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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冬科普

气凝胶被誉为“能够改变世界的神奇材料”。
只见一块蓝色的固体在碰撞的一瞬间，发出

了类似于金属撞击时所出现的声响。然而，它却
是世界上最轻的固体，空气含量达到99.8%。

这个蓝色固体，脆弱到用手轻轻一捏就会粉
碎，但它有着意想不到的特性，它可以承受住零
下275摄氏度到650摄氏度的低端温度。

用软糖测试：直接加热软糖很快就会融化，
而有了气凝胶的包裹，对软糖进行加热，软糖则
完好无损。

如果把气凝胶和泡沫融合在一起，套在手臂
上，用喷火器进行炙烤，人不会受伤，泡沫也不会
燃烧。

“气凝胶材料因其极低的密度、超大的比表
面积、超高的孔隙率、超低的热导率，在隔热、储
能、催化、分离、电池、航空航天等诸多领域具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内蒙古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
学院（硅业学院）教授赛华征教授介绍，将具有优
异保温性能的纳米多孔气凝胶加工成一维纤维，
在个人热管理领域具有巨大应用潜力。

赛华征研究团队围绕气凝胶在使用过程中
承受径向挤压而无法保持宏观形貌和微观结构
完整性的难题，使用具有超细和超高纠缠度的微

生物纤维素纳米纤维作为基底，采用热可逆的琼
脂糖作为塑形剂，乙醇置换后经超临界干燥来获
得气凝胶，再通过气相沉积的方法在气凝胶纤维
内部纤细柔软的纳米骨架上形成一层等形且均
匀的刚性二氧化硅包覆层。气凝胶骨架刚柔并
济的结合使所制得的气凝胶纤维即使在径向上
被压缩90%后依然能够有效回弹，可以打结、编
织成纺织品，并且可以洗涤，为气凝胶纤维的实
际应用提供了有效助力。

内蒙古探索建立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联
动、人才团队引育“带土移植”、本土领军科技力
量“厚土培植”“异地研发、本地转化”等多种“突
围”机制模式，以“点”上的突破带动“面”上的整
体提升。

记者从鄂尔多斯实验室获悉，由中国工程
院院士杨裕生、金涌，宁波大学机械工程与力学
学院教授阮殿波等 7位专家，对由鄂尔多斯实
验室执行副主任、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骞伟中
团队牵头开发的“流化床多孔炭制备成套技术”
项目进行成果鉴定，认为该科技成果可放大性
以及潜在的低成本与绿色化优势，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骞伟中团队历经7年攻关，针对下一代锂离

子电池硅碳负极材料、新兴的可再生电力调频领
域对于高性能多孔炭电极材料的旺盛需求，总结
出国内外多孔炭电极材料制备领域的卡点与痛
点问题，组成了联合团队，开展通用型流化床微
细颗粒活化全流程技术研究，最终形成成套技术
与绿色工艺。

“小粒径电极炭制造，包括原料合成的粒径
控制、干燥、研磨、炭化与活化等环节。其工程连
接与连续化工艺非常复杂，产品指标多元且需
要协同，是高性能、精细化材料制备的典型范
例。”杨裕生指出，该连续化制备技术对于提高
生产强度、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与降低
能耗非常关键，可以承接多种原料加工，促进行
业合作。多孔炭制造过程中的有毒有害尾气问
题一直是行业难题，将其高效转化为碳纳米管，
一举多得。该技术可作为单项技术，为化工与
新材料行业服务，推广应用灵活，前景广阔，对
推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具
有积极意义。

借力科技“突围”工程，各地区各领域科技创
新能力显著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取得重大突破，

“科技力”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特格希查看未启用的饲料外覆农膜完好程度，了解当下已经开始饲喂
制作好的饲料使用情况。 文/图 姜海霞

