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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婉蓉）“要解决科研与产业
‘两张皮’，打通由‘研’到‘产’的‘最后一公里’，
就必须大力发展中试。”近日，自治区科技厅相关负
责人说。

中试，就是在大规模量产前的小规模试制，是
化工、材料等行业的原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化的重要阶段和过程，也是针对“卡脖子”问题进
行技术突破的关键卡点。近年来，宁夏推行“企业
出题、政策解题、平台答题、协同破题”的技术研发
模式，先行先试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发展中
试，成功建设了国内首批、西北首家化工园区中试
平台等，成为国内行业领跑者，畅通了科技成果产
业化“最后一公里”。

对于中试平台，自治区拿出真金白银给予支
持，出台了《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实施意
见》《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补助暂行办
法》等，对符合条件的中试平台给予最高 500万元
的专项资金支持。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对中试基
地年度运营成本进行补贴，项目全面试车后给
予其研发投入资金的 30%、最高 500 万元的补
贴。石嘴山市支持中试基地，对入孵项目给予
两年免租优惠，并提供基础配套设施改造等服
务。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宁夏中试基地“快步
走”，目前全区已为布局建设的重点实验室等
配套支持中（小）试基地近 60个，企业建设中
（小）试基地 43个，建成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

地、新型合金先进制备及成型一体化中试基地2
个大型中试基地。

其中，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已具备为煤
化工企业提供科技成果中试转化等功能，已为泰
和新材、五恒化学等 20家区内外企业提供小试、
中试、示范生产等服务，切实解决了单个化工企业
建设中试基地资金投入大、安全保障难、场地受限
制等困难。位于石嘴山市的新型合金先进制备及
成型一体化中试基地，是我区首个为合金材料科
研成果提供中试的重要平台。中试基地招引北京
理工大学等科研团队入驻中试，现已成功转化“高
熵含能合金破片工程化应用技术研究”“钛铝棒熔
炼成形工艺研究”等重点科技成果。

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最后一公里”最高给予500万元专项支持

宁夏全力推动中试基地“快步走”

中试是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对于化
工、新材料等行业而言，新技术、新产品只有通过中试环节的不断试错来
验证其安全性、放大性和经济性，解决实验室成果的不确定、不可靠和不
充分等问题，才能实现技术的集成和熟化，有效提升成果经济价值，保证
转化效率，降低转化风险。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化工中试，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化工中试创新发
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地建设了化工中试基地，根据建设主体的不同，这些
中试基地可以分为三大类：依托政府型、依托高校型、依托大中型企业型。

近日，记者电话采访了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副院长王晓钟。他说，依
托政府建设的中试基地，以行业发展为主导，投资规模大，硬件条件好，政
策优势明显，如宁夏的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是国内首批、西北首家
化工园区中试基地，属于国内第一批探索者，形成了很多可供参考的成功
案例，在全国的关注度和影响力都很大。依托高校建立的中试基地，人才
资源丰富，原创成果多，优质成果可得到优先有效转化，又可配套支持地
方产业。依托大中型企业建设的中试基地，根据企业自身实际需求，通过
中试提前把握创新技术或成果，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王晓钟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中试基地经过多年发展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打好了一定的基础，在创新工艺技术、培育新兴产业、加快成果转化
等方面硕果累累，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待解。中试是化工、材料和冶金等行
业的新技术、新产品向工业化生产转化的放大试验和安全验证的必要环
节，属于研究试验，不属于工业生产，无法按照工业生产的规范进行管
理。为了更好推动我国化工、材料和冶金等流程工业技术的创新发展，迫
切需要进一步明确对中试的认识、制定与研究试验属性相匹配的全国性
中试管理办法，引育符合中试需求的人才集群。其中，人才支撑尤为关
键。中试研究需求的人才，既要能理解新技术的思路，又要有生产实践经
验。中试环节的开展需要应用型科学家、资深工程师、专业技术工人等多
层次人才参与，融合工艺、装备、管理等多学科技术。目前，国内中试产业
人才匮乏，现有中试项目开展时，大多只配备了科学家和技术工人，认识
层面及技术层面的差距在中试过程中难以磨合，导致中试进展缓慢。依
托研究院所运营管理的中试基地，有大量研究人才的支撑，同时也具备工
程技术队伍培训的能力，能为中试研究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副院长王晓钟：

中试需要高资金投入
多 层 次 人 才 融 入

本报记者 何婉蓉

国内首批、西北首家化工园区中试基地——
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用4年时间实现蜕变。

在这里，科研人员日夜奋战，创新的火花不断
迸发。

“宁东中试基地已成为国家标准发起单位。
这一成就的取得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对科技创新
的高度重视，以及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的坚定决心。”宁东中试基地负责人王育表示。

