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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200年年度度山山东东““十十大大科科技技成成果果””和和““十十大大科科技技新新闻闻””

近日，山东省科技统计分析研究中心联合有关高校院所和新闻媒体，评选出2020年度山东“十大科技成果”和“十大科技新闻”。

镰孢菌可侵染多种谷物如小麦、
玉米等，引起的小麦赤霉病被称为小
麦“癌症”，是威胁粮食安全的重大
国际性难题。山东农业大学小麦遗传
改良与基因组学团队历经 2 0年完成
“小麦抗赤霉病基因Fhb7的克隆、机
理解析及育种利用”研究成果，首次
克隆出抗赤霉病主效基因Fhb7并解析
其抗病遗传及分子机理，研究发现
Fhb7对具有环氧基团的A型和B型单端
孢霉烯族毒素具有广谱解毒功能。同
时，成功将Fhb7转移至小麦品种中，
验证了其稳定的赤霉病抗性。相关研
究成果于2020年5月22日作为封面文章

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目
前，已有60多家单位进行小麦抗赤霉
病遗传改良，并在山东、河南等多地
试验。

科学家找到小麦“癌症”克星

山东省海上航天装备技术创新中
心、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及烟台宇航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等依托东方航天港
重大工程建设，开展了运载火箭海上

发射技术攻关及装备研制，并于2019
年6月在我国黄海海域首次成功实施
“一箭七星”海上试验发射，2020年9
月又成功实施“一箭九星”首次商业
发射任务，填补了我国运载火箭海上
发射的空白，开辟了商业航天发射全
新模式，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
个具备海上发射能力的国家之一。该
系统荣获2020年中国工业设计金奖第
一名，也是目前全球唯一正在营运的
海上发射系统。

运载火箭海上发射有助于深蓝与深
空的深度融合，并辐射满足“一带一
路”国家商业卫星发射需求。

我国成功实施运载火箭首次海上商业发射

脂肪族异氰酸酯(简称ADI)系列产
品是固体火箭推进剂最理想的固化
剂，是飞机、船舶、核电、高速列车
等高端装备和汽车产业的关键原材
料，也是涂料、胶黏剂等行业水性化
转型升级的核心原料，被誉为聚氨酯
产业皇冠上的明珠。工业化 7 0多年
来，ADI相关技术和产品均被国外垄
断。万华化学集团历经17年，开发出
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ADI全产业链制
造成套技术，打破国外对我国ADI制
造技术的封锁，建成世界上品种最齐
全、技术领先、产业链最完整、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ADI特色产业集

群。截至2020年底，万华化学ADI系
列产品已实现累计销售收入147亿元，
利税63亿元，带动下游产业新增产值
1200亿元，成为化工行业的典范。

万华化学突破

高端聚氨酯原料ADI全产业链国际技术封锁

2020年9月16日，潍柴集团发布全
球首款本体热效率突破50%的商业化
柴油机，创造了全球商业化商用车柴
油机热效率的最高纪录。潍柴动力开

创协同燃烧、协调设计、排气能量分
配、分区润滑、智能控制等五大专有
技术，解决了高效燃烧等一系列世界
级难题，使柴油机本体热效率超过了
50%。

热效率是衡量内燃机燃油利用效
率的标准，热效率越高，燃油消耗越
少，节能减排效果就越显著。按照目
前国内重型柴油机市场保有量700万台
估算，如果全部替换为潍柴50%热效
率的柴油机，每年大概可节约燃油
333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495万
吨，这将为解决能源短缺和全球变暖
问题作出重大贡献。

潍柴发布全球首款

突破50%热效率的商业化柴油机

高速磁浮是当前世界轨道交通技术
“制高点”和未来发展方向。“十三
五”期间，由中国中车组织，中车青岛
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建立
“产学研用”联合团队开展时速600公
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关键技术攻关。经
过4年多研发，成功突破高速磁浮悬浮
导向、测速定位等关键核心技术，系统
解决速度提升、复杂环境适应性、核心
系统国产化等重大难题，形成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全套工程化方案，搭建全系
统仿真、试验、制造平台，初步搭建国
产化产业链，完成成套工程化装备制
造。2020年6月，试验样车成功试跑，

实现大系统闭环、自动运行动态联
调，完成七大类共300余项试验。这些
成果的实现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自主创
新工程化能力。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

