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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项目简介

1.低稀土高性能永磁材料的构筑
由燕山大学张湘义、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刘

延国等完成
该项目创建了晶体取向的新原理和新技术，

在块体材料实现了极小硬磁晶粒（10-20 纳米）
的取向排列。建立了严重塑性变形调控软磁纳米
晶结构的新原理、新方法。实现了块体材料中软、
硬磁纳米晶结构的同时控制，破解了困扰科学家
近 30 年的重要难题。获得了当前低稀土块体永
磁材料最高的磁能积，与商业钐钴稀土磁体相
当，但少用稀土20%-30%。项目成果被学界公认
是一个“重大进展”和“突破性进展”，被国际同行
认为“开辟了新领域”。5 篇代表性论文发表在
Adv. Mater.和Nano Lett.等刊物上，他引369次。
国际发明专利授权2项。

2.碳基超级电容器材料化学设计与赝电容
提升机制

由燕山大学高发明、上海大学赵玉峰等完成
该项目提出了一种氮、氟共掺制备高致密碳

基电极材料的新方法，创制出当时体积比电容最
高的碳基材料，率先阐明电子结构调控提升电容
的储能新机制。提出了“红磷辅助原位减薄”等制
备三维双连通结构碳材料的新方法，突破了体积
和质量比电容不可兼得的局限。设计碳/过渡金
属化合物分子尺度杂化结构，提出界面非本征赝
电容储能机制，为提升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和功率
密度提供了新思路。项目实现了碳材料从电子结
构、体相和界面结构的有效调控，提出了不同结
构碳材料的储能机制，为制备高性能水系超级电
容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物质基础。

3.基于等离子体处理的界面电荷调控机理
和沿面耐压提升方法

由华北电力大学谢庆、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
所邵涛等完成

该项目发现了气固沿面放电模式及演化规
律；提出了材料表面多维分形表征方法；揭示了
界面电荷诱导沿面放电的机理。提出了稳定产生
均匀等离子的新方法；发展了表面处理新技术；
揭示了微观陷阱能级分布与宏观电荷输运特性
的映射关系，建立了等离子体调控界面电荷新体
系。获得了梯度结构对闪络特性的影响规律；提
出了跨尺度表面电导率的功能梯度设计策略，通
过调节界面电荷输运，优化场强分布，使沿面闪
络电压提高了30%以上。

二、河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项目简介

1.锆/钛合金化设计及在极端服役环境下的
工程应用

由燕山大学刘日平、张新宇，北京空间飞行
器总体设计部谭春林等完成

该项目发明了锆英砂沸腾氯化法制备四氯化
锆和提纯新方法，由此使海绵锆中铁、硅等有害元
素含量降低一个量级，实现了工业上的连续生产，
产能提高6倍，成本降低70%；提出利用同族元素
钛进行合金化的新思路，开发出 10 余种全新的
锆/钛基合金，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发明了锆/
钛基合金表面氮化和碳氮化新技术，突破了应用
瓶颈。新开发锆/钛合金制作的数十种关键产品在
超过100多家核、化工、仪器仪表相关企业应用，
并出口东南亚、欧洲和北美等多国和地区，具有明
显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优势；在多款空间机构设计
中获得应用，可稳定服役20年以上，为航天和国
防工业作出了贡献。近三年新增销售额15.4亿元。

2.新能源高占比互联电网安全风险在线识
别与主动防御技术及应用

由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范辉、国网河北
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刘翔宇等完成

该项目发明了基于脆性风险熵的连锁故障
事故链搜索模型，首创了基于厂站接线拓扑的
点、线、面多维电网预想故障集自动生成方法。核
心专利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和中国专利奖。
发明了可实现安全裕度实时校正的电网未来态
潮流自动生成技术，提出了计及新能源多尺度预
测信息的风光火储滚动调度模型。该模型多次被
郭剑波院士等专家引用。发明了基于脆性路径关
联度的连锁故障在线阻断技术，提出了电网三道
防线资源在线监视与紧急控制模型。相关技术要
求被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成果在河北电网应
用，成功阻断“3·18”千台风机脱网等 18 起次生
故障风险。推广至 20 余个省级电网及国家电网
仿真中心。近三年增加营业额 28.6亿元，为技术
原创单位创造直接效益5210万元。

