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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科技厅获悉，280 项（人）获2017 年
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为进一步提高科技奖
励的质量和公信力，省科技厅严格遵循“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及“一审三评六公
示”的评审程序，采取了全盲网络评审、自主
知识产权加分、回避制度、承诺制度等管理措
施，授奖项目实现了“四个持续提升”：

一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数
量持续提升，获奖项目共获得各类知识产
权 1152 件，其中发明专利比 2016 年增加
170 项；二是企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企业牵
头和参与完成的获奖项目占 55%，比去年增
加 2.6%；三是京津冀协同创新成果持续提
升，占与外省合作项目的 54.7%，比 2016 年
增加两个百分点；四是项目经济效益持续提
升 ，项 目 成 果 近 三 年 产 生 直 接 经 济 效 益

1443.6 亿元，年均 481.2 亿元。
获奖项目成果涵盖了工业、农业、社会发

展和基础研究各个领域，其中，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比例增加，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涌 现 出 一 批 创 新 成 果 ，占 项 目 总 数 的
55.3%。

中青年科技人员成为科技创新的骨干力
量。项目完成人中，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
615 人（26.55%），硕士研究生学历的 771 人

（33.29% ），大 学 本 科 毕 业 的 788 人
（34.02%），获奖科技人员的学历结构进一
步 优 化 。其 中 ，完 成 人 40 岁 以 下 的 占
48.7%，41-50 岁的占 30.6%，50 岁以上的
占 20.7%，完成人梯次和年龄结构更加优
化，一批中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部分获奖项目展示：
枣全基因组测序及其应用
由河北农业大学刘孟军、赵锦、王玖瑞等完成

项目属于生物科学研究领域。本项目经 15 年攻
关，率先完成了枣全基因组测序，使其成为世界鼠李
科和我国干果首个完成测序的物种。

主要发现点：1、采用第二代测序、BAC-to-
BAC 与 PCR-free 结合等方法，攻克高度复杂基因组
测序组装难题，组装出枣基因组 4.4 亿 bp，注释基
因 3.3 万个。2、构建了高密度遗传连锁图谱，将 2.4
万个基因锚定到 12 条染色体上，并揭示了染色体特
征。3、发现 3084 个枣特色基因，解析了 5 个重要生
物学性状。首次揭示出枣果 Vc 含量高是因其合成关
键基因高表达且再生基因显著扩张；枣含糖高是因
其 糖 合 成 基 因 家 族 扩 张 与 转 运 基 因 高 表 达 共 同 作
用。4、首次从基因组水平系统挖掘枣 SSR 标记，筛
选出多态性引物 511 对，并用于亲缘关系分析，为
枣起源晋陕黄河峡谷提供了分子证据。5、搭建了枣
基因组数据库，为比较基因组研究提供了便捷高效
平台。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廉价高效对电极的构建及性能
优化
由河北师范大学武明星、大连理工大学马廷丽、河北
师范大学武克忠完成

项目属新能源领域。针对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简
称DSCs)成本高、效率低这一难题，从DSCs的对电极
材料出发，历时 8 年，合成了一系列廉价高效的催化
材料取代昂贵的 Pt 电极，形成了从材料的合成方法、
形成机理到电池制备和性能优化的研究体系，有效提
高了电池效率，降低了电池成本。

主要发现点：1、提出制备廉价高效对电极取代Pt
电极的新思路，有效降低了DSCs的成本；探讨了材料
与器件性能的构效关系，为设计新型对电极提供了理
论指导；2、开创了一种原位合成负载型对电极材料的
新方法，为提高电池效率开辟了一条新途径；3、提出
阳极的自催化作用是电池效率衰减的机理之一，为避
免电池效率损失提供了理论依据，对电池放大具有重
要的实用价值。

复杂区三维重磁电勘探技术研究及应用
由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刘云
祥、何展翔、胡祖志等完成

项目属资源与环境领域。历时 3 年，研究了复杂
区三维重磁电勘探配套技术，实现了常规重磁电勘探
技术向复杂目标三维重磁电勘探与综合勘探的技术
飞跃。

主要发明点：复杂区三维重磁电勘探高精度采集
技术，包括三维重磁力面元复测、井中和地面联合激
发电磁数据采集、大地电磁数据宽频采集等技术；复
杂区三维重磁电资料精细处理技术，包括三维重力异
常变密度剥层、双磁性层磁异常剥离、重磁力异常方
向滤波等方法；复杂目标三维重磁电约束反演及解释
技术，首创了复杂结构建模井约束反演算法、人工鱼
群最优化反演算法。实现了采集处理反演方法从二维
到三维的跨越；盐顶深度预测误差由原来的 10%以上
降低到2%。

