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学奖22项
一等奖 8项 二等奖 14项

●技术发明奖12项
一等奖 5项 二等奖 7项

●科技进步奖142项
特等奖 3项 一等奖 35项 二等奖 104项

●科技合作奖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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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整理：李钢）

共 收 到 提 名 1031项
（人），比 2020年度提名数
量增加 30.7%，是自 2018
年省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以来
数量最多的一年；总体获奖
率为18.9%，同比有所降低。

“控制奖励数量，提高奖励质量”

180个项目（人）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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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4月中旬起，
中央主要媒体将深入革命老区
和边疆地区，开展行进式、互动
式采访报道，生动讲述新时代

“老区新貌”“大美边疆”的精彩
故事。

此次集中采访报道将持续
到 7月上旬。各媒体将通过

“走街串巷”式的慢直播和互
动性、代入感强的行进式采访
报道，深入反映革命老区和边
疆地区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区域发展等方面的生
动实践、显著成就和感人故
事，充分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的新风
貌新变化新成就，生动展示革

命老区和边疆地区人民自信
自强、团结奋斗的良好精神风
貌。

据了解，4月16日起，中央
主要媒体将对赣闽粤原中央苏
区、海陆丰革命老区、湘赣边革
命老区、陕甘宁革命老区、浙西
南革命老区、左右江革命老区、
琼崖革命老区、大别山革命老
区、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川陕革
命老区、沂蒙革命老区、太行革
命老区等 12个革命老区逐一
开展行进式采访报道。

革命老区采访报道结束
后，将接续推出边疆地区采访
报道，共涉及辽宁、吉林、黑龙
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
广西、云南等9个省（区）。

由中山大学干细胞与再生
医学创新平台完成的“间充质
干细胞功能特性、治疗机理与
临床转化的系列研究”项目捧
回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中山大学干细胞与再生医
学创新平台负责人、项目第一
完成人项鹏介绍，干细胞技
术是目前重大疾病治疗的需
求，以干细胞为核心的再生
医学有望成为继药物治疗、
手术治疗后的第三种疾病治
疗方式，为重大难治性疾病
提供新的治疗策略。课题组

经过近 20年研究，在间充质
干细胞的功能特性、治疗机
理与临床转化方面取得一系
列突破性成果。

项鹏表示，身体几乎每个
器官组织都有间充质干细胞
（MSC）的存在，这种细胞不仅
来源广泛，而且很容易分离扩
增，能够多项分化，参与造血
支持、免疫调节、组织损伤修
复等，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场
景。然而，截至目前，中国、美
国均未批准任何一项 MSC产
品上市。究其原因，MSC临床

转化仍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
决的瓶颈。

针对瓶颈，项目团队围绕
如何“发现功能亚群、揭示治
疗机理、精准选择适应症”等
科学问题展开合作攻关，取得
了重要突破。

团队以骨髓 MSC为切入
点，深入解析MSC在不同病理
微环境下的作用模式，揭示了
MSC多维度、多靶点的免疫调
节机制，为临床精准选择MSC
适应症提供了科学依据。在
此基础上，团队精准选择适应

症，在国际上率先开展MSC治
疗移植排斥疾病的临床研究，
证实了 MSC治疗慢性移植物
抗宿主病安全有效，并首次揭
示调节性 B细胞是 MSC治疗
的关键靶点。基于对 MSC的
深入理解，团队牵头制定国内
首个《人间充质干细胞》团体
标准，研发的国内首个异体人
骨髓 MSC注射液获国家药监
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有望实
现重大难治性疾病的突破性
治疗。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钢报道：
15日，全省科技创新大会颁布2021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其中，广州市获奖134项（人），占总
奖项的74.4%，位居全省第一。

据了解，从奖励级别看，广州
市获特等奖1项、一等奖40项（占
全省83.3%）。从奖励类别看，获
自然科学奖19项（占全省86.4%）、
技术发明奖9项（占全省75%）、科
技进步奖103项（占全省72.5%）；
与暨南大学合作的马丁?班威
尔、与广东工业大学合作的丸岡
啓二、与广州大学合作的巴丹尼
等3名外籍人士荣获科技合作奖
（占全省 3/4）。134个获奖项目
（人）中，由广州市企事业单位牵
头完成的 111项、参与的 23项。
广州市获奖项目在数量上、质量
上均继续保持全省领先优势。

