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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9日，《东莞松山湖促进源头创新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发布。该《实施办法》将真金

白银投向源头创新，从省区市联动支持基础与应用

基础研究、设立松山湖科学城开放基金、配套支持国

际重大科技项目、奖励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等

方面，促进科学研究，提升源头创新能力。

松山湖科学城，是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先行启动区，是引领东莞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

擎。这里科技氛围浓厚，“空气中都飘着科学的

味道”。

3 月 30 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

子源二期工程（以下简称“二期工程”）在东莞松山湖

启动建设。“二期工程建成后，装置在同等时间内能

产生更多中子，不仅有效缩短实验时间，还能提高实

验分辨率，测量更小的样品，研究更快的动态过程。”

二期工程总指挥王生介绍，该装置是探索科学前沿、

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和产业发展中关键科学问题的科

技利器。

“我们充分发挥散裂中子源、松山湖材料实验

室等大科学装置、重大科研平台集聚优势，设立松

山湖科学城开放基金，鼓励大湾区乃至全国科研

人员依托大科学装置、重大科研平台，在松山湖科

学城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提升松山湖科学

城源头创新水平。”松山湖科技创新局副局长陈笑

珍表示。

对此，《实施办法》提出，每年将安排不少于 500

万元设立开放基金，依托坐落在松山湖的大科学装

置、重大科研平台，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具体

工作将委托大科学装置运营单位、重大科研平台组

织实施。

2023 年度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省

市联合基金项目立项名单也于近期公布，位于东

莞松山湖的高校东莞理工学院 54 个项目成功立

项，资助资金 1020 万元。随着《实施办法》的实施，

位于松山湖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将获得更多

支持。

“我们突出与广东省和东莞市的创新联动。”陈

笑珍表示，松山湖出资参与粤莞联合基金项目，以省区市联动模式进行运作，以

省级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标准遴选，能较好把控项目先进性水平。同时，由

省基金委统一组织实施和管理，管理机制更为成熟。

《实施办法》提出，省区市联动支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东莞松山湖每年

安排 1500 万元，依托“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东莞市联合基金”，联合

省科技厅、市科技局共同支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具体工作将委托广东省基础

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委员会组织实施。松山湖还支持单位及其科研人员承担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按照所获立项单位资助金额

的 10%，在项目验收通过后给予最高 300万元奖励。

“在支持源头创新方面，松山湖对参与国际重大科技项目也有配套支持。”陈

笑珍介绍，《实施办法》明确，鼓励松山湖单位组织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

学工程，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经评审符合要求的，按松山湖单位所

获立项单位分配金额的 1∶1给予最高 1000万元配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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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科技自立自强聚焦科技自立自强··看招看招
◎本报记者 龙跃梅 通讯员 谭婷婷

今年春节刚过，“国家卓越工程师”

称号获得者、中国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

气风电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贺建华，

就马不停蹄地投入我国大容量海上风

电机组关键技术的持续优化工作中。

“勇闯高峰”“挑战前沿”，是贺建华

40 年追“风”逐“水”，勇攀水电、风电技

术高峰的关键词。他历经三峡、溪洛

渡、白鹤滩等重大水电工程，亲历首台

10兆瓦、13兆瓦、18兆瓦海上风电机组

诞生；见证中国能源电力装备从“落后”

到“跟跑”，再到“领先”。

“未来，永远有值得我们探索的未

知领域。我们要脚踏实地，不断发现问

题、找寻原因、解决问题。”贺建华近日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要敢于挑战一流，
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1996 年 ，三 峡 水 利 枢 纽 工 程 开

建。面对当时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三

峡左岸 700 兆瓦水电机组研制难题，国

内外厂家首次开展巨型水电机组大规

模联合研制。

在研制过程中，贺建华发现，“洋师

傅”的水电机组转轮振动很大，可能有

重大安全事故隐患。

能否消除这种有害振动？外方迟

迟拿不出解决方案，这时贺建华站出来

说：“我们倒要试一试！实践能够证明

一切。”