3.金属植入医疗器械多级微纳结构生物功
能化表面构建技术及应用

由河北工业大学梁春永、李宝娥、王洪水等
完成

该项目发明了金属植入医疗器械表面多级
微纳结构构建技术，改善器械表面与植入人体组
织的亲和性及力学性能匹配度。发明多级微纳结
构表面原位诱导活性物质沉积技术，提高器械表
面与植入人体组织的整合性。发明生物功能多级
微纳结构抑菌技术，降低由于感染导致植入器械
失效的风险。创新成果已转化为金属医疗器械表
面处理成套技术和设备。近三年累计生产医疗器
械约 20万套，新增销售额约 5亿元，新增利润约
1.5亿元。产品销往全国并出口欧洲、非洲、东南
亚的多个国家，提升了我国金属植入医疗器械的
核心竞争力，为国产器械替代进口与走向国际化
奠定基础。

三、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项目简介

1.大型风敏感结构的风效应及控制优化
技术

由石家庄铁道大学等单位完成
该项目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专用于边界层风

洞测试设备的标定风洞，开发了具有风速风向测
试功能的高精度探针等系列测试设备；发展和完
善了多因素影响的风洞试验技术。提出了基于风
场三维特性、表面形态、风雨耦合影响的大跨度
桥梁气动力精确计算方法，发明了双螺旋线等多
种风振控制技术。提出了超高层建筑不同干扰状
态下的风荷载计算方法，揭示了大跨度空间结构
风/雪荷载分布特征和演化规律，提出了准确风/
雪荷载取值方法。研发了具有高抗风性能的大跨
度装配式弦支组合屋盖结构和索拱组合屋盖结
构，有效抑制了风致振动，简化了施工，节约了成
本。成果在 300 多项大型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
节省成本6.04亿元。

2.低碳机制骨料新工业体系关键技术与产
业化应用

由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
完成

近年来，天然砂石极度短缺，劣质砂石滥用；
同时，尾矿、建筑垃圾堆存加剧了环境破坏。该项
目建立了尾矿综合利用新体系，形成了无三废排
放清洁生产模式；创新了建筑垃圾利用成套技
术；形成了机制砂质量提升、应用关键技术与理
论体系；改进了传统设备，发明了高品质骨料智
能、绿色生产设备与工艺。改进的设备打破了国
外垄断。建立了30余条生产线，近三年新增产值
65亿元，利润、利税各 15亿元，消纳固废约 3000
万吨，减少NOx、粉尘近2万吨。

3.新型氮化镓高频/高速射频芯片关键技术
及应用

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等
单位完成

宽禁带氮化镓高频/高速射频芯片可大幅提
高雷达探测精度和通信速度。该项目提出了新型
氮化镓高频功率放大器芯片技术、新型氮化镓高
功率倍频器芯片技术、新型氮化镓高速调制器芯
片技术、高频段射频前端模块集成小型化技术。
多项指标实现国际领先，受到国际同行高度评
价。制定首个氮化镓国际标准，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成果应用到航天集团无人机前置雷达和
通信系统，探测分辨率和距离实现跨越式提升。
此外，广泛应用于太赫兹安检和仪器等重大装备
与系统，累计供货超13万只，产值超1亿元。

4.医疗卫生建筑生物污染控制关键技术及
应用

由华北电力大学等单位完成
降低生物污染水平，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保障能力，是世界各国医疗卫生建筑环境控
制的重点和难点。该项目发明了生物气溶胶扩散
抑制及防护技术，生物气溶胶排除有效性提高
10%~20%。研发了生物污染靶向消杀技术及装
备，实现了优势种属及真菌孢子靶向消杀，目标
准确性达95%。研发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装备，为医疗卫生建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首次构建了生物污染动态
检测技术体系，动态散发检测精度提升 35%，实
现了生物污染动态快速检测。三年直接新增销售
额近22.8亿元，新增利润2.9亿元。

5.铝合金车轮全流程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及
产业化

由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
随着国家“双碳”战略推进，轻量化、个性化、

高质量铝车轮市场需求快速增长。针对传统车轮
制造存在的刚性生产、经验式工艺、人工离线检
测等严重制约车轮行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和难
题，该项目构建了生产工序内信息闭环和工序间
有机融合的智能制造系统，形成了高效自动流
转、柔性节能生产、智能工艺调优的全流程智能
制造新模式。项目成果在国内外 20 余家企业推
广应用，近三年新增经济效益564亿元。

