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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技创新

考察重点项目  推进成果转化
本 报 讯 近日，市科

技局组织考察组对 2021

年度向省科技厅申报的

17 个省科技计划项目进

行现场考察，进一步核实

项目的真实性、实施情况

及市场前景，以确保项目

正式立项，推进成果转化

工作再上新台阶。

这些项目包括有机

猕猴桃的高效栽培与示范

推广、智能医护协助陪伴

机器人、海洋石油钻采设

备试验检测共享平台等，

共 17 个，涉及农业、工业

领域的重点产业创新链、

共享平台、成果转化等方

面。项目考察内容包括申

报单位日常运转情况、项

目实施基础保障条件、项

目前期工作基础、预期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等。

通 过 实 地 走 访，考

察组认为，项目总体情况

良好，具备实施的基础条

件，未发现虚假申报的项

目，建议省科技厅予以立

项支持。

轨道交通路基检测专用传感器研发 ：

破解路基沉降检测难题

对路基沉降进行检

测，水平越高越能保证道

路的高平顺性，人乘坐交

通工具行驶在这样的路面

上，会比较舒适。日前麦克

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向省

科技厅申报陕西省技术创

新引导专项——轨道交通

路基检测专用传感器研发

项目，就是考虑对路基沉

降进行自动化、数字化、智

能化的检测。

麦克传感器股份有限

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在

地基处理前，必须要用到

路基检测专用传感器。因

为要确保列车高速、安全、

舒适、平稳运行，最大限度

减少维修工作量，就要求

轨道具有高平顺性。轨道

是靠线下工程为支撑基础

的。在线下工程中，桥和隧

道本身的刚度决定了它们

的沉降变形比较容易控

制，而路基的刚度小，沉降

变形控制难度大，因此要

对某些难以控制的路段采

取加强地基处理的措施，

来确保路基的平顺性。

地基处理前需要用传

感器检测沉降程度，其检测

的难度、检测的准确度一直

是困扰高铁等轨道交通系

统的难题。对路基沉降检测

国际上没有成熟的方案和

产品，好在我国在通信领域

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

物联网处于世界前沿水平，

窄带物联网数据端点数量

世界第一，这能助力新型专

用传感器研究，为轨道交通

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提

供有力保障。

为实现技术突破，麦

克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从

2016 年开始就着手这方面

研究。根据国家轨道交通沉

降检测相关标准，沉降水准

的测量精度为±1mm，读取

位至 0.1mm；剖面沉降的

测量精度为±4mm/30m，

而这个标准对于高速列车

远远不足。为适应高速列

车轨道的高标准需求，他

们计划的远期目标要达到

分辨率为 0.01mm，精度为

0.1mm，这样研究出的传

感器抗震性好，近期他们的

目标传感器精度就设计在

0.5mm水准。

传感器是电子式水准

仪中最核心的零件。这个

项目中对传感器的研究有

三个难点需要突破，一是

传感器的长期稳定性；二

是传感器的小量程精确测

量；三是传感器的高抗过

载能力的突破。

为了突破上述三个技

术难点，项目方在传感器

隔离膜片的技术攻关上进

行最关键的突破，目前很

多研究正在进行中，其核

心技术正在实验当中。

从未来市场应用趋势

看，该项目成功后，能为轨

道交通基础检测提供可靠

的方案，按照我国轨道交

通发展规模，仪器设备有

20 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市场

规模。这一技术还可以应

用在楼宇沉降检测、滑坡

地质灾害预防等领域。

农业废弃物干式厌氧发酵及剩余物资源化工程技术 ：

让乡村更加绿色环保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我国农业废弃物长期得不

到有效利用，造成的环境污

染制约着乡村振兴。陕西永

红猕猴桃专业合作社向省

