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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项（人/组织）获2019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

聚焦2019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

一、河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项目简介

1、纳米材料的生物学效应及其应用基础研究
由河北师范大学常彦忠、于鹏，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陈春英等完成
随着富勒烯、石墨烯获得诺贝尔奖，纳米材料

被广泛应用，其危害性也逐渐被发现。该项目在阐
明纳米材料造成细胞损伤的基础上，发现纳米材
料激活的内质网应激和细胞凋亡信号转导通路是
产生细胞毒性的新机制，确证内质网应激可能是
纳米材料毒理学效应的早期事件。在此基础上，成
功制备无毒、高效量子点标记的血红素铁纳米材
料，首次用直观的方式阐明血红素的吸收机制，为
铁代谢理论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明低毒、高
效的纳米铁脂质体，在运动性贫血大鼠模型上取
得良好补铁效果，为难治性贫血患者的补铁提供
了新方案。在技术层面，建立血红素铁的可视化标
记方法；高通量、高效监测纳米材料细胞毒性的可
行技术，为研究铁转运机制、纳米材料的细胞毒性
提供了有效手段。

2、新型铂类抗肿瘤药物的设计、合成及其作
用机制

由河北大学张金超、梁兴杰，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马晓溦等完成

该项目围绕“如何克服铂类药物的耐药性”这
一关键科学问题，以顺铂的耐药机制为依据，系统
开展了新型小分子铂类药物和纳米药物的设计、
合成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获得了7个能有效克服耐
药的铂类配合物，其中 chalcoplatin 对顺铂耐药性
细胞的活性较顺铂显著提高。率先揭示了碘桥双
核非经典铂(II)类配合物的抗肿瘤活性。创新性地
提出纳米颗粒的尺寸对肿瘤聚集和渗透有关键作
用，小尺寸的颗粒具有更强的肿瘤富集能力，在肿
瘤组织中提高了 16倍。首次通过超小 AuNPs颗粒
的载带，增强了药物的内吞及肿瘤的渗透，实现了
逆转耐药和增强肿瘤治疗的效果。开创性地构建
了超小尺寸树形分子和逐级响应纳米胶束，增强
了药物胞内积累并实现逆转肿瘤耐药。

3、网络系统协同控制理论及应用
由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郭戈、陈飞、项林英等

完成
网络系统协同控制是交通、电力等领域的核心

技术的基础理论。系统规模大、任务复杂、控制与通
信高度耦合，急需新的理论。该项目构建了可解析
设计的通信调度与协同控制理论，克服了控制与通
信的耦合，破解了传统方法只能数值化设计的难
题。用基于事件的信道分配机制取代传统的调度机
制，解决了通信受限的协同控制问题。提出非平稳
信号变结构平均跟踪思想，突破了局部通信和跟踪
信号快时变、强非线性两大挑战。提出通信协议序
列及其地理分配机制，破解了现有车联网无法满足
大规模车辆实时控制的通信需求难题。

二、河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项目简介

1、面向核电站在役检修的耐辐照多功能水下
作业机器人系统

由河北工业大学张明路、孙凌宇、张建华等
完成

核电定期在役检修是保障核电站安全运维的
重要手段，而相关检修作业技术、装备、服务长期
处于国外垄断局面。该项目聚焦复杂核环境下机
器人生存能力与安全作业核心问题，突破了高辐
照硼酸水环境下机器人辐照防护、动静密封、环境
感知、系统集成与高效作业等系列共性关键技术，
研制出国内首台面向核电站在役检修的耐辐照多
功能水下作业机器人。

2、土体水分迁移实时测试关键技术及工程
应用

由石家庄铁道大学冯怀平、常建梅、叶朝良等
完成

岩土体内水分的赋存分布及迁移对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与运维安全有重要影响。项目组解决了
水分时空分布精密测试及土体浸水劣化预测两方
面 的 问 题 。构 建 vdP 水 分 测 试 新 理 论 及 微 型

