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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全自动托辊生产线是我们公司

与唐山的一家企业联合研发的，通过车间

智能化改造，不仅可以自动下料、自动车

削、自动对接、自动焊接、自动压装、自动

周转，还实现了 DTII 型和 TK 型托辊的无

人值守自动生产，目前是国内矿用托辊自

动化程度最高的生产线……”4 月 12 日，

《科学导报》 记者来到位于原平经济技术

开发区兴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自动化托

辊车间内机声隆隆，一派繁忙，技术人员

正在调试新升级的智能化自动托辊生产

设备。

原平兴胜机械制造作为一家集设计、

研发、生产制造为一体的山西省民营科技

企业，主要产品为 DTL 通用固定系列、管架

系列、DSJ 可伸缩系列、DTC 大倾角系列、

高强度系列等各类带式输送机。一直以来，

原平兴胜机械制造秉承着“人才、质量、创

新、规模、品牌”的发展战略，紧紧依靠“全

员创新”“质量第一”“无原则服务”理念，严

把工艺关、质量关，不断探求市场理念、提

升产品品质、改进生产技术，向着高端领域

进军。

生产车间，一排排带式输送机“整装待发”，

即将在全国各地投入使用。“自动化生产能

将柔性制造技术应用到托辊制造的各个环

节，既能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又能降低产

品故障率和生产成本，自动化生产解决了

产品同心度低、加工速度慢、占用人员多、

焊接变形等问题，使我们的托辊产品性能

和质量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原平兴胜

机械制造总经理宁毅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

绍着自家产品的优势。

近年来，原平兴胜机械制造把握发展

机遇、多措并举，在提高产品性能方面狠

下功夫，并不断优化产业链结构，提升产

业链价值，使企业发展呈现出广阔前景。

“在一些大型矿井中，皮带能够安全稳定

运输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需要优质的硬

件设施，控制系统的整体性能也尤为重

要，我们与太原科技大学创办共建技术中

心，为产品创新提供了试制基地，基于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带 式

输送机的智能控制装置，对总体输送机

的运输系统进行整体规划，可满足数十

台甚至更多的输送机的智能操作。”宁毅

表示，这项专利使带式输送机运行过程

可视、可监控、可预警，真正实现井下运

输的远程智能化控制，减少了人工成本

和劳动强度，为生产和调度管理提供极

大的方便。

(下转A3版）

︱
︱︱2024

全
球6G

技
术
大
会
推
进
共
识
与
合
作 4 月 6 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安徽省先进功能高分子薄

膜工程实验室团队成员崔昆朋教授（左一）同学生交流。
近年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与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携手实施

“两心同创”，探路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合肥光源”和“上海光源”的合作，正是这一探
索的生动实践案例。

不仅合作进行科研项目，“上海光源”和“合肥光源”更强强联合，正在共建第四代“合
肥先进光源”，让长三角合作的“神奇之光”能更进一步“照亮”微观的世界。 姻 张端摄

照亮微观世界的
“神奇之光”

研究人员提出

仿生适度有序布利冈结构概念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院士团队针对纤维基

元界面设计薄弱的现状，基于网络态纳米纤维的适度有序

力学设计理念，开展仿生布利冈结构多级次可重构纤维界

面设计的系统性研究，提出仿生适度有序布利冈结构概

念，分级构筑了具有动态可重构纤维界面的高性能仿生布

利冈结构材料。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科学进展》。 王敏

创新前沿K chuangxinqianyan

研制高集成度

微型超级电容器储能模块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吴忠帅团队与

该所研究员陆瑶、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微结构物理学研究所

教授冯新亮等合作，发展了图案化黏附性基底诱导电解质定

向沉积的新策略，实现了在大面积、高集成度、超小型化微电

极阵列上的电解质高效、快速、精确添加，研制出高集成度和

高性能一致性的小型化单片集成微型超级电容器储能模块。

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通讯》。 孙丹宁

科研人员制备出

新型促糖尿病足愈合敷料
近日，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树涛、副

研究员时连鑫团队研发出新一代针对黏性渗出液，如糖

尿病足渗出液的单向导液伤口敷料。该研究为黏性渗出

液的去除及慢性伤口治疗提供了新思路。相关研究成果

在线发表于《先进材料》。 倪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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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创新驱动的

