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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120个项目(人选)获2022年度市科技奖

汪传生获青岛科技最高奖
获奖人员平均年龄41岁 岛城科技人才年轻化凸显

一年一度的市科技奖颁奖不仅是青
岛科技界的“盛宴”，也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大事。22日上午，青岛市科技创新大
会在市级机关会议中心三楼礼堂召开，
对获得 2022 年度市科学技术奖的项目
和人员进行表彰奖励。2022 年度，全市
共 120 个项目（人选）获奖，10 项成果获
自然科学奖，3项成果获技术发明奖，105
项成果获科技进步奖，1 人获国际合作
奖。其中，青岛科技大学汪传生教授荣
获市科学技术最高奖，国家杰青、山东省
泰山学者优势学科团队领军人才、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李志波教授完成的项目
获得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以城之名，向“科技创新”致敬，这是
一份彰显青岛科技创新“硬实力”的“年
度答卷”，多项成果达到国内外领先水
平。它既代表着过去一年城市科技创新
的最高水准，也展示了青岛打造国际化
创新型城市的底气。

青岛的获奖项目不仅代表着这座城
市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也能与产业发
展“同频共振”。青岛市科技局统计显
示，青岛重点支持的产业领域获奖成果
共84项，占获奖项目数的71.2%。例如，
在高清显示领域，由青岛海信激光显示
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的一等奖项目“超高
清全色光源激光显示技术研究及产业
化”，在行业率先实现三色光源的激光显
示产业化应用，推动海信激光电视全球
出货量占53.5%，稳居世界首位。企业在
本次获奖项目中依旧凸显了创新高地的
地位。

在获奖项目中，企业牵头和参与完
成的项目共 73 项，占比达 60%。在技术
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的 108项获奖
成果中，企业参与的项目超过三分之
二。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和主
导作用不断增强。我市重点支持的产业
领域获奖成果共 84 项，占获奖总数的
71.2%，在超高清显示、微波光子传输、海
洋环境监测等技术领域涌现出多项高质
量科技创新成果。

以“未来眼光”衡量，获得市科技奖
的项目和人选具备冲刺更高级别奖项的
实力，是省科技奖乃至国家科技奖的“后
备军”。数据显示，2022年市科学技术奖
获奖人员平均年龄为41岁，其中45岁及
以下人员占比超过四分之三，40岁及以
下人员占一半以上，在青年科技人员中
形成了良好示范带动作用，有助于调动
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获奖项目第
一完成人中，超半数为 45 岁以下人员，
青年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逐渐挑大
梁、当主角。

此外，科技奖励与科技立项逐步实
现互动发展。在建议授奖项目中，获国
家、省和市计划项目支持的共 82 项，占
获奖项目总数的68%。科技奖励质量的
不断提高，也为下一步获得更多立项支
持和国奖省奖提供有力支撑。近 5 年
来，全市获国家科技奖励 54 项，占全省
40%以上，获省科技奖励 534 项，占全省
1/3以上，持续在全省保持领先。

通过奖励前瞻性重大原创成果、奖
励行业引领的“头部”科学家、奖励扎根
产业取得的关键突破的核心技术，青岛
释放着一个明确的信号——让科技创新
成为城市发展最强劲的内生动力，让这
座城市更加具备科技活力。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薛飞

发展新型可循环再生
的生物基聚酯材料，不仅能
够有效缓解目前一次性塑
料废弃带来的环境污染问
题，而且在生物医用、医疗
器械等领域具有重要用途，
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巨
大的经济价值。聚（4-羟
基丁酸酯）（P4HB）是一类
可再生的生物基脂肪族聚
酯，具有优异的生物可降解
性、组织相容性等优点。目
前相关技术被国外公司垄
断，并且成本高、工艺流程
复杂、所得产物纯化困难。
化学合成法是合成高品质
生物医用 P4HB 材料的有效
途径，然而受限于催化体系
和聚合方法，P4HB 的可控
化学合成一直没有实现突
破。

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获奖成果中，李志波教授主
持完成的成果“可降解聚
（4-羟基丁酸酯）的化学合
成与性质研究”，围绕国家可
持续发展和双碳战略重大需
求，针对生物基、可降解聚
（4-羟基丁酸酯）（P4HB）材

料的化学合成这一重大科学
难题，创新性地从分子层面
设计合成了高效、高选择性
和环境友好的有机催化体
系，发展了P4HB化学合成的
新方法和新技术，成功制备
了高性能和功能化的系列
P4HB 生 物 医 用 高 分 子 材
料，形成了高效催化剂开发
和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合成
的指导理论。

研 究 成 果 处 于 国 际
领先水平，发表学术论文
14 篇 ，获 授 权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6 件 ，PCT 专 利 3 件 ，
日 本 和 美 国 发 明 专 利 各
1 件 。 项 目 还 实 现 了 可
降 解 生 物 基 聚 酯 领 域 关
键技术的突破，在山东省
建 立 了 全 球 首 套 化 学 合
成 法 制 备 P4HB 的 中 试 生
产装置，奠定了我省在可
再生生物基 PHA 聚酯材料
的 领 先 地 位 。 该 项 目 得
到 了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杰 出 青 年 基 金 和 重 点
项 目 以 及 山 东 省 自 然 科
学基金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的支持。

■人物
此次市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汪传

生，是青岛科技大学轮胎先进装备与关键
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汪传生教授在我国“橡胶战线”上奋
斗40多年，致力于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
技术和设备的科学研究，始终坚持以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需求为己任，为我国
橡塑行业科技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他
说：“当前，我国橡胶工业正处于向全球价
值链中高端攀升的关键时期，掌握核心关
键技术，是中国迈向橡胶工业强国的关键
一环。不断创新争先，建设橡胶工业强
国，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在他身上体现得淋
漓尽致。科研期间，他牵头完成的相关成
果两次获得国家科技奖，不仅拿到了迄今
为止我国橡胶机械领域的最高科技奖项，
还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型成套环保
技术装备销售到欧盟的先例。凭借在行
业的巨大影响力，汪传生获得过不少科技
奖项。

当前，汪传生教授正带领科研团队辛
勤耕耘，围绕“碳达峰”“碳中和”国家发展
战略开展科研工作，为实现“碳中和”贡献
力量。他表示，废轮胎等橡胶制品产生的

“黑色污染”，生活垃圾中的废塑料及一次
性塑料制品形成的“白色污染”，对我国生
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治理“黑白污染”
刻不容缓。

为解决长江沿岸垃圾填埋场陈腐垃
圾中废塑料处理难题，汪传生教授在现场
和实验室之间来回奔波，最终实现了混杂
废塑料工业连续化安全、高效裂解，研发
出工业化应用成套装备和工艺技术，建立
了年处理5000吨的示范线。目前该技术
已成功运用到废旧锂电池的处理，并建立
了示范线。

如今，作为第一完成人，汪传生教授
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市
厅级科技奖励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30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70余项。

不久前，他刚获得了第三届全国创新
争先奖。这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
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之后，国家批
准设立的又一重要科技奖项，是国家科技
奖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补充，是国家
科技奖项与重大人才计划的有机衔接，是
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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