此外，广州科技力量在关键
领域获奖，成绩颇为亮眼。生物
医药、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材
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领域获奖项目占广州市获奖
总数的79.4%，其中生物医药领域
优势最为明显，共获得特等奖 1
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9项，占
全市获奖总数的21.3%。

获奖项目也进一步彰显了广
州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据统
计，获奖项目中，广州地区高校、
科研院所牵头或参与项目共104
个，其中与企业共同获奖项目77
个，支持在穗企业获奖项目 36
个，主要分布在生物医药、节能
环保、农业等领域。

这三个项目
凭何捧得科技进步奖

180个项目（人）获2021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老区新貌”
行进式采访报道启动
“大美边疆”采访报道其后接续推出

“红色+旅游”
乡村振兴路子宽

羊城晚报记者 丘锐妮

梅州三河

一座高15米、宽4米的烈士纪念碑巍峨耸
立于松柏青翠之中，碑身 15个正楷鎏金大字

“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显得格外
庄严肃穆，前来瞻仰的人络绎不绝……近日，羊
城晚报记者在梅州市大埔县三河坝战役纪念园
采访了解到，作为革命老区，在各种政策支持
下，当地通过创新“红色+旅游”模式，乡村振兴
成效不断显现。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在支
持老区苏区振兴发展的各项政
策下，三河镇通过创新“红色+
旅游”模式，打造以三河坝战
役纪念园为核心，串联三河坝
干部学院、汇东村中组部红色
村组织振兴试点、旧寨村省级
红色村党建示范点、三河社区
红色研学小镇、余里村起义军
后方阵地的“一核五点”，重点
推进“大埔客厅”、梅潭河碧道
二期工程、红色廊桥、朱德桥
头文化旅游配套设施工程、红
色研学教育实践综合体、余里
中小学生劳动实践基地等项
目建设，带动民宿、餐饮、特产
店、农产品、旅游商品等产业
发展。

“我们农庄主打大埔特色
的药根鸡、三河河鲜等，很受客

人欢迎。”大埔县三河镇汇东村
的特色“水上餐厅”绿色富祥农
庄负责人曾富祥说，随着三河
镇红色资源的开发，前来旅游
的人越来越多，特色农家乐越
做越旺，餐厅的特色菜还曾登
上央视，他本人也被国家旅游
局评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户和
致富带头人。

村民黄赛娇则从另一个角
度谈了她的感受：“三河镇近年
变化很大，道路更宽广，越来越
多的红色书屋、红色广场、碧道
使我们的休闲生活更加丰富。”

三河镇党委书记饶志潘对
记者表示，三河镇将坚持党建
引领，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紧
扣产业发展关键，积极创建大
埔西部以三河为中心的红色引
领乡村振兴示范区。

红色资源助推乡村振兴

红色热土永存红色记忆

据了解，“中国食品微生物
安全科学大数据库构建及其创
新应用”项目由广东省科学院
微生物研究所等机构完成。项
目成果有效解决了我国食品微
生物安全“卡脖子”的重要科技
问题，显著提升防控效率，覆盖
我国主要的食品产业链，使微
生物污染率下降 90%以上，极
大提升了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省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吴清平介绍，在影响食品安全

的要素中，微生物是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60%以上的食物中
毒都是由致命微生物引起的。
因此，其团队在过去十多年里
一直致力于构建中国食品微生
物安全科学大数据库。经过全
国范围内的采样以及综合分
析，团队构建起了6个数据库：
风险识别数据库、菌种资源数
据库、分布数据库、全基因组数
据库、条码指纹数据库、溯源追
踪数据库。

吴清平表示，通过这一科

学大数据库，可以呈现中国食
品微生物安全整体风险水平，
以及发现主要污染的致病微生
物是什么，进而更深入研究食
品危害是如何形成的，搞清楚
其机理机制。他透露，该成果
单库的风险识别数据库为全球
最大，菌种量、测序量也是最多
的，目前已测序了两万多株实
验性致病微生物，并因此挖掘
出了近200个新的检测靶标，顺
利实现了对实验性致病菌检测
全覆盖。

