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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大赛创业赛组别“新一代信息技术”赛道中，天津大学出站博
士后、芯灵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灵通科技）总经理傅海
鹏的“应用于宽带通信的射频芯片”项目最终在激烈的比赛中脱颖而
出，斩获金奖。

芯灵通科技是一家天津大学集成电路科技成果转化的公司。傅海
鹏介绍，其公司坚持自主研发为主、产学研合作为辅的技术创新道路，
此次获奖项目产品主要是在移动通信中用到的射频芯片，以增加通信
距离、提高通信质量。

回想起参赛时的情形，傅海鹏表示，能够取得赛道第一名的成绩，
得益于从高校科研成果到企业试验孵化再到市场量产这条产学研深度
融合之路。“从一名科研博士后到产业创业，我感受到从科研成果到落
地转化的不易，同时也更能体会到这一步的重大意义。解决行业战略
痛点、发展前沿射频通信芯片一直是我们的目标。从研发电路模块发
展到系统，已有六七年了，遇到工艺‘卡脖子’技术，我们就自己摸索，逐
步积累技术和人才。目前公司成立三年，不仅技术成熟，也有了意向客
户，在行业崭露头角，并与行业龙头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傅海鹏说。
“这次大赛是全国范围内规格和水平非常高的一个平台，能够在这

样一个平台与其他选手同台竞技、互相交流，可以增加企业展示的机
会，提高知名度，助力‘初生’企业更快成长。”傅海鹏说，非常感谢参赛
以来市人社局等多方支持，为其顺利参赛提供了强大的后援力量；专家
对项目的认可也给予了更多前进的信心。此外，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
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难得的交流契机，学术交流和研发合作延伸至赛
后。“比赛结束后，我们和参赛时结交到产业链上的新朋友在学术会议、
产品研发、市场融资等方面保持着交流合作，相互帮助、彼此启发。”傅
海鹏对此次参赛收获感受颇深。
“今后，我将带领团队继续深耕发展，开拓市场、拓宽融资渠道，持

续加强产品研发升级，不断加速、加深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国产化
替代，助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为使更多高性能国产射频芯片进入市场
出力。”傅海鹏说。

走出赛场，不少参赛选手在科研创新的天地中仍保持赛时状态，持
续突破、争先。有些博士后已有创业项目计划，有些已与张榜企业进行
深度合作，还有些成长为科研项目带头人……有了大赛的交流碰撞，博
士后及其团队迅速成长。

第二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近日落幕，经过激烈角逐，天津代表团在创新赛、创业赛、揭榜领题赛中共获得10个金奖、15个银奖、
30个铜奖、43个优胜奖，金奖总数和奖牌总数均位列全国第一，并获得优秀组织奖。赛场“硝烟”虽散去，但大赛上那些追梦的身影仍令人
难忘。尤其是优中选优的金奖获奖选手，他们在充满坎坷的创新创业路上如何“过关斩将”？还将瞄准哪些前沿科技领域？如何向更高目
标发力？连日来，记者采访了我市部分第二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金奖获奖选手，倾听他们讲述的故事。

天津博士后金奖“秘籍”
——第二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金奖获奖选手的故事

第二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中的揭榜领题组别发布了国内科
技企业、科研院所和重点实验室等单位提出的515个项目需求，重点聚
焦前沿技术和关键共性难题，项目总奖励金超过1亿元，吸引了324个
博士后团队应征领题。博士后是如何揭榜领题的呢？之后究竟怎么答
题？又会给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由天津科技大学与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联合培养的在站
博士后、天津科技大学助理研究员马颖超及其团队所在的亚洲区域卤
虫参考中心，在水产绿色健康养殖领域已深耕多年。这次大赛，马颖超
带来了“绿色水产饲料添加剂菌红素”参加揭榜领题组别“海洋开发与
应用”赛道，并最终获得金奖。
“揭榜领题就是前期有企业发布技术的需求，设立一个榜单，我