（0.5cm）水分传感器，实现了水分时-空分布的精
准测试。发明精密土水特性曲线仪，消除环境对排
水精度影响，测试范围提高 70%以上。发明土体浸
水劣化同步测试新技术，攻克浸水作用下土体失
稳全过程量化测试的难题。构建岩土浸水劣化及
沉降评估模型，为线路优化设计及病害评估提供
了新理论。成果成功应用于京雄客专智能建造及
多条高铁沉降变形预测，累计产生 2.7 亿元经济
效益。

3、热电联产能量梯级利用与高效灵活供热技
术开发与应用

由华北电力大学杨勇平、戈志华、韩中合等
完成

供热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供热用能接近全国
能源消费总量的 1/10。传统热电联产机组存在供
热抽汽参数过高、冷源损失大、电负荷难以单独调
节等问题，制约了热电联产发展。该项目创新了热
电联产供热模式，引领了国内外热电联产技术发
展。发明了供热机组能量全过程梯级利用、供热抽
汽可用能高效回收、汽轮机排汽余热深度利用、基
于填充床储热的电热负荷灵活调节等关键技术和
装备，突破了制约低品位能直接利用的瓶颈，实现
了热电联产能量高效、梯级和灵活利用。项目成果
已在 11 台热电联产机组中成功应用，近 3 年新增
销售额 20亿元、新增利润超 7.5亿元、年节标煤近
100 万吨；推广后年可节标煤约 4110 万吨、减排
CO2超1亿吨。

三、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项目简介

1、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终端核心芯片

组及应用
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等

单位完成
该项目提出“天地多模、通导一体”设计思路，

构建了融合卫星移动、地面蜂窝通信与北斗多模
定 位 功 能 的 终 端 核 心 芯 片 组 体 系 架 构 ；采 用
MCU+DSP+通用加速器+可编程逻辑的SoC芯片
架构，突破了运算资源动态组合的加速器、卫星/
地面蜂窝混合协议栈等技术难题，研制了低功耗
多模基带芯片；采用数字低中频、数模混合工艺和
SDR 等技术，研发了高密度、低功耗、抗干扰的射
频芯片；创新了异质结双极型晶体管制作、自适应
双极型晶体管功率放大器线性偏置电路等核心方
法，研制了高效率的 S 频段 2W 和 10W 功放芯片。
近三年芯片使用量已超过 5 万套，产生经济效益
7.2亿元，市场占有率超过7成，全面提升了我国卫
星通信技术水平。

2、化工核心设备用特厚钢板的研发及产业化
应用

由河钢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
临氢设备是石化、煤化工行业核心装备，其关

键材料化工铬钼特厚钢板的制造技术长期受到国
际上少数几家公司封锁，制约我国石化、煤化工行
业的发展。该项目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厚板“低 Si+
V/Nb 微合金化”铬钼成分体系，开发出复合碳化
物调控、大锭坯五元渣系等成分精准控制专有技
术，实现化工钢主要服役性能综合提升；提出“温
控形变控制轧制+多路径热处理”一体化组织调控
方法，解决了化工特厚钢板强韧性匹配差、断面性
能差异大的共性问题；研发成功国际首条 300mm
级钢板连续辊式热处理线及配套热处理技术，实
现对国外同领域装备技术的超越；开发出配套成
型、焊接、检测等装备制造厚板配套应用技术，显
著提升了行业重大装备国产化制造能力。近三年
新增利润 25.2 亿元，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定
在60%以上。