高性能镁/铝合金熔炼及深加工关键技术
由燕山大学彭秋明、李慧、付辉等完成

项目属于材料科学技术领域。本成果主要解决了
镁/铝合金高纯溶体制备，特种型材加工难的两个应用
问题。

主要发明点：1、发明了一种区域凝固提纯新方法
和设备，解决了镁/铝合金偏析、除杂难等问题。2、
发明了一种新的保护熔剂处理方法，原理是熔剂和镁
作用形成薄的氧化层隔离空气，有效阻止镁蒸气烧损

（减少40%）。3、发明了一种镁/铝合金丝材加工工艺。
相关技术分别在军企、军民企业、国企和中小企

业得到了广泛应用。近三年本成果新增销售额12.58亿
元，新增利润1.79亿元。

大豆脂肪氧化酶鉴定技术与无腥味高蛋白大豆创制
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张孟臣、马志
民、邸锐等完成

项目属于作物遗传育种领域。本项目历时 20 余
年，通过创新脂氧酶检测方法解决制约无腥大豆品种
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通过建立高蛋白无腥大
豆育种技术体系，解决了培育高蛋白大豆品种难、培
育无腥味高蛋白大豆更难的问题。

主要发明点：1、创新脂氧酶快速无损检测技
术，解决了无腥大豆创新及产业化各环节脂氧酶鉴定
的技术瓶颈。2、创新了高蛋白无腥大豆育种技术体
系，实现了无腥与高蛋白的结合。3、创制了一批高
蛋白无腥种质，育成国内外领先水平的高蛋白无腥大
豆品种 2 个。

高速铁路SLJ900/32型流动式架桥机关键技术及应用
由石家庄铁道大学、江苏华远澳玛重工有限公司完成

项目组历时 3 年，完成了高速铁路 SLJ900/32 型
流动式架桥机关键技术及应用的研究，创新开发了一
种全新的高铁桥梁运架一体机大型装备。

主要创新点：1、无下导梁支持的单机运架梁作
业模式。创造性提出了一种无需导梁支持，通过主辅
支腿功能转换技术实现主机携梁直接过孔的架梁模
式。2、主支腿自稳定技术和工作状态实时监控技
术。创新设计了主支腿倒立铰接直角三角形的结构形
式和具有特殊功能的支腿轮系机构，使主支腿能够自
稳定于墩顶，无需采取任何锚固措施。在主支腿关键
受力部位设置内力监控系统，实时反映其工作状态，
参与整机作业控制，可有效避免设备故障造成的安全
事故。3、重载过孔恒定扭矩驱动技术。主支腿托轮
系统首次采用液压恒定扭矩驱动技术，研发了托轮系
统辅助驱动装置，提出了启停时差及走行速度差的控
制方法，实现了前后支点轮胎、轮轨两种不同走行方

式间的同步控制，保证了设备本身和桥墩的安全可
靠性。

哈弗H9非承载式中大型SUV开发及产业化
由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项目经历了前期策划、造型、产品设计、样车试
制、试验验证、试生产、批量生产，作为长城汽车首
款全地形、非承载、七座、中大型 SUV 于 2014 年 11
月成功上市。

主要创新点：1、非承载车身 （车架）；2、全地形
控制系统，自主研发国内首款车型应用；3、高性能动
力系统，自主研发2.0T增压直喷发动机；4、白车身关
键技术；5、主被动安全技术；6、整车 NVH 控制技
术。以上技术创新，使整车安全性、越野性能、动力
经济性、NVH性能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截至 2016 年底，哈弗 H9 累计销售 26138 台，公
司新增销售收入 55.93 亿元，新增利润约 7.38 亿元，
新 增 税 收 达 6.52 亿 元 ， 加 快 了 河 北 省 汽 车 工 业 的
发展。

无碱高铝硼硅酸盐玻璃铂金通道关键技术与设备开发
及推广应用
由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完成

