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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创新成果进一步涌现 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引领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

200项成果获得2022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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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璐

提到光电子芯片，可能很多人觉得比
较陌生，消费者对这类芯片接触得并不
多。目前光电子芯片主要用于5G基站、
数据中心、智能手机、自动驾驶、无人机、
虚拟现实等领域。我国光电子产业链发
展不均衡，相关芯片的研发、生产能力薄
弱，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光电子产业乃至整
个信息化、智能化产业发展的瓶颈。

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以下
简称清华电子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联合
清华大学及清华电子院孵化企业天津华慧
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研发的“微纳
结构光电子芯片关键制备工艺及应用”项
目，荣获2022年度天津市技术发明特等
奖。项目取得了相关关键制备工艺的创新
突破并实现了产业化，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对助力我国在未来芯片领域迎头赶上国际
先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电
子院光电子芯片项目首席科学家黄翊东
告诉记者：“与微电子芯片相比，光电子芯
片种类众多、涉及材料面广、制程复杂，而
且无法使用成熟的CMOS工艺。很多新
型的光电子芯片，目前在国际上也还处于
尚未形成产品的研发阶段，这就给我们提
供了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

机遇就是挑战。“制备微纳结构光电子
芯片难就难在要在微纳米尺度下实现不同
材料空间结构的精准构建。要想发展微纳
结构光电子芯片，无论是前沿的创新研究，
还是成果的产业落地，都亟须解决它在制备
工艺上面临的短板。”黄翊东表示。

历时近20年的时间，团队最终在微纳结
构制备工艺上取得了创新性突破，研制出了国
际领先的新型光电子芯片。团队研发的世界
首款光子晶体超光谱成像芯片，一次成像光谱
像素高达15万，频谱精度小于0.1nm，被Sci-
ence的综述文章列为本领域的最新进展，目前
已发布数款产品原型，同时被韦尔半导体、海
康威视采纳作为创新技术投入了产品研发；另
外，团队研制出世界首款自由电子辐射芯片，
相关成果入选中国光学十大进展。

依托该项目，天津华慧芯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于2017年成立，成为该项目的芯片工艺
实施团队。目前华慧芯已经为500余个科研
团队的前沿研究和企业的新产品研发提供定
制的微纳结构芯片加工和工艺研发服务，成
为国际领先的跨材料体系微纳光电子芯片代
工平台，在助力高校及科研院所科技前沿研
究的同时，推动企业在研产品的产业化进程。

2021年5月，华慧芯光电子芯片产业
化项目落地中新天津生态城。作为我国
首条跨材料体系微纳光电子芯片定制代
工线，该项目配备了包括光刻机、刻蚀机、
镀膜机、测试机等在内的百余台/套世界
领先的半导体芯片工艺设备。
“项目的生产工艺实现了完全自主可控，

将尽快导入激光器、薄膜铌酸锂调制器等产
品，极大地提升了规模化生产的能力。”天津
华慧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曲
迪信心满满，“目前生产线已完成设备和工艺
参数的调试，并已于4月份投入使用，将实现
我国高端光电子芯片的规模化生产，领跑国
内光电子芯片制造业。”

本报讯（记者 张璐）2022年度天津市科学技
术奖昨天正式揭晓，200项成果获奖，其中，自然科
学奖18项、技术发明奖8项、科技进步奖174项。
多年来，我市科技奖励坚持以质量、绩效、贡献为
核心评价导向，聚焦重点产业，突出成果在津落地
转化应用，有力引领推动我市科技进步和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一是原始创新成果进一步涌现。代表原始创
新能力的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产生特等奖、一
等奖共17项，比2021年增长70%，我市自主创新原
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显现。“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人
工合成”“血细胞分子图谱建立与血细胞生态研究”
等成果获2022年度天津市自然科学奖。“微纳结构
光电子芯片关键制备工艺及应用”等成果获2022年
度天津市技术发明奖。

二是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获奖
项目近三年新增销售收入 3936 亿元，新增利润

858.7亿元，新增税收81.1亿元。“渤海海域浅层油气勘
探新理论技术与15亿吨优质储量发现”“以质量数字
化为核心的中药智能制造技术体系创建与应用”等成
果获2022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和科
技进步奖获奖项目中，我市企业牵头或参与151项，占
比达83%，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显著增强。

三是引领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我市发挥科技奖励
“指挥棒”作用，引导重点领域加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
化应用。2022年度我市“1+3+4”重点产业领域获奖项
目175项，占比达87.5%。

四是激发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坚决破除唯论
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坚持创新至上、谁行
谁上的原则，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获奖人
员中，45岁及以下人员占比达到70%；第一完成人中，
45岁及以下人员占比52%，40岁及以下人员占比将近
40%。青年科技人才逐渐在我市科技创新中挑大梁、
当主角。

■ 本报记者 张璐

2021年9月，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
生物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天津工业生
物所）在国际上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了从
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人工全合成，相关成
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该成果
被国内外领域专家评价为“典型的0到1
原创性突破”。在4月26日召开的2022
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二氧
化碳到淀粉的人工合成”项目，荣获2022
年度天津市自然科学特等奖。