成功试跑

泰它西普(商品名：泰爱)是由荣昌
生物CEO、首席科学官房健民教授发明
设计的一个抗体融合蛋白药物分子。其
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研究结果显

示，高剂量组有效率高达79 . 2%，比国
际现有治疗生物药物提高约30个百分
点。2020年，泰它西普获得美国FDA开
展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Ⅲ期临床试验
许可和快速审批通道资格，已启动全球
多中心临床试验。

2021年3月9日，泰它西普获得中国
药监局批准上市销售，是全球首个双靶
点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创新一
类生物新药。泰它西普还有潜力用于其
它多种拥有巨大未满足临床需求的自身
免疫适应症，其治疗IgA肾炎、干燥综
合征等适应症的国内Ⅱ/Ⅲ期临床试验
已全面展开。

全球首个系统性红斑狼疮治疗创新

双靶生物制剂研制成功

据中国民航局公报，到2035年中国
市场航空轮胎需求量将达121万条/年，
市场价值100亿元，但目前我国民用航
空轮胎100%依赖进口。

森麒麟是全球轮胎行业智能制造标
杆企业，历经十余年，成功掌握了民用
航空轮胎关键技术。研制的国产ARJ21
飞机航空轮胎，额定速度达378km/h，
通过中国民航局相关审核认证和成功装
机试飞，成为正式配套供应商。该成果
解决了我国航空轮胎关键技术难题和产
业化过程中的若干技术瓶颈，建立了国
内最先进的航空轮胎测试系统、全生命
周期管理系统和质量管理体系，为我国
大型客机研发和生产制造提供了有力保
障，有效担负起国产大飞机核心零部件
实现自主可控重任，促进我国民用航空
轮胎行业产业链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国产民用航空轮胎成功装机试飞

天瑞重工聚焦磁悬浮技术，经过
多年攻关，突破一系列“卡脖子”关
键技术，研发了磁悬浮鼓风机、磁悬
浮真空泵、磁悬浮离心制冷压缩机、
磁悬浮低温余热发电机等系列高效节
能装备，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其中，
磁悬浮鼓风机已列入国家增强制造业
核心竞争力专项、国家“能效之星”
产品目录和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项目；磁悬浮真空泵自去年投放市场
以来，节能均在50%以上；磁悬浮鼓
风机、磁悬浮真空泵、磁悬浮离心制
冷压缩机等3款产品被列入《绿色技术
推广目录(2020年)》。

2021年3月，经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院士专家团队鉴定，“磁悬浮离心鼓风
机综合节能系统”和“高效节能磁悬浮
真空泵”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山东省磁悬浮产业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突破

高精度蚀刻引线框架是超大规模
集成电路封装中的关键材料，主要应
用于高端芯片的封装。目前蚀刻引线
框架技术被日本、韩国垄断，国内产

品全部依赖进口。新恒汇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围绕集成电路高密度集成、高
导电性、高可靠性三大方向开展攻
关，突破引线框架无掩模曝光技术、
HSP先镀后蚀技术、真空蚀刻技术等
关键卡脖子技术，使引线框架的曝光
精度达到6μm、生产效率提高30%，整
体良率超过90%，技术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产品打破国际垄断，替代进
口，已为包括全球领先的龙头封测企
业——— 长电科技、华天科技、通富微
电等30余家集成电路封测企业供货，
使我国高端芯片封装实现自主可控。

大规模集成电路封装核心材料实现突破

◆十大科技成果 ◆十大科技新闻

省委、省政府召开首届科技创新大会

2020年7月2日，首届山东省科技创新大会在济南举行。大会总结
了近年来我省科技创新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当前我省面临的新形势
新任务，对我省科技创新工作作了部署。大会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打造优良创新生态，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推动山东
科技强省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此次大会标志着山东科技创新工作迈上
新的历史台阶。

科技攻关“揭榜制”

和首席专家“组阁制”全面推行

2020年5月，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山东省重大科技创
新工程项目管理暂行办法》(鲁科字〔2020〕44号)，全面推行科技攻
关“揭榜制”和首席专家“组阁制”。

2020年采用“揭榜制”择优支持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40个项目、100
个课题，财政资金超17亿元，部分符合条件的课题采用首席专家“组阁
制”。项目吸引社会资金约84 .98亿元，预计可实现新增产值1872 .69亿元，
预期申请专利3851项，新增各类技术标准114项、软件著作权1334余项。

