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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首席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彭
宇）8月 19日，重庆市科技创新大
会召开。会上，2023年度重庆市科
学技术奖正式揭晓。中国人民解
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战创伤医
学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建
新和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智彪荣获
重庆市科技突出贡献奖，芳炔多官
能化研究及应用等24项科技成果
荣获重庆市自然科学奖，桥梁内在
病害磁学诊断新技术等7项科技成
果荣获重庆市技术发明奖，星地多
域融合智联信息系统关键技术及
应用等67项科技成果荣获重庆市
科技进步奖，重庆长安汽车软件科
技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荣获重庆
市企业技术创新奖，田村幸雄、洪
承镐两名外国专家荣获重庆市国
际科技合作奖。

据介绍，重庆市科技突出贡献
奖、重庆市国际科技合作奖每两年
评审一次。此次荣获重庆市科技突
出贡献奖的蒋建新院士长期致力于
创伤与野战外科研究，先后主持国
家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
重大科研项目、军队“2110”工程和

“双重学科”建设项目，显著提升了
多发伤、复合伤为代表的危重伤救
治水平，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何梁何
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吴阶平
医药创新奖、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
才奖等，有力提升了我市科技创新
辨识度。

王智彪教授长期致力于原创
医疗设备研制及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行业标准和临床指南制定的全
链条创新，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
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
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等，研发的高
强度聚焦超声（HIFU）系列化设备
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并出口32个
国家和地区，取得46个国家市场准
入，治疗相关患者超28万例，培训
国内外该领域临床操作医生3500

余名。
“此次重庆市科学技术奖突出

了科技奖励的‘含金量’。”重庆市
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度
接收提名项目 652 项，较 2021 年
度、2022年度增幅均超过12%；获
奖项目获得国家和省部级计划项
目支持比例持续提高，增幅5.9%；
获奖项目紧密结合重点产业发展

领域需求，一等奖获奖项目近三年
新增销售和技术交易推广收入
1600.1 亿元，新增税收84.2 亿元，
有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重庆市科
学技术奖进一步突出科技创新及重
点产业融合。获奖项目中，聚焦

“416”科技创新布局相关项目 70

项，占比71.4%；聚焦“33618”现代
制造业集群体系相关项目62项，占
比63.2%，有力推动创新主体聚焦
我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战略持续
产出高水平成果。

同时，突出企业主体与产学研
创新。获奖项目中，高校、企业、科
研院所作为完成单位分别占比
45.1%、43.2%、11.7%，我市企业牵
头和参与项目占比超50%，充分反
映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地位日益明
显。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产学研合
作不断深化，占比达到56%。

“从获奖项目中还可以发现，
我市单位与市外单位合作日益加
强，合作项目占比超68%，其中与
四川省合作25项，反映出川渝协同
创新发展能力的持续增强。”该负
责人表示。

此外，此次重庆市科学技术奖
更加突出人才贡献和青年人才创
新。记者了解到，获奖项目主要完
成人中，45周岁以下青年科研人
员 644 人，占比 67.8%；第一完成
人为45周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57
人，占比 58.1%，表明青年人才逐
步成为引领我市科技创新的主要
力量。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发挥好科技奖
励的激励引导作用，持续优化奖励
结构，增加奖励数量，强化企业科
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青年科技人
才培养，充分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好科技奖励

“指挥棒”，引导创新主体聚焦
“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开展创新研究，
催生高水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用好科技奖励结果，深化成果转化
服务，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新
质生产力。

蒋建新、王智彪获科技突出贡献奖

2023年度重庆市科学技术奖揭晓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水面之上，水花在不停跳跃、翻
腾，水面之下，竟有一个小小的白色

“火炬”伫立在中央……
在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智彪教授眼
里，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

这种美，是由超声波聚焦带来
的。

“超声波每秒可以聚焦60多万
次，每次聚焦都会发光，我们用肉眼
就能看到它在水中的形状。”每次待
在实验室，站在放置着超声波换能
器的实验水箱前，王智彪都会驻足
欣赏许久。他还给这些形状取了个
昵称，叫“水下的太阳”。

