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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贺洪梅） 8月 7日，由中国
科技馆、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贵州科技馆、黔
西南州科学技术协会、兴义市委和市政府承办，以

“走进科学 点亮梦想”为主题的中国流动科技馆贵
州巡展兴义站启动仪式在兴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
办。兴义市各单位代表、青少年代表、群众代表等
200余人参加活动。

本次巡展活动为期 4个月，共有“科学‘救’有
力量”“改变世界的材料”“点石成芯 芯创世界”三
个主题展览模块，累计展示 48件科技展品。通过活
动开展，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激发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动力源泉。

巡展活动正式启动后，在兴义市科协工作人员的
引导下，第一批青少年和职工群众前往青少年活动中
心，体验一件件充满互动性和趣味性的展品。

中国流动科技馆

贵州巡展兴义站启动

暑假里，全省各地的中小学生积极参加
科普活动，感受科学魅力，享受探索乐趣
——漫步红飘带，体验全国首个以长征为主
题的全域行浸式数字科技魅力；玩转省地质
博物馆，博览贵州沉积岩和贵阳古生物群的
历史变迁；走进平塘天眼，漫步在光与影的
另一个“天空世界”；打卡坝陵河贵州桥梁科
技馆，看“万桥飞架”。

科技创新离不开科学普及支撑。贵州不
断创新科普新场景新模式，丰富科普活动、
普及科普服务、搭建科普平台，让“科普菜
单”有趣有料，切实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科普+课堂 点亮科技梦想

“浩瀚的宇宙有边际吗？”“我们生活的太
阳系有哪些行星呢？”“老师，我知道有地
球、火星、金星……”

7 月 28 日，在石阡县五德小学，由贵州
省天文学会联合贵州师范大学开展的贵州

“启明星”天文科普活动，给乡村孩子带来了
一堂精彩的天文科普课。

贵州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天文
系教师彭卫国从一段关于宇宙的视频开始引
入，让孩子们对“天文是什么”有了初步的
了解。并向大家介绍了天文望远镜的基本结
构并示范望远镜的组装、拆分，组织学生亲
自动手调试天文望远镜进行实践观测。

把科普搬进校园课堂，点亮孩子们的
“科技梦”。近年来，贵州各地不断加强科学
教育，积极组织并支持师生开展丰富多彩的
科普活动，不断提升师生科学素质。

“航空特色课程能够启迪孩子们的航空梦
想。”在普定县化处镇水母小学的航空科普教室
里，摆满各种航空航天模型。来自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支教老师石超介绍，他们每
周都会在固定时间段开展航空科普系列课程。

“航空科普”的种子持续在孩子们心中发

芽。前不久，水母小学 8 名学生参加了第八
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贵州省赛，取得了
团体接力飞行赛小学组冠军的好成绩。

科普+体验 乐享“深度”大餐

“飞机的翅膀怎么这么大？”“这个发动机
有什么用？”“我可以飞上天吗？”

7月 8日，在贵州科学城科技创新暨成果
交流夏季系列活动之“蓝天梦 强国志”航空
科普活动上，来自白云区第二十四幼儿园、白
云区第三十二幼儿园、白云区第十二小学的同
学们，面对“自由莺”飞机连连发问。

贵州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现
场为师生及家长们介绍了飞机的主要组成部

分，及其功用、操纵飞机的基本方法及机翼形
状等，并现场用飞机模型展示俯仰控制、滚转
控制、偏航控制三种飞行姿态的控制方法。

同学们兴趣十足，纷纷登上“自由莺”GGAC-
100型飞机驾驶舱，体验当飞行员的感觉。

在中国航发黎阳动力 2024年暑期开放周
暨“畅游高新”活动中，来自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的 200 余名学子
一走进大数据 （贵州） 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
中心 5000平方米的展厅，就被各种酷炫的展
示展品、各种科技吸引住。

“大开眼界”“贵州发展超出想象！”学生
们一边参观一边感叹，贵州这片活力之地正
以“数”为路，依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双轮驱动”，不断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

科普+研学 在实践中树人

暑期，贵州省坝陵河桥梁博物馆组织贵
阳市南明区解放桥小学 100 余名师生赴“中
国天眼 FAST”探寻宇宙奥秘，开启了主题研
学实践教育活动。

贵州省坝陵河桥梁博物馆依托自身教育
资源，从传统单一的研学基地模式，转型升
级为研学旅行行业综合服务的提供者，为学
生们打造全方位、多维度的学习平台。

在“中国天眼 FAST”，学生们不仅近距
离感受了目前全球最大且最灵敏的射电望远
镜的震撼，还在专业导师的引导下，共同探
秘宇宙探索的神秘与深邃，望穿百亿光年、

“聆听”宇宙之声。
此前，贵州省坝陵河桥梁博物馆积极联

动黎阳航空展览馆、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
园、天龙屯堡古镇等贵州西部其他优质研学
基地，策划并执行了一批中学的研学实践教
育活动。目前已形成了集桥梁工程、三线建
设、古生物探索、屯堡文化于一体的贵州西
部精品研学线路。

