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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月27日讯 “鲲龙
500”采矿机器人、“海牛号”海底
深孔取芯钻机等战略新产品支撑
“深海”探测；超级杂交稻百亩示
范片平均亩产再创新高； 耐盐碱
杂交稻成功试种……到2017年，
全省创新综合实力上升到全国第
12位， 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
55.9%。日前，我省正式印发的《湖
南创新型省份建设实施方案》中
提出，到2020年，全省创新综合
实力目标为进入全国前10位。

研发经费投入大幅提升

为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
入，我省出台了《湖南省加大全社
会 研 发 经 费 投 入 行 动 计 划
（2017—2020年）》和《湖南省支
持企业研发财政奖补办法》，确保
2020年R&D经费投入占GDP比
重达到2.5%。

近年来， 湖南积极实施加大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行动计划，
首次兑现奖补资金3.71亿元。全
省研发经费投入总量预计突破
700亿元，同比增长23%，研发经
费投入强度有望突破1.9%的目
标。按照计划，到2020年，科技投
入将超过1000亿元，占GDP比重
超过2.5%。同时，我省积极实施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专项行动， 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1400家左右，较上
年增长40%以上， 一年净增数与
近5年的增加数持平，高新技术企
业总数突破4660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评价入库企业2539家，2098
家享受75%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受惠面86.2%，减免税收28.4
亿元。

重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

中南大学何继善院士领衔的

“大深度高精度广域电磁勘探技
术与装备” 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
奖，全国仅4项；中南大学田红旗
院士领衔的“轨道交通空气动力
与碰撞安全技术创新团队” 和湖
南大学罗安院士领衔的“电能变
换与控制创新团队” 均荣获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创新团队），全
国仅3个……近年来，我省获国家
科技奖励“量质齐升”。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
285项， 我省27个项目（团队）获
奖，比去年增加10项；其中由我省
主持完成的18项， 占全国1/7，在
全国排第4位， 创近年来最好成
绩。其中，主持完成的项目获4项
一等奖， 主持完成的国家技术发
明奖6项，掌握了相关领域自主核
心知识产权，具有很强的原创性、
首创性。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通讯员 任彬彬

一个南方山区的农
家孩子， 听着父亲要为
农民服务的叮咛长大。
从农业大学毕业后，30
多年行走在麦田里，和
一种叫做条锈病的古老
而狡猾的真菌病害展开
了拉锯战。最终，他带领
团队锤炼出“中国方
案”，近10年来每年为国
家挽回小麦损失20亿公
斤以上。 在全球小麦主
产国里， 中国第一个实
现了“有病无灾和持久
控制”。

2018年度“湖南光
召科技奖”评选，将殊荣
送给了他。

2月下旬的一天，在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咸嘉
湖西路的中国农业科学
院麻类研究所(简称麻类
所)， 记者见到了立下赫
赫战功的陈万权研究
员。5年前， 他服从组织
安排从北京来到长沙
执掌麻类所，在继续大
战“锈病”的同时，还实
现了麻类所综合实力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
排名猛进了十多位，而
且推动了湖南省人民
政府与中国农科院的战
略科技合作。

话题离不开几十年
的老对手。 小麦条锈病
有多大威力?“如果不加
以防治， 百姓餐桌上平
均每2碗面条就有1碗被
它夺走!”陈万权说，在患
病的麦田里走一趟，麦

叶上布满一条条铁锈色，
裤腿也会被染成黄色。

条锈病的病菌孢子，
肉眼看不见，年年都做恶。
科学家们发现， 夏天清凉
的西部高原成了夺麦杀手
病菌孢子的老巢， 直捣老
巢可谓事半功倍。 陈万权
背着行囊到偏僻艰苦的四
川阿坝和甘肃陇南蹲点调
查和试验研究。

如何在老巢尽可能减
少菌源? 陈万权牵头提出
了“中国方案”，研发出抗
锈良种、药剂拌种、退麦改
种、 适时晚种以及带药侦
察、打点保面和实时监测、
统防统治等多种防病关键
技术， 构建了综合治理技
术体系， 减轻小麦条锈病
的流行危害。 以此为核心
的“中国小麦条锈病菌源
基地综合治理技术体系的
构建与应用”成果，获得了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陈
万权是主持人， 成为我国
植保界近30年来唯一的国
家级一等奖。

聊到伙伴们爆料的
“下田做病害调查时，三个
人调查的面积只能和他一
个人比”，记者想知道陈万
权有什么秘诀？ 他笑着从
座位上起身， 弯腰低头演
示起来， 边漫步边说：“搞
多了就熟了。 我每步是0.7
米，弯腰低头到两眼视野1
米宽的程度，有多少病害、
有多少麦株，一目了然。”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孙进昌 廖勇凤

