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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铁建十六局路桥公司承担施工的南昌小微工业园建业大道、小微大道，自开工以
来，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工序、狠抓工程安全质量、细化物资管理，确保了道路各项
配套设施稳步有序向前推进。目前，道路排、污水、强、弱电、绿化等工程已全部完工，现正在进
行道路沥青面层施工冲刺阶段，为年度前实现交验奠定基础。 黄洋洲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冯国梧)国际生物医药

联合研究院、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国家 863

计划成果展示交易平台等一批重大创新平台

近年来在天津相继建立，国家级孵化器、各类

创新机构、平台和载体目前累计达到 400 多

个、引进各类创新主体和机构 1 万多家，引进

海内外高端科技人才 3 万余人，孵化科技企业

达到 6345 家。天津市科技创新载体呈现出蓬

勃发展态势，形成了一套“一二三四五”创新载

体建设模式。

一是锻造一条完整服务链，满足企业成

长需求。围绕科技型中小企业初创期、成长

期、壮大期等不同发展阶段需求，天津市在

发展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基础上，实现大学生

双实双业基地、科技企业孵化转化载体、科

技园、市级高新区从无到有，形成创新载体

服务完整服务链。

二是建成二类平台，引进聚集高端创新资

源。围绕聚集各类高端创新资源，加快京津冀

创新协同发展，天津着力建设两类创新平台。

一类是科技创新大平台。建成了国际生物医

药联合研究院、863计划项目产业化伙伴城区、

国家未来科技城等创新大平台。二类是区域

间共建载体平台。他们与北京中关村共同建

立了京津孵化器管理联盟，通过共享北京优秀

科技孵化器的管理经验和运营模式，将天津武

清区建成了京津孵化器合作试点和样板。启

动和建设了科技服务资源产业、京津新材料等

9个高科技园区，占地面积达到 20.6平方公里。

三是探索三个有效机制，盘活创新资源。

围绕推进创新资源有效合理配置，探索了三个

资源整合机制。一是统一协调管理机制。二

是各类载体有效对接机制。三是载体资源共

享机制。

四是突出四大特色，形成载体协调发展格

局。为了避免载体建设的趋同和无序竞争，着

力打造各类载体特色，综合考虑载体战略布

局。一是突出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孵化”特

色。二是突出推进孵化转化一体化载体建设

“科技企业孵化器＋产业化基地”特色。三是

突出市级高新区科技创新特色。四是突出科

技园区“同城协同”特色。

五是实现五大聚焦，树立载体建设品牌。

一是实现政策聚焦。二是实现市区（县）两级

资源聚焦。三是实现高端创新资源聚焦。四

是实现宣传资源聚焦。五是实现氛围聚焦。

天津全力打造“一二三四五”创新载体新模式

科技日报青岛 12 月 4 日电 （记者王建
高 通讯员宋雪 韩丽 王文辉）青岛市黄岛区

委常委、黄岛区常务副区长李红兵 4日在青岛

西海岸新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青岛西海岸新

区决定在全区推行城市建设综合用地规划和

土地管理改革新机制，这是继制定实施产业发

展十大政策、实行“负面清单”投资管理模式、

强化安全生产法治体系建设等工作之后，青岛

西海岸新区推出的又一项重大改革举措，走在

了全国前列。

作为全国第九个国家级新区，青岛西海岸

新区担负着改革发展“试验田”、转型升级“排

头兵”的重要使命。围绕深化土地管理综合改

革，加快新区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激发市场主

体发展活力。

为加快推行城市建设综合用地规划和土

地管理改革，青岛西海岸新区结合混合用地的

布局，加强区域的基础配套、公共服务、开放空

间、停车设施等的配套要求，强化城市设计研

究，提升整体品质，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友

好。实行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土地管理的动态

调控机制，建立与混合用地相适应的规划、土

地管理模式，科学有效地实施混合用地管理。

探索实行弹性年期出让方式，鼓励“租让结合、

先租后让”的出让方式供应土地。综合用途地

价由国土部门依据规划部门确定的各用途具

体比例等规划条件进行市场评估，确定土地出

让价格，组织土地招拍挂。

青岛西海岸新区推出城市建设新机制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武新才 高
磊）日前，由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四公司

铜玉铁路项目部发明创造的《一种格

栅拱架八字结加工模具设备》申请获

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明专利授权。

贵州省首条地方投资为主的铜

仁至玉屏城际铁路,设计时速为 200

公里，工期为 3 年。铜玉铁路的建设

对完善贵州铁路网络，密切“黔东门

户”铜仁与贵阳、昆明和东部发达地

区的联系，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施工中，

铜玉铁路项目部在经理马洪建、总工

王峰等领导带领下对拱架格栅钢架

八字结加工工艺技术打破常规共同

研发，对其进行反复测试，最终完成

了利用油压千斤顶压制模具使八字

结成形的加工工艺，解决了八字结批

量生产的难题。这种利用模具加工

八字结的工艺把回型筋弯制成形、回

型筋焊接成环和八字结平面顶弯三

道工序一气呵成，简单方便，加工速

度快，明显提高了加工效率；加工成

形的八字结形状标准，保证了格栅钢

架的加工质量；改良后的八字结加工

工艺大大减少了人工和机械费用，降

低了加工成本。

一种格栅拱架八字结
加工模具设备获发明专利

科技日报讯 （记者谢宏）中国消

防协会主办的“2014 中国消防协会科

学技术年会”日前在京举行。

中国消防协会会长孙伦介绍，本

次年会围绕消防安全领域基础和前

沿技术研究和消防工作中的热点问

题，分别设立了“青年消防学者论坛”

