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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广州 5月 16日电 （记

者叶青）16 日，记者从广东省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23 年大湾区科学论坛定于 5 月

20 日—23 日在广州南沙举行。本届

论坛以“智汇湾区，湾和世界”为主题，

将聚焦人工智能、纳米科技、高能物

理、生物医药与健康、信息与通信、“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重要领域，展示

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最新

进展和广东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

本届论坛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外籍

院士、197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

肇中，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

尔·莱维特，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获得者叶玉如院士等多位国内外科学

家进行主题演讲。同时设置了海洋科

学、纳米科学、高能物理、先进制造、人

工智能等 15个分论坛。

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曦介绍，

本届论坛具有 4 大特点：聚焦科技自

立自强，全面展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

创新的重大成效；聚焦国际交流合作，

加快构建开放共享的全球合作网络；

聚焦“四个面向”，以科技创新的强有

力支撑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焦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营造热爱

科学、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

今年正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 10 周年 ，本 届 论 坛 设 置“ 一 带 一

路”高质量发展分论坛，全方位、多视

角探索新形势下“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将发布重

大研究成果《“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报告——科技创新与科技合作》。该

成果依托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创新

发展重大咨询项目，由大湾区科学论

坛主席、“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

盟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牵头

的 10位院士专家研究团队共同完成。

为响应《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

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出台一周

年，本届论坛设置了粤港澳科技创新发

展分论坛、南沙科学城建设—区域协调

发展圆桌论坛、职业教育分论坛和知识

产权分论坛，探讨从科学研究、产业聚

集、政策创新、大国工匠培养等角度，助

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有国际影响

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科学

论坛执行秘书长聂晓伟表示，将借助论

坛这一契机，推动展示粤港澳大湾区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成果，促进科

技交流合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大湾区力量。

大湾区科学论坛由“一带一路”国

际科学组织联盟发起，科学技术部、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为指导单位，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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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国内首

