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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场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几年前在南方已经

看到并参加了，陌生是在东北乃至沈阳很难找到这种全链

条的成果转化对接生态。但今天，沈阳有了！”参加 2018 沈

阳科技成果对接会开幕式并为沈阳高新技术企业协会揭牌

的沈阳新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曲道奎兴奋之情溢

于言表。

近日，沈阳创新天地举办了大规模、系统性、多维度的对

接会，这是沈阳首次把各类创新要素集聚一堂的科技成果对

接会。800 余家企业提出 1302 项需求，1239 项成果寻找市场，

61 家院校推出科研成果，20 多家机构服务对接，先进装备、人

工智能“内行碰撞”，京沈科技条件大平台，东北科技大市场，

沈阳创新政策白皮书，成果对接配套政策，科技金融联盟……

创新链条所需的“供、需、服”等要素一一呈现。

对接会也为更多科技成果转化接通了“电源”。6 月 4 日，

辽宁省科技厅、沈阳市科技局、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沈阳市

浑南区（沈阳高新区）在沈阳签署《中国科学院沈阳国家技术

转移中心成果转化基地（沈阳）共建协议》，加快推动中科院科

技成果在沈阳转移转化，并作为集研发、中试、育成、转化等功

能于一体的科技成果转化新型载体，形成以沈阳高新区为中

心辐射全省的创新驱动发展格局。

企业急需的成果“娶不到”，本地的成果“嫁不出”，南方的

“媒婆”排队来，人才外流、政策落后、资金匮乏，科技成果墙内

开花墙外香，已然构成“东北现象”。政府急、企业急、高校院

所急，而资金、服务机构、科研人员也急，出不来进不去，两头

松中间堵，如何打通本地“转化”这个“老大难”，成为近年来沈

阳创新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科合创（北京）科技成果评价中心东北区域中心去年入

驻沈阳，此次对接会特意为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机构组

织了专场推介。“这种互动方式改变了以往中介与企业对接时

靠‘敲门’，谈业务靠‘电话’的模式。”该中心总经理宋宇说，通

过此前的调研，他们梳理出企业技术需求 186 项，其中成果对

接方面的需求 167 项，在他们的服务下，目前实际对接 107 项，

现场会上又对接了 6 项。

中介机构提供专业服务，政府搭台协同服务。在对接会

现场的显要位置，摆放着 10 台笔记本并设有咨询人员，这是沈

阳科技局为方便参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现场找项目、找

伙伴、找市场而提供的服务之一。沈阳科技局还在现场设置

了 10 个微信工作站，相关处室的人员“变身”各群群主，提供与

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服务。

“弥补成果对接中的要素缺失，强化政策体系，服务体系，

投融资体系等方面的服务，让成果转化形成一个长效的机

制，”沈阳市科技局局长赵日刚表示。据悉，为切实解决中小

科技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沈阳将设立总规模达 20 亿元的创

新基金，未来 5 年将撬动 100 亿元的社会资本参与进来。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基金合伙人孙琦认为，金融资本

与科技成果对接融合，将成为沈阳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的加速器。

沈阳市长姜有为在对接会现场上亦表示，沈阳将抓住科

技成果转化这个“牛鼻子”，全面激活和释放沈阳科技资源，提

高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促进产业转型创新发展，加快建设东

北亚科技创新中心。 （记者郝晓明）

这场对接会
为成果转化接通“电源”

