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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内蒙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找准内蒙古在科技强国建设中的定位，以
实施科技“突围”工程为主抓手，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集中资源力量推进科技创新，全区
科技创新事业收获丰硕成果，为办好两件大事、闯新路进中游提供强劲动力。日前，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
厅、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科技日报社内蒙古记者站与社会公众共同评选出2024年公众关注
的内蒙古十大科技新闻和十大科技进展，以点带面展示内蒙古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风采。

2024年公众关注的
内蒙古十大科技新闻和十大科技进展

2024年，内蒙古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推进
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和优质高效增粮行动，高产高效
种植技术模式集成推广典型不断涌现，有力支撑内
蒙古粮食产量迈上800亿斤新台阶。其中，兴安盟
扎赉特旗、科右前旗推广“大豆大垄密植浅埋滴灌
栽培技术”和“大豆提质固氮ARC耦合绿色增产技
术”，内蒙古大兴安岭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
伦贝尔市莫旗红彦镇中储粮北方公司推广“大豆大
垄高台栽培技术”，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推广“大豆垄

三栽培技术”等5个案例创造了多个大豆高产纪
录，最高亩产321.7公斤，入选2024年全国大豆大
面积高产典型案例。中国农业科学院北方农牧业
技术创新中心通过“科技包县”机制，在全区11个
盟市50余个旗县开展玉米密植精准调控与规模高
产关键技术集成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广面积达
1000多万亩，创自治区东部区和西部区小面积、大
面积高产纪录，东部区万亩片平均产量为1247.22
公斤/亩，西部区百亩方产量为1473公斤/亩。

高产高效种植模式夯实内蒙古粮仓根基◎

2024 年 5月 28日，自治区科技“突围”工程
——空天跨尺度计量基准大科学装置与高性能光
栅产业化项目在和林格尔新区启动建设。该项目
总投资约12.5亿元，由内蒙古智能制造研究院作
为技术牵头单位，联合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作为
基础设施建设单位、秦宁（内蒙古）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作为产业化实体单位共同实施。项目技术支
撑团队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和航天科技集团等优势单位团队，建设国内首个

对标国际领先水平的空天跨尺度计量
基准大科学装置，有效解决高精度、大
幅面光栅连续制造难题，实现国家航空
航天、国防军工、工业母机等重点产业计
量体系与智能测控技术的自主可控。项目
已组建专业的国家技术团队，将建筑结构与
科学装置融为一体，一期工程建设目标为全
面对齐国际最高水平，二期工程建设目标是实
现产业化和技术突破引领。

我区首个大型科技基础设施在呼和浩特开建◎

2024年 5月10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
学中心牵头建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空间
环境地基综合监测网”（子午工程二期）重大设备
之一——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顺利通过工艺测
试。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是我国首台专门用于
行星际闪烁观测的射电望远镜，坐落于锡林郭勒
盟，由1个主站、2个辅站构成。3个台站之间两两
连线，可以组成一个近似等边三角形，站间距约
200公里。主站拥有目前我国最大的抛物柱面射

电望远镜，由3排南北长140米、东西宽40米的抛
物柱面天线组成。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通过探
测天文致密源的射电辐射，感知太阳风湍流引起
的流量闪烁信号，遥测行星际太阳风的径向速度
和密度变化，是行星际空间天气日常监测的高效
地基设备。该望远镜由我国自主研制，在 327、
654、1400兆赫兹的频段上实现宇宙极弱瞬变射
电信号的高灵敏度捕捉，其主站的天线口径、噪声
温度、探测灵敏度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我国首台专门用于行星际闪烁观测的射电望远镜
在锡林郭勒建成

2024年，乌兰察布市冷凉蔬菜院士工作站的
科技特派员关慧明带领科技特派团下沉到四子
王旗和额济纳旗的9个边境乡镇53个戍边户、连
队，针对边境地区蔬菜供应难题开展科技指导和
新技术试验示范工作。他们以四子王旗江岸苏
木为试点为戍边户建设智能小型温室，创新性自
主研发出“蔬菜盒”冬季蔬菜供给技术，使46户戍
边户实现了在冬季每月能够稳定获取15斤新鲜
蔬菜的重大突破，填补了当地冬季蔬菜自给的空

白。同时，该团队结合时令特征，在用水很少情
况下，以沙子为基质、以羊粪作为养分种植获得
成功，为5户戍边户建设了60平方米的蔬菜小拱
棚，成功种植5至6种蔬菜，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种
植技术。截至目前，科技特派员团队已在边境地
区成功建设小型智能温室37座，让戍边户一年四
季都吃上了新鲜蔬菜。这一民生改善举措，不仅
提升了戍边户的生活质量，更激发了他们建设边
疆、守护家园的热情与信心。

