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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数码新品 玩转新潮领域

张莉芸在坐诊 姻 受访者供图

12 月 24 日，工人在广西靖西
市城北工业园区铝合金棒生产线
上作业。

临近年底，各地生产企业、物
流枢纽一派繁忙景象，奋力冲刺全
年目标任务。 姻 赵京武摄

年末生产忙

科学导报讯 12 月 24 日，笔者从天津大学获悉，

山东 5 万吨/年钢厂尾气高值化利用制甲酸钙装置于

近日顺利投产。这是全球单套规模最大的甲酸钙生产

装置，采用了天津大学一碳化工团队开发的氢氧化钙

羰基化合成甲酸钙成套技术。

如今，冶金、化工工业尾气排放量已占我国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45%以上。其中，多种典型工艺，

如钢厂尾气、兰炭尾气、电石尾气、黄磷尾气等含有大

量一氧化碳（CO）资源。然而，目前这些资源绝大部分

作为燃料消耗，不仅未能充分发挥其价值，还会造成

大量 CO2 排放。如何对这些工业尾气中的 CO 富集转

化，以此生产高值化学品？这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

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甲酸钙作为一种多功能绿色助剂，是国际公认的

优良抗菌补钙饲料添加剂，也广泛应用于建筑、轻纺、

化工等领域。不过此前，甲酸钙的生产一般采用甲酸

与碳酸钙中和工艺，不仅成本高，而且产品质量一般。

自 2006 年开始，天津大学一碳化工课题组便进

行氢氧化钙羰基化合成甲酸钙成套技术的研究，并于

2021 年完成工业示范。该技术以电石渣固废中的生

石灰或熟石灰及工业尾气中的 CO 为原料，通过生产

高品质甲酸钙，具有原料来源经济、能耗指标低、产品

质量好等优点。连续化生产技术也使其在规模工业中

独具优势。

据悉，天津大学一碳化工课题组与山东阿斯德科

技有限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基于其母公司石横特钢生

产的钢厂尾气进行高值化应用研究，于 2024 年 10 月

建成投产全球最大单套 5 万吨/年甲酸钙生产装置。

该装置仅用 6 个月就完成了从土建施工到满负荷生

产，助力企业实现节能降碳和经济利益双丰收。 陈曦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

新是必由之路。

2024 年，习近平总书记给科技创新领域的多个

团队和个人回信。字里行间，饱含对激发创新动能的

殷殷期许，对奋楫笃行再出发的深切厚望。

填补行业空白，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中国一

重成立 70 年来，培育起一支信念坚定、技艺精湛的产

业工人队伍。他们苦练内功、提高本领，为国民经济建

设提供了一件件高质量机械产品，真正“展现了新时

代中国产业工人的爱国心、创造力”；

弘扬科学精神，更多青年科技工作者争当创新主

角。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4）上，来自国内

外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一大批创新成果竞相出现。

他们“在创新实践中增本领、长才干”，如一粒粒“创新

种子”正在长成“参天大树”；

夯实基础研究，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不断深

入。在中国海洋大学“崇尚学术，谋海济国”的价值追

求下，一代代胸怀蓝色梦想的优秀海洋人才向海图

强、逐梦深蓝，坚持把论文写在蓝色国土上，努力“为

建设教育强国、海洋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聚焦自主创新，研发与应用一体两翼、协同发展。

40 年来，厦门航空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增强核心竞

争力，筑牢安全底线”，攻关突破天枢飞行计划系统等

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以更大的决心和更扎实的行

动，推动民航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攻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总书记回信精

神的指引和鼓舞下，各行业、各领域广大科技工作者拿出

“人生能有几回搏”的骨气、怀揣放开手脚创新创造的志气、

鼓起不畏艰难奋力前行的勇气，不断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贡献才智，激荡起科技强国建设的澎湃力量。

姻 刘涓溪
K 评论

kexuepinglun
激荡起科技强国建设的澎湃力量

全球单套规模最大的甲酸钙生产装置投产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小静 杨洋 文 / 图