展示台

记者从山西省供销社了解到，随着《关于建设全国中药

材电子交易中心工作方案》出台，山西近日正式启动实施山

西中药材电子交易中心建设。这是山西充分利用特色优势

中药材资源，进一步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有力举措。

此项工作由山西省供销社牵头，以整合山西优质道地

药材资源为基础，以中药材电子交易为核心，以中药材仓储

物 流 建 设 为 支 撑 ，以 增 强 为 农 服 务 、信 息 服 务 、流 通 服 务

“三个功能”为重点，着力构建山西中药材电子交易中心服

务平台，助力广大药农增收致富。中药材电子交易中心将

构 建“ 上 联 农 户 、下 达 终 端 、线 上 交 易 、场 厂 对 接 、就 地 仓

储 、快 捷 配 送 、省 际 互 动 ”的 中 药 材 电 子 交 易 网 络 。 实 施

“ 基 地 品 牌 化 、企 业 品 牌 化 、产 品 品 牌 化 ”战 略 ，着 力 打 造

“晋药”品牌。到 2025 年，把山西中药材电子交易中心打造

成为影响力大、带动性强的全国性电子交易平台，建成完整

的中药材线上交易体系。

目前，已经组建成立了山西晋药堂中药材有限公司和平

遥中医药健康养生旅游街，北京同仁堂、太谷广誉远等 46 家

商户成功入驻，累计对接全省 150 个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形

成线上撮合交易 1.58 亿元。2018 年，将着力打造太原中医药

产业园区和平遥中医药健康旅游文化园区“两个园区”，中药

材电子交易中心交易额力争突破 10 亿元。 （记者王海滨）

构建电子交易中心
让晋药从线上走出山西

云岭牛是我国科学家培育的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第四个肉牛新品种。在新种推广和科技

扶贫进程中，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将饲料研

发、牧草新品种选育等科研成果转化结合起来，在

草地畜牧业产业扶贫上走出了一条新路。

“通过公司+示范基地+专业合作社+养殖户的

方式，云岭牛养殖促进了农民增收，带动扶贫农户

8000 余户，扶贫人数超 2.5 万人，加快了区域产业

扶贫的步伐！”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院长黄

必志研究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三十年几代人科研攻关

云岭牛是经过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几代人三

十年接力的结果，他们选取婆罗门牛、莫累灰牛和

云南黄牛 3 个品种进行

杂交选育，形成体型外

貌特征一致，遗传性能

稳定的新品种，它具有

适应性广、抗病力强、耐

粗饲和能生产出优质高

档雪花肉等显著特点。

2014 年 12 月，云岭牛获

得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

员会颁发的畜禽新品种

证书。

据黄必志研究员介

绍，云岭牛肉品质高，不

输于日本和牛，一头牛

“吃干榨尽”，可以产生近 20万元的价值。此外，云

岭牛能够适应热带亚热带的气候环境，且在高温高

湿条件下表现出较好的繁殖能力和生长速度，对南

方冬春季冰雪天气有较强的适应性，适宜于全放牧、

放牧加补饲、全舍饲等饲养方式，对体内外寄生虫等

有较强的抵抗力。通过几年试养殖，具有较高的科

技成果推广转化价值。

新品种带动产业大转型

为使科研成果得到全面转化，“云南省肉牛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应运而生，草地动物科学研

究院凭着“科技魅力”，吸引了 30 余家大型肉牛养

殖企业加盟。

云南三江并流农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在新

三板上市的企业，这些年，公司董事长欧锡均紧追

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的科研进展，不仅是云岭牛的

“超级粉丝”，也是云岭牛养殖的最大受益者。他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公司已在云南普洱西盟县的 5个

乡镇建起了 13个肉牛养殖小区，今年将具备 1.2万

头高品质肉牛养殖规模。届时，从单个企业养殖的

数量和产值上，他将做到“全国最牛”。

通过“云岭牛”养殖及配套技术服务，草地动物

研究所累计推广云岭牛种牛 7583 头，冻精 484.4 万

剂，扩繁及生产杂交牛 249.2 万头。根据云南省关

于“云岭牛”产业化规划，每年还为社会提供优良种

牛 2000余头，解决“云岭牛”的市场需求，加大了新

品种扩繁速度。

产生经济效益近亿元

在云南省科技厅支持下，成立了“云南省草地

畜牧业创新团队”和“云南省肉牛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开展产业发展中关键技术研究和科技服务，重