6.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新能源虚拟同步机
关键技术、装备与应用

由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
目前新能源不具备类似火电机组的自主运

行和主动支撑电网频率/电压的能力，无法有效
保障供电安全。该项目提出虚拟同步机自同步并
网运行机制，解决了新能源自主运行的理论难
题，从内在原理上实现了新能源机组“类同步机
化”。突破 12 项虚拟同步机主动支撑关键技术，
从核心功能上实现了新能源机组“类同步机化”。
自主研制 2MW 风电、500kW 光伏和 5MW 储能
三大类虚拟同步机，填补了兆瓦级虚拟同步机装
备空白。发明异构机群协调运行和电站自启动技
术，首次实现了多类型虚拟同步机组网运行。项

目成果已推广至国内 20个省（区）的 260个新能
源电站以及美洲、澳洲等海外市场，近三年累计
销售额12.35亿元。

7.核电堆芯智能运维机器人装备关键技术
与应用

由河北工业大学等单位完成
我国核电堆芯设备检修维护长期依赖进口

装备，严重影响核电运营安全与成本。该项目突
破了高辐照强噪声背景下机器人高效精准检测
与灵巧柔顺检修技术。突破了多物理场强耦合作
用下堆芯运行状态监测与智能检修决策技术。突
破了高辐照硼酸水环境下机器人多维安全防护
与可靠系统集成技术。研发出堆芯检测机器人三
类6款、检修机器人两类8款。成果已取得超24.2
亿元产值，经济效益达5.5亿元，打破了国外技术
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

8.高纯钒材料绿色制造技术及产业化
由河钢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
高纯钒材料受制于纯化过程污染重、高端合

金质量控制难、钒电解液生产成本高等瓶颈难
题。该项目开发了国际首套阳离子置换法生产高
纯钒技术及装备，源头破解了高盐氨氮废水产生
量大、产品质量稳定性差等行业痛点难题，高纯
钒产品产量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40%。开发了钒
酸钙可控铝热法冶炼航空航天用钒铝合金新技
术，突破了批次稳定性差的稳质生产“卡脖子”难
题，产品成功应用于导弹发动机进气道和 C919
飞机起落架零件。开发了氢气辅助气-固相还原
低碳制备高性能电解液技术，实现了成本降低
60%、碳减排20%，电解液成功应用于国内外大型
风光电-储能项目。项目成果近三年新增销售额
16.72亿元。

9.面向节能减排提质的高炉智能建模与优
化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

由燕山大学等单位完成
高炉生产过程涉及复杂的物理化学机理，运

行环境恶劣，边界条件模糊多变，这对高炉冶炼
过程模型的建立和优化控制提出了巨大挑战。该
项目发明了高炉布料过程的智能建模与优化控
制技术。发明了基于煤气流的高炉炉况智能诊断
与优化控制技术。发明了基于大数据的高炉铁水
智能建模与优化控制技术。项目主要成果成功应
用于柳钢、河钢和燕山钢铁等企业，近三年创经
济效益超过10亿元。

10.头孢类晶型药物绿色制造关键共性技术
与产业化

由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单位完成

该项目开发过饱和度反馈控制头孢抗生素
晶型精制技术，产品晶型纯度达100%，明显高于
国内外同类产品。开发反应结晶耦合绿色酶法合
成头孢抗生素技术，突破酶法合成产业化瓶颈，
有机溶媒减少 85%，工时缩短 30%。开发酶裂解
结晶等头孢生产母液资源化回收技术，实现了高
附加值成分有效循环利用，收率均升 6.6个百分
点，COD下降40%。项目成果近三年新增销售额
25.48亿元，利润5.73亿元。本项目打破了国外制
药巨头在中国的市场垄断，大大降低了医保和患
者负担，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典
型示范。