铂金通道是对熔化后的玻璃液进行精澄清、均
化、流量与温度调节，为超薄高精度溢流成形提供优
质、稳定流量的玻璃液的重要设备。

主要创新点：1、揭示影响无碱高铝硼硅酸盐玻璃
液质量的因素与规律，开发“非等梯度”升温与“等
梯度”降温相结合的澄清温度制度；开发基于计算机
视觉技术、颜色模型和数学统计的均化效果评估方
法。2、发明了由澄清仓、冷却仓、搅拌仓、均质仓、
供料仓构成“五仓型”铂金通道结构。3、开发了铂金
通道本体加热与微环境多参数精细调控技术。4、揭示
了铂金颗粒、气泡、条纹等主要缺陷形成机理及铂金
材料侵蚀机理，为工艺技术优化和产品品质管控提供
有效依据。

宽厚板连铸坯重压下关键工艺与装备技术的开发及
应用
由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北大学、唐山中厚
板材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

本项目针对常规宽厚板连铸坯中心偏析与疏松
严重，无法满足厚钢板轧制要求的难题，依托校企
合作课题，经过近两年时间研发形成了宽厚板连铸
坯 重 压 下 技 术 ， 其 通 过 在 连 铸 坯 凝 固 末 端 实 施 连
续、稳定大变形压下，全面提升了铸坯均质度与致
密度，开拓了连铸坯低压缩比轧制高端厚板产品的
新途径。

主要创新点：系统研究并揭示了重压下过程连铸
坯变形行为规律，研发形成了宽厚板连铸坯动态连续
重压下工艺技术(DSHR)，发明了宽厚板连铸坯重压下
核心装备增强型紧凑扇形段(ECS)，建成投产了首条可
实现全凝坯连续、稳定重压下实施的宽厚板连铸坯生
产线。

风电机组降载增效关键技术自主创新与产业化
由国电联合动力技术 （保定） 有限公司、国电联合动
力技术有限公司、河北工业大学等单位完成

项目在高效低载专用翼型设计、叶片一体化设计
及模具制造、高风速段降载控制和低风速段增效控制
方面进行了自主创新，研发出了完整的叶片一体化优
化设计方法和先进的稳定变桨控制策略，实现了机组
降载增效目的。

主要创新点：自主创新研发了适合我国风资源特
征且具有高度几何相容性的高效低载叶片专用翼型
族，率先开发了基于整机最优度电成本的叶片“气动-
结构-载荷”一体化优化设计平台，引领采用基于推力
消减和智能停机的变桨控制技术，攻克机组降载难
题，自主研发了基于最优桨距角跟踪和冰载优化运行
的最大风能捕获控制技术，突破风机增效瓶颈。

水性环氧接枝丙烯酸酯复合涂料关键技术研究和应用
示范
由河北科技大学、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河北
江山涂料有限公司完成

项目历时 8 年，研发了水性环氧接枝丙烯酸聚合
物乳液，通过“强迫互溶和协同效应”，实现了分子间
化学交联，开发出了水性高铁涂料、汽车、工程机械
和自行车等系列水性工业涂料和专用建筑工程涂料，
解决了国产水性涂料耐水差、附着力小和防腐性不足
等难题，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创新点:率先设计合成了水性环氧丙烯酸酯乳
液，探究了分子间交联成膜机理，解决了涂层交联固
化问题；创造性地开发了一种绿色清洁生产工艺，解
决了环氧树脂乳化分散与共聚问题；首次研究了聚合
物、填料和助剂之间交联作用机制，解决了水性金属
涂料闪锈和防腐差等问题。

电工磁材料的旋转磁特性测试技术与应用研究
由河北工业大学、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

项目解决了磁性材料磁特性测试不全面、准确度
低以及电机、变压器铁耗模拟不精确的技术难题，成
果应用后，相关装备效率显著提高，节约了研发时间
和成本，实现了节能降耗的目标。

主要创新点：提出电工磁材料三维磁特性测试
方法，设计复合传感结构和柔性激磁绕组结构，建
立反馈控制和谐波补偿方法，实现动态旋转磁特性
全自动测试；提出电机旋转损耗分解方法和预测模
型，开展宽频多励磁模型条件下三维磁滞、损耗特
性测试研究工作，实现磁材料复杂工况下的旋转磁
特性精细模拟；提出三维磁阻率张量的有限元分析
方法并成功应用到三维磁通电机设计中，首次描述
了直线电机和电力变压器 T 型接口处的复杂三维磁
场分布；研制了硅钢叠片直流偏磁特性实验装置，
建立了偏磁条件下铁心三维有限元模型，实现三维
瞬态场求解偏磁工况下变压器、电抗器铁心损耗及
磁通分布的计算方法。

畜禽粪污厌氧发酵及沼渣沼液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由河北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完成

