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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广东创新型广东 
本报讯 （杞人）一年一度的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在即。记者从广东省科技

厅了解到，目前，有 280 项优秀科技成果已通

过所有既定评审程序，被最终确定为 2012 年

度广东科学技术奖拟奖项目。这批项目成果

充分反映科技创新已成为广东社会经济发展

的驱动器，折射出近年来广东科技工作的五

大亮点——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凸显。本年度

280 项拟奖项目，共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619

项，获得其他知识产权 609 项，比上年增加

20.8%；其中拟奖企业共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509 项，占拟奖项目发明专利的 82.2%。由企

业独立承担或参与完成的 170项，占全部拟奖

项目的 60.7%,其中企业以第一完成单位牵头

完 成 的 项 目 119 项 ，占 企 业 拟 奖 项 目 的

70.0%，较上年提高了 8.1 个百分点。拟奖项

目中，属产学研合作项目的 94项,占企业获奖

项目的 55.2%。这些项目涵盖了材料科学、能

源环保、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等技术领域，累

计产生经济效益达 814亿元。

民生科技成果惠及万户千家。在上述

项目中，属于农业科技、重大疾病防治、食

品 安 全 、防 灾 减 灾 、节 能 环 保 等 领 域 成 果

117 项，占获奖项目总数的 41.8%。如由中

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完成的“晶状体病的

手术关键技术改进和发病机理的研究”项

目，改进了晶状体病的手术关键技术，推动

了白内障由复明手术转向屈光手术，使常

规和复杂白内障手术变得更加安全、简便、

有效，晶状体病的综合诊治水平有了很大

提 高 。 项 目 发 表 论 著 113 篇 ，SCI 收 录 40

篇，总引用 529 次，出版 2 部专著；在全国举

办理论和手术培训班 17 次（93 期），参加人

数达 2000 多人次；项目成果在全国 30 多个

省 市 自 治 区 60 多 个 医 疗 机 构 进 行 推 广 应

用，已使二十多万例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青年科学家成为创新主要力量。本年度

拟奖项目完成人平均年龄为 41 岁，35 岁及以

下的占 31.9%，36—55岁的约占 64.8%，完成人

年龄结构更加优化。其中 45岁以下的中青年

科研人员比例达到 69.9%。 29个一等奖项目

中，团队平均年龄 40 岁以下的 7 个，45 岁以

下 23个，占一等奖拟奖项目的 79%，青年科学

家已成为广东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成果持续涌现。

2012 年，广东基础研究取得进一步突破，全

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超过 14 亿元，

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 15 名，创历史新高；新增国家 973 计划（包

括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 7 名，连续

第四年大丰收。本年度拟奖成果共发表论

文 6618 篇，其中，被 SCI、EI 收录 2387 篇，他

引次数达 85484 篇次。如由中山大学完成的

“微孔与磁性配位聚合物研究”项目，围绕功

能配位聚合物的设计、控制合成和高功能无

机化学等领域的难题，开展了系统、深入的

研究。建立了若干聚合物框架结构定向组

装的新方法，制备了一系列结构新颖、具有

多孔和磁性性质的新型配位聚合物，深入研

究并总结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项目发表

SCI 论文 54 篇，其中在国际顶尖化学和材料

科学刊物《美国化学会志》《德国应用化学》

《先进技术》和《英国皇家化学会评论》发表

论文共 10 篇。被《科学》、《自然》及其子刊，

以及化学、物理和材料科学三大学科顶尖刊

物等 SCI 他引累计超过 2600 次，其中 10 篇代

表作累计被 SCI 他引 1000 多次，6 篇各被 SCI

他引超过 100 次，8 篇入选 ESI 高被引用论

文。项目主要完成人中，1 人当选中科院院

士，1 人入选教育部优秀新世纪人才计划并

获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3 人获得全国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1 人入选中组部青年

千人计划。

创新环境不断优化推动经济稳步发展。

去年 9、10月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推出“改善

创新环境五年行动计划”，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本年度拟奖的两个级别最高的“特等奖”