11.集成电路用含氟高纯电子气体制备技术
与产业化

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
等单位完成

含氟高纯电子气体是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的
关键材料，“十二五”期间国产化率不足 10%，严
重依赖进口。该项目突破了含氟电子气安全合成
技术瓶颈；研发了含氟高纯电子气体耦合纯化技
术；构建了含氟高纯电子气体痕量杂质分析技术
体系；发明了电子混合气高效精准配制技术。项
目产品已应用于台积电、中芯国际等厂商的 5-
55nm 制造工艺，其中三氟化氮和六氟化钨国内
市场占有率超过 60%，市场份额进入世界前三
名。近三年新增产值32.1亿元，新增毛利润9.6亿
元，解决了国内产业链自主供应问题，为保障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链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12.设施用紫圆茄种质资源鉴评及创制和优
质高产新品种选育

由河北农业大学等单位完成
该项目构建了涵盖5大洲36国的种质库，明

确 222 份材料的亲缘关系和群组划分；开发了 3
个目标性状精准鉴定技术，筛选优异种质51份，
解决了亲本杂交选配效率低和设施用优异种质
高效创制的难题。明确了氮效率和果色遗传规
律，建立了远缘杂交创制抗黄萎病种质技术，为
突破性品种选育提供了理论技术支撑。建立了

“群组划分-遗传解析-精准鉴定-杂优利用”高
效育种技术体系，攻克了多性状同步改良技术难
题，创制优异种质32份，育成新品种5个，其中2
个品种市场占有率均居全国同类品种第一。项目
成果推广覆盖 6大区域，新增纯收益 18亿元。院

士等专家认为本成果破解了茄子种业“卡脖子”
难题，打破了设施长季节栽培被国外品种的垄
断，实现了品种更新换代，显著推进了我国茄子
产业高质量发展。

13.河北省粮食主产区耕地质量提升与养分
精准管理技术

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所
等单位完成

该项目揭示了河北省粮田土壤肥力现状与
40 年演变规律，建立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制定了山前平原“稳磷、稳钾、持续增加有机
质”，低平原“增磷、控钾、快速提升有机质”的养
分调控原则。揭示了主要土壤肥力因子的提升
机制及对作物产量的贡献，确定了区域培肥目
标与优化施肥量。创制了提升耕地质量与养分
精准管理的 4 项技术与产品，秸秆切段还田、有
机替代、养分立体精准调控、全程水肥调控等显
著提高了秸秆碳转化效率和农田养分利用效
率。集成创新了 2 套耕地质量提升与养分精准
管理综合技术模式。项目成果近 3 年累计推广
7547.3 万亩，土壤有机质提高 0.45-0.65g/kg，肥
料利用率提高 5.6 个百分点，增产粮食 9.60 亿
kg，新增产值25亿元。

14.谷子新种质矮 88的创制、遗传解析与
应用

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谷子研究所等单位
完成

传统谷子品种秆高易倒产量低而不稳，穗颈
长易掉穗落粒，难以机械化规模化生产。该项目
创制出矮 88新种质，以该种质育成 25个中矮秆
品种，全国覆盖率 38.04%，河北覆盖率 69.2%。夏
谷品种株高降低18cm-35cm，产量提高16.4%以
上；春谷品种株高降低 39cm-70cm，产量提高
15.0%以上。新品种抗倒性提高，穗颈缩短，机收
掉穗率减少 48%-82%，收获总损失减少 61%-
66%，成为谷子矮化绿色革命的骨干种质。精细
定位和克隆了4个矮秆基因，发掘了矮88控制株
高的 15 个 QTL 位点，明晰了 qPH1.3、qPH9.2 和
qPH9.5主效位点单一和不同组合的量化降秆效
应，实现了株高育种的精准设计；克隆了矮秆基
因SiGA2ox1，成为谷子新的绿色革命基因。开发
出 SiGA2ox1 株高和 Seita.9G064000 短穗颈基因
标记，使谷子育种上升到分子水平。新品种全国
累计推广 3589.0 万亩，近三年推广 1136.7 万亩，
节支增收303991.2万元；在河北累计推广1643.8
万亩，近三年368.2万亩。

15.结直肠癌精准诊疗策略的创新性研究与
临床应用

由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等单位完成
结直肠癌是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疾

