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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届山西出版奖提名奖

推进创新驱动 彰显科学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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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记者耿倩 12
月 11 日，记者从中北大学获悉，

在刚刚召开的 2024 中国国际西

部光电子大会上，中北大学信息

与通信工程学院陈平教授团队主

持完成的“高灵敏度多能谱 X 射

线成像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技

术发明奖一等奖。这也是该校首

次以第一单位荣获中国光学工程

学会一等奖。

据了解，此次获奖项目由中

北大学独立完成。项目主要聚

焦如何匹配结构、匹配材料组分

的多能谱 X 射线成像的关键科

学问题，揭示了射线能量、成像

系统动态范围和检测对象之间

的适配机理，提出了能量自适应

的高动态多谱成像方法，攻克了

多能谱解耦分离的难题，突破了

成像系统固有动态范围的限制，

使常规 CT 系统的能谱分辨实

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极大地提

升了 X 射线成像系统的检测灵

敏度和能谱分辨率。项目成果经

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

在能量自适应的 CT 成像方面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项目授权美

国发明专利 1 项、国家发明专利

12 项 ， 软 件 著 作 权 6 项 ，在

IEEE TIM、IEEE TCI、OE、PRE
等期刊发表 SCI 论文 65 篇，培

养国家优青 1 人，获华为“难题

揭榜”火花奖、远东无损攀登奖

等荣誉。项目成果服务了航空发

动机叶片等国家重点型号产品，

还服务了全国两会、北京冬奥会

等重要活动。

助力常规 CT系统能谱分辨实现从无到有新突破

中北大学一成果获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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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国军（右）介绍公司产品 姻 受访者供图

20 世纪 90 年代，乘着

改革开放的春风，他从三

尺讲台毅然投身浩瀚商

海，力求以智慧矿山技术

引领山西煤炭行业转型发

展；2021 年 11 月 15 日，北

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北交所”）揭牌开市，他的

企业作为山西第一股鸣钟

登陆。

拥有 400 余项知识产

权，企业的业务领域从智

慧矿山跨度到新能源充换

电与智慧水务，但他说：

“我的企业距离成为百年

老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还不能懈怠！”这位目光

如炬、坚毅果敢的企业家

便是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付国军。

智慧引领

传统产业焕发新生

波兰当地时间 2024
年 11 月 6 日，在由联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和波兰国