项目——“佛山一环快速干线工程建设与管

理创新实践”、“专业镇中小微企业科技服务

体系的创新与实践”，则分别从城乡基础设施

建设和创新平台建设，对推进地方经济发展，

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两个侧面，

显示了广东科技部门努力改善创新环境的信

心和决心。

广东科技奖励导向鲜明呈五大亮点

本报讯 （粤移宣）来自广东移动的相

关通信数据显示，蛇年春节拜年祝福短信

量再创新高，短信总量比去年增长 6.35%，

比平时增加 31.47%。2月 14日情人节全天

短信量比去年增幅达到 36.61%；3G 话务总

量比去年增加 135.43%；移动互联网业务

总量也再创新高，其中 GPRS 总流量比去

年增长 63.84%，WLAN 总流量比去年增

加 227.55% ，3G 总 流 量 比 去 年 增 加

212.68%。

从数据来看，移动互联网数据流量在

今年春节增长趋势十分明显。春节期间，

广东移动无线城市总访问量达到 497.9 万

人次，车主服务、掌上火车票、掌上汽车票、

手机投保四大应用最受欢迎，其中无线城

市车主高速频道，查询路况信息的累计访

问量达到了 237 万次，12580 高速公路信

息查询也超过 7.5万次。

移动应用商场下载量达到 1291.6 万

次，同比去年增长 37%，超级火车票、去哪

儿、航班管家等出行信息查询应用受到追

捧。2400 多款游戏、软件、图书和音乐应

用在春节期间供用户下载，其中应用前三

名分别为手机 QQ 2013，微信和移动应用

商场客户端；音乐订购前三名分别为江南

Style、我的歌声里和逍遥(新笑傲江湖主题

曲)；飞聊，微信，微博等应用的流量有较大

增长，其中飞聊新增激活客户数同比去年

增加 134%，移动用户使用 139 邮箱电子贺

卡、飞聊、飞信业务达到 8.35亿次。

随着移动互联网应用快速普及，最新

信息技术和产品正在全面融入传统假日生

活。无线城市、飞聊、微博给人们增加了很

多便利，给春节的交流增添了更多互联网

的味道：登陆无线城市车主高速频道进行

路况信息查询，使用邮箱电子贺卡、飞聊多

媒体、移动微博和灵犀语音等移动互联方

式进行新春拜年等等。“一路走、一路说、

一路发”已成为春节长假市民出行最真实

的写照。

此外，广东移动在春节期间还充分利

用信息化优势，提供包括 10086 短信提醒、

12580 话务指引以及无线城市车主高速频

道在内的市民出行三大法宝，截至 2 月 15

日，共发送出行公益提醒短信 1.2 亿条，在

引导市民合理选择出行线路，缓解交通压

力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广东移动：

无线数据流量激增
传统春节联姻互联网

本报讯（黄金娟）日前，中山大学肺癌

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胸科

教授龙浩的手术录像“胸腔镜内乳淋巴结

清扫术”，发表在最近一期肿瘤外科学顶级

杂志《Annals of Surgical Oncology》上，标

志着一个新的乳腺癌微创术式获得国际学

界认可。

据介绍，这一新术式的主要优点包括：

1. 新术式区别于淋巴结采样活检，在胸腔

镜下对整个内乳淋巴引流区行连续整块切

除，从诊断上保证了内乳淋巴结评估与病

理分期的准确性；2. 新术式对内乳区进行

清扫，属于治疗性手术，即使内乳淋巴结存

在癌转移亦可免去进一步放射治疗，从而

避免了放疗相关的心脏损伤；3. 新术式结

合了胸腔镜微创技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

等优点。

据了解，作为一个新的术式以录像形

式发表，该杂志十分重视与审慎，要经过多

批相关国际顶级同行专家反复审定。一位

专家在评语中这样写到，十分期待该手术

的进一步临床结果发表。至今已超过 100

例患者成功接受并获益于该项新手术。特

别是对于乳腺癌病灶位于乳房内侧或中央

区的早期病人很容易发生内乳淋巴结转

移。该手术将明确分期，避免治疗不够，或

过度治疗。对于单纯内乳淋巴结转移的病

人，将因此而获得更为准确的个体化治疗。

中大教授首创胸腔镜
内乳淋巴结清扫术获国际认可

2012年科技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显示，广东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连续五年