病，发病率不断上升。该项目发现用于结直肠癌
精准诊断、筛查以及靶向治疗的新分子，并阐明
其 作 用 机 制 。首 次 阐 明 表 观 遗 传 调 控 网 络
mRNA-miRNA-lncRNA 对结直肠癌发生、发
展及微环境重塑的重要作用。率先提出手术方式
等对结直肠癌预后的影响。推进结直肠癌诊断优
化和技术革新，显著提高患者生存率。形成流程
化、标准化微创手术体系，确保手术同质化。构建
结直肠癌 AI 影像辅助诊断平台，研发结直肠癌
AI影像判读软件，诊断效率提升50倍，准确率达
98%。核心成果在北大人民医院等十余家一流三
甲医院应用。

16.乳腺癌规范化诊疗关键技术创新与临床
应用

由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等单位完成
该项目主持制定了2部、参与制定13部国家

级指南，全面涵盖乳腺癌诊断、治疗、康复体系，
规范和提升了不同地域诊治水平；完成了自主知
识产权靶向药治疗乳腺癌的临床研究，据此成果
获批 1 类新药上市，改写了乳腺癌临床诊疗指
南；率先提出了 2 套乳腺癌治疗的新方案，并在
国际平台注册，改善了乳腺癌临床结局；首次证
实 JARID2 是乳腺癌临床疗效预测指标；证实
FOXP3等 17种分子是其复发转移标志物。项目
成果在全国15家大型三甲医院应用，3年累计诊
治患者35676例，生存率提高10%以上。1类新药
累计新增利润4.75亿元。

17.膝关节三维有限元模型的建立膝关节稳
定性力学分析及临床应用

由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等单位完成
该项目首创完成上胫腓关节区域的解剖学

测量及三维空间结构的数据分析。发明了胫骨平
台后外侧特殊构型接骨板，开创了胫骨平台骨折
固定的新方法。发明了接骨板加压器，使手术进
一步化繁为简。采用有限元分析和生物力学方
法，奠定了特殊构型接骨板的临床应用依据。开
创了最简便的单一平卧位、单一微创切口治疗严
重复杂胫骨平台骨折的全新理念。项目开创了胫
骨平台骨折的颠覆性创新临床治疗方法，为胫骨
平台骨折的治疗提供了全新理念。新型器械的发
明填补了内固定钢板中国创造的空白，提高了国

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简化了胫骨平台骨折的手
术方式，大幅度降低了患者的医疗费用，节省了
医保支付，前所未有地降低了患者致残率。

18.多模态磁共振新技术在神经系统病变中
的应用研究

由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等单位完成
该项目发现脑老化进程中形态及功能规律，

建立脑老化影像数据库，填补了国内空白。揭示
了糖尿病加速脑结构改变和功能退变规律。建立
了脑动脉粥样硬化易损性斑块特征评价体系。开
创性使 MRI 研究听觉中枢功能成为现实，首次
用功能MRI证实感音性耳聋患者的听觉中枢的
状态。首次建立胎脑儿静脉正常参考值，填补了
胎儿 MRI技术和影像诊断空白。成果在 30家医
院应用，近 3年完成 10余万次病人检查，提高医
院相关项目检查成功率至90%以上。

19.睡眠呼吸障碍疾病的关键防控技术及
应用

由河北医科大学等单位完成
睡眠呼吸障碍疾病发病率高，是心脑血管等

疾病的高危因素，亟待建立新的防控技术。该项
目提出了发病机制新理论。明确了发病机制的关
键分子。发现了新的干预靶点。建立了新的干预
技术。构建了多种睡眠呼吸障碍疾病模型，开发
了“小动物生理功能多指标同步监测分析系统”。
项目推进了此类疾病的规范化治疗，提高了临床
医师对该类疾病的诊疗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

20.白蛋白结合型纳米药物递送关键技术及
产业化研究

由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
白蛋白纳米制剂具有较强的技术壁垒，一直

被国外公司垄断，亟须实现该技术国产化，解决
患者用药需求，并发明新递送技术以适应更多的
抗癌药物。该项目发明连续流、可线性放大的生
产工艺，首家实现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
国产化，质量优于进口产品。发明了速溶型白蛋
白纳米粒技术，提高了临床使用的便利性和安全
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已成为新的平台技术。发
明了西罗莫司白蛋白纳米粒，解决该药物无法静
脉给药的问题，将适应症拓展到抗肿瘤领域，在
国内首个获得临床许可。发明了连续流白蛋白自
组装技术，解决了白蛋白与极性较大的难溶性药
物无法形成纳米粒子的问题，成功开发了多西他
赛白蛋白纳米粒，在中美两国均首家获得临床许
可。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国产化首家上
市，上市三年累计销售 331.33万支，累计治疗超
过 100 万人次，节约患者用药成本超过百亿元，
近三年实现销售额39.1亿元。