3、光电显示用低脆性高柔性玻璃基板生产技
术与设备开发

由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
显示器中屏幕正在向高强、弯曲、轻薄发展，

故对玻璃基板的低脆性、高柔性、低密度等提出全
新要求。该项目发明了一种新型铝硼硅酸盐玻璃
组合物，通过提出高 BaO、B2O3摩尔比，引入稀土
元素等方法，实现了低脆性、高柔性玻璃基板要求
的高应变点温度、高杨氏模量、低玻璃密度、低膨
胀系数指标要求。发明了低脆性、高柔性玻璃基板
生产方法与关键设备。通过设置静压箱压力基准，
控制各环境与基准压力差，建立生产环境。研发柔
性玻璃拉边机，横向夹持玻璃拉伸至板宽，同时利
用拉边轮相向内旋挤压玻璃，促使板面柔化。利用
阿基米德原理，发明高温密度测量方法及装置，保
证了低脆性、高柔性玻璃基板的高效生产。近三
年，项目单位新增收入 9.6 亿元，新增利润 2.7 亿
元。应用单位新增收入 79.3 亿元，新增利润 6.5
亿元。

4、客货车通用铝合金轮毂高强韧轻量化关键
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由河北工业大学等单位完成
该项目构建了客货车通用铝合金轮毂服役寿

命评价体系及孔类微观缺陷控制强韧化模型；发
明了客货车通用铝合金轮毂微观缺陷控制强韧化
新技术，实现液态成型铝合金轮毂的高强韧轻量
化制造；开发了铝合金轮毂表面复合强化技术，满
足恶劣工况使用要求。该项目解决了客货车通用
铝合金轮毂高强韧、轻量化与低成本难题，促进我
国铝合金轮毂行业高端化和绿色发展。产品供应
国内外四十余家企业，近三年新增销售额35.02亿
元，新增利润1.42亿元。

5、高速公路混凝土桥面铺装层高品质快速维
修成套技术及工程应用

由石家庄铁道大学等单位完成
高品质、快速桥面铺装层结构性整体维修是

桥梁养护的关键核心技术，是保持桥面路用性能
的重要保障，但仍存在破损机理不清、控制因素模
糊、快速修补材料和维修设备匮乏等难题。该项目
揭示了铺装层破损诱因及力学响应机理，阐明了
振动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规律，提出了快速维修
通车的关键控制参数。研发了高性能复合超细粉
体掺合料，提出了混凝土性能预测神经网络模型，
研制了高品质快速修补混凝土。研制开发了便捷
移动式混凝土搅拌生产系统和混凝土耐久性快速
无损检测设备。成果的推广应用，近 3年新增利润
1.07亿元，缓解了维修和运营的突出矛盾，保障了
安全和畅通。

6、水性工业工程功能防护涂料的开发及推广
应用

由河北科技大学等单位完成
该项目针对我国工业工程用溶剂涂料释放大

量VOC造成“雾霾”等环境污染，而水性涂料性能

差占比低等问题，设计合成了水性聚氨酯/丙烯酸
互穿网络聚合物，研究了涂料树脂间交联成膜机
理、树脂分子和填料及功能助剂间作用机制等关
键技术问题，解决了水性工业涂料抗风沙打击性
差、防腐性低、保色和耐候性不足等技术难题，开
发出了水性风电涂料、水性工程防腐涂料和水性
耐玷污等系列水性工业工程用功能面层防护涂
料。三年替代溶剂型涂料 6 万吨，减少 VOC 排放
3.5万吨，新增产值 25.7亿元，利润 4.38亿元，应用
该项目产品进行涂装，应用单位新增产值 59.8 亿
元，利润 7.3 亿元。打破了国外在水性功能涂料领
域的技术壁垒和市场垄断。

7、低压电器及成套开关设备可靠性增长理论
的研究与应用

由河北工业大学等单位完成
在低压电器及成套开关设备可靠性研究领

域，仅美国和日本制订了小型继电器的可靠性试
验标准。该项目提出低压电器及成套开关设备可
靠性增长试验方法、可靠性增长管理技术、可靠性
数据的收集、可靠性增长模型的建立及预测方法
的可靠性增长理论体系。建立以失效率为低压控
制电器和以操作失效率与成功率为低压保护电器
的可靠性指标体系；提出可靠性增长试验方法；研
制贯彻上述标准的可靠性试验设备。建立以可靠
度、无故障工作时间的可靠性指标体系，提出其可
靠性评估方法。提出基于广义伽玛分布、条件分布
以及改进 AMSAA 模型适用于不同试验类型的低
压成套开关设备可靠性增长预测方法。近三年实
现直接经济效益近180亿元人民币，取得了重大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8、钒铬共提清洁生产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
由河钢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
钒、铬的协同清洁提取分离是世界难题，严重