际卓越煤矿瓦斯中心联合

主办的“煤矿瓦斯监测、捕

集和利用最佳实践国际技

术研讨会”上，付国军关于

中国煤矿智能化建设技术

路线及具体案例的专题报

告引起强烈反响。从多年前

我国煤矿机械化装备依靠

国外进口到如今民营企业

深耕煤矿智能化领域有了

明显优势，国外专家学者、

企业家怎么也想不到中国煤矿智

能化的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

以前，我国煤矿开采主要是

通过人力采掘及炸药爆破等方式

进行。而且，由于煤矿作业环境特

殊的缘故，矿难事故屡见不鲜，如

何能让人们刷新对煤矿行业的传

统印象，读矿业自动化专业的付

国军想要为煤矿装上“智慧大

脑”。

走进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

公司“智慧矿山”板块展

厅，M-CPS 智慧矿山整体

解决方案、覆盖煤矿智能

化的一体化管控平台和一

系列智能化控制系统映入

眼帘。解决方案中显示了矿

山内实时采集到的供电系

统、供水系统、通风系统等

各个环节的数据，通过实时

监测和预警系统，可以及时

发现和处理矿山中的安全

隐患和环境问题，降低事故

发生概率，同时还可以减少

矿山的能耗和排放。

“我们企业形成了‘一

体两翼’的商业模式，构建

了‘基于 CPS 智慧矿山整

体解决方案+标准化智能

产品+365 在现（线）技术服

务’的体系。企业产品与服

务覆盖矿山生产采、掘、

运、提、排、通等各个关键

环节，研发生产的各类无

人值守自动化设备，可对

各种大型装备进行远程作

业监控、故障诊断、数据分

析等操作，业务已拓展至

全国矿产资源丰富的省

份。”付国军介绍道。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

国已累计通过验收智能化

矿井 750 余座，建成智能

化采煤工作面 2201 个、掘

进工作面 2269 个，智能化

煤矿产能占总产能比重达

到 58.81%，煤矿智能化建

设进入加快发展、纵深推

进新阶段。

“山西独特的资源优势为我

们探索煤矿智能化提供了优势

和机会，在山西这片土地上，懂

煤矿的人才很多，我们公司又培

养了一批懂自动化的人才。今

后，我们希望继续围绕工业互联

网技术体系，以人工智能、大数

据、通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为基

础，为山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赋

能。”付国军说。

(下转A3版）

12 月 10 日，在重庆市渝中区
220 千伏大坪变电站 10 千伏开关
室，智能巡检机器狗对变电站设
备运行情况进行巡视。

近期，重庆迎来低温寒潮天
气，为应对强降温和风雪大雾天
气，国网重庆电力多措并举，以

“硬核”科技赋能，运用智能巡检
设备守护电网安全。 姻 黄伟摄

智能设备

保障电网安全

科学导报讯 笔者 12 月 10 日从中国科学院近代

物理研究所获悉，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低

能量强流高电荷态重离子研究装置”通过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的专家验收。

“当前国际上有多个重离子装置在建或建成，但在

多学科交叉前沿基础研究领域和国家需求的重要应用

领域，仍缺乏多功能、小型化的低能量强流重离子加速

器装置。”该项目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红卫介

绍，“我们自主研发了世界首台独立运行的低能量强流

高电荷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可为核天体物理、原子物

理等前沿基础研究和核能材料研发等重要应用，提供

先进的实验条件。”

该装置可提供从轻到重多种电荷态的强流重离子

束和混合离子束，提供的束流具有强度高、电荷态高、

离子种类多、能量变化范围宽等诸多优势。

“强流高电荷态重离子束的产生，是满足新一代强

流重离子加速器的关键。”该装置超导离子源研制负责

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加速器技术中心副主

任孙良亭表示，“我们研制的第四代高电荷态电子回旋

共振离子源，可产生相当于国际上其他实验室同类装

置最高性能 2 倍以上的束流强度。这为解决下一代强

流高功率重离子加速器关键束流物理与技术问题，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颉满斌

今年是中国极地考察 40 周年。11 月 1 日，中国第

四十一次南极考察队出征，我也开启了第十四次南极

之旅，带领中铁建工集团南极项目部的建设者们再度

前往南极罗斯海恩克斯堡岛，完成秦岭站室内装饰装

修、机电安装等任务，力争让南极考察队员早日“入住”

新一代科学考察平台。

一个人 14 次奔赴南极，是怎样的体验？

犹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南极秦岭站建成

并投入使用的贺信中指出：“40 年来，在党的领导下，

我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一代代极地工作者

勇斗极寒、坚忍不拔、拼搏奉献、严谨求实、辛勤工作，

取得了丰硕成果。”