科普服务队走访当地制作青贮饲料的舍饲养殖户，指导他们对混合
饲喂配比进行调整。 文/图 姜海霞

厚土培植厚土培植 以点带面以点带面

正值冬闲时节，通辽市扎鲁特旗科协邀请通辽市科普讲师团成员、扎
鲁特旗科普讲师团团长特格希与科技馆 2名工作人员组成服务队，前往
阿日昆都楞镇白音查干嘎查，开展“科技工作者服务基层，助力乡村振兴”
暖冬科普活动。

走进和林格尔县内蒙古天皓玻纤生产项目
生产车间，只见一根根直径为几微米到二十几微
米的单丝新鲜出炉，在表面涂覆的浸润剂作用
下，组成了一束束玻璃纤维原丝。

“这个项目对标国内同行业最高水准，不仅
配备纯氧顶烧电助熔池窑技术和智能仓储物流
技术，还采用在行业内成熟应用的设备配置，实
现高熔化率、低能耗、智能化。”内蒙古天皓玻纤
有限责任公司综合部部长云斌说。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关键
力量。2024 年，和林格尔县超额完成科技“突
围”项目目标，共争取中央、自治区及市级重大科
技资金项目9项，完成率180%，其中由企业牵头
的项目占比高达78%。同时，创新平台建设取得
重大突破，新增1家国家级平台草都国家级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新培育天康饲料等6家自治区级
企业研发中心。

打造科技创新高地的生动实践，在托克托县
同样精彩。

在托克托经济开发区，内蒙古绿微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正在全力打造具有2000立方米发酵
能力的生产线。

“新打造的生产线预计在 2025年 3、4月投
产，届时可实现天然保质发酵产品 1万吨、高酶
活食品酶制剂200吨以及复合保质产品2000吨
的产能目标。”项目负责人闫卫东介绍。

当前，托克托经济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链企
业达20家，涵盖多种类型。其中，全球最大的优
质品牌供应商，辅酶Q10市场占有率近50%；阿
莫西林原料药产量位居全国第二，氨苄西林产量
位居全国第一。

产业延链提质的变革正在托克托县悄然展开。
内蒙古常盛制药有限公司开工建设中的国

际高端制剂智能制造灯塔工厂项目，实现从“一
粒玉米”到“一粒胶囊”的全产业链闭环。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15亿元，对现有抗生素
原料药生产体系进行质量和环保技术升级，以提
高产品质量、实现节能减排。建成后，制剂总产
能将达100亿粒/年，预计产值增加20亿元。”内
蒙古常盛制药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郝庆瑜介绍。

托克托县作为全区重要的生物发酵产业基
地，以延链提质为核心，布局合成生物产业，全力
打造国家级生物发酵产业绿色制造基地与合成
生物产业示范基地。同时，围绕电子化学品新材
料和煤基新材料两条产业链，以中船特气为龙
头，打造自治区最大的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基
地。此外，还重点扶持久泰公司等企业，向
BDO、PGA、聚甲醛等领域延伸，打造自治区重
要的煤基新材料产业基地。

“目前，二期项目包括年产 620吨辅酶Q10
改扩建项目、年产 3 万吨阿洛酮糖项目、年产
5000吨肌醇项目、年产 1万吨泛酸钙项目和年
产 1000吨虾青素项目，2025年正式投产运营，
全部达产后预计新增产值约10亿元。三期项目
正在建设，将整合金达威江苏启东生物技术公

司、厦门实验室和内蒙古实验室等多地研发团
队，建成国家级研发中心”。内蒙古金达威药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詹光煌介绍。

为夯实科技“突围”之基，托克托县积极依
托现有生物医药企业，加强与内蒙古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内蒙古工业大学化工学院、江南大
学、华东理工大学等高校的紧密合作，构建创
新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有效产研融合机
制。紧盯生物发酵前沿领域，瞄准生物制造产
业的关键共性技术，全面发展高效生物“智造”
技术，为生物发酵企业破解生产技术难题提供
有力支持。

截至目前，托克托县已累计建成自治区级、
市级企业研发中心 24家，进一步激发了创新主
体活力。

追追““新新””逐逐““质质”” 阔步前行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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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启