21.天然产物抗肿瘤药物筛选的关键技术创
新及转化应用

由河北大学等单位完成
我国天然产物，特别是中草药资源丰富，但

尚未研发在国际上占主流地位的抗肿瘤药物。该
项目发明新分离技术，显著提高了天然产物的分
离纯化效率。构建高通量化合物结构鉴定平台，
为紫杉烷等复杂化合物结构解析提供了便捷、实
用和可靠的方法，显著提高了鉴定效率。发现天
然产物新骨架结构。实现了倍半萜内酯化合物

（BBT-55）和芳甲酰脲偶联喹唑啉类化合物的专
利转化和研发合作。项目技术专利转让至石药集
团欧意药业等多家企业，帮助制药企业新增利润
600万元以上；与企业联合进行专利化合物的国
家I类抗肿瘤新药开发，有望持续获得经济收益。

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企业技术创新奖）

22.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54所始建于1952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近三年，54所承担国家、省部研究课题100多项，
在载人航天、嫦娥工程、火星探测、北斗导航、中国
天眼等重大工程的关键领域掌握核心技术，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取得授权发明专利859件，获得国
家和省部级科学技术奖36项。54所充分发挥电子
信息产业示范带动作用，近三年编制国家和行业
标准27项、3GPP国际标准3项，提交5G技术提案
3份。倡议成立了卫星应用技术产业联盟、河北省
智慧城市建设联盟等，助力科技冬奥、智慧崇礼建
设，参与雄安新区总体规划设计、2021京津冀物联
网产业对接活动；在河北注册了远东通信等8家
高科技公司，产品覆盖公共安全、轨道交通、应急
通信等国民经济领域。河北省内的合格供方占比
45%，2020年从河北供方采购经费达33亿元。2021
年4月20日，54所与石家庄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发挥科研院所技术优势，带动河北省电
子信息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快速发展。

23.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专业的植物有效成分提取分离国

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
企业、国家绿色工厂、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公司近三年研发投入 5.58亿元，建有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等省部
级以上技术研发平台 10 个。公司推行全员创新

“十、百、千”工程，坚持工艺装备每年升级改造；
持续开发新产品，独创“三步走”到“五步走”的

“实验室经济”研发管理模式，做到项目开发零风
险；持续发现新的功能成分及应用，提出植物资
源“吃干榨净”的发展理念，实现“从 0到 1”的突
破。公司辣椒红、辣椒油树脂、叶黄素产销稳居世
界第一。获授权专利 233 项。公司 2020 年销售收
入 39.12亿元，出口 1.5亿美元，品牌价值位居中
国自主创新品牌价值评价第三名。公司参与制修
订国际标准2项，国家标准28项，行业、团体标准
24项。

259项（人）获2021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
从省科技厅获悉，259项（人）获2021年度河北省科学技

术奖。今年，省科技厅围绕《河北省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确

定的重点任务，继续深化科技奖励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从评选结果看，今年获奖项目结构进一步优化。项目中主

导产业领域优势明显，涉及生物医药健康、高端装备制造、现

代农业、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石化等我省战

略性新兴主导产业的项目有170项，占项目总数的67%。京

津冀协同创新更加紧密。项目中，与外省合作的有105项，其

中京津冀合作项目有66项，占与外省合作项目数的63%。京

津冀协同创新项目获一等奖 10项，占一等奖获奖比例的

34％。

获奖项目中，共有建议授奖人1515人，对引导科技工作

者潜心研究、学有所长、研有所专、敢于超越起到了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科技工作者已成我省创新生力军。授奖项

目中，最年轻的一等奖第一完成人仅37岁，最年轻的第一完

成人仅33岁。此外，不少项目具备冲击国家奖条件。评出的一

等奖建议授奖项目聚焦“四个面向”，助力我省“三件大事”，整

体水平比往年有较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