“中国食品微生物安全科学大数据库构建及其创新应用”
使微生物污染率降逾90%，极大保障“舌尖安全”

“散裂中子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珠三角首个国家大科学装置，科研智造之“利器”

在穗机构人员
获奖数

占全省近75%

间充质干细胞技术：为疑难重疾提供新治疗策略

数据

黄土高原地层研究：刷新对古人类起源迁徙史的认知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部分项目

此次获得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的“黄土高原南部黄土地层
年代与古环境及其早期人类演
化新发现”项目，由中国科学院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牵头完
成，成果足以改变对传统的古
人类迁徙、扩散模式的认知。

据了解，该项目属于第四
纪地质学基础研究。人类起
源及演化是第四纪和“古全球
变化”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
目前已经建立了古动物、古植
物甚至古细菌的高分辨率环
境演化序列，但古人类“高分
辨率环境演化序列”研究却十
分稀少，最大的难点在于，没
有找到一个良好的沉积序列
和活动场所。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

研究所研究员、项目第一完成
人朱照宇介绍，黄土高原南部
陕西蓝田有着 37个黄土-古
土壤地层序列，记录了第四纪
37个冰期-间冰期气候旋回，
并且曾发现过几处古人类化
石 和 石 器 点 。 自 2001年 至
2018年，由朱照宇牵头联合了
国内外十余家科研和高校学
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在蓝田地
区进行了多学科交叉合作调
查研究，积累了数千组第一手
数据。

研究工作首次独立发现了
黄土层中距今212万年的古人
类石器，运用多种技术方法和
高分辨率古地磁定年，检测出
两个最重要的古地磁事件——
奥杜威和留尼旺正极性亚期，

确定了最古老的黄土地层中的
石器年代为距今 212万年，比
国际公认的非洲以外最古老的
格鲁吉亚的德马尼西石器（185
万年）还要早27万年。这一新
发现使蓝田上陈村成为迄今所
知非洲以外最古老的人类活动
地点之一，改写了早期人类起
源和迁徙的历史。

研究还首次将公王岭直立
人头盖骨年龄从距今115万年
重新定年至距今 163万年，使
其成为迄今所知非洲以外第二
古老的头盖骨化石，确定了直
立人至少在160多万年前就已
出现在东亚，改变了对传统的
古人类迁徙、扩散模式的认知。

此外，团队在蓝田上陈村
陆续独立发现了45万年至212

万年的23层旧石器层，运用各
种古环境指标揭示了长时间尺
度古人类生存环境的演化特
征。这是目前所知世界独有的
长尺度、多阶段、高频率的新发
现，为使蓝田成为全球性时标
和地标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古
全球变化”研究中“古人类及其
生存环境的高分辨率演化序
列”的薄弱环节方面打开了突
破口。

项目成果获国家“2018年
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亦是迄
今为止广东省内第一作者第一
单位牵头获得的唯一一项地质
科学成果，且获评国际“近十年
（2010-2019年）人类演化领域
最重大发现”。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据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副
总裁、高级工程师廉玉波介绍，

“高端纯电动乘用车关键技术
研发及产业化”这一项目取得
了三大技术重大突破点，包括
创建“三明治”结构高安全无模
组刀片电池系统、创建大功率
低损耗 SiC模块控制器设计制
造技术、创建充驱一体高电压
深度集成架构，攻克了动力电
池热失控、SiC快速开关引起尖
峰电压抑制、高电压车型在低
电压充电桩难以快速补能等痛

点，结构动力电池系统体积能
量密度、SiC驱动总成综合效
率、最大充电功率等关键指标
均超特斯拉。

据介绍，项目授权发明专
利79项，实用新型专利 43项，
主导制定了我国首个电动汽
车安全强制国家标准等 14项
国家标准，代表中国主导制定
了全球第一个电动汽车安全
技术法规。项目成果经专家
组鉴定：“整体处于国际先进
水平，刀片动力电池和充电驱

动一体集成架构技术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

该项目突破高端纯电动汽
车安全、续航、动力协同提升难
题，打造出系列化高端纯电动
车 型 ，自 主 车 型 市 场 销 量 领
先。同时，实现对丰田等国外
一流品牌的技术输出和产品配
套。近三年直接经济效益超千
亿元，强力支撑广东在全国新
能源汽车发展领域的引领地
位，助力广东打造世界级新能
源汽车产业高地。