“灭火救援员职业技能鉴定专题研讨

会”“消防行业信用等级建设培训会”

“消防管理与防火技术研究”“灭火技

术救援研究”等 5个分会场。

此 次 年 会 共 收 到 科 技 论 文 803

篇,其中有 203 篇分别获得一、二、三

等奖,6个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第五

届中国消防协会科学技术创新奖评

定工作中,15 项科技成果分别获得

一、二、三等奖。

2014中国消防协会
科技年会召开

科技日报讯（王继军）笔者日前从清华大

学举行的全国高校师生健康档案建设、健康风

险评测研讨会上获悉，由秦皇岛市惠斯安普医

学系统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 HRA 健康风险评

估设备被指定为国内高校健康数据采集专用

设备，将为全国高校师生开展疾病早期筛查及

健康风险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HRA 健康风险评估系统采用生物电感

应技术和人体电阻抗测量技术，根据人体组

织器官的变化趋向，判断早期疾病，从而对人

体健康状况作出评估和科学指导。HRA 系

统具有无侵入性、无辐射、无创伤、快速准确

的特点，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健康风险评

估设备。

据了解，今年 4 月份，清华大学联合秦皇

岛市惠斯安普医学系统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了

国民“健康云数据”计划，开展体质测评、健康

风险评估、疾病早期筛查、膳食健身指导等项

目，力争在 3 年内完成健康管理网络和健康

数据基础平台建设。首批选择 32 所全国重

点高校，应用 HRA 人体阻抗评测设备，在每

所高校收集 5000 名师生的每人 220 项人体电

阻抗数据，作为高校师生健康状况研究的基

础数据，对不少于 15 万人次、3000 万条数据

的 样 本 量 进 行 统 计 和 挖 掘 分 析 ，并 计 划 于

2015 年正式发布《中国高校师生健康状况调

查报告白皮书》。

HRA成为国内高校健康数据采集专用设备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建高）近日在珠海举

办 的 第 十 届 中 国 国 际 航 空 展 上 ，一 款 曙 光

5-A-01伞降旋翼无人直升机吸引了国内外参

展商的眼球，该机使用独特设计的“降落伞应

急故障安全系统”，遇到突发事件时可有效实

现无人机伞降，填补了无人直升机的技术空

白，可以防止机体掉落时伤人砸物，非常适合

在人口密集城市应用。

记者看到，曙光 5-A-01 伞降旋翼无人直

升机通体白色，长相甚是可爱，尤其是用于拍

摄的头部，三个摄像头“上二下一”分布，就似

蜻蜓的两只大眼睛和一个嘴巴，这是无人直升

机最为重要的部分，用于高空侦查摄录。该款

无人机的机身和普通的直升机类似，只是“肚

子”是长方体而非椭圆体，整体看上去，就似一

只灵动的大蜻蜓。这架无人机由青岛市即墨

企业青岛宏百川金属精密制品有限公司制

造。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这款无人直升机以荷

载重量大、抗风能力强、续航时间长、高海拔地

区飞行不受影响、配备应急故障安全伞降系统

等多项优越性能，填补了国内乃至国际旋翼无

人直升机的空白。

据了解，这款无人机机身高 0.99 米，总长

2.62 米，飞行高度可达 7000 米，空机重量 38 千

克，最大起飞重量 80 千克，续航时间可达 1.5

小时。它配备两台喷气涡轮轴发动机，可完成

高海拔条件下的工作任务。目前全球仅有两

家企业型号的飞机可以做到在海拔 5000 米以

上执飞，一款是瑞士一家企业的无人机，售价

350 万美元，另一款就是曙光 5 系带伞降功能

无人直升机，售价 300万元人民币。

随着高新技术在武器装备上的广泛应用，

无人机的研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作为现代空

中军事力量中的一员，其具有无人员伤亡、使

用限制少、隐蔽性好、性价比高等特点，在现代

战争及警用安防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

出。虽然我国无人机行业较欧美起步稍晚，但

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在军民、警民深度融合

大环境的推动下，部分民营无人机科研企业积

极投身军、警用无人机的开发研制。

即墨造无人机适合人口密集城市应用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由温州医科大

学主办，温医大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承

办的“国际口腔生物材料与组织再生论坛”日

前在温闭幕。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兴栋教授在

论坛上说，我国使用的口腔生物材料，90%以

上必须依靠国外进口，科技创新、自主研发迫

在眉睫。

据悉，生物材料是指利用材料去刺激细胞

再生，希望以此机制反应调动起人体自身的自

我康复能力，在最大程度修复已缺损或缺失组

织。这是当代生物材料发展前沿，也是口腔、

眼科等向再生医学应用发展的发向。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院长麻健丰

表示，我国目前极度匮乏自主研发的生物材

料，进口生物材料几乎垄断了整个行业。生物

材料方面，国外研究起点高、时间长、成果多，

我国应借鉴其思路等，减少在研究上的弯路。

“温医大口腔医院等也一直努力研发口腔

生物材料，自主研发的‘凝胶网络构架改善全

瓷牙冠基底饰面瓷结合与三维精度’，刘劲松

副教授的‘钛植入体表面微纳结构的构建’研

究都是温医大口腔医院在这方面做的努力。

医院也积极与国内外优秀专家学者合作，使之

研究成果实现产业化，造福广大病患。”麻健丰

说，此次召开国际论坛，正是通过搭建国际交

流平台，推进我国在口腔生物材料及组织再生

方面的发展，加快相关研究进程。

我国口腔生物材料亟待自主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