点对区域内大宗经济作物开展饲料化研究。

云南省还引进了泰国孔敬大学梅塔·瓦那帕教

授作为“云岭英才计划”高端外国专家，合作开发可

转化利用的饲料化产品。

“原本是废物的秸秆茎梢，通过云岭牛养殖，真

正能做到变废为宝，农副产品附加值提高了，农民增

加了收入，还美化了环境。”梅塔·瓦那帕教授说，成

果转化为经济作物副产物的循环利用开辟了新方

法，为草地畜牧业产业发展打开了饲料供给新来源。

到目前为止，草地动物研究所已累计服务山

区、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养殖企业 60余家，养殖肉

牛 1.5 万头，通过开辟饲料来源、种植优良牧草、减

少牲畜冬春死亡等技术措施的应用，累计产生经济

效益近亿元，为产业扶贫带来了全新的模式。

全面转化带来产业新模式

云岭牛要做中国“最牛”

本报记者 赵汉斌

“有了这个设备，跳舞比以前方便了，矛盾也减

少了。”近日，江苏省苏州市一位常年跳广场舞的

李阿姨，在以“文明起舞、智慧体育”为主题的“智慧

广场舞系统”推进会上开心地说。主办者苏州市体

育局表示，推进会是探讨用科技手段解决多年来扰

民的广场舞噪声难题。而提供这一科技手段的是

苏州清听声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听声学）。

这家将声音转化成产品的高科技公司还引起了

国家体育总局的关注，5月底，由国家体育总局国体智

慧体育技术创新中心、苏州高新区及清听声学三方合

作共建的国体苏州创新研究院正式签约落地。

声音变产品 智慧广场舞不再扰民
本报记者 李丽云
通 讯 员 陈淑娟 金 声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是我国声学研究的鼻

祖，我们核心的定向声技术就是引进自声学所的。”

6月 11日，清听声学董事长栗振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介绍说。

定向声技术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呢？科技日

报记者联系到中科院声学所匡正博士，匡博士介绍说：

“我们一般听到的自然界的声音是向四面八方传播的，

而定向声技术可以让声音沿着固定方向传播，就像手

电筒的光一样，很像武侠小说里面的‘传音入密’。”

“定向声技术是我们声学所一个重要的科研方

向之一，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对它进行商业化运

作，实现让科学技术真正转化成可以改变人们生活

的产品。这个过程不是很顺利，技术成果的成功转

化需要技术、商业、产品、市场等各方面的密切配合

及高超的资源整合能力，一直到 2015年，才在机缘

巧合之下，和清听声学达成合作意向。”匡正说。

“得益于近年来苏州高新区对重大科技创新项

目的引进，2015 年 3 月，清听声学落户到苏州高新

区。成立之初便立志于定向声技术的成果转化，致

力于研发改善生活环境、工业环境的高科技声学产

品。”栗振告诉记者，“基于‘定向传声’这种开创性

的声音传播方式，就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音频解决

方案，可以在嘈杂的空间和环境里，用定向声技术

形成一个个开放又独立的音频空间，互不干扰。”

“定向声应用前景巨大，但有技术只是第一步，

如何将其产品化是另一个更重要的课题。”栗振

说。为了尽快推进定向声技术的产品化，清听声学

邀请声学所专家担任研发团队带头人，又招募到生

产加工、质量管控、市场营销方面的能手，从研发到

技术，再到产品，到市场，再回到技术研发，形成一

个闭环，通过这个闭环反复打磨和优化产品，2016

年 8 月，全国首个定向音箱聚音宝产品正式发布，

定向声技术成果转化成为现实。

此后，清听声学继续对定向声聚音宝进行创新

迭代，并且在标准化的基础上，具备了依据用户实

际需求定制产品外观和尺寸的能力，两年时间，产

品应用范围遍及文化科博、商超、医院、银行等众多

领域。

“传音入密”，将定向声技术做成音箱

两年前，苏州电视台记者在采访栗振时提到备

受关注的广场舞噪音扰民问题，“把定向声技术应

用到体育中去，运用科技手段解决噪音扰民问题，

打造不扰民的广场舞”，这个想法顿时在栗振脑海

里留下深刻印记。

对清听声学来说，全民关注的广场舞或许是公

司转化应用定向声技术的又一个突破口。不谋而

合的是，2017 年初，国家体育总局找到清听声学，

探讨声音环保在体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手段。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开始探讨研发基于定向声技