实质是人才驱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

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

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作为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主战场，高校具有人才

荟萃、学科齐全、思想活跃、基础雄厚的优

势。面向未来，高校应更好担负职责使命，坚

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为发展新质

生产力作出更大贡献。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生产

力，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助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校必须聚焦科技创新下

功夫。一方面，应主动适应科技创新趋势，优

化学科专业结构，明确学科发展方向，努力

构建独具特色的学科体系。比如，着眼国家

战略需要和前沿领域，打破学科专业壁垒，

打造有利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平台；加强基

础学科建设，把握基础学科建设投入大、见

效慢、周期长的特点与规律，优化资源配置

方式，推动基础领域实现更多原创性突破。

另一方面，创新能力是多种素质综合作用的

结果，除了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科研水平，

高校还应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新思

维、团队协作能力等，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多

措并举，完善学科建设和制度机制，充分激

发广大青年创新创造活力，就能为发展新质

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以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对高校来说，需要着力推动产学研一体

化，让更多科研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

推动高校与企业强化创新合作，构建由龙头

企业牵头、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撑、各创新主

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将有助于推动更

多科研成果完成从科学研究到实验开发再

到推广应用的三级跳。同时，稳定可靠的科

技成果转化制度是深化校企协同创新的重

要保障。完善制度机制，明确知识产权归属与权益分配，

搭建专门化的成果管理与对接平台，打造专业化的转移

转化团队，进一步推动校企合作，才能不断提高科技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推动更多新技术“落地生金”。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高精尖缺”科技创

新人才，也需要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

才，包括以卓越工程师为代表的工程技术人才和以大国

工匠为代表的技术工人。高校应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探索与企业开展联合培养模式，鼓励学生走出课堂，

走进车间、走入一线，不仅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也熟悉生

产经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练就过硬本领。新一代信息技

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等融合应用，孕育出一大

批更智能、更高效、更低碳、更安全的新型生产工具。应注

重培养学生运用这些新型生产工具的能力，为发展新质

生产力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新质生

产力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向经济

建设主战场，面向民生建设大领域，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高校一定能形成更多更先进的创新

成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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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4 月 17 日，笔者从中核集

团海南核电有限公司获悉，由该公司与中国

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联合研发的“次临界刻棒

技术”，圆满完成了国内首次工程应用。这标

志着我国已成功掌握“次临界刻棒技术”。

据介绍，该项技术规避了核电机组大修

启动物理试验的非计划停堆风险，同时节约

了大修关键路径时间，是提升核工业核心竞

争力的技术突破，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次临界刻棒技术”相当于核电站反应

堆的“刹车片”验证技术。如果把核电站反应

堆看作一台高速行驶的列车，那控制棒就是

控制列车行进速度的“刹车”。核电站每次停

堆换料完成后再启动前，要开展控制棒控制

能力验证，以精确地核验“刹车”能力，从而

保证反应堆安全运行。传统的控制棒价值测

量方法需要在反应堆临界后开展，即在已经

行驶的列车上验证刹车功能，有意外“停车”