制约钒铬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该项目国际首次实
现钒铬工业规模高效同步提取，支撑了化工冶金
新理论的发展；采用微气泡强化法实现钒渣中钒
铬的低温高效提取，是钒铬提取方法的重大创新；
实现了钠/钒清洁分离及产品提纯的耦合，源头避
免高盐氨氮废水产生；突破了钒铬共存多元体系
铬分离难题，获得铬酸钠产品同时实现介质循环；
整体技术方案一体化、模块化设计及全流程自动
化控制。截至2018年底，实现利润2亿元。

9、基于多光谱成像和旋翼飞行器的输电线路
巡检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由华北电力大学等单位完成
该项目构建了涵盖多光谱缺陷检测和故障诊

断、旋翼无人机自主巡检以及直升机带电检修的
输电线路巡检完整技术体系。提出了基于多光谱
成像的输电线路典型缺陷检测方法；提出了基于
深度学习的输电线路故障诊断与状态评估方法；
研制了高灵敏多光谱成像仪和智能巡检飞行器；
实现了适用于直升机吊篮法的带电作业方法。项
目掌握了输电线路智能巡检核心技术，整体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在河北、山东等多个电网深入应
用，巡检里程达50万公里，累计发现缺陷8059起。
近三年，新增销售额1.92亿元，节约线路巡检费用
8.49亿元，社会和经济效益显著。

10、全向行驶侧向作业电动防爆装运车关键
技术及应用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研究院特种勤务研究
所等单位完成

以往易燃易爆品及危险环境物资储运，因技
术门槛高，我国防爆装卸搬运装备品种短缺，导致
相关行业物资储运效率差安全隐患大。该项目发
明了两种底盘新构型，集全向行驶、侧面作业、随
动支撑与整车防爆等于一体；发明了新型驱动行
驶转向系统及多向切换与误差消除方法；提出一
种柔顺行驶与精准作业控制策略，发明了多负荷
传感液压系统和高位自动吊具；揭示了不平路面
装运车颠簸振动响应规律及影响机理。解决了长
体危险物资安全高效作业、在狭长通道紧凑空间
灵活作业及装卸搬运“稳、准”和平顺、稳定等难
题。研制多型系列装运车，为用户提升作业效率
40%、节省储存面积 20%以上，新增经济效益 2.02
亿元。

11、分布式光伏智能运维及优化控制系统的
关键技术与应用

由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
随着分布式光伏电站的骤增和大规模接入电

网，运维难、调控难、监管难已成为光伏产业发展
的瓶颈，国际上无可借鉴的成熟经验。该项目提出
复杂多变条件下高准确率光伏故障诊断及预警方
法，构建级联随机森林故障模型，自主研发空间聚
类故障预警算法、矩阵进化的故障定位方法，将准
确率显著提升到90%以上。提出云边协同的柔性发
电控制策略及电能质量优化技术，实现安全有序
并网、最优发电出力调节，整体提升分布式光伏友
好接入和高效消纳的技术水平。提出分布式光伏
电站高并发数据汇聚可靠性设计方法，自主研发