科技厅申报了陕西省技术

创新引导专项——农业废

弃物干式厌氧发酵及剩余

物资源化工程技术的研发，

那这项技术特点在哪呢？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

他们曾做过农作物秸秆传

统堆肥技术研究。采用传统

堆肥方法，占地面积大、气

味浓，如果下雨易造成二次

污染，而且采用此种方法生

产的有机肥肥效差、难吸

收，这是他们决定进行农业

废弃物干式厌氧发酵及剩

余物资源化工程技术研发

的原因。该项目在岐山县省

级猕猴桃农业园区实施。

在这个项目研究阶

段，他们与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共同

开展了多次试验，刚开始

先进行干式厌氧发酵这个

技术流程，待这一项技术

成熟后，他们又在猕猴桃

果园使用这一技术，与其

他地块去做对比，完整记

录使用效果，观察成熟果

实的糖度、干物质含量、耐

贮藏性等。

刚开始，果农积极性

不高，大家都觉得把枝条

粉碎之后直接还原到果园

就行了，所以前期工作遇

到了很大困难。后来，他们

进行技术培训，加之试验

田产生效果，果农看到了

有机肥对土壤改良和果品

品质提升的作用，果农积

极性逐渐提高。

目前项目处在建设阶

段，正在开展项目技术成果

的集成应用示范。该技术不

仅对农产品品质有提质增效

的作用，也可改善农村环境。

专家们普遍认为，该技术可

操作性强、产品效益好、推广

较快、农民接受程度高，是高

效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农业废

弃物循环利用方法。

（本版稿件、照片均由
本报记者魏薇采写、拍摄）

重载铁路用合金高锰钢辙叉研究 ：

提高辙叉服役寿命
我们对重载铁路使用频次高

等状态都很了解，表面看这个领域

的装备制造技术已经探索多年，感

觉没什么潜力好挖掘。其实不然，

记者日前采访项目申报方中铁宝

桥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去年他们

向省科技厅申报陕西省技术创新

引导专项——重载铁路用合金高

锰钢辙叉研发项目，就是迫切想解

决辙叉“服役”期短难题，这个领域

探索的空间还很大。

项目方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客运高速、货运重载是铁路发展

的方向。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取

得了国内重载铁路运营速度快、

列车轴重大、过车频率高、年运量

大的战果，以大秦线为例，其年运

量达 4.5 亿吨，远高于国外重载

铁路。很多铁路不运营的时间少，

维修养护少是常态，导致辙叉在

短期内产生心翼轨剥落掉块、水

平裂纹等病害，其平均“服役”寿

命较短。这种情况造成辙叉更换

频繁，既浪费资源，又制约了铁路

运输的发展。

这个项目的研究，目的是提

高高锰钢辙叉的性能，希望成功开

发“服役”期长的重载铁路用合金

高锰钢辙叉，解决国内重载铁路辙

叉“服役”期短的难题，以期降低能

源消耗，提高装备质量水平。

既然要实现这个领域的突

破，那首先得了解同类型产品在国

内外的竞争态势。据项目负责人介

绍，在国内重载铁路固定型辙叉领

域，安全性好、性价比高、寿命长、

少维修的辙叉产品最受用户青睐，

目前高锰钢辙叉和贝氏体钢辙叉

处于激烈的市场争夺阶段。

在国外重载铁路固定型辙叉

领域，高锰钢辙叉处于绝对优势

地位，产品的安全性好、性价比

高，这是用户重点关注的指标。目

前国外高锰钢辙叉的竞争格局主

要是中欧企业在不同区域展开激

烈竞争，在亚洲和北美地区，中国

企业占据优势，其他地区欧洲企

业占据优势。

为达到技术突破，中铁宝桥

采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方式。

他们重视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研

发机构的合作，以产品用户需求

为设计研发导向。中铁宝桥成功

开发了II 代高锰钢辙叉关键技

术 ；持续与相关高校、企业开展深

度合作，实现技术创新上、中、下

游与最终用户的对接与融合，为

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探索出了高

效的解决方案。

2018 年，宝鸡市政府为帮助

企业破解技术难题，特组织西安交