术的不扰民智慧广场舞系统，意图解决广场舞扰民

这个社会问题。

经过近一年调研、开发和调试，清听声学在

2017 年 11 月推出第一代智慧广场舞系统，并在苏

州开展试点应用。

栗振介绍说：“智慧广场舞系统集成定向声技

术，加载了独家专利算法，让广场舞声音集中在特

定区域内传播：系统正前方 30°夹角区域内，声音

集中音量大，两侧音量随角度扩大而迅速减弱，让

传播到住宅楼附近的广场舞音量低于扰民数值，实

现广场舞不扰民。”

目前智慧广场舞系统已在苏州、上海、北京、青

岛等多地完成试点体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

勇在苏州实地考察并体验了智慧广场舞系统后表

示，希望把该系统作为普及全民健身运动的重要载

体，尽快在全国推广。

定向声+体育，科技引领智慧体育

“在定向声聚音宝产品和不扰民的智慧广场舞

系统成功转化的基础上，中科院声学所和清听声学

将加深合作，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和深度，探讨更

多先进技术的成果转化。”匡正告诉记者，声学所和

清听声学目前正在研发基于声源定位技术的机动

车鸣笛抓拍系统。

“声源定位技术是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及算

法，对一定区域内的声源目标进行定位的技术，让

声音不仅听觉上可听，还能视觉上可见，该技术此

前多用于枪声定位。我们双方合作利用声源定位

技术开发鸣笛抓拍系统，将服务于交警执法部门，

为其治理违法鸣笛提供科学依据。”匡正介绍说。

栗振十分看好该技术产品的市场前景。“越来

越多的城市发布了禁鸣令，未来，文明和谐城市的

建设离不开对乱鸣笛的抓拍治理。鸣笛抓拍系统

将为民警管理和处罚违法鸣笛行为提供权威依

据。”

“此外，我们还涉猎安防行业。我们的‘驱逐者’

无伤害声波驱离装备，是目前国内先进的主动安防

系统，是从‘被动安防’到‘主动安防’的一次跨越。

除了这些，我们还有一些后备的技术储备。将继续

在‘科技+产业’的路上深耕细作。”栗振说。

科技+产业，更多声学技术开启民用转化

匡正博士带领的团队参与了智慧广场舞系
统的研发过程。匡博士介绍说：“广场舞舞者是
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很多人听力不
太好，放音乐时会开特别大的声音，而且喜欢节
奏感，有时候广场舞大妈们的需求和技术是相
左的，比如要不扰民效果好，那么低音就会相对
弱化，这样大妈们喜欢的节奏感也会稍弱，为
此，我们融合了多项声学技术来实现音质、音效
的最优化，在技术和需求之间，形成一个微妙的
平衡。”

“产品化的过程，就是让技术服务于需求。”栗
振说，“很多时候舞队之间会互相攀比音量，造成整
个舞场异常嘈杂，智慧广场舞系统开发出一个功能
就是使一个舞场中的各舞队之间音乐声互不干扰，
所有舞队同时开展活动，每支舞队独享自己的音
区，不受其他舞队音乐声干扰。”

2017年，全国首个不扰民的智慧广场舞系统示
范项目点落户苏州工业园区莲花社区广场，莲花社区
书记吴晓健说：“不扰民智慧舞场系统的建设，帮助我
们社区有效规范和管理了基层文化活动。”

技术服务于需求

定向传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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