MPTCP 协议内核，解决高并发数据汇聚超时、丢
包的难题。产品覆盖全国并出口海外，经济效益6.2
亿元。

12、低熟料胶凝材料绿色高性能混凝土综合
技术与应用

由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
完成

我国是全球尾矿和废石堆存量最大的国家，
尾矿、废石以及钢渣有效利用是困扰世界的难题，
我国的问题尤其突出。该项目首创了钢渣、金属尾
矿高细度、低能耗粉磨技术，并利用工业固体废弃
物制备高品质掺合料与低熟料胶凝材料，使混凝
土中水泥熟料的用量减少了50%以上。形成了低熟
料胶凝材料制备成套技术；形成尾矿废石骨料制
备成套技术与质量控制标准体系，废石机制砂吸
附性调控关键技术，实现了工业化生产；采用低熟
料胶凝材料与尾矿废石骨料，生产低熟料绿色高
性能混凝土，形成了低熟料绿色高性能混凝土制
备成套技术；设计了废旧闸瓦回收工艺并利用其
制备掺合料，解决了铁路用废旧闸瓦回收的难题。
成果在新建京张高铁等多个重点项目中得到应
用，每年可消耗800万吨尾矿废石与72万吨钢渣、
尾矿、脱硫石膏等工业废渣，新增产值 20亿多元，
间接经济效益达479.52亿元。

13、智能化装配式建筑预制混凝土构件制造
技术与装备

由石家庄铁道大学等单位完成
装配式建筑是世界建筑行业现代化发展的主

要趋势，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促进建筑业
与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该项目在国内外首创
预制混凝土构件柔性制造新模式；研制出覆盖预
制混凝土构件全生产周期的成套数字化制造装
备；建立了预制混凝土构件信息模型及基于云平
台的智能决策系统。项目成果自 2012 年起成功应
用于 150 余家用户，辐射我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及
菲律宾、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三年
销售 230 余条生产线，新增产值 6.12 亿元，实现间
接效益约332亿元。

14、高性能屈曲约束支撑减震关键技术及
应用

由中土大地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等单位
完成

我国地震多发，当前建筑抗倒塌设计仅按高
出设防烈度1度的大地震考虑，但高出2度以上的
超大地震却时常发生。该项目揭示了减震系统与
结构的协同变形规律，创立了支撑稳定计算新方
法；国内外首创滑移节点新技术，提出抗拔不抗剪
的节点设计新理论；发明了焊接脆断控制新技术，
从源头消除焊接缺陷影响，攻克了支撑受拉脆断
的国际难题；发明了预制构件组合约束新技术，提
出了屈曲变形控制新理论，解决了减震系统受压
屈曲的技术难题。成果在全国10多个省市，近三年
新增销售额2.4亿元，新增利润近7000万元。

15、防治果蔬白粉病和灰霉病的微生物杀菌
剂创制及产业化

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完成
该项目针对微生物杀菌剂“四大难题”，首创

瓜类白粉病生防菌子叶法和番茄灰霉病生防菌叶
片法高通量定向筛选技术，筛选效率提高150%，自
1.3 万余菌株中获 3 株具应用前景的生防菌株。首
次明确丰产素抗生和诱抗，表面活性素协同增效，
为生防菌筛选、生产及使用提供科学依据。发明生
防菌耐热技术，耐热性提高 5.8 倍，解决了干粉得
率低难题；18 个月后菌体存活较常规提高 5.7 倍，
显著延长产品货架期。建立了原药四指标五因素
生产加工工艺，显著降低成本。2016-2018年，冀鲁
推广 70.1 万亩，新增 20.48 亿元，减施化药 35 万余
公斤。

16、燕麦高效育种技术及资源创新与系列品
种选育

由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完成
针对我国燕麦育种方法落后、资源贫乏，没有

适宜加工“片、米、草”专用品种，加工原料靠进口，
国产原料滞销的问题，该项目首创“燕麦核不育育
种技术”“四、六倍体燕麦种间杂交技术”“燕麦单
倍体育种技术”，并形成“三位一体”的高效育种体
系。创制出高蛋白、超早熟、矮秆、光周期不敏感等
资源 2443份。育成不同用途、不同熟期、不同水肥
条件种植的系列品种12个，其中国审3个。系列品
种在全国 10多个省（区）得到推广，近三年累计种
植 1386.63万亩，新增产值 11.99亿元，新增社会效
益10.11亿元，改变了加工“片、米、草”原料靠进口
的问题。

