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牵头

完成的“环境中耐药基因的形成和

扩散机制”项目

●●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参

与完成的“高能效超宽带氮化镓功

率放大器关键技术及在5G通信产

业化应用”项目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牵头

完成的“复杂海岸环境沙滩保护修

复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

●●华侨大学参与完成的“半导体材料

高质高效磨粒加工关键技术与

应用”

●●厦门大学参与完成的“鼻咽癌精准

防治策略的创立及推广应用”

●●集美大学参与完成的“海水养殖鱼

类精准营养技术体系构建及产业

化应用”

●●安捷利美维电子（厦门）有限责任

公司参与完成的“面向高性能芯片

的高密度互连封装制造关键技术

及装备”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厦门获奖科技成果

晨报讯（记者 彭怡郡）近

日，厦门 25条市管路段上的

3745处异响井盖改造完成，开

启“静音”模式。

据了解，井盖有异响，一般

是因为井盖与井圈之间的减震

垫橡胶圈老化磨损，出现高度

差。市市政工程中心表示，橡

胶圈老化后，他们都会及时更

换，但因为橡胶圈型号多，规格

很难统一，安装也不好固定，所

以往往更换了没多久，就又出

现磨损或脱落。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在

市市政园林局牵头下，市市政

工程中心及其养护单位不断研

究尝试，探索出可调式井盖异

响消除工艺。该工艺采用钢丝

绳替换橡胶圈，再填充新型井

盖防跳响快速修复材料，操作

简单高效，能有效减少反复维

修的人工成本。这一举措已在

全市范围内推广。

2023 年 8 月至 2024 年 5

月底，市市政工程中心对湖滨

中路、湖滨北路、建兴路、白鹭

洲路、湖滨南路、鹭江道等25

条市管路段上的3745处井盖

进行了改造。接下来，市市政

工程中心还将开展动态巡查。

全市3745处井盖
优化改造实现“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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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高！我市7项成果获殊荣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和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一次

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七次

院士大会2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

堂隆重召开。

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共评选出250个项目和12名科

技专家。

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人，获得者为武汉大学李德仁

院士和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国

家自然科学奖49项，其中一等奖

1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

明奖62项，其中一等奖8项、二

等奖54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3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

16项、二等奖120项；授予10名

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

学技术合作奖。

李德仁：
巡天问地 建设“遥感强国”

两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

德仁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提升

我国测绘遥感对地观测水平。

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

系是宛若大国“明眸”的国之重

器。坚持自主创新，李德仁及团

队开发出的遥感技术及工具，都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这样的

一份成绩单，凝结着他们的心血

——

在我国遥感卫星核心元器件

受限、软件受控的条件下，他带领

团队攻克卫星遥感全球高精度定

位及测图核心技术，使国产卫星

影像自主定位精度达到国际同类

领先水平；

他主持研制了我国自主可控

的3S集成测绘遥感系列装备和

地理信息基础平台，引领传统测

绘到信息化测绘遥感的根本性

变革；

他创立了误差可区分性理论

和粗差探测方法，解决测量数据

系统误差、粗差和偶然误差的可

区分性这一测量学界的百年难题

……

作为国际著名测绘遥感学

家、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

测体系的开创者之一，李德仁研

制的我国遥感卫星地面处理系

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

好”的跨越式发展。

在武汉大学，有一门被学生

们誉为“最奢侈的基础课”，由李

德仁等6位院士联袂讲授。李德

仁坚持按时给大一学生讲授“测

绘学概论”。这门有28年历史的

基础课程，每次都座无虚席。

“未来世界科技的竞争，关键

是人才竞争。”李德仁认为，要把

测绘科学能为国家“干什么”、学

科能达到的“高度”告诉学生，引

导他们主动思考、勇于攀登。

迄今他已累计培养百余位博

士，其中1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

士，1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武汉大学已建成世界上规模大、

门类全、办学层次完整的测绘遥

感学科群，遥感对地观测学科在

世界大学排名中心等学科排名中

连续多年名列全球第一。

薛其坤：
科学报国 探秘量子世界

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

应、首次发现异质结界面高温超

导电性……他用一个个重量级科

学发现，助力我国量子科学研究

跻身世界第一梯队。6月24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薛其坤站上了2023年度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

量子科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量子反

常霍尔效应，被认为是量子霍尔

效应家族最后一个重要成员，是

探索更多量子奥秘的重要窗口，

同时推动新一代低能耗电子学器

件领域的发展。

“谁率先取得突破，谁就将在

后续的研究和应用中占得先机！”

薛其坤带领团队分秒必争，历经

4年时间，先后制备测量1000多

个样品，破解一系列科学难题。

终于在2012年底，他们在实验中

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世界首次！这项成果在国际

学术期刊《科学》发表后，诺贝尔

奖获得者杨振宁说：“这是从中国

实验室里，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

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薛其坤和团队抓住的另一个

重大科学机遇是高温超导。超导

是一个典型的宏观量子现象，因

巨大的应用潜力而备受关注。寻

找更多高温超导材料是科学界孜

孜以求的目标。

经过多年努力，2012年，薛

其坤和团队首次发现了界面增强

的高温超导电性，这是1986年铜

氧化物高温超导体被发现以来，

常压下超导转变温度最高的超导

体，同时也为探究高温超导机理

开辟了全新途径。

如今，薛其坤仍奋战在科研

第一线，带领团队为解决高温超

导机理、高温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和拓扑量子物态的应用、拓扑量

子计算的实现等前沿科学问题持

续攻关。

两名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晨报讯（记者钟宝坤通讯
员 陈君玉 唐燕婷）昨日，记者

从厦门市科技局获悉，厦门市

共有7项成果获2023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创历年获奖之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也是科学家精神的灵魂。

近年来，在以爱国、创新、求实、

奉献、协同、育人为核心的新时

代精神指引下，我市广大科技

工作者心怀“国之大者”，坚持

“四个面向”，把科技创新与国家

所需紧密结合，勇攀科技高峰，

推动了我市一批代表国家水平

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其中既

有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

果，又有面向产业和民生需求

的应用技术成果，对参与国家

科技发展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发挥了支撑和保障作用。

相关新闻

晨报讯（记者俞杰）昨日，厦

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

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

市政府关于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情况的报告。我市生物医药产

业经过多年的培育，已成为重要

的优势产业，医疗器械持续保持

优势地位，产值规模占全省80%

以上，体外诊断试剂领域全国领

先，基因与生物技术未来产业及

人工智能（AI）应用等新兴领域

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新活力。

据悉，全市现有生物医药与

健康领域企业1500多家，其中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613家，未来产

业骨干企业40家，省、市级新型研

发机构27家，上市企业11家。

2023年，全市生物医药与健康产

业产值预计847亿元，其中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中产值或营收上亿

元的116家，10亿元以上的6家。

2023年生物中心发布“2022

年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排行

榜”，厦门生物医药港在全国204

个参评园区中位列综合竞争力榜

单第13名，连续五年进入前15；

同时，在合作竞争力单项榜单中

位列第9位。

近年来，我市生物医药产业

持续增强研发投入，全市共有35

个品种已申报或进入临床试验阶

段，其中1类创新药品种26个、2

类改良型新药品种9个。

市科技局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将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强

化企业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

转化主体地位，落实推动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11条措施。进一步

巩固优势领域领先地位，推动九

价宫颈癌疫苗、1类新药怡培生

长激素等创新产品加快上市，拓

展创新药械未来风口领域。

厦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听取并审议市政府
关于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

我市医疗器械产值规模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