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等奖！李玉院
士团队荣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

2024年6月24日，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在北京揭晓。吉林农业大学李玉院士团队的“食

药用菌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获得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针对我国食

药用菌产业育种、栽培、加工全产业链进行系统攻

关，从无到有打造菌物种业“芯片”，推动菌物种质

资源保育创新；从弱到强迭代升级菌物栽培技术，

实现农业废弃物高效利用和菌物规模化、工厂化、

智能化生产；从小到大发展菌物精深加工业，延伸

“食药并举”产业发展链条。目前，已创制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主栽新品种42个，育成品种在项目

期内，支撑我国食用菌产量增长2.38倍、产值增

长3.65倍。

156 家！我省国
家级科技小院数量领
跑全国

目前，经中国农技协批复的我省科技小院已

达到 156家，其中省内建设 149家，跨省共建 6

家，国外建设1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

总数的10%。全省科技小院市州覆盖率100%，县

（市、区）域覆盖率95%，涵盖人参、玉米、水稻、食

用菌等67个产业类别。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

科技小院逐渐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科协

主导、部门联动、院校支撑、实体带动、农民受

益、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创建模式，取得了

“建设一个小院、入驻一个团队、带动一个产业，

辐射一片乡村”的工作成效。与科技小院共建高

校、科研院所达17家,共有专家300多人，推广新

品种、新技术156个（项）。

17 项行动任务、
四 大 工 程 ！《吉 林 省
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
体化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2025—2027 年）》
发布

2024年11月15日，吉林省教育科技人才大

会召开，会上发布了《吉林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

体化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方

案》围绕教育、科技、人才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能

力提升工程和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推进工程，

部署实施学科产业精准对接行动、高水平科技供

给强化行动、高层次人才吸引培育行动、企业主导

产学研深度融合行动等17项行动任务。同时，围

绕教育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能力提升工程、科技

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能力提升工程、人才支撑产

业高质量发展能力提升工程、教育科技人才产业

一体推进工程四个方面进行了部署，统筹各方，协

同并进。

成果唯一、指标先
进！长光卫星发布世
界首个高清全球年度
一张图

2024年9月2日，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发布世界首个高清全球年度一张图——“吉

林一号”全球一张图。该项成果填补了国际空白，

其分辨率、时效性及定位精度等指标均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此次发布的“吉林一号”全球一张图，

是由从690万景“吉林一号”卫星影像中精选的

120万景影像制作而成的。该成果累计覆盖面积

达1.3亿平方公里，实现了除南极洲及格陵兰岛

外的全球陆地区域亚米级影像全覆盖，具有覆盖

范围广、影像分辨率高、色彩还原度高等特点。相

较于全球同类航天信息产品，“吉林一号”全球一

张图兼顾了高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及高覆

盖率，具有显著的成果唯一性和指标先进性。

两人上榜！董绍
俊、徐如人获第四届中
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

2024年5月，中国化学会授予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董绍俊和吉林大学徐如人获第

四届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董绍俊于1952年

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

工作至今，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为化学修饰电

极中国第一人，开启电化学界面研究从被动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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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理性设计的跃进；徐如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无机

化学家，国际著名分子筛与多孔材料学家。我国“无

机合成化学”学科的创建者与奠基人,水热合成化学

的开拓者。他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分子筛的结构设计

方法与定向合成路线，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现代无

机合成化学”和“凝聚态化学”科学体系。

打造科技创新新的
策源地！长白山、三江、
吉光3个省实验室授牌

2024年11月15日，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

验室授牌。建设省实验室是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

策部署，也是2024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省实验

室是全省在某个领域开展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产业

培育、企业孵化的重大创新平台。我省拥有全国重

点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但一直没有省实验室。这

3个实验室的授牌，填补了我省没有省实验室的空

白。我省依托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

长春光机所分别建设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

室，将重点攻关新材料和先进制造、种质资源与智慧

农业、光电信息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科技

创新新的策源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8 年磨一剑！“吉林
大学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2024年9月24日10时31分，“吉林大学一号”卫

