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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创新驱动 彰显科学魅力

3月 16日，工人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一家特种玻璃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作。
近年来，抚宁区通过搭建产业创新扶持平台和加强精准服务等措施，助力科技型、创

新型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据介绍，
目前该区共发展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1 家，涉及装备制造、新能源、新型材
料等领域。 姻 杨世尧摄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挤出、牵引、萃取、定型……3 月 12 日，

山西蓝科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锂电池隔

膜车间内，数道工序在机器运转下有序进

行，聚乙烯粉末等原材料被拉伸成几微米的

薄膜。一张张洁白的隔膜在机器轴承的传动

下缓缓向前。“其实，我们就是做‘塑料布’

的。”山西蓝科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杜跃刚微笑着告诉《科学导报》记者。

去年，在国内众多动力电池厂家及隔膜

同行的见证下，山西蓝科途 7.5m 超宽超薄湿

法隔膜生产线正式投入营运。对中国来说，一

直“卡脖子”的锂电池湿法隔膜实现了凤凰涅

槃、浴火重生，这标志着国产湿法隔膜装备经

过多年跟跑、并跑之后，第一次领跑全球。

山西蓝科途位于运城永济，成立于 2018
年，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能够量产 5 微米超

高强隔膜的企业。“隔膜是锂电池四大主材中

科技含量最高、国产化最晚的产品，技术壁垒

较高。经过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我们成功突

破了列入工信部的‘卡脖子’技术。”杜跃刚

说。通过专业设备，可以看到白色薄膜的“真

面目”，表面密布无数个纳米级黑灰色的絮状

微孔，正是这些微孔使锂离子顺利通过，形成

充放电回路，让锂电池正常工作。

从手机、电脑再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

早已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隔膜曾一度

是中国锂电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块“短板”。近

年来，从 10 微米以上到 5 微米，国内自主研

发的锂电池隔膜越来越薄，稳定性和安全性

越来越高，相关技术打破国外垄断，不仅实

现了国产化，还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近几年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增长，

杜跃刚认为，上游锂电池、锂电池隔膜装备

以及锂电池隔膜材料的需求量将剧增。在此

背景下，对电芯的安全性及能量密度提出了

更高要求。而从隔膜的角度来讲，一定是向

超薄、超高强、低成本方向发展。蓝科途正是

利用母公司自身独有的装备、工艺、配方优

势去做高端隔膜产品，以满足下游电池客户

持续的更新换代需求。

山西蓝科途年产 5 亿平方米锂电池隔

膜项目是 2018 年山西省重点工程和运城市

“1311”重大工程项目。项目占地面积 217
亩，最初计划总投资 8 亿元，规划建设 4 个

车间，8 条湿法锂电池隔膜生产线，16 条涂

覆线。落地后，该公司研发的“超高强度隔

膜”获国家发明专利，蓝科途也成为中国唯

一能够提供整套湿法锂离子电池 5 微米隔

膜生产线的企业。除此之外，蓝科途对生产

线上的研发升级，也获得瞩目成绩。2023
年，该公司研发投入使用的 7.5 米宽幅生产

线，相较于之前 4.5 米生产线，能实现 5 微

米隔膜的更大产能，是全球同行业最宽幅的

生产线，为该公司打造全国最大锂电池隔膜

生产基地奠定了重要基石。

如今，通过技术改造创新，山西蓝科途

锂电池隔膜项目已从最初的总投资 8 亿元

增加到 19.2 亿元，产量将从每年 5 亿平方

米提高到 12 亿平方米，生产线全部建成投

产后年产值可达 24 亿元。

“目前，二期项目 2 号、3 号车间的 4 条

生产线已经全部运行，春节后最后安装的两

条线也进入试生产。公司现有员工 600 余

人，产能完全释放后，可间接提供就业岗位

2000 余个。”杜跃刚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科技发展的方

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山西蓝科途并未

止步，正在研发的新技术芳纶隔膜，已经成为

了他们新的“秘密武器”，它更安全稳定，未来

还可以在航天航空等领域大放异彩。

蓝科途：躬耕“电池之肺”缔造“膜法传奇”

新型磁驱软体机器人

实现高效安全药物转运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徐海峰团

队开发了一种用于靶向递药的磁驱软体机器人，该微型

机器人能根据器官内不同的结构形貌，进行兼顾效率与

安全的生物货物转运和释放。近日，相关成果发表于《美

国化学会-纳米》。 刁雯蕙

创新前沿K chuangxinqianyan

科学家开发

冷冻电镜颗粒挑选新方法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生物

成像中心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多模态人工智能系统

实验室合作，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原位结构生物学，提出了

一种基于弱监督深度学习的快速准确的颗粒挑选方法

DeepETPicker。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自然-通讯》。孟凌霄

菱形堆垛三层石墨烯中

发现电子和声子的强相互作用
笔者 3 月 14 日获悉，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等单位的科研人员，通过研究三层石

墨烯的菱形堆垛结构发现，在菱形堆垛三层石墨烯中，电

子和红外声子之间具有强相互作用，这有望应用于光电

调制器和光电芯片等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自

然·通讯》杂志。 陆成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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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
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今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扎实
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
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
加快发展。”

从在地方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这
一重大概念，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重
要部署，再到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系统
阐述，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和高
度的理论自觉，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
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重大问题。今年全国两会，习近
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进一步阐释了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论。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
的要素，生产力的迭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
引擎。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
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概括地
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
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
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
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
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
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
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作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必须回
答好的时代命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
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抓住这一关
键机遇期，抓住生产力转型升级的契机，就能把握时代、
引领时代。历次科技革命的经验表明，谁能率先在关键性
颠覆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谁就能够塑造未来发展新优
势，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主动权。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
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
展，离不开源源不断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当前，我国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日益显现，但仍然
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难等问题，部
分产业仍处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
生产力转化效率不高。