科技特派员下沉让戍边户吃上新鲜蔬菜

2024 年 7 月 14 日上午，怀柔实验室与自
治区政府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怀柔实
验室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聚焦能源领域开展战略
性、基础性、前瞻性科技创新。自治区能源资
源丰富，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
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探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按照协议，双方将遵循

“优势互补、平台公用、资源共享”的原则，以内

蒙古能源研究
院为纽带，从新
技术实证验证、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科
技人才引育互派、创新
平台建设等方面深化合
作，筑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基石，有力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

怀柔实验室
与自治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内蒙古获得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

2024年，内蒙古在科技创新领域启动实施科
技“突围”工程，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目标，超前布
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自治区党委、政府高位统
筹，组建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召开全区科技工作会
议，组建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确定“找点位、找
团队、找模式”工作路径，聚焦国家所需、内蒙古所
能，自治区层面首批选定“储能与新型电力系统”

“稀土”“氢能”“特色乳业”以及“光栅大科学装置”
“4+1”个突围点位，集中部署启动36项重大攻关
任务，所有任务均由企业或企业组建的重大创新平
台牵头承担，共吸引72家区内外科研单位参与攻
坚，资金总投入达到28.17亿元，引导带动各地各
部门以“突围”意识谋划科技创新工作，形成了上下
联动搞创新、集中资源谋突围的良好创新态势。

2024 年，内蒙古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的顶
层设计，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
为指导内蒙古未来科技创新发展的纲领性文
件。《意见》以实施科技“突围”工程为牵引，着眼
解决我区科技统筹不够效果不强、高层次急需
紧缺人才不足、创新主体能力不强、创新体制机
制不活、成果转化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等突出问
题，出台 7个方面 26项改革措施，并在自治区党
委科技委统筹领导下，强化各相关部门的政策

衔接与配套落实。在《意见》牵引下，自治区密
集出台《关于实施“英才兴蒙”工程若干政策的
意见》《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计划体系优化改革方
案》《关于深化财政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的意见》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容错免责清单（试
行）》等一系列改革政策举措，构建起以创新规
划、实施细则、科技人才、科技金融、经费改革为
支撑的“1+7”科技政策体系，进一步增强政策从

“最先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衔接协同，有力
提升政策整体效能。

2024 年，内蒙古以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放大
“蒙科聚”创新驱动平台的资源聚合、聚变效
应。年初，北京、上海等 11个地区的 34家协同
创新合作机构加速建成，“一总多分飞地协同”
科创服务网络正式落地。4月，“蒙科聚”积分奖
励政策实施，依据创新业绩给用户积分，吸引资
源、激励研发，推动成果转化。同时，内蒙古大
力推进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探索职务科技
成果单列、“先使用后付费”等模式，聚焦重点产
业创新需求，构建“专题—重点—重大”成果发
布体系，举办“蒙科聚”品牌发布会，促进科研成
果走向市场。在此期间，多项亮眼成果涌现：内

蒙古工业大学与久泰新材料公司经该平台签下
千万元成果转化合同，实现学校历史性突破；内
蒙古农业大学张和平教授团队和科拓生物公司
达成 2000万元“功能性乳酸菌菌株”转让合同，
创自治区高校之最；全区首单“中试综合保险”
落地赤峰；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路战远团队借
助平台，5天完成 300万元线上大额科技成果交
易……在“蒙科聚”聚合聚变效应引导下，2024
年，全区技术合同登记量、成交额分别达到2414
项 和 82.79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8.79% 和
34.13%，双双刷新纪录，为地区发展注入了澎湃
新动能。

在 2024 年 11 月 2 日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
究小组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4》中，内蒙古区域创新能力进步明显，位列
全国第 24位，较上年提升 4位，是排名上升 8个
省份的西部创新转型典型。报告显示，2024年，
内蒙古在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
环境和创新绩效5个一级指标中，表现最好的是
知识获取和企业创新，其中知识获取排第 18
位，较上年度上升 2位；企业创新排第 18位，较
上年度上升 10位。在 138 个基础指标中，内蒙

古多项排名均居全国前列。其中，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增长率为 45.84%，排
名全国第 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增长率
为 32.5%，排名全国第 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
研发活动的企业增长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
发经费外部支出增长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
产品销售收入增长率均排名全国第 3位。这些
数据表明，近年来，内蒙古深入实施研发投入攻
坚行动，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得到进一步凸显。

