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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脚步还在继续，2016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隆重召开。

奖励创新创造，激励科研人员，是对成绩的肯定，

是催人前行的鼓点。

2016 年，共有 180 项成果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包括一等奖 27项，二等奖 60项，三等奖 93项。其中，基

础研究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技术创新成果为产业转

型发展提供新动力；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联合攻关

成果显著；民生领域科技成果全民共享；重大疾病科技

攻关成果带动医疗水平提升。这些获奖成果展现了北

京高端人才集聚、科技基础雄厚的创新优势，为加强全

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

源头活水。

近年来，北京市高度重视科技奖励工作，科技奖励

在凝聚区域科技资源、激励创新人才、培育首都创新精

神、引导企业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支撑服务首都发

展、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等方面发挥了激励和导向作

用。科技奖励为全面提升首都的创新能力，发挥科技

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推动首都科学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基础研究厚积薄发 打造原
始创新高地

放眼国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

兴起，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快突破。科学探索不断

向宏观拓展，向微观深入，交叉融合汇聚不断加速。基

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周期越来越短，界限日趋模糊，创新

链与产业链的衔接越来越紧密。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

创新，提升国家科技整体实力和发展潜力，是北京市全

面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重大历史责任。

北京市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今年的获奖成果

中，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前沿性基础研究成果，

涵盖信息科学、基础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医学、量子物

理、农业生物遗传等诸多领域，体现了北京基础研究的

雄厚实力和创新优势。

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完成的“原

子气体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及应用”成果获一等奖。

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激光冷却原子的实验研

究，使中国成为少数最先实现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简

称 BEC）的国家之一，通过提出周期瞬子方法来计算在

高、低能区都适用的有限温度量子隧穿，解决了量子力

学基本理论中的一个难题。预言冷原子量子隧穿效

应，首先在国际上实现冷原子射频导引和原子芯片

BEC，建立了原子 BEC 基本理论，发展了冷原子钟、原

子芯片等高新技术，建造了可移动式冷原子小喷泉钟、

超高精度空间冷原子钟，为超高精度空间时频网络及

下一代空间导航系统奠定基础，引领并推动了超冷原

子物理领域的发展。

由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完成的“纳米材料绿色

打印印刷基础研究”成果获一等奖。在国家科技计划

和北京市科技计划的支持下，成果针对印刷产业链中

的污染环节，以纳米材料的创新研究为基础，在纳米绿

色印刷的关键技术和理论研究取得突破，形成对印刷

技术的基本单元“点、线、面、体”精准控制的系统研究

成果，发展了纳米材料绿色打印制版技术，从源头上彻

底解决传统印刷工艺的污染排放和材料浪费问题。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绿色印刷重点实验

室主任宋延林介绍，新的绿色印刷技术在印刷过程中没

有材料浪费，因而能从源头消除污染。在怀柔绿色印刷

产业基地，利用各种纳米材料和油墨，众多的书籍、期刊，

以及地铁票、APEC 会议的电子门卡等等都被印刷出

来。“绿色印刷技术可以推广到众多的行业和领域，比如

在建材中，玻璃陶瓷上直接打印出图案，就不用原来的高

温烧结技术，能耗大大降低。”宋延林表示，印刷的视野应

该拓宽，不仅仅是原来的印书印报，“纸张”和“墨”的概念

可以拓展到很多领域，大大拓宽可印刷物的范围，并作为

一种绿色制造技术，推动印刷电子等众多战略新兴产业

的发展，可以说是印刷业的一场革命。

技术创新构建高端引领型产业

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一批在全局性、

前瞻性、带动性的关键共性技术上取得突破的获奖成

果脱颖而出，促进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数字化制造、轨道交通、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重点产

业领域的创新发展，为构建高端引领型产业增添了新

的动力。

由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完成的

“22 纳米集成电路核心工艺技术及应用”成果获一等

奖。集成电路工艺是支撑国家信息产业发展和保障国

家安全的关键技术。该成果针对我国在前沿核心工艺

领域长期落后，自主创新特色不足，同时知识产权积累

严重不足的情况，在 22 纳米集成电路核心工艺技术上

取得了多项突破，首次在国内相关领域内形成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 22纳米关键技术体系。