一年多以来，这个项目正在加快“从
1到N”的转化。“‘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
粉’项目规模化测试装置正在调试运行，
即将进行人工淀粉合成逐级放大测试。”
天津工业生物所研究员蔡韬告诉记者。

项目立项之初，合成生物学在我
国才刚起步，在国际上也是很前沿的
学科。天津工业生物所前瞻性地瞄准
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这一国家
重大战略性科技问题。没有成功案例
可参考，一切从0开始。为了让不可能
成为可能，填补科技空白，蔡韬和团队
人员甘坐“冷板凳”。6年来，他们心无
旁骛地只做这一件事，没有刊发一篇
论文，最终在又一个科学研究的“无人
区”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脚印。

该工作是国际上首次在实验室不依
赖植物光合作用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
的从头合成，合成速率是玉米淀粉合成
速率的8.5倍。这一成果使淀粉生产的
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向工业车间生产模式
转变成为可能，并为二氧化碳原料合成
复杂分子开辟了新的技术路线。

蔡韬说：“探索人工合成淀粉的过
程，本质上是用几年时间走过了自然
界长达亿万年的进化过程。”该成果为
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生产的工业车间制
造打开了一扇窗，如果未来该系统过
程成本能够降低到与农业种植相比具
有经济可行性，将有可能节约大量的
耕地和淡水资源。

实现了从0到1的原创突破之后，
蔡韬和团队不断优化反应原理，加速
推进从1到N的转化，各项参数都不
断提升。“所里专门成立了人工淀粉
研究中心加强这个项目的成果转
化，希望能够推动形成具有经
济可行性的路线，助力我国
粮食安全，服务双碳战略目
标。”蔡韬表示。

■ 本报记者 张璐

如果将人体内的血细胞群比喻成“一个社
会”，那么包括造血干细胞在内的不同细胞均
有其自身的特点，甚至会像不同的族群一样有
自己的起源、发育、组学分型等。对于它们的
精细化研究将对理解相关疾病机理、形成突破
性诊疗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4月26日召开的2022年度天津市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上，“血细胞分子图谱建立与血细胞
生态研究”项目获得自然科学奖特等奖。该项
目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
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和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联
合完成，建立了全球最完整和精细的血细胞单
细胞数据共享平台，为研究应激状态和疾病状
态下的血细胞分子改变提供了“标准参照”。

据了解，随着精准医疗时代的到来，世界
各国非常重视对单细胞的研究，竞相抢占这一
医学发展的前沿阵地。绘制人体生理、病理状
态下不同组织细胞的单细胞图谱，有望为无法
早期诊断及治愈的疾病提供个性化的新分子
诊疗靶点及治疗策略。血液系统是连接全身
各个系统的“纽带”，其他系统疾病下血细胞改
变将为疾病的病理改变和治疗策略的建立提
供预警窗口。
“血细胞具有取材便利和易于准确捕获不

同类型不同发育分化阶段的单个细胞的特点，
适宜作为单细胞分子图谱建立的排头兵。”中
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
液学研究所）所院长程涛表示，血液在体内的
流动性也会对疾病的诊疗起到“探测器”的效
应，血液学不仅解决血液病的问题，也可助力
血液相关的其他众多疾病的防治。理论上讲，
大多数系统性疾病可通过血液学相关研究寻
找突破口，血液学也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
物治疗等学科的重要交叉领域。

为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的血细胞绘
制肖像是朱平的工作之一。作为项目的第三
完成人，朱平把血细胞图谱通俗地比喻为“地
图”。“比如说血细胞到底有多少种类，每一种
血细胞都有什么功能；在不同的血液病或者其
他疾病状态下，血细胞又发生了怎样的异常导
致疾病的发生；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去干
预、诊治疾病。”朱平告诉记者。

经过团队的努力，目前该项目从全新角度
揭示血液系统疾病的发病新机制。首次绘制
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血液病理图谱，进一步推
动了以血液生态为出发点的生理和病理研
究。血细胞图谱的建立为研究血液系统疾病
中血细胞的改变提供了标准参照，有助于发现
新的治病机制，改变现有的治疗策略，从而为
广大血液病病患带来福音。
“血细胞图谱是进行血液疾病研究，甚至是

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研究的基础。”在谈到图谱的
研究对疾病的治疗意义时，项目第二完成人郝
莎表示，“通过图谱的研究一定会发现病变细胞
的变化，有望找到有诊断价值的、有临床相关性
的细胞特征，这些特征也就是机体的免疫系统
在肿瘤和恶性疾病情况下发生的变化。因此图
谱的研究不仅会为疾病的诊断提供精准的视
角，也会打开疾病研究的崭新途径。”

据了解，项目团队搭建了哺乳动物血细胞
分子图谱网站，将研究成果向全球开放共享，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 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
8000次访问，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目
录，大大提升了我国造血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 本报记者 张璐