在他的心目中，这种美，代表着
聚焦超声治疗技术实现了基础研
究、技术研发、设备研制、临床应用、
标准/指南制定等“从 0到 1”的突
破，让中国原创领跑世界，并帮助全
球众多良恶性肿瘤患者实现保器官
治疗。

为此，王智彪已经带领团队不
懈奋斗了36年。

初衷
“不仅要治病还要保器官，

才能让患者生活更好”

8月16日下午，在超声医学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记者见到王智
彪时，身着蓝色衬衫、深色西裤的
他，刚风尘仆仆地从外面赶回来。

“最近在忙一项国家课题。”在
团队其他人眼中，王智彪一直都是
如此忙碌，从没停下来过。

1983 年，从重医毕业的王智
彪，进入重医附属第二医院工作，成
为一名妇产科医生。

在这期间，他见到过太多不
幸——因为疾病，患者被剥夺器官、
失去家庭，甚至失去生命。

一位患者因病摘除了子宫，尽
管病好了，但无法再生育，最终导致
离婚。

一位不幸罹患绒毛膜癌的年轻
妈妈，在多次住院化疗后，因肝肾功
能衰竭去世。彼时，她的孩子还只
是一个爱啼哭的幼儿……

尽管很喜欢这份职业，但面对这些情景，
王智彪心里很不是滋味。

“完美的手术方式，不仅要治疗疾病，还
要保器官，才能让患者生活更好。”这样的想
法，在他心里萌生。

类似用凸透镜聚焦太阳光点燃纸片，超
声波发射能量很低，但聚焦于一点也可以产
生强大的能量。上个世纪80年代，临床上发
现，超声波达到一定量，可导致胚胎受到损伤
甚至死亡。1988年，王智彪在开展“超声对胎
儿的安全性”课题研究时，创新性地想到，“这
样的‘杀伤力’，能否用于疾病治疗，比如肿
瘤？”从此，他带领课题组开始进行相关研究。

然而，这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科技竞
赛——

上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最先提出用高
强度聚焦超声（HIFU）从体外对体内进行无
创治疗疾病的设想。这吸引了美、英等多国
科学家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但由于高
强度聚焦超声在生物组织中传播和聚焦具有
复杂性，这个设想始终没有变成现实，研究也
被搁置。

“要让患者受到的伤害更小。”从事这项
研究的初衷，在王智彪的脑海里萦绕。最终，
面对这个世界级难题，他选择了挑战。

困难
每天都经历着失败，做了

成千上万次实验

将一块有机玻璃板置于水中，启动超声
波换能器，短短几秒钟，伴随着一股烧焦的味
道，玻璃板表面中间瞬间被熔化。与此同时，
实验人员把手放到玻璃板下方的水中，却毫
发无损。

“像是魔术！”记者感叹道。
“这就是聚焦超声治疗技术的神奇之

处。”王智彪笑呵呵地解释，传统手术需要“开
膛破肚”，就算是微创手术，也需要在患者身
上打孔。而聚焦超声治疗技术既不需要开
刀，也不需要打孔，只需要将体外发射的超声
波聚焦到患者体内的病灶组织上，就能把病
灶组织杀死，为肿瘤患者隔空打“瘤”，并且对

人体器官、皮肤都不会有损伤。
不过，要实现快、准、稳，一开始

是相当困难的。究竟失败过多少
次，王智彪早已记不清了。

在用动物做实验时，王智彪和
团队每天从早忙到晚，却每天都在
经历失败，要么在动物体内找不到
超声波聚焦点，要么把动物的皮肤
烧伤了。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没日
没夜地干，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做
了成千上万次实验。

在这个过程中，难免有团队成
员感到沮丧，但哪怕偶尔一次在动
物体内发现一个聚焦点，王智彪都
会给大家鼓劲，“一个点，也是希
望！”

