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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新疆科技工作年度报告

一、重大科技成果
重大科技专项“制药企业大宗固体废弃物菌(药)渣无害化

处理及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以制药企业大宗固体废弃物菌
渣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综合利用为目标，确定了10万吨/年湿
菌渣无害化集成处理技术工艺路线和工艺参数，菌渣有机肥的
最佳生产工艺参数，建立了万亩农作物种植绿色循环经济示范
田，已完成绿色循环经济示范田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重大科技专项“东天山复杂地质特长公路隧道建设关键工
程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针对东天山特长公路隧道面临的地
质复杂、气候严寒，隧道施工难度极大、运营条件恶劣，现有
技术无法满足快速建造和安全运营等难题，开展寒区复杂地质
隧道超前地质预报、快速施工、防抗冻、节能通风和信息化管
理等系统研究。相关研究内容的试验工作已经开展，已有8项
国家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国家专利局正式受理。

重大科技专项“南疆苦咸水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项目，完成了两种型号苦咸水淡化专用膜组件的设计与试
制，初步揭示了土壤水盐运移规律和植物生理生态响应规律，
对南疆核心研究区的土壤盐分、地表水质和地下水质进行了重
点调查、采样分析。研发种子破除休眠预处理方法1种，筛选
出适应高矿化度咸水灌溉的荒漠植物5种，形成各植物种相应
的操作规程1部，形成苦咸水灌溉综合生态治理技术2项，建
成示范基地5000亩，日处理1万立方米苦咸水淡化厂区1处。

重点研发专项“氯碱行业大宗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关键
技术的开发”项目，围绕氯碱行业产生的大量废弃物，包括电
石渣和废硫酸等，按照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和废弃物“无害
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的原则，开发氯碱行业大宗废弃物资源
化循环利用的关键技术，形成示范和推广。

重点研发专项“乌鲁木齐市新航站楼节能减排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项目，围绕航站楼提升建筑能效、控制室内外环境
品质和降低碳排放量这一关键科学问题，研究确定新航站楼控
制能源强度、碳排放强度的约束目标，建立综合节能动态模
型，实现建筑能耗总量全过程管理，并开展建筑节能减排关键
技术的研究与集成应用。

国家科技支撑项目“新疆南部三地州优势矿产预测关键技
术研究”通过3年野外科研考察和室内综合研究，建立了新疆
南部三地州地质矿产数据库，研发了一套高寒山区靶区勘查评
价技术体系；预测找矿靶区37处，提交1批科研预测资源量，
厘定一条长600公里的稀有金属成矿带，发现一处世界级锂铍
铷稀有金属矿床；申请专利4项，发表论文85篇，培养博士8
名，硕士13名。

国家973计划项目“新疆北部古弧盆体系成矿机理”实施
期间，发表文章 181篇，其中 SCI论文 138篇，超过项目考核
指标2倍以上。项目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包括：利用多种
技术手段，精确恢复了东天山古弧盆体系自奥陶纪到二叠纪约
2亿年的构造岩浆演化过程；通过矿床精细解剖，全面展现了
东天山古弧盆体系特色成矿过程，创新性提出了以弧盆转换为
机制的“幕式成矿”理论；构建了东天山古弧盆体系多级智能
化预测体系并在卡拉塔格矿集区验证成功发现多个矿床。项目
部分成果，例如斑岩矿床成矿机制、斑岩叠加成矿、弧盆转换
成矿等理论观点一经发表，在国际矿床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国际
影响，文章得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英国、巴
西、伊朗、中国等多国学者的引用。项目首席陈华勇研究员获
得了国际矿床地质协会授予的青年科学家奖，这是亚裔学者首
次获得该奖项。

二、医疗卫生科技发展
加强医疗卫生相关领域技术研究和示范，加强对高发或常

见疾病的防治关键技术和新药创制研发，大力开展远程医疗技
术示范应用，实施了一批重点研发专项。

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国内临床缺乏和急需系列儿童
药物的研制与开发”，选择临床缺乏和急需系列儿童药物，系
统开展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工作。目前水合氯醛和咪达唑仑
口服制剂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核评审中心补充资
料通知，完成药学补充试验相关工作，建立商业批生产线，商
业批生产工艺研究及转化；咪达唑仑直肠制剂已获得药物临床
试验批件；水合氯醛制剂已申请发明专利2项；苯磺酸氨氯地
平制剂、骨化三醇口服溶液、盐酸二甲双胍口服溶液、复方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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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酸苷和复方葡萄糖酸钙颗粒已完成参比研究、处方工艺筛
选、分析方法的建立，已完成中试；复方没食子软膏和小儿
生血糖浆已获得部分质量、工艺参数或药效结果；复方一枝
蒿颗粒和咪达唑仑制剂已完成儿童临床试验委托合同签订、
确定临床试验方案及研究机构，完成临床试验用药的制备。

