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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胡萌伟

昨日，全市科技大会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召

开。177项成果获2023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其中，

自然科学奖21项、技术发明奖9项、科学技术进步奖

147项。获奖者们坚持“四个面向”，攻克关键难题，勇

攀科技高峰，努力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

出贡献。

记者采访了部分获奖项目的完成人，介绍这些成

果取得的重要突破，展示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的坚

定决心和顽强意志。

由天津医科大学校长、天津医
科大学肿瘤医院院长郝继辉牵头完
成的“肿瘤重塑微环境驱动其恶性
进展的机制研究”项目荣获2023年
度天津市自然科学特等奖。这也是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首次斩获该
项殊荣，实现科研荣誉新突破。

胰腺癌早诊率低、致死率高，被
称为“癌中之王”，是众多胰腺癌患
者难以跨越的“胰道天堑”。如何突
破胰腺癌治疗瓶颈、精准治疗“癌
王”，更是当前临床医生迫切希望解
决的“胰难问题”——
“在临床工作中，外科大夫切除

的肿瘤标本会送到病理科制备成切
片，通过病理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胰
腺肿瘤特征显著，其中真正的肿瘤
细胞大概只占20%，其余的80%则
构成了肿瘤微环境，胰腺肿瘤的构
成就是肿瘤细胞与肿瘤微环境共同
组成了一个实体肿瘤。之前关于胰
腺肿瘤的研究或治疗大部分是针
对肿瘤细胞的，治疗效果都不理
想，我们就想，是不是微环境里
的其他成分也在肿瘤的发生
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如果针对微环境采取
一些措施，是不是能够
提升总体治疗效果？”郝
继辉说。
“在郝继辉院长

带领下，我们团队针
对胰腺肿瘤的研究
在不断调整方向。
现在，针对肿瘤疾
病的研究已经逐步
由针对单一的肿瘤
细胞转向聚焦肿瘤
微环境。”项目主要
完成人之一、天津医
科大学肿瘤医院胰腺
肿瘤科副主任医师王
秀超说。

郝继辉认识到，想
要在胰腺癌诊治领域形
成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
肿瘤基础研究领域的理论
突破，用理论创新引领技术
革命。作为肿瘤学科带头
人，他带领应国光、李兵辉、黄
崇标、王秀超、刘静、高松、赵天

锁、王宏伟、常安涛9位主要完成
人，面向胰腺癌临床诊治难点发起
了攻坚战。

这一战就是10余年。从临床
困境到科学问题，从研究思路到实
验方案，历经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
败、一次次优化，郝继辉团队终于成
功破解微环境压力通过诱导代谢重
编程、血管重构及免疫微环境重塑
促进肿瘤增殖、转移及耐药的“黑匣
子”，深度刻画了胰腺癌微环境图
谱，开创了肿瘤基础转化研究的新
范式，提出解决临床抗血管治疗、抑
制肿瘤转移及增敏免疫治疗的新策

略，并牵头组织开展一系列新药临
床试验研究，成功实现了成果转化，
突破胰腺癌靶免治疗无效的困境，
显著改善恶性肿瘤患者预后，节省
有限医疗资源，产生较大社会及经
济效益。
“10年前的传统化疗药对胰腺

癌有效率也就10%左右，对病人副
作用也很大。但如今，现有疗法的
总体有效率已提高至30%多，未来
采用我们的新疗法，有效率可能会
提升至40%甚至50%。不论是临床
医生还是患者，都不再像以前那么
绝望。”郝继辉说。

经过20多年的潜心系统研究，
由南开大学教授庞代文牵头完成的
“耐高温加工量子点及其光扩散板”
项目获2023年度天津市技术发明
特等奖。团队研发出耐高温加工量
子点，并以此为基础首创了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集均光和光转换于一
体的量子点光扩散板背光技术，开
辟出一条“反卡脖子”的自主创新之
路。该技术经天津市科学技术评价
中心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自1973年第一台液晶电视面
世以来，液晶显示技术不断进步并
广泛应用。全球液晶显示面板年产

量已超过10亿片，中国近10年投入
约1.2万亿元建立液晶显示面板生
产线，产能超过世界份额的70%，成
为液晶显示面板第一生产大国。

传统液晶显示技术采用蓝色发
光二极管激发荧光粉材料，通过光
扩散板形成均匀的白色背光，再经
过液晶、滤光片、偏光片等元件进行
成像。但荧光粉发射光谱宽、量子
产率低，难以满足人们对高色彩品
质显示的需求，同时还大量消耗珍
贵稀土资源。随着有机发光二极
管、微型发光二极管等新兴显示技
术的崛起，传统液晶显示行业不断