要抓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以科技创新为引
领，推动传统生产力要素及其组合方式发生质的变化。一
方面，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
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新动能。另一方面，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
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
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同时，也要认识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
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
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
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既是时代命题，也是改革
命题。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
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
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
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
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继续做好创
新这篇大文章，加快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必将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效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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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近日，云南与四川发生了

森林火灾。在山火预防和应对上，灾前火险

辨识准确性、临灾早期发现时效性和灾中态

势研判前瞻性至关重要。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输变电工程研究所监评室主任刘彬表示，

在灾前，面积庞大的森林草原地带高火险区

域排查和辨识，往往只能依靠投入人力、利

用气象监测数据研判风险等级。

“大型山火试验能够完整构建火势发展

场景，为预防、监测和应急响应提供灾害数

据支撑。”刘彬告诉笔者，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输变电工程研究所今年在国内首次构建

了千平方米级大型山火试验场景，完整获取

了起火、发展、蔓延等山火全过程的试验监

测参数规律，对于山火火险辨识、早期识别

和预测预警科技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千平方米级山火试验重构了地表可燃

物火灾的动力学过程，为山火动力学基础理

论发展提供了真实火场环境测量参数。刘彬

介绍，一方面，该试验能够准确评估各类植

被的引燃和蔓延条件，有效解决灾前火险辨

识和火灾预防精细度不够、针对性不强和准

确性不高的难题。另一方面，试验为促进“事

前发力”“预防在先”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

方法支撑。

笔者了解到，千平方米级山火试验完整

获取了千平方米尺度下的地表温度、高温热

辐射等多维特征数据，构建了地表、近地、空

中的山火立体时变监测参数样本库。通过深

度融合遥感、地面协同技术手段，可及时捕

捉火点早期特征并提高预警准确性、时效

性。 刘畅

科学导报讯“2024 年，智慧

海关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将重点建设九大标志性工程。”

在 3 月 14 日举办的海关总署新

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综合业

务司副司长林少滨透露，标志

性工程具体包括智慧海关业务

流程体系、大数据池、参数库、

知识库、模型库、生态系统、装

备设施体系、一站式服务平台、

业务运行监控体系。

林少滨介绍，建设智慧海关，

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构建全链

条严密顺势监管。将海关监管最

大程度顺势嵌入企业生产经营、

国际贸易物流链条之中，结合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实施智能式循

链监管，尽量减少对企业生产经

营和贸易物流的干扰。二是实施

全过程多维一体防控。以大数据

为支撑，做到智能感知、智能研

判、智能处置，发挥风险管理、信

用管理的基础作用。三是提供全

方位便捷高效服务。提升服务能

力和水平，满足多层次多样化需

求。不断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

和生产经营实际的海关监管制

度，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

设，实现政策服务个性化投放、直达直享。四

是保障全领域协同顺畅运行。强化海关各项

业务的深度融合协作，优化智慧海关“循环系

统”，确保海关工作运行顺畅、协同高效，提升

业务运行整体效能。

(下转 A3版）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内首次构建千平方米级山火试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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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连

续 9 年位居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在新车销

量中的总占比达到 31.6%。从动力电池销量

看，全球排名前十的企业中，中国动力电池

企业占据 6 席。

在 3 月 16 日举行的中国电动汽车百

人会论坛（2024）高层论坛上，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主席万钢“数说”新能源汽车产业取

得的成效。“经过 20 多年努力，我国新能源

汽车领域以持续的科技创新为引领，带动

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培育了一大批高素

质人才成长，催生了高水平开放市场，形成

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万钢深

有感触地说。

巩固和扩大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来

之不易的领先优势，国资央企责无旁贷。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苟坪

介绍，近年来，国资央企把握技术进步和产

业变革趋势，谋划实施新能源汽车转型发展

战略，其中，长安汽车实施香格里拉计划，全

面启动电动化转型；东风公司组建高端电动

品牌岚图汽车，全力进入新能源赛道。“凡是

有利于把央企新能源汽车搞上去的政策与

举措，我们都要大胆探索，推动企业心无旁

骛搞创新、放开手脚促转型。”他说。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能源汽车，对

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有着重大引领带

动作用。如何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成为演讲嘉宾讨论的焦点。

“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

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

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单忠德坦言，从

国际看，还需要共同构建畅通稳定的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从国内看，车用芯片、基础软

件等仍有待加强攻关，新能源汽车低温适应

性、安全性、充电便利性等还需要持续提升。

在万钢看来，我国有必要研究部署新能

源汽车新的重大专项，面向未来 5~10 年，前

瞻布局新体系的动力系统、新结构的燃料电

池和动力电池、智能驾驶操作系统和芯片等

基础前沿研究领域。同时，实行一批产业创

新工程，重点推动全固态电池新型底盘结构

和自动驾驶的系统核心技术发展等。

针对备受关注的动力电池安全问题，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

院院士欧阳明高援引来自国家消防救援局

的数据说，2023 年一季度自燃的车辆中，燃

油车 18360 辆，新能源车 640 辆。燃油车的

起火率为万分之 0.58，新能源车起火率为

万分之 0.44。
“随着大模型预警、电池生产线上的缺

陷检测、车网互动等技术的引入，按照相关

规划，2030 年电动汽车自燃率要降到万分

之 0.1。”欧阳明高充满信心地说，2030 年全

固态电池将出现，新能源车的安全性会再上

一个档次。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巩固扩大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先优势”，这

彰显了我国加快汽车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

决心。 (下转 A3版）

加快汽车电动化智能化转型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2024）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