湖南科技创新交出“亮眼”成绩单
近几年获国家科技奖励“量质齐升” 全省创新综合实力上升到全国第1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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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光召科技奖”获得者陈万权：
麦田守护者，30多年战“锈病”

中南大学牵头发明的一
项技术，成功应用于大型运载
火箭贮箱薄壁结构件制造，突
破了现有技术制造极限，首次
实现了世界最大尺寸直径
10m级重型火箭贮箱瓜瓣的
形性一体化制造。不仅力学性
能提高了10%，成形精度达到
毫米级， 而且大幅缩减了工
序，成本降低。在27日召开的
湖南省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
暨科技奖励大会上，“大型构

件蠕变时效形性一体化制造关
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省技术
发明奖一等奖。

据悉， 该项目研发的相关材
料本构模型被编入顶级钣金成形
分析软件PAMSTAMP， 并以第
一完成人姓氏zhan’s�model命
名。 成果还将进一步推广应用到
战略武器、 大飞机等大型结构件
制造，为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大
飞机及先进武器装备等研制作出
突出贡献。

链接

万步炎： 中国深海钻机第一人
万步炎，男，1964年出生，湖南科技
大学教授。 主持研发了国内全部在
用海底钻机装备与技术， 使我国海
底钻机技术从无到有并跃升为国际
领先。

刘飞香： 实现高端地下工程装
备中国智造刘飞香，1963年出生，教
授级高工，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在国产全断
面隧道掘进机产业的发展中， 主持
攻克了30多项核心关键技术。 牵头
研制了国产高速铁路轨道系统，率
先实现了高铁轨道系统国产化。

吴义强： 开辟木竹秸秆加工新
天地吴义强，男，1967年出生，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副校长， 国际木材科学
院院士。近30年来在木竹资源、农业
秸秆等加工利用领域创造性地开展
研究工作。 创制竹材资源节能环保
高质化加工利用新技术， 为实现湖
南千亿竹产业战略目标提供了重大
支撑。近3年部分应用企业新增产值
70亿元。

陈万权：男，1962年出生，中国农
科院麻类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
长期从事植物病害科研工作， 揭示
了作物多样性调控病虫害效应与机
理，防病增产效果显著。创造性地建
立了中国小麦条锈病菌源基地综合
治理技术体系，每年在全国推广应用
7000多万亩次、增收节支30多亿元。

赵中伟： 清洁高效提钨取锂赵
中伟， 男，1966年出生， 中南大学教
授。发明了“基于碱法体系的难冶钨
资源高效利用”、“硫磷混酸体系协
同分解钨矿”等系列钨冶炼技术，实
现了我国复杂钨资源的清洁、 高效
生产；发明的盐湖提锂技术，相关转
让经费超过1亿元。

“湖南光召科技奖”
获得者简介

2013年11月17日， 国防科技大学科技人员在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
心机房观测“天河二号”运行情况。 何书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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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实现世界最大尺寸重型火箭
贮箱瓜瓣形性一体化制造
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中南大学牵头完成

国防科技大学牵头完成
的“复杂场景中自主系统的智
能感知与学习控制” 项目，将
为新一代机器人在复杂场景
中作业能力的提升提供坚实
的基础理论和技术支持。在27
日召开的湖南省推进创新型
省份建设暨科技奖励大会上，
该成果获得省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

经过近20年的潜心研究，
该项目以自主驾驶车辆和水下

仿生机器人两类典型的自主系统
为应用对象， 在复杂场景视觉显
著性检测的多尺度频域分析方
法、 基于稀疏核特征的自评价学
习控制理论和方法、 水下自主系
统的仿生流场感知机理与预测型
学习控制方法等方面取得重要创
新， 研究成果推广应用于汽车自
主驾驶系统、 仿生波动长鳍样机
等自主无人系统， 取得了显著的
应用推广效益。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

银屑病、 特应性皮炎、湿
疹是一组常见的慢性炎症性
皮肤病，据不完全统计，发病
率在20%以上，迁延难愈且复
发率高。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牵头的项目组历经近20年研
究，揭示了发病机制中的关键
环节与靶点，创新了诊疗技术
及策略，从整体上提高了炎症
性皮肤病的诊疗水平。在27日

召开的湖南省推进创新型省份
建设暨科技奖励大会上，“炎症
性皮肤病发病机制及诊治技术
的创新与应用”项目获得省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

项目组负责人陆前进教授介
绍，已经发现了银屑病、特应性皮
炎发病的关键环节与基因， 为这
些疾病的治疗提供潜在新靶点及
途径。

炎症性皮肤病发病机制
及诊治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牵头完成

复杂场景中自主系统的
智能感知与学习控制
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国防科大牵头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