受到冲击，亟须性质更好的光转换
材料。

1982年，庞代文获得武汉大学
物理化学（电化学）专业学士学位，
随后硕士、博士在读期间也一直研
究电化学领域。1999年，面对量子
点这一全新领域，庞代文“动心”了。

量子点可替代荧光粉作为光转
换材料，与传统液晶显示结合，可以
降低能耗、减少宝贵稀土资源消耗、
提升色域，有效延长液晶技术生命
周期，促进液晶产业升级。
“量子点作为一种纳米材料，我

认为是目前发光性质最好的材料，
没有任何一种材料的光学性质能够
超过它。但是量子点也存在两个问
题：一是它的性质很难发挥出来；二
是目前我们产品的设计周期是10
年，如何让它保持持续的稳定性，这
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么难，还要
研究吗？庞代文一思考就是两年。

2001年，庞代文仍然觉得“量
子点确实与众不同、独一无二”，决
定立项。2005年起，量子点真正
受到广泛关注，成为一个热门
领域，可到了2010年前后，这
个领域又逐渐冷却了下去。
因为想要寻求突破，困难
重重。
“既然看好了，就要

一直做下去。这些年没
人理我们的时候，甚至
说我们闲话的时候，我
们都一直坚持着。”庞
代文回忆。
从实验室到生产

线，成果转化过程中难
免 要 经 过“ 惊 险 一
跃”。2015年起，项目
已经来到了生产环节，
但在庞代文的记忆中
“又遇到了无数的问
题”。“在规模化生产中，有
时候一种体系的重新建
立，需要花上两三年的时
间。”庞代文说。
如今，团队研发生产的量

子点光扩散板已用于200余万
台量子点电视机。该技术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不仅性能优于其
他技术，而且成本降低50%以上，
对提高我国在显示领域的国际竞
争力，占领未来显示产业发展制高
点，从源头解决量子点规模化应用
难题，推动量子点光电显示技术进
步具有重大意义。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荣获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努力消除新能源汽车用户焦虑

“肿瘤重塑微环境驱动其恶性进展的机制研究”项目荣获自然科学特等奖

向胰腺癌临床诊治难点发起攻坚战

“耐高温加工量子点及其光扩散板”项目荣获技术发明特等奖

从源头解决量子点规模化应用难题

“老年缺血性脑卒中综合防治体系的建立和推广应用”项目荣获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脑卒中防治的天津新“气象”

郝继辉（左二）团队开展肿瘤研究。

秉 持 报 国 志 十 年 磨 一 剑

以新能源电动汽车应用为代
表的交通领域电动化是实现“双
碳”目标的重要途径，而锂离子动
力电池已成为推动电动汽车快速
发展的强大动力。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
副校长陈军领衔完成的“高性能锂
离子电池关键材料技术研究与应
用”项目获2023年度天津市科学技
术进步特等奖。

正如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南
开大学化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严振
华所言，受益于新能源汽车的不断
增长，锂电池行业已迎来一轮又一
轮的发展机遇，然而传统电池能量
密度不足带来的“里程焦虑”、安全
性能不足带来的“安全焦虑”、充电
用时长带来的“充电焦虑”三大问
题也逐渐凸显，成为限制新能源汽
车发展的“三座大山”。

严振华告诉记者，影响这些性

能的关键之一，就是占电池成本三
分之一以上的正极材料。

南开大学、天津市捷威动力工
业有限公司、物质绿色创造与制造
海河实验室三家单位围绕电池正
极展开了长期联合攻关，努力消除
用户的新能源汽车用车焦虑——

严振华介绍：“这个项目中，我
们提出了高镍三元正极材料一致性
批量制备新方法，解决了三元材料
前驱体镍、铝、钴氢氧化物溶度积常
数差距大造成的不均匀沉淀难题；
开发了稳定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结构
的关键新技术，攻克富锂锰基正极
材料在电池使用过程中结构快速劣
化导致容量和电压衰减的问题。”

项目团队还破解了电池能量
密度、安全性、快充性难以兼顾的
难题，突破了高效预充技术、复合
耐热涂层技术、多孔电极快充技术
等，开发出高比能、高安全、快充型

锂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最高达到每
公斤353瓦时，循环寿命超过1000
次，快充时间在20分钟内，安全性
满足国标要求。

智能时代，就是不断超越。“我
最大的感受就是，自 2015 年加入
项目团队，10年里项目研发人员
数量不断增加。要保持技术领先，
就要在了解人家技术的基础上有
自己的创新，并且保证我们的性能
指标比他们更好。”严振华说，“目
前很多锂离子电池在-20℃的时
候就基本不能用了，而我们实验
室最新研究的电池在-50℃时仍
可以使用。”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再走
向“大市场”，项目团队研发的动力
电池实现了锂离子动力电池的高比
能和快充性能，如今已应用于7款
新能源车型，2019年1月至2023年
6月间装车超过10万辆。