“高端纯电动乘用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支撑广东在全国新能源汽车发展领域引领地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散裂中
子源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陈和生
介绍，散裂中子源就像“超级显
微镜”，是研究物质材料微观结
构的理想探针。2006年 1月，
中国科学院启动了散裂中子源
的预制研究项目。同年，项目
选择落户东莞大朗镇。至2011
年10月，总投资约23亿元的中
国散裂中子源装置在东莞奠
基，结束了珠三角地区无国家
大科学装置的历史。

2017年秋天，中国散裂中
子源首次打靶成功获得完全符
合预期的中子束流，调试速度
远超国外的散裂中子源。2018
年3月，中国散裂中子源通过中
科院组织的工艺测试和鉴定，
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或优于验
收指标，按指标、按工期、高质
量地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技

术和综合性能进入国际同类装
置先进行列。项目正式通过国
家验收，填补了国内脉冲中子
应用领域的空白，对国内外用
户开放。

截至目前，散裂中子源已
完成用户实验课题约 700项，
在多个领域开展了重大创新研
究，开展了包括深海潜水器等
大型工程部件残余应力和服役
性能检测等，为国家急需的许
多高性能结构材料攻关提供了
关键技术平台。

中国散裂中子源是粤港澳
大湾区首个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它的建成最直接效益就是
为科研工作者带来研究的“利
器”，特别是为港澳科学家使用
散裂中子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便利。同时，大湾区是全国先
进制造业高地，对材料科学研

究有着迫切的需求。散裂中子
源布局在东莞，意义重大。

陈和生还透露，散裂中子
源二期工程已于2021年上半年
正式纳入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各项
前期准备工作均已获得相关部
门批复，预计今年内将正式动
工。未来的谱仪数量将增至
20台，覆盖广大用户各个研究
领域，加速器打靶和靶站功率
将 从 100千 瓦 提 升 到 500千
瓦，设备研究能力大幅度提升，
可大大提高实验的精度和速
度，测量更小的样品，研究更快
的动态过程，满足国内外更多
用户需求，为前沿科学研究、国
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提
供更先进的研究平台，为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多
贡献。

党员群众瞻仰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 吴腾江 摄

15日，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在穗召
开，颁发了2021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
奖，共180个项目（人）获奖。其中，“中
国食品微生物安全科学大数据库构建
及其创新应用”“散裂中子源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项目”“高端纯电动乘用
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三大成果获
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三河坝位于梅州市大埔县
西部，因梅江、汀江、梅潭河在
此交汇而得名。1927年10月，
由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一部
3000余人，曾在这一带与尾追
而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两万余
人，展开三天三夜激战。“当年
10月4日，为了掩护部队转移，
七十五团第三营全营战士主动
提出留在笔枝尾山上进行最后
的阻击。战士们顽强地坚守阵
地，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但最后
寡不敌众，全营战士壮烈牺
牲。”站在三河坝战役最后一个
阻击战场的战壕遗址前，三河
坝战役纪念园管理处宣传讲解
股副股长赖晟向记者讲述了当
年战役的其中一幕。

“三河坝战役中八一起义
军体现了‘信念坚定，勇于担
当；军民同心，誓死杀敌；务实
探 索 ，薪 火 传 承 ’的 伟 大 精
神。”中共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甘海洋表示，三河坝战
役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为了活化利用红色资源，
大埔县先后对三河坝战役的战
壕、朱德演讲旧址等革命遗址
进行修缮，开展红色故事宣讲
活动等，并依托红色资源，支持
红色题材影视作品如《建军大
业》《三河坝战役》的拍摄取
景。该纪念园入选全国红色经
典旅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等，每年参观人数
突破100万人次。

在现场，记者遇到当年参
加战斗的蔡晴川营长的曾外孙
女冯金莲。她告诉羊城晚报记
者，她家住湖南，此前因交通不
便，曾想来看看曾外祖父浴血
奋战的地方却未能如愿；近年
交通便利了，下高速公路后驱
车约 5分钟就能到达纪念园，
她便时常带孩子来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