2001 年，已担任东方电气集团所

属东方电机总工程师的贺建华，带领团

队在其主持开发的东方电气自主研制

的三峡右岸水电机组上进行试验探索，

试图解决问题。

整整 3 个月，他“住”在了机坑里，

在机坑里每天上下攀爬，周围是一根根

测绘机组转子线棒，贺建华在纷繁复杂

的结构设备里开展大量理论计算和实

地对比验证，边画图纸边做计算，满脑

子都是电磁与振动。

最终，他厘清原理并发现了机组产

生振动的原因——谐波。随后，他带领

团队从 1020 根线棒的数万种接线组合

中，巧妙地通过 32 根线棒的更换、接

线，重新排列组合，成功消除了谐波。

利用这一成果将三峡左岸的 6 台进口

机 组 进 行 改 造 后 ，机 组 振 动 减 少 近

90%，厂房噪声下降了 5分贝。同时，贺

建华还带领水轮机研发团队开展攻关，

消除了困扰左岸国外机组特殊区域压

力脉动、电磁振动等方面的问题。

“东方电气的机组启动后，站在地

面平台上，没有振动感。硬币立在机组

上都不倒。”贺建华说，“要敢于挑战一

流，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才能成

为一流！”

“要干就干最大的、
最难的”

2018 年 ，海 上 风 电 机 组 方 兴 未

艾，但国内的海上风电机组单机容量

仅 为 5 兆 瓦 ，且 以 进 口 为 主 ，国 外 一

流风电整机厂商在海上风电领域已

经走在前面。

这一年，贺建华提出自主研发 10

兆瓦海上直驱风电机组，勇闯“无人

区”。“要干就干最大的、最难的！”他说。

通过跨代开发，继而实现“跟跑”

“领跑”，并不是简单的容量加倍，而

是要对机组研制涉及的全产业链进

行全面更新换代。“我是有底气的，毕

竟我们团队在发电装备领域已经有

60 年的积累沉淀，并拥有 2.5 兆瓦直

驱风电机组自主研发成功经验。”贺

建华说。

在研制当时国内最长的 90 米叶

片的过程中，面对连续两支样片“折

翅”，研制团队的“灰心”情绪开始蔓

延，贺建华则用自己解决三峡机组难

题时的亲身经历激励大家。“每次遇到

重大技术难关，我都会组织研发人员

做两件事，一是理思路，二是鼓干劲。”

贺建华说。

最终，团队攻克了风电电机传统的

轴系设计结构相关研究，并应用水电机

组研发经验，解决了 10 兆瓦海上风电

机组电机面临的共振风险，攻克了风机

运转时的振动和转速相关难题。历时

2年，当时亚洲单机容量最大的 10兆瓦

海上风电机组横空出世，为中国风电技

术按下“加速键”。

在贺建华的带领下，2023 年，全新

一代 18 兆瓦直驱海上风电机组研制成

功。其叶片、发电机、变流器、变压器等

机组的关键部件完全实现国产化，推动

了我国整个风电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和

技术进步。

追“风”逐“水”挑战一流 成为一流
——记“国家卓越工程师”贺建华

国家工程师国家工程师
◎实习记者 刘 侠

第 61 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
会 4 月 15 日至 17 日在福建福州
举行，本届“高博会”以“职普融
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为主题，
服务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协同发展。

图为 4 月 15 日，观众（右）在
第61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现场
体验VR红色骑行。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职普融通

科教融汇

4月 13日至 15日，2024北京国际户外露营展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
馆）举行。展会以“亲近自然，享受精致生活”为主题，集中展示国内外露营及
户外休闲运动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趋势，让观众感受科技给生活带来的
影响和变化。图为观众体验用于移动度假的“太空舱”。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科技日报汕头4月 15日电 （记者