项目建立了畜禽粪污高效沼气资源化利用、沼渣
沼液肥生产及配套应用技术体系，并进行了大面积推
广应用。

主要创新点：1、形成一套高效畜禽粪污厌氧发酵
产沼气关键技术，提高发酵效率 15%以上，减少沼液
排放 30%以上。自主研发了一种自动滴定厌氧发酵缓
冲能力装置，建立了一种预测厌氧发酵回流工艺内氨
氮浓度变化模型，为系统稳定运行及时提供预警。2、
解析厌氧发酵过程中生物强化调控机理与嗜乙酸产甲
烷菌在畜禽粪污厌氧发酵中作用及动态变化，为沼气
工程微生物精准调控提供数据支撑。3、确定沼液中激
素类和抗菌杀虫类成分含量、结构及变化规律，揭示
沼液提质增效机理的同时，为研制高值产品奠定基
础；构建一套沼液氨氮吹脱及沼气提纯脱硫系统，并
自主研发了沼液氨氮吹脱回收装置。部分沼液通过人
工湿地处理系统后达标排放。

腐蚀环境下混凝土的耐久性寿命预测及抗腐蚀材料
研究
由河北建设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完成

项目历时 6 年，通过室内试验、现场试验和理论
分析，以工业废料 II 级粉煤灰和矿粉为主要材料，开
发了一种性能优良且经济的抗腐蚀混凝土新材料。

主要创新点：基于海量的岩土工程勘察数据，建
立了我国首个地基土和地下水的腐蚀性数据库；研究
出了利用 II 级粉煤灰和矿粉提高混凝土抗腐蚀性能的
有效方法，并给出了抗硫酸盐腐蚀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临界掺量的计算方法；自主研发了HJKFZ-1型防腐阻
锈剂，经国家建材测试中心检测，性能优良，价格比
同类产品低 20%；建立了可考虑粉煤灰火山灰效应的
硫酸盐腐蚀混凝土过程的数学模型，开发了 SRCLPS
寿命预测程序，可准确预测长期腐蚀环境下混凝土的
寿命。其准确性得到了美国农垦局 40 年的实际实验数
据的验证。

水肥高效、抗逆、高产小麦新品种冀麦 585 选育及
应用
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完成

项目利用双选择控制杂交逐年导入优异基因，构
建水肥高效不育育种群体，历时 15 年培育出突破性品
种，实现了小麦节水节肥、增产增效。

主要创新点：利用双选择控制杂交方法，导入 9
个重大品种的优异性状，创建了“水肥高效、高产动
态太谷核不育育种群体”，突破了有限杂交基因聚合
难的屏障，实现了优异基因的聚合；创新了“水肥高
效育种技术体系”，实现了水肥协同高效，揭示了品
种水、肥高效的生理基础；育成水肥高效与高产稳
产、抗逆抗病、广适相统一的国审冀麦 585。连续 6
年实现亩节水 50 方、节肥 15 公斤，亩产 630 公斤
以上。

河北平原小麦-玉米水肥热高效利用协同增产关键技术
由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河北省农业技
术推广总站等单位完成

项目历时 6 年，探明了水肥热三大要素高效利用
机制，创新了水肥热高效协同增产关键技术，大面积
应用效益巨大。

主要创新点：首次构建了准确量化的品种评价指
标体系，筛选出抗旱丰产、水氮高效、抗倒伏小麦品
种 16 个，耐密抗倒、水氮高效、灌浆快玉米品种 18
个，创建品种优化组合模式 6 套。探明了小麦-玉米水
热高效利用特征与技术原理，明确了 9 个水热高效关
键调控节点，优化了群个体调控指标体系。提出了 4
项水热高效阶段调控要领，构建了标准化栽培模式。
探明了“深松改土、通透增容”提升土壤水肥储供能
力机制，创制了配套新型产品，创新了农艺-农资-农
机融合的水肥协同增产耕作模式。集成创新了 3 套小
麦-玉米丰产增效技术体系，同步实现不同生态区水肥
热高效利用和均衡增产增收。

高发区上消化道恶性肿瘤精准早期诊疗分子机制研究
及推广应用
由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完成

项目历时 8 年，对高发区内镜筛查出的大量癌前
病变患者，采用研究团队筛选出的抗癌中药进行逆转
治 疗 ， 有 效 降 低 了 河 北 省 上 消 化 道 恶 性 肿 瘤 的 死
亡率。