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
年人达2.6亿人，占总人口的18.7%；
我国居民脑卒中终生发病风险为
39.9%，居全球首位，其中缺血性脑卒
中患者约占70%。为破解这一难题，
由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牵头的“老
年缺血性脑卒中综合防治体系的建
立和推广应用”项目团队展开了长达
10余年的漫长攻关。该项目获得
2023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特等
奖，对于减少脑卒中发病，减轻社会
和家庭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天津医
科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李新告诉
记者：“我们在临床中发现，高血压
处方量和季节变化有关，如3月和
11月这两个时间节点，处方量明显
增加。而从地域上看，脑卒中发病
呈北高南低的趋势。”

李新说，除了外部环境因素，
老年人多病共存的现象比较常见，

这就造成缺血性脑卒中危险因素
之间关系错综复杂。

为此，团队开展了医学、气象、
环境跨学科合作。经过17年攻关，
首创脑卒中气象风险预警和老年共
病管理、药物个体化精准治疗相结
合的老年缺血性脑卒中综合交叉防
治体系，并贯通该病的一级预防和
二级预防。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
团队实施的“医院疾病诊疗—基层
医疗机构健康管理—患者自我管
理”医疗模式得到广泛推广应用，提
升了老年缺血性脑卒中防治的理论
研究和精准诊疗技术水平。
“受强冷空气影响，诱发脑卒

中的气象风险高，请广大市民注意
防范……”过去的几个冬天，不少
市民都收到了天津市气象台、天津
市健康气象交叉创新中心发布的
“脑卒中气象风险预警”以及科学
防范提示。

2021年 2月，天津市科技局批
准天津市气象局、天津医科大学第
二医院等六家单位共同建立天津市
健康气象交叉创新中心。2021年
11月5日，天津市气象台、天津市健
康气象交叉创新中心首次发布了脑
卒中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截至目
前，共发布脑卒中气象风险预警18
次，其中，寒潮脑卒中气象风险预警
13次、夏季高温脑卒中气象风险预
警5次。寒潮和夏季高温脑卒中气
象风险预警总受众7200万余人次，
减少老年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减
轻社会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在由天津市健康气象交叉创新
中心承办的四届“医学气象环境交
叉创新大会”上，与会专家也充分肯
定了项目所打造的“天津模式”，如
今该“天津模式”已推广至国内30余
家著名三甲医院，11万名老年人已
接受缺血性脑卒中防治综合管理。

177项成果获2023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

攻克关键难题 勇攀科技高峰

庞代文（左）和学生讨论量子点光扩散板性能。

李新（中）和团队成员讨

论患者病情。

陈军（右）和严振华（左）探

讨电池正极材料的改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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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视

扫黑风暴（11、12）
■ 徐英子身心

俱疲，她自我麻痹，
只希望生活能恢复
平静。徐英子与徐
小山约好一起吃饭，
徐小山却打电话说，
自己不能去了。在
徐小山家里，老宁告
诉徐小山，徐英子
为了救他出来，遭
受了各种凌辱。徐
小山留下遗书，老
宁做出了徐小山自
杀的假象。警方接
警 发 现 徐 小 山 死
亡，疑似自杀，林浩
听说后赶来。

文艺频道

谁知女人心（7、8）

■伤害到秀妍，
安华感到十分抱歉。
他答应秀妍，自己会
跟过去一刀两断，专
心做薛家的女婿。振
嘉找工作总是狮子大
开口，没有老板愿意
请他，只能由琦真在
街头卖草席来维持生
计。琦真倍觉凄苦，
但还是决定把这条不
归路走下去。

都市频道

健康直播间
■全民健康生活

方式月特别节目邀请
专家畅聊“践行健康
生活方式 共享健康
生活”的话题：为什么
要开展全民健康生活
方式行动？行动的宗
旨是什么、具体内容
有哪些？天津市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科
普基地的具体情况是
怎样的？

影视频道

兄弟们上（7—10）
■黑狼看出白狐

喜欢二龙，他也中意
二龙当他的妹夫。麻
头、蔡瞎子以为二龙
被白狐迷住了，二龙
分析形势，游击队加
上自卫队不过百十来
条枪，而黑风山土匪
人多势众，如果争取
过来，抗日队伍的战
斗力就会大大增强。
大家这才明白他的用
心良苦。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扫黑风暴

21：20 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9：50 谁知女人心

21：10 相声大会

天视3套（104）

19：00 兄弟们上

天视4套（105）

15：00 健康直播间
21：00 世间路

天视5套（106）

18：00 旗开得胜

教育频道（107）

20：10 教育新气象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