孙瑜）15 日，伴随着南雨棚最后一道面

漆涂刷完成，新建汕头站一期工程南北

两侧雨棚饰面效果整体亮相。从空中

俯瞰，站房一期屋面中央镶嵌的巨型

“钻石”状天窗，正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

辉。

新建汕头站以“海丝腾飞，潮立汕

头”为设计理念，位于汕头市龙湖区既

有汕头站东侧，为广梅汕铁路、厦深高

铁、梅汕高铁、汕汕高铁、粤东城际铁路

等多条线路交会点。

据了解，站房北弧形雨棚是全国首

例异形多曲全现浇拱形仿清水混凝土

雨棚。其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曲面

壳体连绵 10拱，如同层层叠叠的海浪。

如何理解“异形多曲”？中铁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新建汕头站项目指挥长

狄春锋介绍，由于车站高速场、普速场

和正线的轨道线型变化，雨棚每一跨尺

寸各异，跨度从 12米到 24米不等，最大

拱径近 19 米，最大拱高超 3 米，梁板曲

率近 500种。

这为施工带来极大挑战。“传统施

工一般选择成品槽钢加钢木龙骨作为

支撑体系，不适用于这类复杂的圆弧异

形多曲率变截面结构。”狄春锋表示，北

雨棚由 236 条曲率半径、弧长均不等的

圆弧梁构成结构“骨架”，要想实现整体

圆弧多曲率控制，根本在于控制主龙骨

的弧度。

为找到一套经济适用的模板支撑

体系，项目团队选择可塑性与承载力更

优的工字钢为主龙骨材质，并利用三维

建模技术逐一确定加工尺寸，使每条圆

弧梁弧度误差不超过 2 毫米。团队摒

弃传统的异形结构定型钢膜方案，采用

可周转性更佳的 8 毫米超薄弧形软膜，

通过自动数控折弯机精准加工成型，将

安装精度误差控制在毫米级，确保模板

与龙骨紧密贴合。

为何选择仿清水混凝土作为雨棚

主体材质？狄春锋介绍：“沿海环境

下，相较钢结构雨棚，仿清水混凝土雨

棚具有更佳的耐盐酸、抗腐蚀及抗台

风性能，有利于降低运营期间的维保

难度。”

不仅如此，仿清水混凝土雨棚无

需进行覆面装饰，结构直接裸露，色泽

均匀，质感光滑。为在实体质量和外

表观感之间寻求平衡，项目团队开展

30 组样板浇筑试验，试配清水混凝土

超百余次，最终确定了最优的配合比

方案。

雨棚所有结构都是现场浇筑的。

项目团队创新研发对称往复阶梯式浇

筑工艺，有效避免混凝土的流动性影

响，实现零施工冷缝、零结构渗漏，成型

效果集“精、细、美”于一体。

中铁建设新建汕头站项目负责人

南菲表示：“目前，工程处于室内外装饰

装修阶段，1600 余名建设者正全力冲

刺外立面亮相节点。”

新建汕头站站房分两期建设，一期

新建东站房，二期改扩建既有西站房，

建成后站场总规模达 11 台 24 线，将成

为粤东地区规模最大、接驳功能最齐全

的高铁枢纽。

首例异形多曲仿清水混凝土雨棚亮相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5日电 （张
正涛 记者都芃）15 日，在中铁隧道局

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四川都江堰至四

姑娘山（以下简称“都四”）山地轨道交

通项目开展过程中，“蜀光号”盾构机

在蒲阳站顺利破土而出，这标志着我

国首个山地轨道交通项目首条盾构隧

道顺利贯通。

都四山地轨道交通项目起于成灌

高铁枢纽站都江堰站，止于阿坝州小

金县四姑娘山镇，线路正线长 123 公

里，桥隧比超 98%。本次贯通的永丰

站至蒲阳站区间全长 3261 米，采用一

台开挖直径达 9.73米的土压平衡盾构

机掘进施工。

该区间全线位于车流量较大的永

安大道下方，不仅要面对高富水、高渗

透性、高卵石含量、超大粒径漂石地层

长距离掘进等困难，还要克服大粒径

卵、漂石对刀盘、刀具的冲击、磨损，以

及喷水、涌渣、地面沉降等多重难题，

被业内人士认为是“盾构施工的极限

地层”。

施工过程中，中铁隧道局项目团

队积极制定科学施工方案，挑战极限

地层。先后邀请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召

开多次咨询会、论证会，组织项目技术

人员召开技术研讨会和技术总结会。

同时，施工团队成立“母永奇盾构极限

地层研究基地工匠工作室”，紧密围绕

施工过程中的重难点问题开展技术攻

关，为项目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提供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