近日，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
组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
业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区域创
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4》显示，在排名
上升的 8 个省份中，内蒙古成为西部
创新转型的典型，区域创新能力综合
排名第 24 位，与上年相比提升 4 位，
进步明显。这是内蒙古大力实施科
技“突围”工程的一个成效。

虽然内蒙古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
长足进步，但原创能力还相对薄弱，顶
尖科技人才和科技体制活力不足，还
需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和释放
制度活力，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
制高点。

“高新技术是讨不来、要不来的，
必 须 加 快 实 现 高 水 平 科 技 自 立 自
强。”到 2035 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这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战略目
标，事关我国发展大局，事关我们能
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党中央确立的目标，关键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
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
代工程技术等研究，把科技命脉和发
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加 快 实 现 高 水 平 科 技 自 立 自
强，必须发扬蒙古马精神。回顾国
家科技过往，从“两弹一星”到载人
航天，从“中国天眼”到北斗导航，从

“嫦娥”探月到“蛟龙”入海……一系
列重大科技成果实现了由跟跑并跑
向领跑转变。从国家到内蒙古，于夹
缝中突围，在风急雨骤、惊涛骇浪中
向新而生，一大批科技工作者怀揣科
学家精神，不畏艰难、无私奉献，为科
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中华民
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科研工作
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在新
征程上自觉把学术追求融入建设科
技强国的伟大事业，吃苦耐劳、一往
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定能推动
科学技术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为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
化，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时不我
待、责任重大。锚定奋斗目标、勇担
历史使命，以科技创新厚植发展根
基、赢得发展主动、塑造发展优势，一
个锐意进取的内蒙古未来可期。

加快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思享

20242024年以来年以来，，
内蒙古迅速行动内蒙古迅速行动，，
结合资源禀赋和产结合资源禀赋和产
业基础业基础，，寻找发展寻找发展
突破口突破口，，大力实施大力实施
科技科技““突围突围””工程工程，，
打造传统产业打造传统产业、、新新
兴产业兴产业、、未来产业未来产业
协同联动的发展新协同联动的发展新
局面局面。。

放眼当下放眼当下，，各各
地区各领域向地区各领域向““绿绿””
而行而行，，向向““新新””而动而动。。

和林格尔县内蒙古天皓玻纤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生产车间。

内蒙古常盛制内蒙古常盛制
药有限公司正在开药有限公司正在开
工建设中的国际高工建设中的国际高
端制剂智能制造灯端制剂智能制造灯
塔工厂项目塔工厂项目。。

创新有路创新有路 突围有力突围有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及庆玲及庆玲

时光流转，新岁启程。我们有幸记录时代，伴随自治
区科技创新的脚步，让一篇篇关乎初心使命、关乎创新发
展、关乎科学精神的新闻报道跃然纸上。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正在开启新的创新
周期。以此为契机，内蒙古科技事业奋勇“突围”，于探索
浩瀚星空、叩问广袤大地、聚焦“双碳”战略、布局人工智
能、培育未来产业等方面迈出坚实步伐，取得了一系列亮

眼的成绩单。
纵览时代风云，《科技》版见证了北疆大地无数科技工

作者的奋斗历程，也承载了无数科技人的故事。他们牵头
攻关，产出一批批填补空白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产线；组
成最强“大脑”，为高质量发展献智献策；勇敢探索未知，让
创新火种熊熊燃烧。同时认真坚守宣传阵地，力求深入报
道全区科技工作，生动讲述创新故事，不断推出有温度、有

高度、有深度的宣传作品，提升公众对科技工作的认知和
了解，增强对科技工作者的关注度。

山水万程，步履不停。新的一年，《科技》版将顺应新
时代的伟大召唤，着眼大局，服务群众，全方位做好政策解
读，多角度宣传创新成就和创新经验，为时代立传、为科技
立言，努力当好时代旋律的“演奏者”，唱响北疆“好声音”、
科技“好声音”。

者致读

““深瞳深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