位居全国第二，稳居全国第一梯队。

2012 年，广东技术自给率预计进一步提

升到 68%，接近创新型国家 70%的水平。

2012年 1—11月，全省发明专利授权量达

20614 件，增长 24.2%，数量全国第一；PCT 国

际专利申请受理量 8163件，占全国半壁江山。

又 是 硕 果 累 累 的 一 年 。 从“ 向 科 学 进

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

国”到“建设创新型广东”再到党的十八提出

的“创新驱动发展”，广东的科技事业在自主

创新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猛进，足音铿锵，捷

报频传。

在创新型广东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广东

制造”向“广东创造”加快转变，“贴牌大省”向

“品牌大省”稳步迈进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

大报告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出了重要

部署，提出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深刻、丰富的内

涵。最根本的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最重要

的是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为建设“产业强市、文化名城、现代化大

城市”2003年佛山市投资 130亿元建设佛山环

形快速干线。佛山一环经过佛山市四个区共

14 个镇街，全长 99.2 公里。工程于 2004 年 4

月开工，2006 年 11 月建成通车。项目攻克了

复杂条件下路桥建造技术。形成了大跨度自

锚式悬索桥建造成套技术，率先建成了世界

上跨度最大的独塔多索面混合梁自锚式悬索

桥；建立了软基信息化监控系统，研发了多种

软基质量控制新方法，形成了岩溶区综合勘

察、桩基隐患处理等一整套技术；提出了适合

南方湿热地区重交通路面结构形式及目标配

合比优化设计方法，首次大规模使用 TLA 改

性沥青路面材料，率先在国内引入路面质量

监控体系；成功研制了自密实混凝土、抗酸雨

侵蚀和大掺合料新型混凝土。

佛山一环的建设形成了珠三角西岸的交

通枢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带来了交通、城市、产业的巨大变化，促进了

广佛同城化、广佛肇经济圈、珠三角一体化的

协调发展，有效推动了佛山的 GDP 在五年内

连跨四个千亿元大关。

同样处于广佛经济圈中的广州，广东的

科技工作者也在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标注着

创新型广东的漂亮注脚。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最关键的是要促进

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既要从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中找准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又要把科技

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广东中山市小榄镇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

业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全镇超过 70％的

GDP、超过 80％的税收来源于民营企业和中

小微企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小微企业

面临技术设备落后、产品档次低、融资困难等

一系列生存问题。小榄镇通过实施专业镇中

小微企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创新与实践工程，

建设了一套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来为其提供

检测、资讯、财务、设计等支持，从而开启了小

榄镇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步伐。

项目剖析了小榄镇在建设中小微科技服

务体系的创新思路、做法以及成效，总结出专

业镇建设中小微企业科技服务体系的经验。

小榄镇通过构建完善高效的专业镇科技服务

体系，引领专业镇生产力促进中心建设新模

式，率先在镇级实现科技与金融结合新模式，

探索专业镇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等卓有成

效的措施，经过十三年的建设，累计为企业提

供各类服务近 5 万项，受益企业 2 万多家，有

力地支撑了企业的发展，并有效推动小榄镇

在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效。

2011 年 小 榄 镇 地 方 生 产 总 值（GDP）

202.4 亿元，比 2000 年增长 381.9%；实现税收

37.7 亿元，比 2000 年增长 433.9%。2010 年综

合发展力全省排名第二，其中“发展质量”指

数位列全省乡镇之首。2012 年，中国城镇综

合实力 500强排名第七位。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必须坚持把以人为

本贯穿科技工作始终，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

科技创新成果，让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健康、更

舒适、更安全、更幸福。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严重危害民

众身体健康的疾病。但至上世纪九十年代，

有关我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流行/与患病情

况并不明了，而且缺乏适合国情的干预措施

和有效的药物。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等单位承担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病与人