们作为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看到后，决定是否能揭榜，然后跟企业对
接，攻克一些产业的共性技术问题。”马颖超告诉记者，今年8月，山东
一家企业在揭榜领题赛张榜项目上发出了“研发新型海洋牧场发展”
的榜单，等待揭榜英雄。“海洋牧场是一项系统工程，企业想通过这次
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联系行业内的相关专家，在不同维度上共同探
索。”马颖超说。
“企业出题，博士后解题。”看到榜单，马颖超和团队商议后，决定发

挥其学科优势，从海洋牧场的源头——苗种出发，把团队在苗种培育方
面的基础研究应用到实际生产当中，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于是就揭
下了榜单。
“海洋牧场盈利与否主要取决于其生产力，而投放苗种的质量直接

影响海洋牧场的最终生产力，我们便针对这一源头去揭榜。”马颖超解
释，之所以有信心揭榜，也是因为在大赛前，团队从萃取出菌红素到发
酵生产为绿色水产饲料添加剂再到将之应用于水产养殖，这一套完整
的关键技术链已很完善。“这届大赛强调参赛者能否形成一套关键技
术，以及尽快投入产业应用。”

结合在水产绿色健康养殖领域的多年经验，以及对海洋牧场整体
情况的了解，经过与发榜企业沟通需求后，马颖超团队决定通过以预防
代替治疗的理念提升海洋牧场生产力，从而解题。
“通俗来说，我们是从提高免疫力这个角度着手。因为菌红素是一

种非常好的抗氧化剂，从实验结果看，其抗氧化活性要高于维生素C。
我们将其用于苗种养殖，可以提高鱼虾等水产动物本身的免疫力，使其
身处不同环境仍能茁壮成长，从而推进水产养殖提质增效，科技赋能海
洋牧场。”马颖超说，团队已应用这套完整的技术在南美白对虾和石斑
鱼苗种中测试过了，添加了菌红素的水产饲料，可使苗种品质更高、提
高其生产力。项目不仅具有创新性，也有市场推广可行性，这正契合了
张榜需求。而且，天津科技大学在海洋、食品、发酵方面有着深厚的学
科优势和历史积淀，拥有天津市国际合作基地“亚洲区域卤虫参考中
心”、省部共建食品营养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海洋资源化学与食品
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卤水资源综合利用”教育部创新团队、代谢控
制发酵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等平台，这给了团队强大的科技
支撑和信心。
“这届大赛更看重参赛项目的成熟度。”马颖超说，除了产品核心优

势，项目对标的应用场景即产业布局、梯度式团队建设也都很重要，这
些代表项目是否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对于菌红素这个产品来说，目前
我们在国内外都是研究比较深入的，尤其是在国内，它之前没有相关的
产品。针对开发菌红素这一活性物质，我们布局较广。首先是基于我
们实验室本身特点和水产养殖方面的优势，做菌红素的水产饲料添加
剂；其次，针对其抗氧化特性，我们正在研发抗衰老相关的菌红素化妆
品；此外，根据抗氧化剂在抗肿瘤中的作用和机制研究，我们团队也有
从事菌红素抑制肿瘤效果方面的研究。”

马颖超坦言，获得金奖殊为不易，市人社局全程“陪跑”帮助反复推
敲打磨，不断邀请专家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其功不可没。
“我们之前更侧重在科研项目上抓关键科学问题，对于项目后期的

产业化、对标的应用场景了解不多。天津科技大学十分重视青年教师
和科研人员的培养，积极组织动员我们参加大赛，鼓励青年教师和科研
人员通过比赛学习、锻炼，提升团队作战和成果转化能力，以促进学校
教育、创新科技和人才统筹发展。”大赛让马颖超进一步打开了产学研融
合发展的思路，“天津市对于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非常大，我们团队也有
成立企业助推成果转化的设想，一方面能将布局的多条线路产品向产业
化方向推进，另一方面也帮助老师‘走出去’，把企业相关知识、产业所需
人才信息反馈到课堂，让学生了解产业现状，助力人才培养。”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揭榜领题不只是解决一家企业的个性难题，从一定
程度上讲，这一模式已经成为破解行业共性问题、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我们这次参赛中揭榜的题目，张榜单位为瀚洋重工装备制造（天津）有