通大学专家团来公司实地调查，征

集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企校双方

通过多次交流和沟通于当年就“提

高高锰钢辙叉服役寿命的关键技

术研究”课题签署合作协议。目前

有多项课题正在合作实施中。 

据了解，这项技术面临的难

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高锰钢

辙叉“服役”初期的耐磨性 ；二是

提升高锰钢辙叉的抗疲劳性能，

抑制辙叉水平裂纹产生。那么，目

前项目研究开展情况如何？据了

解，2018 年至今，中铁宝桥与西

安交通大学合作开展的“提高高锰

钢辙叉‘服役’寿命的关键技术研

究”“锻造高锰钢组合辙叉锰叉心

失效原因检验分析研究”，系统分

析了辙叉过早失效的原因，提出了

通过高锰钢合金化、锻造、爆炸硬

化及辙叉结构创新设计，实现高锰

钢辙叉使用寿命显著提高的系统

解决方案。另外，2012 年至今，中

铁宝桥通过与大连交通大学合作，

开展了“重载铁路用锻造高锰钢组

合辙叉关键技术研究”，试制的锻

造高锰钢组合辙叉产品在国内重

载铁路进行了上线试用。

从未来市场前景看，这项技

术的市场前景广阔，主要表现为 ：

产品性能显著提升，满足用户需

求 ；新产品通用性强，既可用于重

载铁路，也可用于普通铁路 ；国内

外市场年需求量约 60000 组。

智能医护协助陪伴机器人 ：

样机有望今年问世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和突破使服务机器人的使用

体验进一步提升，语音交互、人

脸识别、自动定位导航等人工智

能技术与机器人融合不断深化，

智能产品不断推出。随着机器人

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市场对服

务机器人的需求快速扩大，尤其

去年应对新冠肺炎等大规模突

发性传染性疾病的护理需求，使

医疗陪护机器人的研究显得非

常“应景”。 

2020 年陕西华明普泰医疗

设备有限公司向省科技厅申报

并获批了陕西省技术创新引导

专项——智能医护协助陪伴机

器人研发项目，这是基于现实

和长远的思考，力求整合现有

技术资源，加快智能机器人研

发的项目。

据项目负责人宋真东介绍，

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医护人

员工作强度大、感染风险大、人

员紧张的情况来看，医疗陪护机

器人的研发应用迫在眉睫。该专

项研究，由陕西华明普泰医疗设

备有限公司与西安交通大学机

器人与智能系统研究所、西北工

业大学信息获取与处理实验室

合作进行。他们主要研究医疗陪

护机器人的控制架构、定位避

障算法、图像识别、体征数据获

取、患者表情辨识、行动路径规

划及深度学习智能化等课题，并

以我市西北机器有限公司为技

术转化平台。项目自 2018 年计

划与开展以来，参与的各方单位

进行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合作攻

关，目前已在大范围场景导航避

障、监护数据采集与疼痛监测、

人脸的情绪识别等方面取得新

突破。

陕西华明普泰医疗设备有

限公司与西北机器有限公司长期

从事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工作，

项目组积累了丰富的医疗器械设

计、生产经验，建立了完善的医疗

器械生产质量与认证体系。他们

在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中，明确目

标、合力攻关，形成了稳定的产

学研医用协同创新模式，建立起

功能齐备的医疗装备研发组织体

系。据悉，智能医护协助陪伴机器

人样机有望今年问世。

科技创新离不开一个个科技项目的成果积淀，列入省级科技计划的项目，其研究方向、科技成果

转化率、市场前景等，都比普通项目具有优势。近日，市科技局申报了一批2021年度的陕西省科技计

划项目，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项目的亮点何在，希望能对诸多关注创新的投资者或应用方起到“点

亮思想”的作用。

技术人员在恒温车间检测设备

专家在田间进行技术指导

技术人员进行高锰钢辙叉的应用检测

市科技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