在 2024 年 6 月 24 日北京召开的全国科技
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
上，内蒙古提名的 2 项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两项成果分别是由内蒙古农业大学教
授张和平主持完成的“优良乳酸菌种质资源挖
掘与产业化关键技术创制及应用”项目和由内
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研究员路战远主持完
成的“北方农牧交错区风蚀退化农田地力培育
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打破了自 2017 年以来

区内研发机构作为成果主要完成方国家科技奖
励长期空缺的状况。同时，由我区金宇保灵生
物药品有限公司参与的“猪用重组口蹄疫 0型、
A 型二价灭活疫苗的创制与应用”项目荣获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肉鸭高效育种技术创
建与新品种培育及产业化”项目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一名高端引进人才荣获 2023年度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内蒙古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4位◎

内蒙古全局谋划纵深推进科技“突围”工程

内蒙古构建“1+7”科技政策体系

“蒙科聚”创新驱动平台开启聚变模式

◎

◎

◎

2024年11月26日，由内蒙古华电氢能科技有
限公司在包头市达茂旗实施的工业天然气掺烧绿氢
示范项目，成功打通“风/光电制氢+掺氢管道输送+
工业供能”流程，顺利点火成功，让同一园区的内蒙
古金鄂博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无水氢氟酸工业生产
线用上了掺20%绿氢的天然气。该示范项目采用了
中国科学院唐叔贤院士团队的天然气掺烧绿氢工艺
方案，配套建设新能源发电20万千瓦、储能2万千
瓦，年发电量5.52亿千瓦时、制备绿氢7800吨，是国
内最早实现工业天然气掺烧绿氢并运用于工业供

能，实现工业天然气与绿氢最高掺烧比例，以及
2000吨/年最大绿氢掺烧规模的工业化示范项目。
同时，围绕“风/光电制氢+纯氢长距离管道输送”，
华电氢能正在着手应用包钢科研团队自研且行业
首发的抗氢脆管线钢材料，主导建设达茂旗—包头
纯氢管道输送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助力内蒙古
绿氢“制储输用”全产业链发展，有效改善二类工业
天然气的燃烧和传热效率，大幅度降低污染物排
放，为包头市打造中国首座全场景绿氢自循环创新
之城和全国重要的氢能装备制造基地提供支撑。

国内首个工业天然气掺烧绿氢项目在包头投入运行◎

乳铁蛋白是哺乳动物乳汁中天然存在的蛋白
质，是一种重要的非血红素铁结合糖蛋白，具有广
谱抗菌、抗病毒、调节机体免疫功能、促进肠道健康
的作用，在食品工业和生物制药等领域有着广泛的
应用前景。但由于提取难度较高，且技术长期被国
外垄断，乳铁蛋白十分珍贵，被称为“奶黄金”。内
蒙古伊利集团历经16年科研积累，联合国家乳业
技术创新中心在全球首创的乳铁蛋白定向提取保

护技术，将常温纯牛奶乳铁蛋白保留率由10%提
高到超过90%，在国内乳企中率先打破关键技术
壁垒，并解决了工业化生产难题。2024年10月15
日，国际乳联在法国巴黎主办的世界乳业峰会上，
应用乳铁蛋白定向提取保护技术生产的创新产品
——金典乳铁蛋白有机奶获得全球乳业最具含金
量的“IDF乳品创新奖”的“新产品开发创新奖”，代
表中国乳业闪耀国际舞台。

乳铁蛋白定向提取保护技术斩获全球乳业最高奖◎

2024 年 11月 22日，宝丰能源内蒙古项目一
期年产300万吨烯烃首系列100万吨/年生产线成
功开车，试生产首批合格聚烯烃产品下线并发车。
这是目前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煤制烯烃项目，也是
全球唯一一个规模化用绿氢替代化石能源生产烯
烃的项目。项目联合中国航天、中科院、杭氧、杭
汽、沈鼓等全球知名的“国字号”研究院所和企业，
深入应用了多项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尖端设

备，设备国产化率高达98%，一举创下“5个全球之
最”与“3个全国之最”的行业纪录。其中，全球最大
的首台套最大粉煤加压气化炉及装置、首台套最大
甲醇合成塔及装置、首台套最大控温（等温）变换
炉、首台套最大DMTO反应器及装置，属全世界首
次被应用；全国最大的单套11万Nm3/h制氧能力
空分装置、低温甲醇洗吸收塔、全密度气相流化床
聚乙烯装置，是国内首次应用。