“人生有无数次从零开始，你现在的职业和专

业只不过是你人生轨迹当中的小切口而已，将来成

长到哪一步，都是你的努力、机遇和一次次的选择

塑造的。”张莉芸说道。12 月 11 日，《科学导报》记

者在山西白求恩医院见到了山西白求恩医院副院

长、山西白求恩医院风湿免疫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张

莉芸，听她讲述 35 年来从临床医生到科研领航者

的故事。

风湿免疫病是内科学中的一系列疾病，主要包

括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系统性红斑狼疮、

骨关节炎、痛风、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等。风湿免疫病

可累及多脏器、多系统。多年来，张莉芸及其团队始

终紧扣山西风湿免疫治疗的脉搏，潜心研究风湿免

疫疾病队列和各种组学；间充质干细胞、CAR-T 治

疗风湿免疫性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纳米载药和递送

系统治疗风湿病，为山西风湿免疫病的治疗按下“快

进键”。

初心不改方能得始终

躬耕杏林，执着医海。自从踏上学医从医之路，

张莉芸就从未懈怠，一直埋首执着前行。2005 年，张

莉芸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风湿病学专业修完博

士课程毕业，成为山西医科大学最年轻的免试推荐

硕士生导师，2009 年受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推

荐，经全国遴选获亚太地区抗风

湿联盟资助，在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访问学习。2011 年 3 月受山

西省卫生厅邀请回国，作为山西

省委、省政府、省卫生厅选定的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白求恩医

院首批学科带头人，参与首批临

床科室风湿免疫科的创建。作为

科室带头人，在本学科勤奋耕

耘、不懈探索，像海绵一样吸纳

新知，如钉子一般钻研新技术、

精益求精。

“当时，我发现省内各级医生对风湿病的认识不

尽相同，各级医院的诊疗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加之多

数群众对风湿病知之甚少、各类江湖游医和虚假药

品广告的不实宣传等，导致很多患者走了不少冤枉

路，花了不少冤枉钱，延误了患者的最佳治疗时期。”

张莉芸说道。

为了更好地为山西省风湿病患者服务，提升医

护人员风湿病的诊治水平，张莉芸牵头，联合山西省

卫健委，深入全省 11 个地市进行巡回讲座，普及风

湿病知识，提高基层医生对风湿病的认知度和诊疗

水平。
张莉芸还不辞劳苦地帮助许多基层医院建立风

湿科，培养了许多技术骨干，旨在与山西省各级医院

精诚合作，为山西风湿病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

薄之力，造福于广大的风湿病患者。
2020 年，张莉芸结合山西风湿病学特点及发

展现状，整合国际、国内及省内各种优势资源，引进
国内外优秀医学家、科学家，从临床教学科研全方
位合作，全面提升全省风湿病学的医教研水平；每
年举办各种国家级及省级继续医学教育会议，积极
响应山西省卫健委提出的优势医疗资源进基层活
动、太原市卫生局省级项目“风湿病知识进基层”

“医卫双优下基层”，不断培育风湿病专业人才及技
术骨干，促进山西风湿病学科的均衡发展；与风湿
病相关专业建立多学科诊疗模式，与省内各级医院
建立密切互助关系和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建立风湿
病患者独特的慢病管理模式，全面提升全省风湿病
的诊疗水平。

(下转A3版）

攻坚克难“医”路荣光

尊特智能：

12 月 14 日，《科学导报》记者
走进位于阳泉市高新区智能制造
产业园的山西尊特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尊特智能”）组装
车间，看到多名工人正在各自岗位
忙碌着，装主板、装喇叭、试音……
据了解，企业正在赶进度，争取在
规定时间向客商交付蓝牙音箱的
订单。

“从自主品牌魔声、欧若拉、布
迦尼的音箱和耳机，到生产百度旗
下智能产品‘小度音箱’‘小度智能
跳绳’……尊特智能生产的产品越
来越高端，畅销海内外。”尊特智能
主任张歆瑶介绍道。

尊特智能是一家集智能终端设
备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
高科技企业，也是深圳尊特数码集
团在北方投资的智能制造产业项目
及华北运营中心，公司与百度、漫步
者等知名品牌都有合作，全力开发高
科技数码产品。“我们在知识产权领域
成绩斐然，拥有国家知识产权 22项，
其中包括 2项具有重大技术突破意义
的发明专利，彰显出在技术创新方面
的深厚底蕴与潜力。强劲的创新引擎
驱动公司在数字经济的高速轨道上稳
健前行，引领行业发展新潮流。”尊特
智能副总经理黄万年说。

在尊特智能的产品展厅里陈列
着各类耳机产品，有 TWS 耳机、头
戴式蓝牙降噪耳机、电竞游戏蓝牙
耳机、骨传导耳机等。头戴式耳机音
质好、游戏耳机最大限度降低声音
延时、骨传导耳机佩戴舒适、户外音
箱适合露营使用、广场舞音箱外放
声音大……适合不同场景的产品满
足了不同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

“比如我们生产的智能跳绳，可

以联动‘小度’智能音箱，通过人机对
话设定运动模式，还可以联动智慧
屏、智能健身镜，把跳绳时长、次数、
热量消耗等数据，动态显示在智能镜
上。”黄万年介绍，研发过程中，公司
不断优化设计、优化算法，攻坚克难，
并在 2023 年第十一届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山西赛区比赛中摘得一等奖。