总书记的话说进了我心里。在南极参与考察站建

设的 2000 多个昼夜，感受刺骨的寒冷，也升腾奉献的

热忱。中国建造与中国科考勠力同心，铸就极地事业的

一座座里程碑，写下动人的中国故事。

这个中国故事里，有战风斗雪的坚韧品质。秦岭

站选址区域科考价值高，但施工环境却相当恶劣。恩

克斯堡岛越冬期间极端低温可达零下 40 摄氏度，盛

行超强、超干、超冷的离岸风，考察队设立的自动气

象观测站曾多次被狂风掀翻。今年 1 月，在秦岭站幕

墙板安装时期，时速 120 公里的狂风裹挟着积雪掀

起了漫天迷雾，能见度不足 5 米，我们只能拉着一根

绳子摸索前行。越是困难，越需要精神支撑。我们咬

紧牙关，创造了南极考察站建设的多项之“最”———

建站人数最多、卸运物资最多、单体建筑规模最大、

建设时间最短。越是艰难越向前，几代铁路建设者铸

就的艰苦奋斗精神，在南极考察站建设中得以传承、

淬炼、升华。

这个中国故事里，有自主创新的拼搏精神。看装

备，20 世纪 80 年代长城站、中山站施工时，靠的是肩

扛、人抬、绳拉，机械设备极其有限。如今在秦岭站工

地，我们投入了高空作业车、装载机等 34 台（套）机械

设备，施工效率大幅提升。看技术，BIM（建筑信息模

型）技术登上南极大陆，我们像“搭积木”一样实现了极

地模块化、装配式施工，不到 60 天时间就顺利建成规

模最大的单体建筑。看材料，应用特种耐候钢等新材

料，不仅解决了超低温下的钢材“冷脆”难题，还能抵御

海岸环境强腐蚀。新装备、新技术、新材料在南极考察

站建设中得到广泛运用，为我们不断刷新纪录提供了

有力支撑。坚持向科学要方法、向技术要答案，才能在

这片冰川上不断取得新成就。

这个中国故事里，有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严格的

生态环保标准是我们在南极施工的一道附加题。我们

通过装配式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还创

新建筑垃圾处理技术，应用无甲醛无氟材料，兑现了

“不破坏南极环境，不带走滴水片石”的承诺。秦岭站采

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

的占比超过 60%，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有效降低。南极科

考是绿色科考，作为秦岭站的建设者，我们也要把绿色

低碳理念融入工作全过程和各环节。

每一次抵达，都意味着新的出发。风雪兼程，破冰

筑屋，极地征途上必将见到更多中国建造、中国身影、

中国奇迹。

姻 罗煌勋

K 评论
kexuepinglun

以中国建造助力极地科考

世界首台低能量强流高电荷态重离子研究装置通过验收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小静

晋能科技：

100 余台绿灯闪烁的 5G 智能小车忙着供料、转

运，经过制绒、硼扩、镀膜等 10 多道自动化工艺后，一

块块电池片以每张 0.86 秒的速度顺利下线。12 月 4
日，在晋能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晋能科

技”）年产 4GW TOPCon 高效光伏电池的先进智能制

造生产线上，《科学导报》记者见识到在科技加持下，能

源绿色低碳发展的魅力。

晋能科技隶属于晋能控股集团，是一家高效光伏

电池、组件的智能制造生产企业。晋能科技拥有覆盖高

效光伏电池及组件设计、生产、测试等全链条的智能制

造体系，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分析，进一步

优化了产品设计流程，确保每一款产品都能精准对接

市场最新需求和标准。

“TOPCon 高效电池是我们的量产迭代产品，具有

转换效率高、衰减率低、高双面率等优势，光电量产平

均转换效率达 26.4%，保持全球领先水平。”晋能科技

总经理杨立友说，公司凭借着自主研发实力与先进产

能，构建起具有技术和成本竞争力的电池、组件生产能

力。

研发投入是企业创新的基础，通过持续的研发投

入，2024 年度晋能科技在市场下行的情况下仍保证研

发投入，截至前三季度末新申请专利 32 项、授权 33
项。秉持着“量产一代、中试一代、研发一代”的技术战

略，晋能科技将科技创新成果投入生产，再将创新产品

推向市场，形成了滚动运行爬坡式的发展模式。“这种

持续的创新驱动，使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保

持领先地位，赢得了全球客户的广泛认可和信赖。”杨

立友说道。截至目前，晋能科技的产品已遍布澳大利

亚、德国、印度、巴西等 50 多个国家，并获得了 TUV、

CE、法国碳足迹、印度 BIS、英国 MCS 等国际认证。在

知识产权方面，公司已申请专利 325 项、授权专利 223
项，承担国家研发项目两项、省级研发项目 9 项，连续

三年获批省级揭榜挂帅项目。

“仅用 6 个月时间，成功开发出高效微晶硅薄膜工

艺，使异质结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提高 0.3%，并申请

相关专利 5 项。”谈到当初攻坚克难的情景，杨立友感

慨万千，光伏电池转换效率是光伏发电能力的核心指

标，每提高 0.1 个百分点，都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技术突

破。“我们每天进行 10~20 组 DOE 验证，与时间赛跑，

不知疲惫地在实验室跟踪实验进度，精确记录实验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并汇总实验数据。”

晋能科技不断丰富和完善产品生态系统，探索更

具实用价值的解决方案，基于高标准和严格要求，紧密

结合客户的实际应用场景，确保产品质量的同时，也高

度重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低碳特性，从而向终端用户

提供既高效又可靠、长期稳定且具有更高绿色价值的

产品与服务。同时，针对全球客户多样化的需求，晋能

科技开发了适用于不同场景的产品，有效应对市场竞

争。例如，耐高压组件专为沿海岛屿、高风压带、严寒极

地等极端环境设计，载荷能力全面升级，结构稳定性

强，能够应对暴风骤雪等恶劣天气。海上光伏组件则需

长时间漂浮在水面，晋能科技在抗浪能力、结构设计、

耐腐蚀和防水性能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推出了增强型

海上光伏组件技术方案，以满足海上安装需求。

乘着光伏产业发展的东风，晋能科技从无到有，从

追随到引领，从自我升级到产业变革，每一步都走在产

业前、落在关键点，步子迈得坚实有力。下一步，晋能科

技公司将继续推进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创新，用优

质高效的产品贡献更多绿色电力，以实际行动助力企

业绿色转型发展，为实现更加绿色环保、更具可持续价

值的“零碳未来”砥砺前行！

追“光”逐“电”向新而行

姻 科学导报记者 张娜

王文君 邬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