的风险。而“次临界刻棒技术”是通过对反应

堆内空间效应的模拟，在停堆状态下验证控

制棒的功能，具有安全高效的特点。

据悉，该项目历时 3 年，经历了理论计

算、试验方法开发、模型建立、试验验证、安

审对话、批复应用多个阶段。研究团队解决

了次临界状态下中子波动干扰、控制棒价值

空间修正、堆芯次临界度修正等多个难题，

成功实现了“次临界刻棒技术”的研发。同

时，研究人员通过开展周密的现场试验准备

工作，从对规程的反复研习，到试验过程的

详细推演，再到数据处理软件的不断调试，

最终成功实现了“次临界刻棒技术”的工程

应用。 王祝华

科学导报讯 6G 已成为全

球主要国家重点关注的研究领

域之一。以 6G 为核心的前沿研

究与全球合作，不仅将带来新一

轮基础设施升级，更为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新

机遇、提供新动能。

4 月 17 日，以“创新预见 6G
未来”为主题的 2024 全球 6G 技

术大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大会由

国家 6G 技术研发推进工作组和

总体专家组指导，未来移动通信

论坛、紫金山实验室主办。

今年 3 月，国际标准组织

3GPP 确定 6G 标准化时间表，标

志着 6G 研发进入新阶段。本次

大会旨在以 6G 愿景为牵引，探

讨 6G 技术和业务的未来蓝图，

在 6G 标准启动前推动凝聚全球

共识。

拓展服务新场景 实现

全球立体覆盖

移动通信以十年一代的速度

向前演进。业界认为，6G将进一步

构建超级无线宽带、超大规模连

接、极其可靠通信能力，并拓展感

知和智能服务新场景。6G服务范围也将进一步扩

展至空天地，实现全球立体覆盖。 (下转A3版）

我国核电站反应堆“刹车片”验证技术实现工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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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托辊智能化生产线工作 姻 受访者供图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魏世杰

原平兴胜机械制造：

智造提效率 延链创价值

可爱的小耳朵、纤细的胡须，五彩的花

布通过缝纫之后，制成了一只可爱的小老

虎，活灵活现，逼真形象。3 月 25 日，《科学

导报》记者来到运城市芮城县任淑娥布艺

工作室，在工作室架子上，各式各样形象逼

真、造型各异的布艺作品映入眼帘，惟妙惟

肖的布老虎、小巧玲珑的香包，俏皮可爱，

让人爱不释手。

“一开始跟着婆婆制作一些手工艺

品，耳濡目染，我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从刚

开始的简单作品到后来慢慢地变成自己

的事业，从其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觉得有责任和义务把它传承下去。”任

淑娥介绍。

芮城布艺以陌南一带流传最广，陌南又

以张雅婷布扎为主导，张雅婷家族代代相

传，距今至少有 7 代、150 余年，连绵不绝。

芮城布艺造型别致，做工精细，轻巧实用，是

民间传统文化中的一朵瑰丽奇葩，2011 年

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现在芮城手工布艺已传承到张雅婷的

儿媳任淑娥手里，她是芮城县陌南镇南堡村

人，1995 年随婆婆学习刺绣布艺。30 多年的

学习、摸索、实践，已成为山西省传统工艺美

术师、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任淑

娥布艺工作室，她介绍说，目前主要作品有：

十二生肖系列、童鞋系列、童枕系列、绣花鞋

系列、单双头狮虎、小孩帽子肚兜、各种布老

虎、长颈鹿、坐猫、毛驴、青蛙等。布艺作品造
型多样、风格多变、色调纯朴，呈现出清新朴
拙的民俗风情。

芮城布艺是一种布扎艺术，是以丝绸、棉
布为主料，用丝线或小布料装饰而成。布扎以
传说中的“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代
表，十二生肖为主导，表达了民众纳福求吉的
心理，作品既保持了动物原有特征，又夸张地
将现实中和理想化了的动物原型交融在一起，
使其具有人的性格、人的情感，因而外部造型
显得可爱迷人、憨态可掬，具有浓郁的乡土气
息。有人说芮城布艺是民间工艺美术的奇葩，
其实更是幸福生活的民俗记忆，让生活多一份

甜蜜、多一份精致、多一份温情。 (下转A3版）

姻 科学导报记者 刘娜

任淑娥：针尖舞动 传承千年手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