“还有我们设计的音箱是基于
人体工学设计，将受力点合理分布
在背部、肩部及锁骨间，能够给长时
间佩戴的用户带来舒适感。虽然是
外放式音箱，但具有定向发声功能，
让用户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而周
围的人则能免于干扰，从而实现了
舒适、便捷的听觉体验。此外，音箱
还具有防水功能，无论是在海边，还
是在暴风雨中，都能有音乐的陪
伴。”黄万年如是说。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尊特智能
的建立，周边村庄的村民们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等到所有生产线、
组装线建成，预计每年能生产 1000
万台智能穿戴产品。届时，公司的订
单会更多，我们能创造更多的就业
岗位。”黄万年说。正在 A3 生产线
上装主板的王丽萍是南杨家庄村
人。过去，她是一名家庭妇女。如
今，走上新岗位的她，身份变成了技
术工人。因为心灵手巧人勤快，王丽
萍每个月能拿到 3800 元的工资。

尊特智能总经理寇志强告诉记
者，到今年年底，公司预计可完成全
部项目建设，年产智能终端设备
1000 万台，带动 1000 人就业，年产
值达 10 亿元，利税 2500 万元。

展望未来，寇志强信心满满地
表示，公司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产品质量，同时在产品研发上
下功夫，推出更多符合消费者需求
的新产品，争取早日将公司打造成
为北方智能产品生产标杆企业。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俊丽

———记山西白求恩医院副院长张莉芸

为改良土壤“把脉开方”
东大土壤：

生产车间内，机械手臂正对着
刚生产出的土壤调理剂进行摆放
码垛。在这条全自动化的生产线
上，每隔 5 秒钟，就有一袋土壤调
理剂产出。12 月 20 日，《科学导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这样的科
技化生产线在山西东大土壤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大土
壤”）共有 3 条，每条分别针对不同
的土壤问题生产对应的调理剂。

作为“生命之源、食物之基”，
土壤的健康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
和粮食安全。东大土壤正是瞄准了
土壤修复这一细分“赛道”，致力于
土壤调理剂系列产品的研发与生
产，为“生病土壤”当好“土医生”。

东大土壤坐落于山西省阳泉
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是一家专注
研发生产以矿物源为基础的多功
能土壤调理剂的企业。公司研发针
对不同类型的土壤调理剂，用于改
善土壤酸化、板结、元素缺少等问
题。今年年初，东大土壤与山西农
业大学生态环境产业技术研究院
开展合作，共建“山西农业大学—
东大土壤研究院”。依托中国工程
院院士徐明岗团队，在土壤调理剂
产品研发、人才培育、实验室建设、
课题申报以及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等方面深化产学研合作，为土壤治
理与修复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解
决方案，共同推动阳泉、山西乃至
全国的生态绿色农业向前发展，为
乡村振兴和绿色农业产业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9 月，该院“基于农业
大数据的土壤调理剂和新型肥料
研发项目应用”成功入选 2024 年
度省科技重大专项计划“揭榜挂
帅”项目。

土壤是农作物生长的重要营
养来源，但它同样也会“生病”。土
壤问题会导致作物长势弱，产量降
低。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在

东大土壤的展厅内，一款款由公司
自主研发的土壤调理剂展现在记者
眼前。“我们这两款产品是针对土壤
缺乏钙镁元素研发的非水溶性元素
肥，这两款是针对重金属超标和微
生物菌群失衡研发的产品，目前土
壤中普遍存在 PH 呈酸化和盐渍化
的问题，我们针对这样的问题还在
进行相关的研发。”东大土壤研发工
程师李传福说，“前期，公司对山西、
山东、辽宁等地大棚、果园土壤进行
调研，发现土壤普遍存在酸化、有机
质缺乏、微生物菌落失衡等问题，针
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加大研发力度，
达到农作物提质增产的效果。”

万事开头难，为问题土壤“配方
制药”也是一样。开展土壤改良核心
技术攻关，强化人才支撑是头等大
事。去年，公司面向全国招引专业对
口的研究生，优先吸纳“双一流”大
学的毕业生。山东农业大学农业资
源与环境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李传福
就是其中一员。这段时间，李传福和
产品研发部的同事不是实地考察周
边农田做土壤采样、分析，就是“泡”
在实验室里针对不同类型的土壤问
题研究土壤调理剂配方、制备工艺。
李传福介绍道，“传统肥料的主要成
分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元素，如氮、
磷、钾等。我们研发的土壤调理剂选
用阳泉本地富集的中微量元素矿石
和多种辅料，成分则更多是土壤活
化因子、微生物剂，改善土壤环境，
从而强壮作物根系、促进作物吸收
转化营养元素，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自然就能提高。”

眼下，东大土壤的工作人员正
有条不紊地调试产品生产线，让每
一个环节精准可控。“下一步公司年
产 50 万吨障碍土壤调理剂项目具
备生产条件后，将生产酸性土壤调
理剂、碱性土壤调理剂、中量元素肥
料、重金属钝化调理剂、富硒肥等产
品，年产值预计可达 10 亿元。”东大
土壤技术负责人李良说。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