17、西瓜抗病、耐低温、耐贮运种质创制与新
品种选育及应用

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等单位
完成

该项目属于现代农业技术领域，针对我国西
瓜抗病性、抗寒性和商品性差，优异种质缺乏及品

种选育效率低等突出问题，鉴定出与抗枯萎病基
因Fon-1连锁的SNP位点，开发出抗枯萎病、白粉
病和炭疽病分子标记，构建了西瓜高通量KASP抗
三种病害鉴定技术平台；创制出聚合抗病、耐低
温、耐贮运等优异性状的骨干亲本自交系15份；培
育出满足不同栽培形式和市场需求的西瓜新品种
4 个；研发集成的“西瓜优质绿色双减简约化栽培
技术”，被列为农业农村部西瓜主推技术。新品种
近 3 年在华北、华东等地累计推广 397 万亩，新增
经济效益13.59亿元。

18、发酵类免疫抑制药物的关键技术开发及
产业化

由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等单位完成

该项目基于特定免疫抑制靶标的高通量定向
筛选和化学结构导向的分子设计高效育种体系，
打破了国外公司对药物生产菌种的技术垄断；基
于生物合成途径的代谢流调控技术，构建了化学
限定培养基及流加发酵工艺，发酵技术水平国际
先进；基于分子特性识别的分离纯化专利技术，产
品质量优于最新版日美药典标准；嗜热菌序贯培
养的菌渣无害化和减量化处理技术体系，国内率
先在环孢素中应用，环境和社会效益显著。近三年
新增销售额4.06亿元，利润1.56亿元。

19、中药配方颗粒质量控制与标准研究和产
业化

由河北中医学院等单位完成
因中药配方颗粒尚无国家统一的质量标准，

各厂家产品参差不齐，迫切需要建立符合中药配
方颗粒特性的全程质控体系和质量标准。该项目
基于“保味存性”策略，创新了中药配方颗粒生产
工艺关键技术；基于汤剂基本属性，发明了中药配
方颗粒专属的薄层色谱鉴别方法；基于量值传递
规律，构建了中药配方颗粒整体质量控制体系；基
于“等效性”问题，首创了中药配方颗粒品质评价
新方法。产品在河北省多家医院推广使用，近三年
销售额新增5亿元，利润新增2亿元。

20、256螺旋CT、MRI、DSA新技术在心脑血
管病变的应用研究

由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等单位完成
心脑血管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因

此，研发影像新技术指导心脑血管疾病精准治疗
降低死亡率十分重要。该项目首次建立了国人
CT、MRI 左心室心功能诊断标准，一站式心脏
CTA，诊断冠脉病变同时评估心脏功能，指导 3万
例冠心病治疗，节约5000万元。提出中国人左心耳
形态独特新类型及结构和功能参考值，每年为一
千多例房颤射频消融术提供了影像导航。采用
CTA研究动脉瘤发病机制，针对动脉瘤治疗难点，
研发国家专利。揭示了正常人神经信息传导机制，
并建立脑白质纤维束数据库。DWI分子成像新技
术能超早期观察到脑梗死疗效。

21、中国骨折流行病学调查及其应用
由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完成
我国没有自己的全国骨折大数据。该项目根

据全国六普数据，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和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方法采集问卷 51.2 万份，首
次获得不同人群骨折发病率及致伤因素的权威数
据。通过加权分析，首次确定不同年龄段人群骨折
危险因素的整体特征。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
方法抽取医院83所，采集49.7万例资料，阐明了不
同部位骨折损伤类型和流行病学特点。