主要创新点：率先从中草药中筛选到木鳖子、香加
皮、连翘有效成分逆转癌前病变、诱导癌细胞分化；首次
发现 MTA2 为胃癌和食管癌高危人群预警筛查的重要
标志物，而 lncRNA-SNHG5 可作为胃癌和食管癌中
MTA2为靶点的治疗策略；首次针对锌转运蛋白进行了
体内外研究，Zip5 有望成为高发区诊疗的新靶点；构建
了以人群为基础的癌症信息系统：数据显示，经过研究
团队 40 年防治，河北省上消化道恶性肿瘤死亡率下降
43.8%，其中食管癌死亡率下降 76.6%，成为我省唯一呈
现明显下降趋势的肿瘤；与国家癌症中心合作在磁县对
内镜筛查和对照人群随访 10 年，结果显示筛查组食管
癌累积发病率、死亡率明显下降；广泛开展腔镜术式的
现场应用。

软包装大输液质量控制技术体系建立及应用
由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完成

如何提高输液及其药包材的安全性？课题组进行
了十余年全面系统的研究开发，从聚丙烯软包装制
备、清洗到输液配制、灌装、密封及临床使用达到了
完美结合，实现了全程密闭、优质、绿色环保和集成
技术创新，软包装输液产品得到良好的推广与应用，
受到国内外医疗机构的信赖。

该项目取得 4 项原创性成果，聚丙烯一步法制瓶
（袋） 工艺技术、洁净负离子空气气洗技术、负压密闭
循环上料联合洁净热风吹送技术、自主研发双阀直立
式聚丙烯输液和双室袋输液等新型软包装输液，显著
提高了产品质量和临床疗效，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

髌骨不稳发病机制、生物力学平衡和临床治疗体系的
系列研究
由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山东千
佛山医院完成

项目提出髌骨不稳发病机制，完善髌骨周围软组
织解剖与功能研究，对髌骨不稳的诊断、治疗技术进
行多项创新，建立完善的髌骨不稳治疗体系。

主要创新点：1、提出髌骨脱位导致滑车发育不
良、早期复位可改善或逆转滑车异常发育的重要理
论；根本上改变了骨科医生对髌骨脱位与滑车发育不
良的因果关系的认识。2、提出内侧髌股韧带解剖分束
和功能分区概念，创新多项软组织功能重建手术技
术，提出内外侧软组织平衡治疗新理念，对临床髌骨
不稳治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3、提出骨性力线矫正、
关节对合形态重塑与重建软组织平衡相结合治疗髌骨
不稳的新理念；对髌骨不稳的诊断、治疗技术进行多
项创新，建立髌骨不稳的治疗体系。

北斗智慧景区位置服务系统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
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完成

项目历时 4 年，研制国内首个北斗智慧景区系
统，并实现典型应用示范，形成适合智慧景区建设的
北斗局域增强与位置报告行业应用标准建议。

主要创新点：1、首创先进的“商品化芯片+伪卫
星定位 IP 软核”增强定位技术，实现了复杂环境下空
间导航星与伪卫星的联合定位；2、首创北斗微基站
RDSS 与 WIFI 相结合的路由寻址与组网技术，解决了
在恶劣环境下景区的应急通信难题；3、研发了“传
感+通信+导航”三合一位置服务终端，实现了全景区
内车道级导航以及智能手机 APP 与 RFID 相结合的游
客分布与流量监控；4、构建了“云+端”交互式位置
服务管理平台，实现了对景区生态环境、游客活动、
应急救援等时空大数据的信息化管理。

尾矿库安全分析与灾变防控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由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省水利工程局、中冶沈勘秦
皇岛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

项目历时 9 年的研究，形成了尾矿库安全分析与灾
变防控关键技术体系。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
尾矿库溃坝模型试验研究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创新点：1、自主研发的尾矿库溃坝模型试
验平台其地形节点三维可调，可揭示尾矿库溃坝过程
及溃坝泥石流演进规律，形成了该领域国际领先的技
术和方法；2、破解了尾矿库渗流场计算难题，开发
了程序化建模技术，系统形成了尾矿库三维渗流场数
值仿真理论和技术；3、开发了尾矿库三维地震稳定
综合分析平台，创新性建立了“液化区分布和永久变
形”相结合的动力判别标准；4、开发了尾矿库复杂
排水系统水文水力计算软件；研发了排水设施病害实
时 监 测 系 统 。 为 排 水 系 统 的 正 常 运 行 提 供 了 安 全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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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项（人）获2017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
京津冀协同创新成果持续提升，占与外省合作项目的54.7%；项目成果近三年

产生直接经济效益1443.6亿元，年均481.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