台单机容量最大功率 150 兆瓦级大型

冲击式转轮成功下线，该设备将为国内

单机容量最大的冲击式水电机组装上

“中国心”，实现我国高水头大容量冲击

式水电机组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从无

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此 次 下 线 的 冲 击 式 转 轮 重 约 20

吨，由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自主研制，其最大直径约 4 米，将用于

四川省雅安市田湾河流域金窝水电站，

预计 6月初投入运行。

东方电机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梁权

伟介绍，依托 150 兆瓦级大型冲击式转

轮国产化项目，企业的冲击式转轮水力

开发、造型设计、软件开发、模型装置研

制等实现了完全自主化，填补了多项国

内技术空白；转轮结构设计、材料应用、

加工工艺等关键核心制造技术均取得

突破性进展。

“仅在结构设计方面，团队验证分析

了 100 多个方案，优化了转轮三维高阶

复杂曲面造型、应力分布，确保转轮循环

‘寿命’不低于15亿次，转轮水斗每秒能

承受高速水流冲击范围 37.5 次至 637.5

次。团队还解决了大型冲击式转轮结构

设计方面的多项难题，确保转轮性能优

异、结构安全可靠。”梁权伟说，在工艺制

造方面，该转轮中心体还采用锻件与复

合增材结构，降低了锻坯制造难度，提高

了材料利用率。同时，其应用了高精度

数控加工工艺，实现转轮水斗异形深腔

高效铣削、水斗型面高精度铣削。

“150 兆瓦级大型冲击式转轮生产

制造中，我们创新地应用了机器人电弧

增材制造技术，3 台 3D 打印机器人历

时 40 余天协同作业，完成 2700 千克金

属增材，开创了行业先例，突破了转轮

锻件制造难题，降低了锻件厚度和锻坯

制造难度，有效减少了后期机械加工

量。”东方电机焊接工艺高级工程师金

宝说，机器人电弧增材制造技术充分融

入数字化技术，高度适用于冲击式转轮

外部水斗复杂型面结构部件的制造。

目前，企业已实现远程操控与多机器人

无人值守作业，实现定制化设计和制造

的“近净成形”，为更高水头、更大容量

冲击式转轮研制积累了宝贵经验。

据了解，研制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

水电机组是适应我国西部水电基地高

原峡谷建设环境条件，实现平衡发展和

环境保护的最优方案之一。2019 年

起，东方电气集团组织开展高水头大容

量冲击式水电机组关键技术研究；2020

年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冲击式水

力模型试验台。此次 150 兆瓦级大型

冲击式转轮成功下线后，东方电气集团

将按“三级跳”计划，携手国内能源企

业，共同推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500 兆

瓦级冲击式水电机组工程示范应用，接

续开展 700—1000 兆瓦级高水头大容

量冲击式水电机组研制，持续推动我国

水力发电产业高质量发展。

国内首台150兆瓦级大型冲击式转轮下线
◎陈 科 通讯员 袁聪军

国产化首台150兆瓦级大型冲击式转轮静平衡试验。 邬明俊摄

科技日报杭州5月16日电（洪恒
飞 柯溢能 记者江耘）仅用 17天，科学

家就能用细胞培育出带有腥味、质感Q

弹的鱼肉。16日，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

程与食品科学学院副院长刘东红教授、

生命科学学院陈军教授牵头的细胞培养

鱼肉团队，联合大连工业大学朱蓓薇院

士团队对外宣布，通过干细胞分离、工厂

化培养与组织化构建技术，联合团队成

功合成国内首例厘米级细胞培养大黄鱼

组织仿真鱼排。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

《自然》合作期刊《npj—食品科学》。

用细胞培养鱼肉，本质上是通过

动物干细胞在体外进行细胞增殖和分

化的过程。其中，细胞通过增殖不断增

加数量，再通过分化产生形态结构功能

各异的细胞类群。细胞培养肉被认为

是极有潜力解决未来人类餐桌肉品和

蛋白供应，减少人工养殖肉类动物对水

资源、土地资源高度依赖的技术之一。

该项研究中，科研人员以大黄鱼

为对象，分离出具有高传代能力的肌

肉、脂肪干细胞，并通过调控两种信号

通路诱导肌肉干细胞分化；基于可食

用凝胶改造仿生建构鱼肌支架，产生

类似自然鱼肉该有的结构和纹路，令

肌肉细胞沿着 3D 打印的仿生结构有

规则地生长，形成三维培养肌纤维束，

实现组织状细胞培养鱼肉的制造。

记者了解到，为细胞增殖和分化

提供养分的培养基是细胞培养肉生产

流程中最重要的成本控制环节，联合

团队筛选出低血清的基础培养基，有

效控制了成本，为将来大规模化生产

提供了基础。

科研人员进一步分析了人工鱼排

的外形，并对其细胞数、肌肉细胞和脂

肪细胞的比例、硬度、黏性、弹性等特

征与真实大黄鱼的肌肉组织进行了对

比研究。“从这些指标看，两者十分相

似。”刘东红说。

“细胞培养鱼肉走向餐桌，还要进

行大量的安全性评估。相信随着技术

不断深化，一定能在可见的未来批量化

生产。”刘东红表示，这项技术将为未来

用不同鱼类乃至其它经济动物的细胞，

培养获取优质蛋白提供新思路，并且对

于海洋鱼类资源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科学家用细胞育出首例厘米级鱼肉
17天长成 各项指标与真实大黄鱼肉十分接近

科技日报哈尔滨5月16日电（通

讯员谢文艳 马占富 记者李丽云）记者

16日从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获悉，该

公司重点环保项目40万吨/年高浓度二

氧化碳回收项目15日全面建成。该项

目是集团公司炼油化工和新材料板块首

套二氧化碳捕集项目，同时是大庆市二

氧化碳捕集、封存和利用技术（CCUS）

应用重点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

可直接实现碳减排40万吨，相当于增加

森林面积 40 万亩，将产生显著社会效

益，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在该项目建设之前，大庆

石化公司化肥运行部在尿素装置停工

或低负荷运行时，合成氨装置产生的

富含二氧化碳的副产品未回收，造成

资源浪费。为助力集团公司打造新型

产业链，大庆石化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正式立项 40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