2020年，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部署下，宁东
能源化工基地率先建设了化工园区中试基地。

“如果说基础研究是从 0到 1，那么中试就是
从1到100的关键环节。”王育说，宁东中试基地当
年建成当年投用，开放创新的理念迅速吸引了众
多东部企业关注。

上海东庚化工技术有限公司的可降解塑料聚
乙醇酸（PGA）项目是其中之一。PGA是目前已知
的降解性能最好的高分子材料之一，对于解决目
前严峻的白色污染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2021年，该公司负责人来宁东考察时直言不
讳：“3个月内项目要有进展，否则我们将不考虑入
驻。”在随后的中试阶段，宁东中试基地提供的高
标准厂房、实验室以及完善的公用工程配套设施，
为企业解决可降解塑料生产过程中遇到的脱水不
彻底、裂解反应温度高、产品质量不稳定等问题提
供了助力，项目于2023年中试成功。

最终，上海东庚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常驻宁
东。目前，该公司正在与其他企业合作开发从煤
到乙醇酸再到 PGA的全产业链。“来自各地的科
研人员之所以愿意在这里奋战，因为他们深知这
里是一个离梦想很近的地方，他们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王育感慨。

中试基地还创新性地将中试项目按照科研项
目政府备案、产业化项目事中事后管理，在这种模
式下，创造了北京海望有机液体储氢项目 3个月
落地、10个月中试成功的“宁东速度”。“项目在落
地过程中，按照科研项目备案，本身进度就比较
快，再加上专业服务团队全程协助，大大节省了项
目的落地时间。”王育说，企业在落地后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就成功完成了中试，目前正在产业化动

工建设，计划两期总投资10亿元（一期1.5亿元）。
宁东中试基地开创的化工园区产业招商新模

式，让企业可以边中试、边产业化落地，实现了科
技招商和产业招商的双向奔赴。2022年 4月，宁
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正是看中了宁东同时具备
产业环境和创新环境，才选择将项目落地宁东。

企业落地后，借助宁东中试基地完善的公用
工程、快捷的审批流程、优厚的支持政策，投入30余
名员工，构建了一体化聚合中试平台，建设了乙炔
基高端新材料中试装置，推出产品 3个共 15个细
分牌号，实现了边中试、边产业化，间接带动产业
化投资93亿元。

浙江大学二氧化碳基可降解塑料聚碳酸酯材
料项目，中试试车基本成功，有望实现可降解塑料
价格与普通塑料相当；大连高端茂金属聚烯烃催
化剂技术开发及特殊中空纤维膜技术（人工肾）、
上海高端聚酮项目（替代尼龙 66），预计年内完成
装置建设……宁东中试基地正不断探索新的运营
模式，致力于形成国内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
中试基地运营模式。

“荷塘效应”值得期待。截至目前，宁东中试
基地共引入项目 22个，储备 25个，已完成研发投
入 2.2亿元。宁东中试基地形成了一批可替代国
外技术、达到国内一流水平的技术成果，如可降解
塑料、燃料电池、储氢技术等。

石嘴山先进材料协同创新工程中心，是我区
首个为合金材料科研成果提供中试的重要平台。
由石嘴山高新区与北京理工大学主导共建，布局
建设了金属熔炼、特种材料制备、先进成形、特种
热处理、精密机加工 6个中试车间，重点承担硅
基钙系合金、高熵合金等新型合金材料科技成果
转化。

悬浮熔炼炉、等离子体雾化制粉设备、金属送
粉式3D打印机……近日，该工程中心运营总监姜
韬带着记者一探这里的中试“神器”。

悬浮熔炼炉，是新材料中试“神器”，位于金属
熔炼车间。一个约一人高的不锈钢桶，神奇在
哪？“一般企业的悬浮熔炼炉最高温度在2000℃左
右，但它的熔炼温度最高超过 3000℃。”姜韬说，
这个“神器”能够熔炼钨、钽等难熔金属。在熔
炼过程中，材料熔液呈悬浮状态，可减少材料与
坩埚的接触污染，进而制备出成分均匀、纯度很高
的材料。

除了悬浮熔炼炉，该工程中心的送粉式3D打
印设备同样备受企业欢迎。

“和激光、铺粉式 3D打印设备不同，送粉式
3D打印设备打破了传统 3D打印设备的尺寸限
制，能够制造出 1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构件。”姜