在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可以了解地球的
构造和历史，走进贵州神秘的“古生物王
国”，聆听远古贵州的生命故事，激发学生对
地质和古生物探索的兴趣；与地质专家面对
面交流，了解“贵州龙”的前世今生，提升
学生观察力、思维力；深入贵州龙化石原位
保护馆和实验室亲自动手进行古海生物化石
的采集、修理、复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今年暑期，贵州省地质博物馆以贵阳为
中心，以博物馆为窗口，结合天眼 FAST、昆
虫探秘营、长白山自然调研生态考察，整合
成一条内容丰富的研学路线——“科学探秘
之旅”，备受学生和家长的青睐。

创新科普新场景新模式，感受科学魅力，享受探索乐趣

“科普菜单”有趣有料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旭婉婷 陈阳

科技黔行 创新有我

本报讯 （记者 赵旭婉婷） 近日，四川大学山
区河流保护与治理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试验基地在贵
阳高新区贵州东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揭牌成立，
这为贵阳高新区推动产学研协作，促进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据了解，四川大学山区河流保护与治理全国重点
实验室长期聚焦于山区河流的演变规律、生态保护策
略及系统性治理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实验室汇聚了顶
尖的科研人才与先进的实验设备，致力于揭示山区河
流在自然与人类活动双重影响下的复杂演变机制，探
索有效的生态保护与恢复措施，以及开发科学的河流
治理技术体系。

四川大学山区河流保护与治理全国重点实验室科
研试验基地由贵州东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
大学山区河流保护与治理全国重点实验室合作共建。
基地成立后，将围绕山洪灾害机理研究、预报模型构
建、预警系统集成等开展技术研究与合作，为山区河
流的保护与治理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川大全国重点实验室

携手贵阳共建科研基地

科技资讯

本报讯 （记者 赵旭婉婷） 8月 7日，贵州省
技术转移协会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专家委员会成
立大会及技术转移对接签约仪式在贵阳举行。

当天，发布了十余项技术需求和科学技术成果，
多家企业签署技术转移合作协议，并就工业固体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进行深入交流，对当前行业面临的瓶颈
和挑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建议。

近年来，随着贵州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固体废
弃物的产生量持续增加，如何实现工业固废的减量
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利用，成为摆在行业面前的重大
课题。

贵州省技术转移协会特邀请贵州乃至全国工业废
弃物综合利用领域技术专家，组成贵州省技术转移协
会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专家委员会，打造“产学
研”新型发展模式和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平台。

据悉，专委会的成立是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
府“富矿精开”及关于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的战略部
署、推动贵州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和污染防治的一项
战略性举措，也是推动我省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创
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依托贵州省技术转移协会专家智库的智慧和力
量，专委会将对贵州大量工业固废的综合治理和利用
形成具有权威性专业技术指导，推动工业废弃物的无
害化资源化利用技术攻关、生产实施和工程应用示
范。”贵州省技术转移协会名誉会长王礼全说。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专委会成立

多家企业签署技术转移合作协议

11 年，紧跟一款科研产品，从
一代到四代，从产品研发到产品经
理，全链条、全角色披挂上阵；14
年，深耕一个科技领域，实现全球
首套六氟化硫废气无害化降解装
置工业化应用，为低碳中国、绿色
电网实现强劲赋能。

张英，南方电网公司一级领军
专业技术专家，南方电网贵州电力
科学研究院环材中心副总经理，化
学博士、电气工程博士后、正高级
工程师、贵州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硕
士研究生导师。从助理工程师到
专业技术专家，从研究生到跨理工
专业博士后，用“10年+”的时间，张
英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科研任务。

和科研“较劲”“较真”，在南方
电网贵州电力科学研究院环材中
心副总经理代发明眼中，张英很

“犟”，“我们搞科研，就需要这种精
神。”

研发成熟的光谱仪产品，历经
数千次大小试验、上百次勘查走
访，张英还自学了高电压技术、远
程传输、光谱算法、结构设计、系统
编程、软件开发等专业知识。

经过 10 多年持续不断地攻坚
克难和产品的不断升级迭代，2023
年，第四代光谱仪产品鉴定为国际
领先，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目
前，该产品已实现专利许可 5家单
位，并进行生产制造销售推广。

张英是院里公认的多面手，发

挥专业优势，融合化学、环保、电气
工程等多门学科技术，主研的光谱
仪市场前景广阔，被聘为贵州省首
批产业导师。她围绕新技术、新产
业开展核心攻关，推动了电力传统
产业的提升和新兴仪器设备制造
产业链的延伸。