该项目利用旧尿素装置中的二氧

化碳压缩机，在二氧化碳压缩机二段

出口设置干燥器，干燥脱水后的二氧

化 碳 经 压 缩 机 三 段 和 四 段 升 压 至

14.7MPa，将合成氨装置的副产品转

化为大于 99%体积占比的高纯度二氧

化碳，实现废物利用。

该项目可将副产品二氧化碳经过

干燥液化后用作油田二氧化碳驱油

剂，既降低了碳排放，减少了温室气体

的排放量，又是一种新兴的油田驱油

剂，用于提高现有油田油井的最终采

收率，每年可以创效 2300多万元。

目前，除该项目外，大庆石化公司

正在谋划建设热电厂 100 万吨/年、炼

油厂 100 万吨/年的低浓度碳源二氧

化碳回收项目。

每年碳减排 40万吨

中石油大庆石化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建成

科技日报讯 （记者何亮）公安部、

科技部 15 日在京联合召开科技兴警

三年行动计划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对推进科技兴警三年行动计划工

作进行部署。公安部、科技部有关负责

同志出席并讲话。

科技部有关负责同志强调，科技

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的

协同合作，通过实施项目攻关、平台建

设、人才培育、应用示范四方面专项行

动，不断汇聚全社会科研力量进行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形成公安领域

体系化梯次化战略科技力量布局，促

进公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推广应

用，为公安领域科技人才发展营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有力支撑高水平平安

中国建设。要坚持系统思维，谋划公

安科技创新系统性布局；突出实战导

向，推动研发成果应用于一线实战中；

强化双轮驱动，确保制度改革红利与

科技创新成果深度融合，助力公安工

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

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

有力科技支撑。

公安部有关负责同志要求，公安机

关要以科技兴警三年行动计划为载体，

不断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

强创新平台建设行动，按照“国家平台

为龙头、部级平台为主体、地方平台为

支撑”的建设思路，推进各级平台有序

建设与稳健发展。要深入开展重大项

目实施行动，通过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和

共性应用技术攻关、创新科研组织模

式、提升项目组织效率、完善技术遴选

分类机制等，集约打造高精尖科技手

段。要深入组织实施“科技兴警 521 人

才计划”，持续带动公安科技人才队伍

高质量发展。要以“科技兴警 221 示范

工程”为标杆，以点带面推动科技兴警

战略全面实施全域覆盖。

福建省科技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科技厅及浙江省公安厅、重庆市公安局

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科技兴警三年行动计划推进会召开
实施四方面专项行动 支撑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一场春雨过后不久，采茶人王兆生

便下了地。5 月的日照茶会“变魔术”，

每隔几天都会冒出新的叶片，这让采茶

人加紧了采摘节奏。

日照绿茶是山东省日照市特产、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王兆生所在的岚山区

是核心产区。长期以来，当地人遵循着

“种茶—采摘—炒制—卖茶”的传统产业

链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当下，

如何提升这片叶子的附加值，成了当地

党员干部与种茶大户的“必答题”。

在巨峰镇御园春茶叶基地，负责人

袁奇军雷打不动的习惯便是每天一早

来到茶园，检查茶叶生长情况。袁奇军

走上茶叶之路，深受老父亲、全国劳动

模范袁从波的影响，但作为“80 后”，他

对新技术、新工艺情有独钟。

在当地党委政府帮助下，他摸索出

日照红茶加工新技术，解决了红茶工艺

中蒌凋叶失水率、揉捻时间和成条率等

难题；他打造“智慧茶园”，实现了从茶

叶种植到生产销售的全链条质量管控；

他推广的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绿色防

控技术、钢结构越冬防护大棚技术等，

实现了茶叶产量、质量双提升。

绿茶是日照茶叶的招牌，但并不是

唯一的品种。白茶、茯茶、乌龙茶等新

品类的出现，延长了日照茶叶的销售时

间，成为新的赛道。

“以金花茯茶为例，它在发酵时对

叶片厚度和茶梗含量都有特殊要求，因

此原料用初夏时节的鲜叶更好。”圣谷

山茶场负责人高建华向科技日报记者

强调，这个阶段原料成本较低，做成茯

茶比做成绿茶效益高出很多。

3 年前，得益于当地党员干部牵

线，高建华与科研院所合作，研制的金

花茯茶金花菌饱满、口感好，并且销售

期不受时间限制，一上市就广受欢迎。

距离御园春茶叶基地不远，在山东

经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世

生物）无尘车间内，碾茶经过石臼机的

细细研磨后，散发出抹茶特有的清香。

经世生物经理张蓝兮告诉记者：“我们

刚刚取得日照市首张抹茶生产许可证，

这意味着日照茶家族有了新成员。”

抹茶属于绿茶的一种。每年春天

将新鲜的茶叶蒸青后，做成圆圆的茶饼

保存。之后，食用前用火烘焙，然后再

用天然石磨研成粉状，因此抹茶又名

“末茶”“磨茶”。

“我们现在主要生产抹茶以及抹茶

护肤品，还有抹茶抗皱面膜。”张蓝兮说：

“抹茶抗皱面膜已经在日本宇治进行销

售，抹茶益生菌产品也将在年底上市。”