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煤制烯烃项目在鄂尔多斯投产◎

内蒙古是煤炭大省和火力发电大区，在创造
巨大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数量可观的煤基
固废，而其中的高铝粉煤灰是铝硅资源制备的重
要原料。从 2018年起，内蒙古蒙泰集团将铝硅
产业板块的原料来源由矿产资源转向工业固
废，集中力量攻克高铝粉煤灰提取制备铝硅合
金的技术难关。研发团队历时6年，累计投入近
20 亿元，成功于 2024 年打造出高铝粉煤灰/煤
矸石制备铝硅合金万吨级中试生产线。目前，

整体工艺流程已全面打通，开创了以高铝粉煤
灰/煤矸石为原料，铝、硅元素协同利用，通过活
化、除杂方法制备铝硅氧化物，并以此为原料熔
盐电共析—还原法短流程生产高品质系列铝硅
合金技术路线，开辟了高铝煤基固废高质化利
用新路径。2024年 8月 21日，整体技术水平被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评价为国际领先，形成
了符合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
新质生产力。

高铝粉煤灰/煤矸石制备铝硅合金创新技术
在鄂尔多斯中试成功◎

内蒙古北方
重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围绕国家关键领域
对高合金大口径厚壁耐

热钢管、高均质大口径奥
氏体不锈钢管和大直径粉

末高温合金棒件等重大需求，
联合多家单位攻克了大口径厚

壁耐热钢无缝钢管大型钢锭制坯
挤压成形、奥氏体不锈钢近等温重

型挤压成形、粉末高温合金镦粗—挤
压成形、超大预应力钢丝缠绕挤压模

具高效再制造等关键技术。实现了高端
P92大口径管材的新质规模化生产，降低

综合生产成本 30%以上，显著提升了国际
竞争能力；突破了超纯 TP316H奥氏体不锈

钢大口径厚壁管材短流程的制造技术，在世界
上率先实现批量生产；粉末高温合金均质棒坯
规格 Φ280—400mm，晶粒度 ASTMll 级，利
用率较国外提高 20%；大型挤压制坯模具高
效再制造技术实现工程化应用，大幅降低了模
具成本。项目共获得专利60件，其中发明专利
达到40件，制修订国家、行业等标准8项，成果
应用于火电超超临界机组、四代纳冷堆核电示
范工程，支撑涡扇系列、长江系列等多个航空发
动机型号的研发，近 3年实现销售收入 33亿
元。电站P92大口径管材市场占有率85%，获
评2024年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经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会鉴定，项目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不锈钢大口径管材近等温重型挤压成形
技术、大直径粉末高温合金棒材镦粗—挤压技
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2024 年 8月 12日，内蒙古大学肉羊育种和
创新团队正式发布“数字绵羊”体系，在全球首次
利用T2T（染色体端粒到端粒）技术绘就了高产
肉性能的夏洛莱绵羊、适应寒旱高原环境的蒙古
羊、适应低氧气候的藏羊、产羔多的湖羊和产奶
量高的东佛里升羊5个核心品种绵羊的泛基因组
图谱；首次利用单细胞测序技术构建了绵羊（蒙
古羊）大型单细胞转录组图谱；首次用新型蛋白
组测序技术建立了绵羊（蒙古羊）大型组织/器官

的蛋白质组数量图谱；率先测序并分析了绵羊
（蒙古羊）消化道微生物宏基因组；首次构建了绵
羊（蒙古羊）消化道病毒宏基因组图谱。标志着
我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绵羊基因库数字化，对于
深化功能基因组研究，开启绵羊分子设计育种具
有重大推动作用。“数字绵羊”体系的建立，对于
攻克种业、繁殖与养殖技术难题，增强种质原始
创新能力、实现育种技术跨越、保障育种科技长
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内蒙古大学在世界上率先实现绵羊基因库数字化

铀是一种稀有放射性金属元素，是自然界
中最重的金属元素之一，可从铀矿物中直接提
取。天然铀是核电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核电产
业稳定发展的关键战略资源和能源矿产资
源。我国是全球核能矿产资源大国之一，铀矿
资源潜力巨大，其中松辽盆地南部是砂岩型铀
矿的主要分布区之一。2011 年以来，在国家

“973”计划课题与中国核工业地质局、中国地
质调查局项目资助下，核工业二四三大队和东
华理工大学紧密合作，针对松辽盆地南部中新
生代挤压—伸展强烈构造改造背景下铀成矿
耦合关系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复杂地质条件远
景预测技术难题开展系统研究，成功打破了传

