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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研人员开发出新型干粉吸入式疫苗研制技术
疫苗研制新技术来了。我国科研人员开发

出具有“纳微复合”多级结构的单剂干粉吸入式

疫苗研制技术。利用该技术，科研人员在实验

室成功制备出新型干粉吸入式疫苗。动物模型

试验显示，该疫苗能够高效阻断呼吸道病毒的

感染与传播。相关研究成果12月14日在线发

表于《自然》杂志。

呼吸道传染病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亟

须构建更加安全高效的呼吸道传染病疫苗。为

此，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马光辉院士及魏

炜研究员团队在多年均一微球制备与生物剂型

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纳微复合递送新理念，将

结构均一可控的缓释微球技术，与军事医学研究

院研究员王恒樑及朱力团队研发的蛋白抗原纳

米颗粒结合，成功开发出新型疫苗研制技术。

“纳米颗粒表面能够同时展示多种抗原，可

以诱导产生广谱免疫应答，扩大了疫苗保护范

围。同时，得益于抗原展示的灵活性，该技术也

能够迅速、便捷地完成其他呼吸道病毒疫苗的

构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魏炜解释。

为对该疫苗研制技术进行验证，研究人员

利用该技术制备出一种可吸入、干粉状新冠疫

苗。这种疫苗在小鼠、仓鼠及非人灵长类动物

上实现了诱导快速、长期和高效的“黏膜—体液

—细胞”三重免疫应答，能够高效阻断新冠病毒

的侵染与传播。

“利用这种新疫苗研制技术制备的疫苗，具

有递送效能高、常温易储运、缓释药效长等特

点，疫苗颗粒可直达肺泡，实现有效沉积。”魏炜

说，这种疫苗研制技术在面对未来新发、突发传

染病时，有望实现疫苗的快速构建及传染病的

高效防治。 （陆成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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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 12 月 13 日从中国石化获

