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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作为目前我国最大的铁

路道岔和钢桥梁制造商，中铁宝桥集

团有限公司频繁拿下国内外各种大

单，原因是产品和技术过硬。据了解，

企业成立城轨交通研究院、轨道线路

研究院、桥梁结构研究院，采用产、

学、研、用联合创新方式，促进科技攻

关和成果转化。

近年来城市轨道建设火热，为了

抢占这块“大蛋糕”，城轨交通研究院

以跨座式单轨交通与中低速磁浮轨

道交通系列产品研发为起点，联合国

内高校与设计研究院，探索新型城轨

交通产学研合作模式，在既有基础上

持续完善跨座式单轨交通系列产品，

扩大磁浮轨道交通产品覆盖范围，开

发出悬挂式轨道与跨座式旅游轨道

交通系统产品。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实

施，为满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泰国、南非等国家铁路线路建设和改

造需要，中铁宝桥利用轨道线路研究

院，积极联合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西南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科研院

校，通过联合出海，量身打造适合不

同标准体系、不同用户需求的铁路线

路扣件系统、电

务转换系统及梁端

伸缩装置，在完善产

品型号和种类、满足国

际市场需求的同时，大幅

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的提升，也为科技成果及时

转化为生产力探索了新模式，

为企业新增产值约 2 亿元。

桥梁建设是中铁宝桥的传

统优势，为了让优势不断放大，

公司利用桥梁结构研究院，重点

研发“高性能桥梁钢”项目，主要

通过母材性能试验、焊接性试验、

熔敷金属试验及典型接头的焊接

工艺评定试验研究。2019 年 3 月

该项目通过专家评审，这标志着

此项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公

司成为国内首家掌握 690Mpa 级

高强度桥梁钢焊接技术的企业，

确保中铁宝桥承制的武汉江汉

七桥工程的顺利开展和国家课

题研究任务的高质量完成。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目

前，公司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

占企业年销售收入的 5% 以

上，新品销售收入占企业年

销售收入的 70% 以上，产

品研发呈现出“生产一代、

预研一代、研发一代、储

备一代”的良好局面。
本报记者 魏薇

本报讯 “要进军高

端市场，不能满足当‘代

工小弟’，要积累自己的

研发实力，增强企业核

心竞争力！”日前记者

在宝鸡拓普达钛业有限

公司采访时公司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为了从军

工市场、深海领域取得

新订单，公司加大自主研

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研发高强高韧材料，实现

新产品占销售额 20% 的

新突破。

高强高韧钛合金是

飞机和发动机的主要结构

材料之一，在航空、航天、兵

器、舰船等尖端国防工业中

应用广泛。近年来，为了从军工市场、

深海领域取得新订单，从 2014 年起，

公司与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院、北

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西北机电工程

研究院、北京机电研究所等科研院所

联合进行科技攻关，在大规格管材锻

造工艺技术、大规格管材强韧性匹配

技术上进行突破。

据了解，拓普达钛业采用新的加

工工艺，制造高强高韧钛合金大规格

厚壁管材，制造方法为斜轧穿孔+ 径

锻管材工艺。该技术处于国内先进水

平，填补了我国高端领域用大规格高

强高韧钛合金厚壁管材锻造工艺的

空白。目前，该科研成果已完成了批

量化生产，今年以此技术为支撑的新

产品，占销售额的比重达到 20%。
本报记者 魏薇

中铁宝桥：

三个设计院
成为成果转化顶梁柱

宝鸡拓普达钛业有限公司:

新产品占销售额比重达 20%

汇聚创新发展的澎湃力量
——我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魏薇

从关注结果 到关注过程

让科技成果不再束之高阁，需要

有富含创新因子的多样化生态环境。

宝鸡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拥有

石油装备、钛及钛合金、汽车制造等

产业集群，且毗邻科研资源丰富的西

安，对接全国上百家科研院所，是科

技成果转化的“适生区”。

要取得创新成果，不能急功近

利，只有释放活力，才能充分挖掘创

新主体的潜力。近年来，宝鸡更加注

重对创新过程的引领，相继出台了

《宝鸡市鼓励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若

干措施》《宝鸡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若干措施》等政策，加大财政科技投

入力度，设立宝鸡市科技创新培育新

动能专项资金，优先支持创新主体培

育、创新能力提升、建立研发平台、科

技产业园区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科

技创新活动。

作为老工业基地，宝鸡国有企业

比重大，优势技术沉淀多，是成果转

化的“富矿带”。宝鸡支持这些企业

聚焦关键技术，实施国家、全省重大

科技项目，每年设立 5000 万元创

新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企业关键技

术研发、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产学

研合作、人才引进等活动。政府层

面的引导和认可是风向标，给了企

业动力。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为

打破美国在连续油管领域的技术封

锁，从 2006 年起组建科研团队，在毫

无标准和经验借鉴、产业上下游支撑

几乎处于空白的情况下，走上一条艰

难的自主研发之路。2009 年产品正

式投放市场，从最初年销售量 150 吨

到现在的 7000 多吨，宝鸡钢管公司的

连续油管占据了国内市场 85% 的份

额，改变了国内油气用户对进口连续

油管“用不起、不敢用”的现状。

据了解，宝鸡近年来不断优化

科技资源配置，

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加快在

重点领域的突破，抓好人才集聚、服

务和激励，形成了“政府推动、市场引

导、企业主导”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合力。

大企业是宝鸡创新的中坚力量，

小企业也在这场创新的洪流中不断激

荡跳跃的浪花。宝鸡市新福泉机械科

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来是生产人字

形齿轮的，从 2011 年开始，企业与西

安交大材料学方面的专家通力合作，

瞄准如何把钛棒加工成球形钛粉。经

过多年反复研究实验，去年，该公司成

功研发出国内首台套高纯度、高效率、

小粒径球形钛粉制备系统，这种特殊

粉末制备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宝鸡泰华磁机电技术研究所有限

公司利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

势，不断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在

产业报国的实践中贡献了泰华人的力

量。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在国家重大

科技专项核电领域，成功研制出“世界

首座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燃料

装卸与贮

存系统输送

转换设备”，

技术水平国际

领先。

陕西长美科技

公司利用研究中心，多

年来在高分子材料减振降

噪、新型绝缘材料防护及非金

属复合材料应用领域，不断攻克技术

难题，生产的轨道交通减振降噪系列

产品，占据国内市场 60% 的份额。

目前，全市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162 户，国家、省、市级创新型企业 43

户，民营科技企业 205 户，占全市规模

以上企业的 53.6%，产业转型升级拉

动效果明显。

从单点辐射到城市联动

拥有诸多“国字号”企业的宝

鸡，在经济全球化、分工越来越细

的今天，始终追求创新的引领力，以

“内引外联”、协同创新为抓手，在各

细分领域历练核心技术，创新从“单

点辐射”到“城市联动”，成果转化渐

入佳境。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依

托国家油气钻井装备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近年来不断加大与中国石油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

机构的合作力度，使公司率先在国内

开展管柱自动化装备研发项目，今年

他们新开发的“折臂式”钻机首秀科

威特，这套钻机井架能在高空 90°旋

转，实现部件的快速搬家。据悉，该公

司每年实现三四十项新产品新技术的

产业化，今年前 11 个月，公司新产品

创收 11.3 亿元。

作为我国凤香型白酒传统酿造

技艺的代表，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

司为了提升生产能力，今年与西安理

工大学开展“智能翻曲与AGV 搬运

机器人”项目的研发合作。目前，该项

目的技术方案已完成，进入机械制造

和组装阶段。

只有海纳百川，实现城市与高

校、科研院所的高频互动，才能促进

成果转化，产生澎湃动力。宝鸡积极

与中科院、高校、院所对接，引智库，

引研发中心，建孵化基地、工程技术

中心，建博士后工作站；吸引国家数

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分中

心、清华同方现代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和华控创新现代中药研究院、西北有

色金属研究院宝鸡分院等落地，用智

力辐射和能力输出，带动与周边城市

的协同创新发展。

到目前为止，宝鸡组建了 160 个

产业技术研发创新平台，依托平台累

计引导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

合作项目 232 个。2019 年，技术合同

登记额达到 31.3 亿元，比“十二五”

末增长了 45.6%。

宝鸡钢管研发人员进行化学分析

西凤酒灌装线   孙海 摄

宝石机械生产车间  赵彬瑞 摄

行业专家到公司参观指导

中铁宝桥工人在测量钢轨尺寸  卢志平 摄

宝鸡是西部工业重镇，近年来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积极向

内挖掘释放企业创新潜能，向外“合纵连横”搭建各类创新平台，对接

适宜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资源，形成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一池

活水”。截至目前，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

了 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