研究团队提出“专利导向下的研发战略”，针对先

进集成电路技术，至今已获授权发明专利 531 件，含美

国授权 233 件，在高 k 金属栅极等核心技术领域的专

利拥有量跻身世界前列。在实现项目规划目标的同

时，为集成电路先进技术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对推动我国集成电路行业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由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完成的“哺乳动物细胞

大规模灌流培养技术开发及抗体产业化应用”成果获

一等奖。众所周知，我国抗体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在

产业化能力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的情

况，该研究团队开发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哺乳动物细胞

连续灌流培养工艺技术，并应用于抗体药物产业化，使

我国抗体药物关键工艺技术能力和水平取得突破，在

连续灌流工艺规模和关键技术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提升了我国抗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该成果大幅度提高了尼妥珠单抗的年产能，显著降

低了我国患者使用抗体药物的用药成本，减轻患者和医

疗体系的负担，并拉动进口抗体药物品种调整在中国市

场的价格政策，促使更多中低收入的患者也能够分享现

代医药研究的最新成果。自 2011 年以来，总收入达

17.35亿元，净利润7.68亿元，上缴税款3.86亿元。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促
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北京市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获奖成果中，企业作

为第一完成单位达到 71项，占比近四成，技术创新主体

地位进一步显现。同时，产学研协同创新继续保持明

显的创新优势，占比 38.8%，比去年高出 12 个百分点。

这充分表明，在政府科技政策的支持下，企业利用资源

和制度优势，加大研发投入，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已经

成为引领首都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

为主体产学研联合攻关的创新模式有利于加快科技成

果的转化，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由北京胜为弘技数控装备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完

成的“叶片复杂型面精加工六坐标联动数控砂带磨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就是一例。该成果研制出自

主知识产权的叶片六坐标联动数控砂带磨床和编程系

统，成为高质量叶片制造的必要手段，解决了以核电汽

轮机和航空发动机叶片为代表的复杂叶片型面数控磨

削精加工难题，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并实现了超越，丰富

并促进了国产高档数控机床领域多轴联动加工技术的

发展，也成为了其他国家重大专项的关键支撑技术之

一，为大型发动机叶片试制提供了先进的工艺手段，为

能源战略和国防安全的自主可控提供了亟须的支撑条

件。

项目负责人刘树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该成果应

用于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大型叶片精加工抛磨生产线

和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累积生产大型叶片 5 万余

片，价值超过 10亿元；成果应用于西安航空发动机股份

有限公司某型号发动机风扇叶片生产，保障了新型航

空发动机的制造质量。

此外，成果为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中国商发的新

型航空发动机研制、中航惠阳螺旋桨有限公司新型复

合材料空气螺旋桨研制、昌河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型直升机桨臂制造提供了先进制造工艺支持。

此外，由精进电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理工

大学、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纯电客

车直驱 600—2500Nm 电机系统产品关键技术研发与产

业化”成果获一等奖。该成果在北京市科技计划的支

持下，建立了纯电动直驱客车技术平台，制定出了一套

与批量产业化相适应的零部件和产品测试标准、检验

方法和控制体系，建设了两条国际领先的新能源客车

驱动电机生产线，并批量化生产，实现了我国新能源商

用车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自主制造，为电动客车的发

展及商业化示范运营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减少城市机

动车尾气排放做出了贡献。成果已应用到多家知名整

装汽车企业，至 2016 年共取得项目收入 6 亿元，项目利

润 1.4亿元，上缴税收 1446万元。

关注民生 创新成果全民共享

今年获奖成果中，围绕大气污染治理、生态环境改

善、食品安全保障、重大疾病防治、城市精细化管理等

关注重大民生需求的成果大量涌现，实现了科技创新

与社会发展需求的深度融合，促进了科技创新成果的

全民共享。

北方城镇冬季采暖能耗占建筑总能耗约 40%，随着

天然气清洁供热的推广，冬季气源紧张、严寒期供热保

障压力大、经济成本高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天然气供

热方式主要有两种，即燃气锅炉和燃气热电联产，这两

种供热方式都存在以下两种能耗损失：天然气燃烧后

排烟温度高（一般在 80℃—120℃），且烟气中含水量

高，烟气余热潜力巨大，回收利用困难。

基于此，由清华大学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等单位联合完成的“全热回收的天然气高效清洁供