韬说，送粉式 3D打印设备打印件的致密度高达
99%，优于传统铸造件，这保证了构件的质量和可
靠性……

在中试基地内，六大中试车间中试“神器”大
放异彩，有的新项目正在抓紧试验，有的已完成中
试熟化并正在推广，还有的即将建设工业生产示
范装置。

这些中试“神器”主要服务谁？
北方民族大学先进陶瓷中试基地、北京理工

大学材料学院（宁夏）工程基地、宁夏制造业创新
中心试点单位等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科研成果
在这里“中试孵化”。

“这些科研成果在这里经过中试放大，最终实
现产业化并搬迁至外部生产基地进行规模化生
产，推动产教融合发展。同时，工程中心为宁夏东
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等本地企业，提供金属材料的研发服务，助力其
新金属及合金产品的研发和创新。”姜韬说。

“中试作为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重要环节，尽管
投入资金较多、周期较长，但回报颇为丰厚。”姜韬
说，工程中心将继续以科研成果为基础，以客户需
求为导向，以市场化运营为目标，输出工程化研究
成果，最终实现产业化，为推进新材料领域科技成
果转化贡献力量。

“因为缺少本土酿酒酵母制剂产品和技术，贺兰
山东麓葡萄酒产区葡萄酒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
个性化，对品牌打造十分不利。”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虽然风土独特优越、复
杂多样，但风格不够稳定鲜明，产品发挥风土与品种
优势不够，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问题。”

北纬37度至39度，宁夏贺兰山东麓，位于酿酒葡
萄种植的黄金纬度，风土条件适宜。这里的葡萄酒产
量占全国葡萄酒酿造总量近四成，每年有 1.38亿瓶
葡萄酒从这里走向世界。葡萄酒不仅成为世界认识
宁夏的“紫色名片”，也是宁夏人心中的“紫色梦想”。

然而，现有的产业难题如何攻克？产业瓶颈如何
突破？风土优势如何转化为品质优势？

以科技力量助力产业发展。
2024年 1月，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揭牌，作为我国首个葡萄酒产业开放共享
技术创新平台，这里不仅集结了国内顶尖的科研团
队，还预示着宁夏葡萄酒产业正式踏入转型升级、提
升品质、突破局限的新征程。

“马瑟兰—澄清汁”“马尔贝克—酒精发酵”“蛇龙
珠—陈酿”“小芒森—发酵”……近日，记者在贺兰山
东麓葡萄酒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中试车间看到，1
吨到 3吨的酒桶上标记着不同标签，这是中国农业大
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等多个技术团队，采
用不同品种的葡萄、不同本土酵母和商业酵母酿造出
的中试产品。

“依托‘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本土酵母产业化推广’
自治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
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开展了本土酵母在干红葡萄酒
酿造中的中试应用研究。”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科研项目负责人汪磊说，通过对葡萄
酒进行感官品评和理化数据测定，科研工作者可以发
现本土酿酒酵母的酿酒学特性。目前的结果显示，本
土两种酿酒酵母发酵性能良好，且酿造出的干红葡萄
酒品种典型性突出、香气纯净饱满，其中一类还表现
出较好的增酸效果。这标志着，宁夏缺乏本土葡萄酒
发酵剂的技术空白能够被填补。

“科技创新一直是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突破
口，只有创新才意味着无限可能。”宁夏贺兰山东麓葡
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技术服务处处长穆海彬说，面对
产品发挥风土优势不够的难题，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
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选择在精准和量化上下功夫，彰
显产区特征。

通过“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个性化智能酿造核心技
术研究与示范”自治区重点研发揭榜挂帅项目，贺兰
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初步开发了“混
酿葡萄酒物质&感官预测系统”。这是一种不同层次、
不同风味典型葡萄酒生产的全程靶向风味调控技术
体系，能够解决国产单一品种干红葡萄酒风味单一、受
原料品质影响大、难以形成具有稳定风格特征的葡萄
酒产品等问题。通过“产区优良酿酒葡萄品种典型风
土特征挖掘与品种酒种精准布局研究与示范”项目，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根据每个
产区的风土特征，确定最适合种植的葡萄品种。

“特定葡萄品种与土地的完美匹配能够显著提升
葡萄酒的品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项目部部长付东艳说。

截至目前，借助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平台，宁夏
不断优化葡萄酒产业的科技创新体系，开展科研攻关，创立优质抗寒生产
技术体系。

“希望通过打造科技研发、人才集聚、成果转化‘三个高地’，用高水平
人才和智力推动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
穆海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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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

架起“从1到100”的金桥
本报记者 何婉蓉

石嘴山先进材料协同创新工程中心：

助力新材料领域科技成果转化
本报记者 贺紫瑞 文/图

■ 观点

石嘴山先进材料协同创新工程中心中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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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实验员
在实验室做炔醛法制BDO催化剂实验。

（本组图片均由受访单位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