最终，历时 900 余天，施工团队克

服复杂多变的地质条件、严苛的施工

环境等多重困难，实现了 9.7米级大直

径土压盾构机砂卵石地层单班掘进

7.5 环（12 米）、单日掘进 15 环（24 米）、

单月掘进 321 环（513.6 米）的重要突

破，高质量完成任务目标，顺利实现隧

道贯通。

都 四 山 地 轨 道 交 通 项 目 建 成

后，不仅可以使乘客乘坐轨道交通

观赏川西高原景色，带动沿线经济

发展，也将开创我国山地轨道交通

先 河 ，对 补 充 、延 伸 我 国 综 合 立 体

交 通 网 具 有 重 要 战 略 意 义 和 现 实

作用。

都四山地轨道交通项目首条盾构隧道贯通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 2024 年高等

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备案和审批结

果：2024 年拟招生专业点共 66870 个。

与 2023年相比，新增专业点 6068个，撤

销专业点 5052个。

此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

备案工作对专业布点进行了较大的调

整优化，幅度是自 2021 年新版《职业教

育专业目录》发布以来最大的一年。

4月 15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

业教育研究所所长霍丽娟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办好职业教育，必须紧扣时代

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紧密对接社会和

市场需求，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变

化。职业教育专业也要紧密围绕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设置，快速灵活调整优

化，与产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职业教育专业与产业具有“联动

性”，产业布局在哪，专业设置就要与之

对应。同时，它还具有和产业的“随动

性”，随着产业转型升级迭代，专业设置

也要随之而动。“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

现代化产业发展匹配度是表征职业教

育类型特色的重要维度。”霍丽娟说。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教授韩雪

军向记者分析，一般来说，职业教育专

业设置调整优化主要有三个依据。一

是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今年教育部

围绕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

业等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增设大量专业；

二是区域社会的产业需求。比如将文

化产业作为优势产业的湖南，今年有 6

所院校增设了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

三是国计民生的迫切需求。根据人口

老龄化的现状，今年很多院校都增设了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

专业设置也不能“一拥而上”。韩

雪军说，地方政府和职业院校，需要将

新增专业置于区域产业布局和学校办

学现状的坐标系中，系统分析新增专业

对应的产业链，深刻剖析新增专业的专

业链，按照大类衍生、适度超前、错位设

置的基本原则调整专业布局，确保新增

专业“教师有能力建设专业”“学生有技

能实现就业”。

霍丽娟认为，省级政府层面要积极

与各相关部门协商制定人才需求、产业发

展和政策支持清单，根据产业发展规划，

及时做好专业布局调整。推动专业布局

与产业布局匹配，特别应拿出具体举措，

引导、鼓励紧缺急需领域专业的发展。她

建议，各省应建立区域产业人才需求预测

与发布机制，建设各行业人才供需大数据

平台，及时反映当地人才需求与供给匹配

度变化情况，为专业调整提供参考。

“要切实保证专业建设质量，还要

从课程、教材、师资、实训基地等多个方

面进行系统优化，夯实职业教育新基

建，重构课程体系、重组教学内容，积极

推进数字化转型，更新教育教学组织形

式和方法。”霍丽娟说。

对具体院校来说，设置新专业时，

也要考虑学校自身特色、专业建设基础

和优势。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今年新申

报获批了 4 个新专业，分别是工业互联

网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食品营养

与健康以及统计与大数据分析。北京

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教务处负责人表示，

这 4 个专业的设立均经过了前期调研

和专家论证，符合北京高精尖产业人才

发展需求，并且具有良好师资、实验实

训条件等专业建设基础，符合学校办学

特色和专业建设规划。

“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现代产业发

展需求高度匹配，是切实提高职业教育

质量、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的

关键一环，也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和制

造强国的重要基石。”霍丽娟说，“要充

分发挥专业牵引作用，优化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体系，为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提

供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科技日报北京4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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