“国家抗类风湿新药‘祛寒除湿散’关键技术提升及标准
化产业体系建立”项目。目前项目已完成祛寒除湿散中两味
药材即白芥子、甘草产地和采收期的基本考察和调研工作；
指纹图谱技术对于新药“祛寒除湿散”质量标准影响的调研
正在进行中；已制定祛寒除湿散Ⅳ期临床试验研究方案。

“基于互联网技术在医联体建设与分级诊疗的应用”项
目，项目主要探索研究医疗联合体的组织形式，落实医疗联
合体内部各成员之间的责任和义务，明确合作帮扶方式，利
用远程医疗技术为医疗联合体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手段。目
前该项目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

实施医疗卫生科技惠民专项行动。包括国家科技惠民计
划项目“新疆额敏县高血压三级防治模式示范”和自治区重
点研发专项“农牧区高血压防治模式和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
用”。已完成“新疆额敏县高血压三级防治模式示范”验收工
作，在乡镇村医疗机构建立高血压一级防治点167个，县级医
疗机构建立二级防治点1个，自治区人民医院建立三级防治点
1个，额敏县人民医院已建立了高血压专科门诊和病房，高血
压分级诊疗工作已在额敏县全县覆盖。全县 15岁以上现住人
群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分
别从项目实施前的 58%、39%和 10%提高到了 64%、44%和
15%。

在克拉玛依市首次推出远程医疗技术，开发建设远程医
疗服务平台，开展远程会诊、远程诊
断、远程手术示教与指导、远程疑难病
例讨论、远程重病监护等多元化的服
务，培训医疗技术人才 1200名，远程
会诊26616例，转诊率降低了40%。

三、公共安全领域科技
发展

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
标和自治区党委重大部署，实施科技维
稳专项行动，加大反恐维稳急需的核心
技术和先进装备研发力度，推进信息安
全平台建设，推动反恐维稳科技现代
化，为自治区反恐维稳工作提供技术支
撑。实施一批重点研发专项，包括“非
制式爆炸物非接触探测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示范”项目，“面向安防领域的机
器人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社区治
安重大风险动态预警关键技术与示范应
用”项目，以及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开

放课题）专项“离子型非制式爆炸物即显凝胶试纸开发”项
目等。

四、矿产资源与环境保护领域科技发展
实施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和田南部喀喇昆仑稀有金属

成矿带成矿规律研究》项目，完成野外科研考察，初步确认
矿床形成与印支期花岗岩侵入有关，稀有金属伟晶岩成岩成
矿成矿年龄210-218Ma，建立了找矿标志，矿体距离花岗岩体
边部距离小于1千米，发现富矿地段，识别出稀有金属伟晶岩
相变规律和矿物组合分带，研究认为锂铍稀有金属矿床资源
禀赋优越，具有品位高、规模大、适宜大规模露天开采的特
征。

启动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天山-阿尔泰增生造山带大
宗矿产资源基地深部探测技术示范”项目，主攻铁、铜、
镍、铅锌等大宗矿产，主要研究区域分布在阿尔泰阿舍勒铜
多金属矿、西天山赛里木地块铅锌铜多金属矿、西天山阿吾
拉勒铁矿、东天山阿齐山-清白山铅锌矿、东天山卡拉塔格-
黄山铜镍矿等5个矿集区。2018年，各个课题组完成对天山、
阿尔泰山的野外矿区初步调研，为课题实施方案的编制搜集
到第一手资料。

开展新筹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落实推
进新疆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具体举措，协调基于新疆优势矿产
资源综合利用的能源材料化学与应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
室筹建工作，与科技部基础司确定了以教育部建设的重点实
验室为基础，负责人由本地人才担任的原则，凝练3-4个紧密
相关方向为重点建设内容，突出特色与差异化等筹建原则。

科研成果应用于砾岩油藏大规模体积压裂的现场施工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