星（吉天星A-01星）搭乘捷龙三号遥四运载火箭，在

山东海阳附近海域发射并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是

以米级分辨率先进光学载荷为主体开展的“新概念”

光学遥感卫星，是我国首颗具备“任意曲线非沿轨动

中成像”和“计算重构高几何高光谱成像”能力的光学

遥感卫星，可将传统成像技术指标提升10倍以上，解

决了遥感图像灵动、清晰、多彩的技术难题，填补了国

内相关技术领域的空白，处于国际领先位置，可广泛

应用于自然资源普查、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并将有

效提升卫星的遥感定量化应用水平。卫星从论证、立

项、研制、总装到发射，历时8年。

阶段性成果！我省
推出野山参智能分级辅
助鉴定系统

野山参的鉴别一直是困扰行业规范化、标准化

发展的卡脖子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由长春中

医药大学牵头，会同长春光机所等8个单位开展联

合攻关，并于2024年10月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推

出野山参智能分级辅助鉴定系统（V1.0）。系统利用

高光谱成像技术（HSI）结合智能机器学习算法，对野

山参特征图谱进行数据采集，依据《野山参鉴定及分

等质量》（GB/T 18765—2015）国家标准相关指标和

“五形六体”，找到不同参龄、等级的光谱差异敏感区

域（ROI）及导致光谱差异的表面关联分布特征，通过

智能学习，优选出预测模型并建立鉴定方法，从而对

野山参实现客观无损的鉴定。

重大突破！长春
光机与物理所在无能耗
制冷领域取得新成果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李炜团队与合作者探索出一种竖直表面的日间

亚环境辐射制冷新策略，这种制冷方式应用后无需

消耗能源即可完成制冷。这一重大突破于2024年

11月15日在国际期刊《科学》发表。现实生活中，建

筑物外墙、车辆以及纺织品等物体大部分外表面都

与天空保持竖直方向，面对这些物体研究日间辐射

制冷技术时，不仅要考虑有效减少太阳光谱的吸收，

还要尽可能提升大气窗口波段的热发射，并设法避

免被高温地面所加热。李炜团队创新利用热光子学

手段，提出一种角度非对称光谱选择性热发射器，破

解了竖直表面日间辐射制冷难题，实现低于环境温

度的制冷效果。

全球首发！中车
长客推出国内首个内
置式转向架产品

2024年7月17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在长春市发布国内首个内置式转向架产品。转

向架是轨道车辆的核心部件之一。与传统列车设计

在车轮外侧的转向架相比，内置式转向架体积较小，

减小约25%，可减少阻力，更安全、更省力，也更快

速。该内置式转向架产品设计时速为400公里，试

验台时速达到600公里，动车组的稳定性、平稳性等

各项技术指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与传统的外置式

转向架相比，内置式转向架可以让车辆运行能耗减

少15%，轮轨磨耗降低约30%，轮轨噪声降低2分贝左

右，全生命周期内线路和转向架的维护成本降低

15%，具有轻量化、绿色节能及低成本的特点。

吉林科技吉林科技

04 2025年1月10日 星期五 编辑 张妍
特刊

电话：（0431）88600592

编者按

2024年，吉林科技大放异彩，亮点频现。
从李玉院士团队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到董绍俊院

士、徐如人院士包揽第四届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从“吉林一号”全
球一张图填补国际空白，到中车长客推出国内首个内置式转向架产品；从3个省实验室授牌，到我省国家
级科技小院数量领跑全国……一系列成绩彰显了吉林科技的实力与潜力。

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明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鼙鼓声声，催人奋进。吉林科技
站在新起点，续写新篇章。今天我们聚焦2024年取得的科技硕果，深入了解全省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与结
晶，感受吉林迈向科技强省的坚实步伐，为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砥砺前行加油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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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一号”全球一张图。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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