22、女性生殖系统重建的临床应用与基础
研究

由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完成
该项目对乙状结肠代阴道成形术的持续改进

与拓展，使经典术式更微创、美观、完善。对重建阴
道的长期随访为该术式的效果评价提供了客观依
据。完成了组织工程阴道的种子细胞和支架材料
筛选，发现猪阴道脱细胞基质材料与脂肪间充质
干细胞组合重建效果最好。完成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向上皮细胞诱导分化，发现其机制与 Wnt、
Notch信号通路有关。

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企业技术创新奖）

23、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是全球知名的SUV、皮卡制造商，分

别在香港H股和国内A股上市。目前具备了轿车、
SUV、皮卡三大系列开发设计能力，可同时展开十
多个车型的开发。建立了“七国十地”的全球化研
发科技创新体系，国内在保定、上海建有两个研发
中心，海外在德国、美国、日本、印度、奥地利、韩国
等6国建有8个研发中心。相继承建了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河北省汽
车技术创新中心、河北省汽车产业技术研究院、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和院士工作站等。近三年，累计申
请专利 3047 项，其中发明 1004 项；授权专利 2433
项，其中发明 620 项。截至 2018 年底，累计授权专
利5986项。长城汽车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河北省汽
车产业的迅猛发展，促进了河北省汽车产业的发
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

24、唐山晶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晶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

生产、销售精密电子专用机床设备为一体的高科
技创新型企业，在我国电子专用设备行业占据首
位，市场占有率连续三年达到 50%以上。“YB-
DX160蓝宝石多线切割机”荣获 2016年度中国优
秀工业设计奖金奖；“DX2240 稀土永磁多线切割
机”荣获 2017 年“创客中国”大赛三等奖；2018 年
11 月该产品又获得国防邮电产业 2018 军民两用
产品“长缨杯”工业设计大赛奖励。DX5056 半导
体多线切割机获得 2019 年“创客中国”河北省中
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近年来，主持制定
了《半导体材料多线切割机》国家行业标准、《多
线切割机》河北省地方标准；承担省级以上科技
项目 7 项；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71 项，其中发明专
利 12项。

从省科技厅获悉，238项（人/组织）获2019年度河北省科学
技术奖。2019年河北省科技奖励工作继续深化科技奖励改革，
按照“提升质量、减少数量、优化结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
行了四项探索实践：

一是实行奖励等级志愿及分级评审。要求完成单位（人）
选择奖励等级志愿，奖励等级志愿分为：“仅一等”“二等及以
上”“三等及以上”三个选项，当专家评审建议等级低于奖励等
级志愿时，该项目不予授奖；二是注重实际贡献，强化实质性
合作。对多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要求体现合作的真实性和共
同产出，突出共有成果产权，论文专著和专利等知识产权中原
则上均应有河北省的完成单位或者完成人；三是突出应用导
向，强化代表性成果。修改了提名书和评价指标体系，体现奖
励的导向作用。对于发明奖和进步奖，克服“唯论文、唯影响
因子”，减少论文提交数量，突出专利、标准规范等代表性成
果；四是加强诚信建设，强化全流程监督。健全以承诺制为核

心的科技奖励诚信制度，2019年申报材料全面实行承诺制，以
承诺替代部分证明，实现了“一审三评六公示”的各个环节的
全程监督。

从评审结果看，产业导向明显提升，信息智能、生物医药健
康、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我省重点产业获奖成果占技术发明
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总数的76.3%。

获奖项目中，项目质量持续提升，项目数量比2018年度259
项减少了10.4%，一大批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高水平成果和惠
民、利民、富民成果集中涌现；自主知识产权数量持续提升，发明
专利和国家标准811件，比去年（691件）增加17.4%；京津冀协
同创新成果持续提升，与京津合作的项目占与外省合作项目的
60.2%，比去年增加2个百分点。

此外，项目完成人中，中青年科技人员主研项目占比持续提
升，45岁以下科技人员主持完成的项目占项目总数39.2%，比去
年增加4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