高水平打造30家“政产学研金服用”

创新创业共同体

创新创业共同体是我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部署，对于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实现重大成果转化、拉动产业
集群崛起意义重大。我省布局建设创新创业共同体30个，承担实施重大
技术项目270项，攻克技术难题222项，形成关键技术160项，引进和转化
重大科技成果186项，新建创新平台101个，引进院士等高层次人才团队
72个，孵化和在孵科技型企业232家，带动产业增加值超过1028亿元。

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创新团队

入选中宣部“时代楷模”

2020年12月，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获中宣部
“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连钢创新团队”是以张连钢同志为带头人的全自动化码头建设
创新团队。自2013年组建以来，团队秉承科技报国志向，破解一系列
技术难题，使青岛港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码头、5G智
慧码头，提供了智慧港口建设运营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应急启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科技创新工程

疫情伊始，省科技厅联合省卫生健康委，应急启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重大科技创新工程，组织实施疫情防控重大项目8个，研发
课题12个，投入经费1750万元。

通过该工程，我省成功分离到29株新冠病毒，获得226个新冠病
毒的全基因组序列，筛选出106株候选单克隆抗体，筛选到18个对新
冠病毒有抑制作用的化合物，完成6种新冠病毒潜在药物临床筛选，
22个产品分别通过医疗器械注册检验、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和CE证
书，为战胜疫情作出重要贡献。

中科院济南科创城建设全面启动

2020年10月29日，中国科学院、山东省、济南市签署共建中科院
济南科创城合作协议。

中科院济南科创城，是中国科学院布局的集聚化发展的大型综合性
创新区。目前，济南市已落地15家“中科系”科研机构，科技成果快速
转移转化，初步实现多领域、多产业、多主体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首个山东省实验室在烟台挂牌成立

2020年11月2日，烟台先进材料与绿色制造山东省实验室在烟台挂
牌成立。作为山东省首批布局的5家实验室之一，实验室布局先进材料
与大型成形制造、极端环境特种功能材料等5个研究方向，汇聚包括海
内外12位院士在内的知名专家团队，吸引20个成熟度高的科研项目进
驻，努力建成在先进材料与绿色制造领域有国际影响力的研发基地，
成为国家物质科学研究和绿色过程制造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大经济圈科创联盟成立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省会、胶东、鲁南“三大经济圈”战略
部署，山东省科技厅在济南、青岛、枣庄3市设立了省会、半岛、鲁
南科创联盟，聚集高校院所、知名企业、孵化等创新要素。

科创联盟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承接京津冀、日韩东北亚、长三角
成果转移。目前，联盟成员单位899家，已走访1171家企业、110家高
校院所，梳理5198项创新需求，收集18400项科研成果，召开7957场对
接会，深入对接980个项目。

山东能源研究院成立

2020年1月9日，山东能源研究院成立座谈会在山东大厦举行，标
志着山东能源研究院正式成立。研究院立足山东能源产业发展重大需
求，开展洁净能源科技基础性、前瞻性和重大关键技术的创新研究，
开展“政产学研金服用”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形成集前沿
技术研发、人才集聚培育、优势产业育成和科技创新服务为一体的国
际水平新型研发机构。

首届青岛创新节成功举办

2020青岛创新节于10月28日至11月3日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共吸引500余家企业来青岛考察投资，达成投资和成果

交易超过34项，超过60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包括覆盖大健康、信息
网络等前沿创新领域的十大项目签约落地，预计新增投资500亿元，
引进人才2000余人。

大规格高纯硅单晶是先进半导体
设备的核心部件材料，是纳米级半导
体制程良率的重要保障。经过4年研
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尺寸高纯
稀有金属制品制备技术”结出成果，
山东有研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成功攻
克大规格高纯硅单晶技术，并实现成
果转化，填补省内空白。该成果有效
解决了大规格单晶生长过程热应力、
固液界面稳定性、氧含量、纯度、典
型缺陷及电阻率控制等问题，达到全
球领先水平，形成20余系列产品，长
成单晶直径达到18英寸，为全球最大
硅单晶尺寸，纯度可到11N。产品为

美国、日本、韩国所有硅部件厂商采
用，安装于泛林、东京电子等顶尖半
导体设备厂商的刻蚀机产品中，并在
台积电等产线中使用。

18英寸硅单晶及部件全国首次成功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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