钻研在实验室，她是节能减排
的“攻坚者”。在贵州电网六氟化
硫电气设备泄漏缺陷的封堵专项
工作中，完成了 76 台设备的消缺
任务，减少六氟化硫气体排放达
1500余公斤。

穿梭于各电厂，她是设备安全
的“守护者”。检验多台某厂家变
压器，发现受潮引起的氢气超标缺
陷设备 24 台，第一时间完成消缺
处理，成功保障贵州电网公司一批
主设备的安全运行。

奔走在一线，她是套管安全的
“捍卫者”，对使用某厂家生产的
500千伏套管油色谱的毕节、都匀、
贵阳和遵义 4 家供电局同时发出
预警单——督促其完成色谱普查
和消缺工作。

10 多年的时间张英始终在与
六氟化硫这种绝缘气体“较劲”，不
断深耕探索、科研创新。围绕六氟
化硫，张英先后带领科研团队推出

“气体绝缘装备内部电/热故障诊
断与状态评估关键技术及应用”成
果提出了痕量级气体降噪方法、超
声传感器温度补偿方法。

张英：搞科研需要“犟”精神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旭婉婷

7月 19日，在 2024贵州·望谟芒果文化节上，经
现场称重、评甜度测试和口感品尝，油迈乡纳王村芒
果种植户岑南生种植的“金煌芒”以单个芒果 5.4斤获
得今年的“芒果王”称号。

“这已经是我们合作社连续两年收获‘芒果王’。”
从芒果种植“小白”到依靠芒果产业增收，岑南生
说，培育出高品质芒果，既要凭借优良的品种，也要
依靠精心的管理，更离不开农科院专家们的技术指导。

作为贵州省农科院贵州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在望
谟县发展的首批芒果种植户，2014年，岑南生大胆拿出
20亩土地开始试验试种，并稳步发展逐渐扩大产业规模
至60亩，如今芒果种植每年为他带来20多万元的收入。

2009年，热作所望谟科技示范园正式获批成立，科
技示范园依托望谟优良的气候特点，开展特色热作资源
保存与创新利用、良种苗木繁育、高效栽培技术研发与
示范等，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开展技术培训与咨询，
提高地方农业科技水平，带动地方农业产业发展。

“望谟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无霜期高达
339天的气候优势和砂页岩的土质特点十分适合种植芒
果。”热作所望谟科技示范园主任张正学在前期试验种
植后发现，望谟芒果比广西芒果成熟晚，较四川攀枝花
芒果成熟早，有 15至 20天空档期，对于产品销售利好。

推广之初，村民们抱着怀疑的态度，全县仅推广
种植700亩。

2015年，8个精心培育的优良品种集中亮相、邀请
收购商上门现场交易、示范农户分享种植心得，一场
芒果产业观摩会彻底打消了村民的顾虑。

“免费全程技术指导，种子、肥料不用掏一分钱，代
管三年，等到产生效益再交到村民手上。”面对热作所专
家提出的优厚条件，不少村民心动，陆续加入种植行
列。截至目前，已在全县推广种植超 10万亩。

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热作所成立了芒果香蕉创
新团队，开展芒果、香蕉种质资源调查、收集和保存、遗
传多样性分析、适应性评价、新种质创制及新品种选育

和配套技术的示范推广等工作，用技术引领产业振兴。
目前，团队从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引进收集

保存芭蕉种质资源科 3 个属 40 余份，芒果种质资源 60
余份。先后筛选金粉 1号、金煌、台农等多个适宜性栽培
品种在贵州产区进行示范推广，推广香蕉种植 16 万余
亩、芒果种植20余万亩。

此外，通过开展杂交育种研究工作，筛选到多个优
势杂交组合，自主选育黔山芒新品系 9 个，参与审定国
审品种 3个，“黔山芒 2号”获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权
保护。

团队围绕贵州芒果产区立地条件、气候等自然资源
条件，开展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形成贵州山地芒果、香蕉
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治、果园轻简化栽培等技术 10余项，
并在贵州芒果、香蕉产区推广应用 10万亩以上，使贵州
芒果、香蕉产量提高 10%以上，优质果率提升 15%以上。

围绕贵州芒果、香蕉产业发展需求，团队成员与
主产区望谟县、册亨县形成结对帮扶，每年派出 15人
参加望谟、册亨科技特派团、实行“一对一”“一对
多”结对帮带。近 5年来，累计开展技术培训 4000人
次以上，培养科技示范户 150余户。

省农科院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科创在乡村 转化成产业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何登成

团队开展芒果种植技术培训。 （受访单位供图）

工作人员向同学们讲解“自由莺”。 (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