悉，我国首座商业化分布式氨制氢

加氢一体站——广西石油南宁振兴

加能站日前在广西南宁建成并成功

试投产。该一体站采用了中国石化

自主研发的分布式氨制氢成套技

术，每天能产出 500 公斤 99.999%

的高纯度氢气，制氢规模为同类型

最大，可满足40多辆氢燃料车用氢

需求。

据介绍，氢气的储存和运输是制

约氢能产业链发展的关键环节。当

前，我国主要依靠长管拖车来运输氢

气至加氢站，氢气运输能力低、运输

成本高。氨分解制氢是制氢的一种

技术路线，即通过氨分解催化剂将氨

分解为氮气和氢气，再将氢气进行提

纯，满足相关用能需求。氨是一种高

效储氢介质，具有储运容易、储运成

本低等优势，且氨分解制氢过程不排

放二氧化碳。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合成氨生产

国和消费国，发展分布式氨制氢具有

良好的基础。2022年1月，国家发改

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十四五”新型储

能发展实施方案》，首次将氨作为重要

储氢载体列入重点攻关方向，明确提

出开展“氨氢储能”示范。

此次投用的一体站采用的分布式

氨分解制氢技术由中国石化石油化工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主要

加氢设备与系统均由中石化石油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生产，可以实现对

氢燃料车加氢、对长管拖车充装双重

功能。此外，制氢设备采用单元模块

化、撬装化设计，可实现现场快速安

装、投运，便于快速推广复制。

（操秀英）

笔者12月14日从中国石油长庆油田

（以下简称长庆油田）获悉，经过两年勘探

攻坚，长庆油田在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洪德

地区发现地质储量超亿吨级整装大油田。

这标志着鄂尔多斯盆地西部断层、裂缝区

域石油勘探获得重大突破。

据了解，此次发现的洪德油田位于地

质条件极为复杂的鄂尔多斯盆地西部地

区。由于复杂的地质条件，此地历经十余

年勘探攻关却鲜有发现，曾经一度是石油

勘探的“禁区”。

从2021年6月开始，长庆油田借助三

维地震技术，再次在洪德地区寻找构造性

油藏。两年内，长庆油田先后在23口探井

获得高产工业油流，其中3口井日产油超过

百吨。截至目前，长庆油田已在这一地区

提交石油探明储量超过5000万吨、预测石

油储量5620万吨，一个超亿吨级大油田“浮

出水面”。

鄂尔多斯盆地是我国油气资源的“聚

宝盆”，长庆油田已在这里建成了年产6500

万吨世界级特大型油气田。目前，洪德地

区石油勘探快速突破，油田开发加速跟进，

原油日产水平已达到504吨。 （颉满斌）

甘肃新发现超亿吨级整装大油田

安徽开源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推进标准化建设
展良好社会形象

日前，安徽开源路桥有限责任公司S22天天

高速安庆至潜山段凉月02标项目部驻地一次性

顺利通过验收。驻地利用安庆市怀宁县茶岭镇

安庆艺考学校旧址，根据场地实际情况和标准化

建设需求，将企业文化与项目建设有机融合，严

格按照“高标准、严要求、强监管”的管理方式实

施，展现了公司良好的企业形象，为项目稳步推

进提供可靠保障。 (鲍晓峰)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撰写的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3》（以下

简称《报告》）于日前出版。《报告》显示，我

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一步提升，科技活

动产出和高技术产业化发展水平显著提

高，科技创新环境持续改善。2023年，全国

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得分为77.13分，比

2012年提高16.85分。

“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江苏和浙江6

省市综合科技创新水平领先全国，中部的安

徽、湖北等地区科技创新综合实力提升较

快，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中

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技术预测与统

计分析研究所所长玄兆辉说，我国多层次、

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更加完善，有力支

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

《报告》从科技创新环境、科技活动投

入、科技活动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科技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5个方面，对全国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综合科

技创新水平进行评价，并对各地区科技创

新发展态势进行分析研究。

根据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报告》

将全国31个地区划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为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值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2023年为上海、

北京、广东、天津、江苏和浙江，与2012年报

告排名一致，这6个地区为我国创新领先地

区。第二梯队为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值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高于50分的地区，

2023年为湖北、重庆、安徽、陕西等15个地

区，较2012年增加8个地区。第三梯队为

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值在50分以下的

10个地区，今年比2012年减少8个地区。

玄兆辉说，相比2012年，今年有14个

地区排名上升。其中，江西和安徽综合排

名上升幅度较大，分别提升9位和8位。

《报告》显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加

快建设。北京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名

第2位，天津排名第4位，河北排名第21位。

“京津研发、河北转化”在协同创新中加快推

进，2021年河北吸纳北京技术合同成交额比

上年增长24.7%。截至2022年底，京津冀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计1117家，培育带

动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9000余家。

与此同时，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稳

步推进，上海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保持全国第一，

江苏和浙江也稳居全国第5位和第6位。

“长三角已成为国内最具竞争力的区

域共同体。”玄兆辉表示，该地区有研究与

试验发展（R&D）活动的企业数、R&D人员

数、企业R&D研究人员数、地方财政科技

支出等13项指标占全国比重均超过30%，

技术国际收入则占全国近5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效同样引人瞩目。

广东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得分达到86.01

分，位居全国第三，科技活动投入指数和科技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保持在全国首位。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经济带创新效能进

一步显现。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共建成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10个，沿线11个省市的科技

创新水平不断提升。湖北综合科技创新水平

排名第7位，比上年上升1位；重庆、四川综合

排名分别为第8位和第12位；贵州和云南的

高新技术产业化排名分别上升7位和2位。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的深入实施，黄河流域9省区科技创新

投入不断加大，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推进。

比如，陕西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第10位，

科技活动人力投入上升8位；甘肃的高新技

术产业化和青海的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指数排名均提升2位。 （刘垠）

我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3》发布——

12月13日，在淮

北市杜集区段园镇

工业园一家高端玻

璃生产企业，工人在

赶制高端香薰瓶出

口订单。近年来，淮

北市杜集区段园镇

通过产业带动、扶优

培强等措施，加快发

展高端玻璃产品加

工出口产业。目前，

该镇高端玻璃加工

企业年产高端香薰

瓶5000万只，产品畅

销法国、英国、美国

和德国等欧美国家

市场。时值年终岁

末，企业呈现出海外

订单稳定、产销两旺

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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