记者了解到，原本远在杭州创业的

李建平，看到了岚山拓宽茶叶产业链条

的好政策，便毫不犹豫在此创办了经世

生物，现在，经世生物已成为岚山党员

干部招商引资与外来企业拓展疆域合

作共赢的绝佳案例。

科技深度介入，过去论斤卖的茶叶

经过高价值深加工，成为按克卖的高端

饮品。

在岚山种茶，各个镇达成了默契。

相距巨峰镇不远的碑廓镇，专注于有机

茶种植和制作的山东浏园生态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已经取得了山东首个茶叶

出口资质，让日照绿茶走向海外。

由于对茶产业重视，近年来岚山区

茶园面积已发展至 16.2万亩，年产干茶

超过 1.1 万吨，年销售收入近 30 亿元，

茶叶成为富民增收的“金叶子”。

科技让一片片茶叶成了“金叶子”
◎本报记者 王延斌

（上接第一版）在若贺曼看来，自己就

是习主席信中所说的“中国中亚关系

的见证者、受益者”。他一直希望能有

机会表达对中国的诚挚感谢，更希望

脚踏实地做中亚中国关系的“建设者

和传播者”。

哈萨克斯坦留学生木哈则是被一

个个精彩的“中国故事”吸引着来到中

国学习的。由于父亲在哈萨克斯坦当

地中资企业从事管理工作，木哈从小就

有机会接触很多中国人。在木哈的印

象里，中国的叔叔阿姨总是温暖而友

好。木哈很早就是“中国功夫”迷，对中

国的历史文化抱有浓厚兴趣。

木哈说，他来中国很长时间了，在

这里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很多事。希

望回国以后，能和家乡人分享他在中国

的所学所感。

能歌善舞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阿

丽亚则为中国国粹京剧而着迷。翩若

惊鸿，婉若游龙……在学校的文艺表演

中，阿丽亚颇具神韵的京剧水袖总能博

得满堂彩。

即将本科毕业，阿丽亚有自己的打

算，想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认真了解中

国的传统文化，拜访这里的名胜古迹、

名山大川。

中国和中亚国家山水相连，友谊深

厚，命运与共。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

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倡议。10 年来，中国中亚关系不断

迈上新台阶，各领域合作驶入快车道，

给双方人民带来福祉。

“‘丝路’是一条绵长的路，在这条

绵长的路上有我们中国和中亚人民之

间绵长的情感。”作为留学生们的中国

辅导员，徐卓青为这些来自中亚的青年

朋友感到自豪。她希望大家学好中文，

了解中国，不断感受中国的魅力，当好

中国和中亚间的友好使者。

若贺曼亲眼见证了中国近年来发

生的显著变化。大到城市建设，小到外

卖快递，越来越便利的生活让他总是感

到惊喜。管理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

找到了攻读博士的研究方向——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他要探寻中国高质量

发展背后的秘诀，更要把中国的经验介

绍给更多的人。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强调，中国同

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需要一代又一代

有志、有为青年传承和发扬。这让留学

生们深受鼓舞。

“我在土库曼斯坦生活了 16 年，在

中国生活了 13 年，对两个国家都有很

深的感情。”若贺曼说，“我要把我所有

的知识运用起来，为构建中国—中亚命

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木哈的弟弟阿岩不久前也考入了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木哈说，兄弟俩

在中国学到的技术和企业管理知识，一

定能够帮助家乡更好地发展。“我们要

讲 好 亲 身 经 历 的 中 国 故 事 、中 亚 故

事 ，当好中国同中亚的友谊使者和合

作桥梁。”（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科技日报无锡5月 16日电（过国
忠 柳鑫 记者郑莉 通讯员李佳敏 张青）
记者16日从江南大学获悉，该校化学与

材料工程学院刘小浩教授团队创新性地

采用结构封装法，构筑了纳米“蓄水”膜反

应器，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在温

和条件下一步近100%转化为乙醇。相关

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催化》。

近年来，科学家已经开发了多种途

径将二氧化碳转化为乙醇，比如光催

化、电催化以及间歇釜热催化。相较于

上述技术途径，在连续流固定床反应器

中，由于便捷的物质流和能量流管理，

更容易实现工业应用。但目前的技术

无法实现可控精准增碳定向生成乙醇，

易产生大量低价值的副产物。

该科研团队构筑的纳米“蓄水”膜

反应器，合成的催化剂结构类似于一个

胶囊，内部封装了二氧化铈载体分散的

双钯催化剂。刘小浩介绍，胶囊的壳层

具有高选择性，疏水修饰后，保证内部

生成的水富集而产物乙醇可以溢出。

其中的水环境可以稳定双钯活性位点，

该催化剂能够实现温和条件下（3MPa，

240℃）二氧化碳近 100%选择性高效稳

定转化为乙醇。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

究构筑的双钯活性位点具有独特的几

何和电子结构，可实现二氧化碳加氢定

向生成单一高价值产物乙醇。

“催化剂合成工艺和催化反应路线

简单，有大规模工业化应用前景。”刘小

浩表示。

我科研团队实现二氧化碳一步合成乙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