群防治研究”对我国的流行病学、致病因素、

发病机制和综合防治等进行了系统研究。

首次准确阐述了我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

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直接证明生物燃料在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病中的作用。建立了

适合第三世界国家的社区与基层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初筛和综合防治的模式。为政府

制定防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政策和制定

行业的防治规范提供依据；其研究成果不仅

减少患者急性发作次数，还能明显减轻患者

的疾病负担。

城市生活环境的持续改善，一直是广大

人民群众共同的愿景。而广东的科技工作者

们对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做出了实质

性的贡献。由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等单位承担的“城市生活污泥资源化利用技

术及装备”项目，针对我国污泥处理工艺设备

落后、技术模式单一、二次污染严重等突出问

题，基于循环经济理念与节能减排政策，以关

键技术攻关、核心装备研制、绿色产品开发为

重点，研发了生物化学调理、保氮固碳、重金

属原位钝化等污泥安全利用预处理与二次污

染控制技术。发明了污泥生物制肥、生物炭

化、生物发电等资源化技术，开发出污泥生物

有机铁肥、土壤调理剂、轻型营养栽培基质、

生物炭肥及生物电能等高附加值的绿色环保

产品。自主研发了生物肥成套装备、生物炭

化装置以及盘管式微生物燃料电池堆系统，

实现了城市污泥资源化技术、工艺、装备的集

成与耦合。近三年，应用该项技术累计处理

城市污泥超过 100万吨，减少和替代化肥用量

约 5 万吨，减排温室气体约 95 万吨，累计经济

效益达 25亿元。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还要善于发现青年

人才，积极培养青年人才，建设好学术梯队。

移动终端的优视浏览器，相信大家都不

会陌生，但您也许没想到，打造这个全球 4 亿

用户使用的浏览器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

27岁。这个年轻的研究团队早在 2005年 3月

就首次提出了基于“客户端—服务器”混合计

算架构的移动终端浏览器技术方案，并比全

球同行早 5 个月发布采用本技术方案的产

品。团队研发了移动终端自动适配技术，完

成了对手机终端、平板电脑、车载设备等多种

移动终端及其所涉及的多操作系统、多屏幕

类型、多网络环境的自动适配，实现多平台合

一、多屏合一和多网合一；研发了数据压缩和

加速技术，减少了 80%的数据流量。自此，广

东人掌握了手机浏览器内核的完整研发能

力，产品跻身国际自有内核浏览器阵营，产品

功能持续创新。

优视浏览器已实现自动适配 10大操作系

统的 3000 多款手机终端和其它移动终端，累

计下载超过 15 亿次，用户数超过 4 亿，每月网

页访问量 1600 亿次，上述几项指标均位列全

球第一。项目于 2007—2011 年收入总计 4.54

亿元。

大笔如椽的营建间，广东已经基本进入

创新型地区行列，自主创新成果灿烂辉煌；了

然于胸的豪迈间，广东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成

效凸显，创新团队张扬铺展；横撇竖捺的专注

间，广东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实现重大

突破，自主创新能力再跃新高；妙笔生花的挥

洒间，广东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初步建成，

“大科技、大开放、大合作”如火如荼。

这，就是广东的大创新；这，就是广东的

大发展！

（本文系中国科技报道为即将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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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扫描软件
读取此二维码观
看视频）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2012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侧记

