叉学

科研究具有显著优势。它打破了传统学科

之间的壁垒，促进了不同领域的协作、融

合，能够提供更全面的理论基础，有助于形

成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进而催生更多开

创性、颠覆性成果。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交叉学科研究

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0 年

11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交

叉科学部；2021 年 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与教育部将“交叉学科”列为第十四个

学科门类；2022 年 11 月发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

四五”发展规划》强调“鼓励原始创新，推动学科交叉”，

并提出加强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具体措施……这些重要

举措体现了支持交叉学科发展的鲜明导向，发挥了积

极有效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交叉学科研究仍然面临一些挑战。比如，

不同于传统的单一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涉及领域

广，参与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多，这些使得交叉学科研究

的组织管理相对复杂；交叉学科研究具有多元化、多样

性的特点，单一学科评价体系难以准确、客观地评价其

研究成果。此外，交叉学科研究风险性高、不确定性强，

往往需要长期稳定的研究经费支持。

为此，有必要多措并举、加快推动多学科交叉研

究。一方面，要以前沿科学问题为牵引，打破学科壁

垒，布局一批前沿科学中心和交叉学科中心，促进形

成新的学科增长点和新的科学研究范式；另一方面，

要探索建立符合交叉研究特点和规律的学科交叉融

合资助机制和资源配置模式，促进多学科对综合性复

杂问题的协同攻关。此外，要加强高校交叉学科建设，

在前瞻性、战略性基础研究领域推动多学科深度交叉

融合，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选择优势基

础学科实行跨学科教育，发现和培养一批创新思维活

跃、敢闯“无人区”的青年人才。在评价方面，也要根据

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尽快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评

审、考核机制，激发科研人员从事学科交叉研究的积

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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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阀门公司：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魏世杰

向新谋产竞逐产业“新赛道”

“我们这款高端氢能阀是专门为氢能

生产、储存与运输而设计研发的，它集合

了工程力学、材料科学、流体力学、智能控

制等多领域的前沿技术，不仅具备超高的

密封性能，确保氢气零泄漏，还能通过智

能化控制系统，实现对氢气流量的精准调

控。”11 月 15 日，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

《科学导报》记者走进阳泉阀门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阳泉阀门公司”）加工车

间内，工人轻点按钮，一台台数控机床有

条不紊地运转起来，一个个阀门零部件逐

渐成型，经过严格的质检后，这些零部件

将被组装成完整的阀门产品，交付国内外

客户……

阳泉阀门公司是国家定点生产低压

大口径阀门的重点企业和闸阀生产重要

基地。在发展过程中，阳泉阀门公司勇于

探索、大胆革新，锚定“做世界上最好的大

口径煤气阀”战略目标，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和技改力度，以科技创新打造发展新优

势，不断推动公司从传统制造企业向现代

制造企业迈进。

装配车间内，记者看到球阀的个头比闸

阀小了不少，根据工况不同，其材质也有不

同，有用于制氢管路的 304 不锈钢材质球

阀，有用于天然气管道的锻钢材质球阀。“闸

阀的压力有 2 公斤、4 公斤、10 公斤，最大 25
公斤，现在的球阀压力有 40公斤、63公斤。”

车间内，阳泉阀门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国
喜指着球阀产品介绍道。 (下转 A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