热技术及应用”成果获一等奖，在国家 863计划、北京市

科技计划等项目支持下，经理论分析、关键设备研制、

系统集成、工程示范等一系列研发，在提高天然气利用

效率，深度回收烟气余热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形成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核心技术，实现了产业化应用，大

幅度降低了天然气供热系统能耗和二氧化碳、NOx 排

放量，对大气污染治理、缓解冬季雾霾和实现天然气供

热节能减排具有重大意义。该成果获得一等奖。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与北京

经纬信息技术公司联合完成的“高速铁路自然灾害及

异物侵限监测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成果获二等奖。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和开通运营，大风、暴

雨、暴雪、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异物侵限事件对高速列车

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成果建立了国内首套实现高速铁

路风、雨、雪、地震及异物侵限等灾害监测全方位一体

化监测技术和铁路局中心互联互通技术的系统，并实

现了多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对全部已开通的高

速铁路灾害监测系统进行了联调联试工作，显著提高

了铁路运输应对自然灾害和异物侵限事件的能力，确

保了铁路运输和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为高速铁路安

全、高速运行保驾护航。

由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完成的

“乳品产业链质量安全监控关键技术创新集成及应用”

成果获二等奖。成果从全产业链出发，建立了现代奶

牛养殖技术体系，开展了乳品质量安全管理与控制关

键技术、关键设备、关键系统的研究与应用，以及全产

业链信息的追溯与查询，实现了科学完善的乳品安全

管理，确保了乳品质量与安全，成果已在全国 20多个省

市推广应用，近 3 年实现经济效益约 36.2 亿元，引领了

行业质量安全，重塑消费者信心，推动了乳品行业的快

速健康发展。

科技攻关 推动医疗水平提升

近年来，北京市科委着力汇集首都医疗领域的优

势资源，搭建科技支撑体系，开展联合攻关，创新项目

组织机制，通过政府资金引导，有效整合全市科研力量

开展重大科研攻关，医疗水平显著提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联合完成的“中国 HIV 感染者免疫

特征研究”成果获一等奖，在北京市自然基金和北京市

科技计划的支持下，研究团队从 2004年起，致力于中国

人群 HIV 感染免疫特征研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

人群 HIV 感染者免疫特征及其对疾病进展的影响，为

我国 HIV 感染防控和疾病预警提供了新指标，而且通

过科学定量评价特异性 T 细胞免疫对 HIV 病毒变异和

疾病进展的影响，提出“有效 T 细胞”概念和“多重免疫

保护屏障”理论，夯实了 T 细胞免疫在 HIV 感染疾病控

制中的作用，丰富了 HIV 感染免疫研究理论，为细胞治

疗和疫苗研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冠心病是威胁我国人民健康的主要死亡原因之

一，外科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方式。我国冠心病外科近

年快速发展，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区域发展

不平衡、整体质量不高的状况。因此，如何整体提高冠

心病外科手术质量，成为关注焦点和亟待解决的突出

问题。“心脏手术是大手术，不同医院的医疗水平事关

病人的生死，所以建立一个标准规范至关重要。”阜外

医院心外科主任医生郑哲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在此背景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完成的“冠