渤海油田是我国重要原油生产基地，经过
60年油气勘探，传统勘探目标钻探殆尽，而油
田的生产过程是一个自然减产的过程，没有大
型新油田发现，油田无法实现稳产上产。我国
新发现油气劣质化严重，寻找优质高产大油田
是我国目前原油勘探面临的最迫切难题，而传
统勘探理论技术无法继续实现突破，亟须研发
新理论技术，寻找新的勘探方向。

在4月26日召开的2022年度天津市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
司天津分公司的“渤海海域浅层油气勘探新
理论技术与15亿吨优质储量发现”项目，获
得科技进步特等奖。经过十余年“产学研
用”联合攻关，该项目创建了新理论，攻克了
相关“卡脖子”技术，在我国东部整体产量下
降的老油区发现了系列大油田，有力支撑了
渤海油田2021年原油净增产量位居全国第
一（占比46%），并于当年一举历史性超越大
庆油田，建成了我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

渤海油田油藏的主要特点是断裂系统
复杂，另外受沉积环境的影响，储层非均质
性强、油层连片程度低。从油气开采规律来
看，历经近60年勘探开发的渤海油田，传统
理论认为“好吃的”基本都动用了，剩下的只
能算是“骨头渣”。在这样的地方，还有没有
大油田？还能不能稳产甚至上产？

中海油天津分公司勘探总师薛永安介
绍说：“渤海湾盆地地质构造就像是一只‘金
盘子’，掉在地上摔碎了又被踩了几脚，油藏
分布十分零散复杂，而且还隔了一层海水，
经过60年勘探开发，进入中后期，大家普遍
认为难以再发现大型油田。”

油气藏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地下，地质
勘探只能像老中医号脉一样，“雾里探花”
“隔空打穴”。更为复杂的是，地质勘探的实
际情况永远在变化，每一次勘探都面临着不
同的地质地况，勘探人员只能不断地在创新
中找到实用的技术与方法，在摸索中前进，
在前进中总结。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强勘探
开发，提高国家能源安全的要求，薛永安带
领团队反复分析研究凹陷内浅层油气成藏
规律，抓住成藏主控因素，即油气运移，经过
十余年攻关，首次提出了“汇聚脊”控藏理论
技术，回答了传统理论认为的“勘探禁
区”——我国东部浅层疏松砂岩是否存在大
型岩性油田的基本问题，并攻克了该领域
“卡脖子”技术。

在这一理论技术指导下，团队在过去的
“勘探禁区”“失利区”寻找到了大型隐蔽勘
探目标，后续不断发现了垦利6-1、垦利10-
2、渤中19-2等系列新近系隐蔽性高产大油
田，展现了全新的勘探方向，实现了我国东
部老油区勘探方向的战略转移。

从2012年到2021年的十年间，渤海油田
在发现垦利6-1等系列高产大油田同时，也
发现了我国陆相断陷盆地首个大型凝析气
田，实现了我国东部天然气勘探的战略突
破。这些发现为我国海洋油气勘探发展起
到了“压舱石”作用，支撑中国海油渤海油田
2022年实现原油产量达3175万吨，油气当量
3450万吨，建成并巩固了我国第一大原油生
产基地，天然气也实现了量产，为京津冀协
同发展国家战略提供洁净能源。

该项目立项以来，取得了油气勘探重大成
果：发现了7大亿吨级油田群，新增优质三级石
油地质储量15.41亿吨，其中向国家提交探明
优质石油地质储量9.22亿吨；近十年来，支撑
渤海油田年均提交国家原油探明经济可采储
量占我国海上的77%，占全国的约三分之一。

项目成果发现的浅层优质高产油气田，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截至
2022年6月底，项目发现的油田已产生直接
经济利润数百亿元，所有油田投产后预计新
增销售收入超4000亿元，新增利润（税前）近
2000亿元；项目成果有力支撑了渤海油田直
接工业增加值占天津市 2022 年 GDP的约
8%；同时推动了以油公司带动相关技术服务
公司协同发展的产业链模式，间接工业增加
值巨大，为天津市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本版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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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原始创新能力的自然科学奖和技术

发明奖产生特等奖、一等奖共17项，比2021

年增长70%，我市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策源能力

加速显现。

原始创新成果进一步涌现1. 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

2.
获奖项目近三年新增销售收

入3936亿元，新增利润858.7亿

元，新增税收81.1亿元。

2022年度我市“1+3+4”重点产

业领域获奖项目175项，占比达

87.5%。

引领产业结构持续优化3. 激发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4.
获奖人员中，45岁及以下人员占比达

到70%；第一完成人中，45岁及以下人员占

比52%，40岁及以下人员占比将近40%。

“渤海海域浅层油气勘探新理论

技术与15亿吨优质储量发现”项目

“血细胞分子图谱建立

与血细胞生态研究”项目

清华电子院“微纳结构光电子芯

片关键制备工艺及应用”项目

“二氧化碳到淀粉

的人工合成”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