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各类压力容器制造，尤其是厚壁不锈钢塔器制造的头部
企业。我们通过数字孪生这一技术手段，帮助企业实现监测焊接过程、评估
焊件应力及变形、预测焊后构件可靠性、优化焊接工艺，最终建立科学、经济
的超厚不锈钢塔器先进焊接制造技术，既破解了企业的产业难题，也能广泛
应用到产业领域里。”天津大学化工学院计算机辅助可靠性工程实验室在站
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刘争，在此次大赛中参加揭榜领题赛组别“高端装备制
造”赛道并获金奖。他告诉记者，企业是科技创新的“出题者”，天津大学和
实验室团队的学术带头人陈旭教授都非常支持他参赛“解题”，以此推动实
验室原创性成果以产学研合作的形式转化落地，有效推进企业技术创新。

通过精准匹配需求，刘争揭榜成功，并与这家企业签订了技术开发合作
合同。由企业出资用于研发，刘争和他的团队来“解题”。面对行业共性难
题，答题博士后如何破题？

揭榜并成功拿下金奖，刘争认为，比拼的是谁的技术好、更能匹配张榜
需求：“专家会根据技术成熟度、新颖度以及能否产业化来打分评判。”刘争
说，他所在的团队是个交叉融合的创新型人才团队，领域涉及力学、材料、化
工、机械、控制等多学科，而且该团队在承压设备结构完整性评价领域有十
多年从业经历，可谓经验丰富。此外，从6月揭榜到10月底比赛的过程中，
学校、市人社局都相继有技术专家、投融资专家等专业人士帮忙打磨“解题”
方案，仅组织的系统培训就有四五轮，他和团队的综合实力得到了提升，这
些都是他们揭榜信心的来源。

榜揭了，答题是否合格，要看处于市场最前线、新技术需求的最终应用
者——企业“阅卷人”。

经过与企业反复、细致沟通，刘争团队了解到张榜单位承接吉林石化公
司120万吨/年乙烯项目预脱甲烷塔的制造，在超厚不锈钢塔器的焊接制造
过程中发现，如何控制其焊接残余应力和变形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如今的压容器要朝着大型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那么生产量越大、

生产效率越高，设备就要相应造得越大。设备建得越高越厚，对焊接的工艺
要求就越高，压容器的制造工期有一半时间都是用来焊接的。”刘争团队通
过合力研究攻关，认为引入数字孪生这种数据驱动、智能融合的先进理念，
可通过焊接监测、仿真分析、可靠性评价、多目标优化等，搭建数据驱动的焊
接可视化系统及焊接工艺优化软件，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实现高质量、高效
率和高经济的焊接制造。
“不仅压力容器制造企业，还有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桥梁等，全国将近

3万家制造企业在遇到焊接的类似问题时，都可以用到我们所提供的自动
化焊接生产监控及分析系统，这对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助推、带动作用。”
刘争表示，通过大赛揭榜领题，搭建起青年科研人员与企业一线之间对接的
“桥梁”，不仅解决了行业共性问题，也推动高端人才更好服务产业发展，推
进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赛后，市人社局还将持续以天开高教科创
园为“科创主战场”，广纳天下英才，在天津共
谋发展新格局。
“我们团队也在考虑下一步把项目落地天

开高教科创园，服务天津的科创事业。”刘争说，
作为大赛金奖选手，此次参赛经历中他学到了
很多，希望今后能立足于高校，进一步完善技
术，迎着我国装备制造行业新的发展机遇，为助
力我国压力容器行业向智能化、高端化、高能效
方向大力发展和铿锵迈进贡献力量。

天津科技大学在站博士后马颖超：

精研绿色水产饲料添加剂
赋能蓝色“大粮仓”

天津大学在站博士后刘争：

揭榜领题为科研与企业
建起一线之间对接桥梁

芯灵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傅海鹏：

大赛搭出高规格平台
助“初生”企业更快成长

■ 本报记者 姜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