心病外科手术疗效评价体系的建立及应用”成果获一

等奖，课题组历时 10年，在国家“十一五”“十二五”科技

支撑计划的连续支持下，建立冠心病外科手术疗效评

价体系，持续推动和提高我国冠心病外科的整体水平。

该成果建立了冠心病外科手术疗效评价体系，提

出并制订了冠心病外科医疗质量国家标准，提高了我

国冠心病外科的整体水平。基于上述关键技术的突破

和临床研究数据的积累，受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

会委托，撰写《国家医疗服务和质量安全报告》2015、

2016 版中心血管外科部分；推动中国心血管外科质量

控制委员会和临床研究联盟成立，组织专题会议和学

习班 20次，为全国培养骨干人才千余人次；相关研究成

果通过协作网络在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 97 家医院得

到了应用和推广，使协作医院冠脉搭桥院内死亡率和

并发症发生率逐年降低，死亡率由干预前的 2.66%下降

到 1.44%，受益患者每年超过 20000例。

京津冀协同创新见成效

北京市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涌现出了一批

源于京津冀协同创新的获奖成果，旨在解决区域生态

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说明北京落实推动京津冀协同

创新体建设的举措卓有成效，也体现了北京在推动京

津冀三地科技创新深度交流合作中的辐射带动功能。

区域地面沉降是严重威胁京津冀城市群安全的重

大灾害隐患。在南水北调、京津冀一体化建设发展的

背景下,迫切需要揭示区域地面沉降演变规律,实现区

域地面沉降科学调控,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由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的“京津冀地面

沉降多元场耦合模型与调控机制研究”成果获一等奖，

通过遥感与水文地质学科的交叉研究,首次建立了区域

地面沉降多元场耦合模型,揭示了多元场互馈作用下,

京津冀地面沉降演变模式与调控机制。首次建立京津

冀多尺度地下水储量时变重力场,精确识别地面沉降动

态水文地质体及其水循环模式。采用卫星重力信号校

正新技术,首次观测到京津冀平原区地下水消耗的时空

差异、深层地下水过量开 采的重力异常。解决了区域

地面沉降研究中土—水耦合、含水层贮水损失、水循环

背景识别等技术难题；创建了区域地面沉降多元场耦

合模型,揭示了京津冀地面沉降系统演化规律。实现地

面沉降统一数据场的空间分析和数据挖掘,发现了多元

数据场的响应模式与区域地面沉降的尺度效应；揭示

了地面沉降多元场互馈作用机理,发现了地面沉降差异

性响应机制。利用优化转移概率模型, 提高三维地质

体建模精度。系统发现人为—自然双重影响下区域地

面沉降耦合成因,揭示了形变场非线性 响应机理和沉

降中心转移的驱动机制。

项目负责人潘云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新技术方法

为南水北调、京津/沈高铁、首都新机场、未来科学城、

应急水源地等重大工程提供科学依据；并在美国弗吉

尼亚理工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意大利帕多瓦大学以及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等单位推广应用。

由北方工业大学与邯郸市金鼎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等单位联合完成的“新型环保关键控制技术与大功率

高效板式臭氧发生器研发及应用”成果获二等奖。成

果针对备受关注的大气和水污染问题，研制了新型环

保关键控制技术及核心装备，所开发的大功率高效板

式臭氧发生器与传统的罐式臭氧发生器相比，体积缩

小了 70%以上，设备成本降低 20%以上，耗电量降低

25%以上。成果在 30 余家企业得到了推广应用，为京

津冀及周边企业降低污染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果，改

善北京周边的环境污染状况做出了贡献，取得了明显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汇聚科技 英才放飞创新梦想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也是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

创新驱动发展，人才引领创新。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

新中心，始终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推行了一系

列切实有效的人才集聚政策，鼓励科研人员潜心研究，

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和积极性。

今年的获奖成果中，有海外归国人员参与的成果

为 91 项，占总数的 50.6%，首次突破半数。说明更多优

秀人才已经融入北京创新创业的大潮中，为北京全国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从年龄分布上

看，35 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员占比近三成（28.3%），45

岁以下的占到 67.2%，最年轻的获奖人仅为 24 岁，获奖

人中最年轻的第一完成人仅 32岁。

这些优秀的、创新型中青年科技英才通过科技奖励

脱颖而出，并成为科技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说明北京科

技创新人才队伍梯次更趋完善，北京市的科技创新环境

越来越有利于促进高技术人才和创新团队的聚集，科技

奖励也逐步成为培养人才、激励人才的重要手段，为北京

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汇智聚力 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记 2016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柯 维

⑤⑤

①绿色制版中心局部（纳米材料绿色打印印刷
基础研究）

②3000L生产线主反应器和灌流系统（哺乳动物
细胞大规模灌流培养技术开发及抗体产业化应用）

③研究团队合影（中国 HIV 感染者免疫特征
研究）

④专用吸收式热泵（全热回收的天然气高效清
洁供热技术及应用）

⑤BEC 装置（原子气体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及
应用）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