统的砂岩型铀矿单—表生氧化流体致矿理论，
创立了“双阶段、双模式”铀成矿新理论，建立
了“氧化带+断裂+热流体蚀变铀矿化”找矿组
合标志，实现了铀矿找矿重大突破。项目实施
以来，先后发现并勘查评价了海力锦大型铀矿
床和宝龙山中型铀矿床以及大林、胡力海、双
宝铀矿产地，成果已在我国北方相似构造背景
下其他盆地铀资源勘探中得到应用，潜在经济
价值超过 171 亿元，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发展核
工业提供了可靠的资源保障。2024 年 5月，经
中国科学院邓军院士，中国工程院王双明、唐
菊兴院士领衔的专家组鉴定，该成果整体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赤峰地勘单位在铀矿找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2024年 11月，由远景蒙新集团在鄂尔多斯
零碳产业园建设的全球最大容量构网型储能实
证平台一次性通过中国电科院全场景测试，成
为全球首个通过全场景测试的构网型储能项
目。该平台主体为远景 5.5MW/14MWh 全球
最大容量构网型储能单机系统，包括1个系统仿
真设计平台和部件、整机、场站、系统4个层级的
构网型产品。经过涵盖包括弱电网电压频率支
撑、黑启动、离网运行等八大技术场景和近千项
性能测试的严格评估，各项性能表现优异，确保

了储能设备在各种电力系统条件下的可靠性和
灵活性，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特别是在场
站级别，项目通过虚拟同步场站控制系统，可实
现风电场、储能电站的类同步机特性，为新型电
力系统稳定性的构建提供大容量电压源支撑。
同时在系统级别，高比例新能源以及纯新能源
电力系统协调控制系统的研发应用，可实现弱
电网乃至离网系统的安全稳定控制、并网与离
网无缝切换、风光储黑启动，为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提供了关键解决方案。

全球最大容量构网型储能实证平台全场景
在鄂尔多斯测试成功◎

◎

2024 年 10 月 15 日，北方稀土绿色冶炼升
级改造项目一期工程正式建成投产，项目主体
工艺生产厂房占地面积之大，在稀土冶炼行业
鲜有所见，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完整的稀土冶炼
分离项目。项目采用“焙烧—水浸—转型—联
动萃取分离—沉淀—煅烧”冶炼工艺技术，是两
大院士团队科研成果和自主开发技术的有机融
合，而且生产线应用一系列首台套装备，在稀土

行业首次实现了粉体物料卸车、堆料、取料、配
料、输送、溶配等多环节的连续自动化生产，确
保生产数据采集率达到 90%。产线工艺技术、
装备、环保、生产能力均实现行业领先，可以根
据客户需求灵活切换产品规格型号，最大程度
满足下游对各类原料产品的需求。投产后具备
年处理 19.8万吨混合稀土精矿能力和 10.6万吨
稀土氧化物萃取分离能力。

新朔铁路巴准线线路总长128公里，为国家
Ⅰ级双线电气化万吨重载铁路，年运输能力近
期 1.4亿吨，远期 2.2亿吨，是国家能源集团铁路
运输产业重要的集疏运通道。为进一步提升巴
准线核心竞争力，推进智慧铁路建设，2024年,
全国首台大功率氢能源动力调车机车在巴准线
海勒斯壕南站进行万吨装车试验，完成首台大
功率氢能源供电接触网作业车运行试验，构建
了国内首套安全、高效、绿色的重载铁路氢能源
动力装备技术体系。同时，配套建成全国首个
重载铁路加氢站——巴图塔加氢站，搭载我国

独立研发制造的“全球首台耐低温自动加注加
氢机器人和大流量加氢机”，可在—25℃低温条
件下为大功率氢能源动力调车机车和氢能源接
触网作业车提供全天候、大流量自动加氢服务，
相关成果入选 2024 中国中车重大科技创新成
果。此外，交通强国项目——巴准线同相供电
示范性工程完成全线贯通式同相供电成套关键
技术研发，实现了世界首条重载电气化铁路全
线 128 公里贯通式同相供电运行，攻克了铁路
机车过分相降弓滑行的行业难题，大大提高重
载铁路运输效率。

国能新朔铁路开通运营实现多项国内外关键技术突破◎

全球规模最大最完整的稀土冶炼分离项目
在包头投入运行

大型难变形金属件重型挤压制造
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

内蒙古十大科技进展

宝丰能源年产 300万吨烯烃首系列 100万吨/年生产线。

华电氢能应用天然气掺烧
绿氢工艺建设的绿氢储罐。

高铝煤基固废制备铝硅氧化物基础研发试验。 科技特派员关慧明与戍边户分享蔬菜收获喜悦。 科研人员在现场进行铀矿勘察研究。全球首个通过全场景测试的构网型储能项目现场。

空天跨尺度计量基准空天跨尺度计量基准
大科学装置效果图大科学装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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