□ 潘子欣 丘文尉 左大磊

本报讯（杞人 诚斌）“10年前，说到食用

菌，人们的印象还只是香菇、木耳之类，这两

年到市场上看看，品种已多到数不胜数。这

全都受益于广东省微生物所等单位近年完成

的‘食药用菌工厂化生产与精深加工关键技

术’项目。”2 月 20 日，广东省科技厅科管处召

集部分媒体记者，介绍 2012 年度广东科学技

术奖拟奖项目时，一位负责同志的话说得实

实在在。

深入了解，该项目的确称得上一个“顶天

立地”的好项目，不仅贴近民生，惠及企业和

行业，在学科前沿也多有建树。

该项目针对食药用菌产业发展的资源、

栽培、加工、质控等产业关键环节的主要问

题，发明了系列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在坦桑尼亚和中国西藏等地共采集分离

野生食药用菌 470 多株，制作标本 650 多份，

首次构建了非洲和西藏的野生食药用菌种质

资源库；采用自研技术驯化选育出 33株良种，

其 中 筛 选 出 4 株 比 常 规 品 种 多 糖 含 量 高

1.2—1.7 倍，三萜含量高 1.4—2.3 倍的野生灵

芝，以及离褶伞、奥德蘑等美味食用菌。

发明了采用热泵、热回收和水帘原理的温

度调控节能技术，采用制冷冷凝水回收雾化加

湿和带状 LED 灯阵的湿度与光照调节节能技

术；设计出整合温、湿度调节、室内空气循环及

换气功能的节能系统，实现了人工气候的自动

控制，调节精度优于常规的工厂化栽培系统，

可适应多数食药用菌品种的生长参数，经工厂

化栽培示范应用，总体节能27%。

筛选出具有增强免疫力、延缓衰老、辅助

降血糖等功能和对肿瘤细胞及病毒有抑制作

用的食药用菌品种；通过开展活性成分单体

分析、功能活性作用的分子机理的研究，首次

发现全灵芝剥壁孢子可抑制肿瘤细胞生存、

黏着贴壁和转移；发现并分离出有明显降血

糖效果的灵芝单峰多糖 F31；发明了原态提

取、超高压提取、膨化结合发酵提取等食药用

菌精深加工技术，开发出系列食用菌大宗风

味营养基料和以基料为基础的 20多个食药用

菌健康食品和功能保健产品。

研制出食药用菌基因指纹快速鉴定新技

术，使鉴定时间从数月减少到半天；发明了有

害微生物的多重 PCR-MIX 及 LAMP 分子检

测方法，铅、镉、砷等重金属检测新技术；建立

了凝胶渗透色谱多糖测定方法，以及基于多

种肿瘤细胞试验模型的抗肿瘤活性成分及其

功效检测技术；并发现灵芝孢子油的酸价高

低与抗肿瘤作用呈正相关。研究制定了《草

菇菌种》国家标准（GB／T23599-2009）、《金

针菇》广东省地方标准（DB44／T 462-2008）

和《灵 芝（赤 芝）菌 种》广 东 省 地 方 标 准

（DB44／T 868-2011）。

该项目成果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其中灵芝的抑制肿瘤和降血糖研究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并已推广到近百家食药用菌

生产企业应用。据广东星河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粤微食用菌技术有限公司、无限极

（中国）有限公司和广东汇香源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 20 家企业的统计，2009—2011 年

共取得新增销售收入 30.7 亿元，新增利润 5.8

亿元，新增税收 3.6 亿元，创汇 1458 万美元。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申报发明专利 30件（授权

14 件），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 件，发表论文 37

篇。

惠民 惠企 惠行业

广东食药用菌科研“立地”又“顶天”

佛山一环工程建成迄今仍是世界最大跨度的独塔多索面混合梁自锚式悬索桥——平胜大
桥。在此之前，世界上同类大桥跨度最大只有100多米，平胜大桥一举将这一纪录提高到350
米。目前，平胜大桥的创新技术已成功应用到长沙三汊矶湘江大桥、广州猎德大桥等多座大桥
建设中。

依托小榄生产力促进中心建起的中山半导体照明产业技术联盟产品展示中心

工厂化生产的杏鲍菇工厂化生产的赤灵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