经过日复一日的实验，突然有
一天，他们在一头小香猪体内发现
了20个聚焦点，把他们高兴坏了。
为了纪念这一里程碑式的进展，他
们把这头小香猪命名为“海扶猪”，
还为它立了一块纪念碑。

1997年，王智彪带领团队研制
出全球首台体外聚焦超声肿瘤治疗
系统海扶刀®，并于1999年获得中
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在重医附二院
投入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海扶
刀®出口到英国牛津大学丘吉尔医
院，这是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大型医疗设备首次出口发达国
家，实现了“中国创造”医疗器械的
历史性突破。

2020年12月，首台海扶刀®被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坚持
“只有原始创新才能挺起

中国科技的脊梁”

多年来，王智彪及团队成功突
破了聚焦超声领域的第一代、第二
代关键核心技术，先后研发出超声
波治疗良恶性实体肿瘤、妇科宫颈
外阴疾病、鼻炎、慢性软组织疼痛、
骨关节炎等全球首创、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系列医疗设备，2005
年发布全球首个《高强度聚焦超声
肿瘤治疗系统临床应用指南（试
行）》，主持或参与制定该领域国内、
国际行业标准占80%以上。

如今，“中国创造”超声治疗系列设备已
出口31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近3000家医
疗机构应用，保器官治疗超28万例良恶性肿
瘤患者，帮助因子宫良性疾病无法生育的妇
女成功孕育2000余名宝宝。

2022年，国际组织聚焦超声基金会授予
王智彪首届临床应用奖，颁奖词这样写道：中
国在高强度聚焦超声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
献，包括在基础研究、大型医疗设备开发、临
床应用和行业标准等方面的突破。

荣誉背后，是“中国创造”得到国际认可，
也是王智彪一直以来对原始创新的坚持。

不过，王智彪仍清晰地记得，产品首次出
口时，国外专家起初那难以置信的眼神，还有
此起彼伏的质疑声——“B超、CT、核磁共振，
这些大型医疗设备都由发达国家原创，凭什么
聚焦超声这样的高精尖设备，会来自中国？”

最终，王智彪及团队用临床治疗结果证
明了“中国创造”，并让“中国创造”一步步走
向全球。

“只有原始创新才能挺起中国科技的脊
梁。”王智彪说，尽管他们面临的质疑声不断，
但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他的骨子里，让他坚
定不移地在质疑中前行。

在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里，有
一面十分醒目的“失败墙”，由几个玻璃柜组
成。柜子里，放着各种超声治疗设备的零部
件。

“这些都是过去实验失败留下来的，但只
是很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被堆放在仓库
里。”王智彪告诉记者，这样一面墙，并不是让
大家记住失败，而是想告诉大家，失败并不可
怕，只要方向正确，坚持再坚持，甘于“坐冷板
凳”，持续去做，终有一天会成功在望。

正是如此，从最初组建课题组时的几个
人，到如今团队壮大到600多人，36年如一日，
他们就只坚持做这一件事，非把它干好不可。

“坚持原始创新，我们只是走在前面做了
一个小小的示范。”王智彪说，尽管前方路上
会遇到更多问题，但在我们国家，原始创新的
生态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也将有更多原始
创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像沙漠长出一棵
小树苗都很难，但如果沙漠已经变成了绿洲，
它还会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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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彭宇

8月19日，重庆市科技创新大
会召开，在各市级部门、区县、高校
院所、企业等引起热烈反响。大家
纷纷表示，将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和
人才强市首位战略，推动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新
突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
庆篇章注入强劲动力。

市级部门
迭代重塑市域科技创新体系

“要坚持创新制胜、人才引领、
改革突破协同发力，迭代重塑市域
科技创新体系！”市科技局党委书
记、局长明炬走出会场时，深感重任
在肩。他表示，下一步，市科技局将
抓好科技体制改革、科创资源汇聚、
创新主体培育、科创人才引育、原创
成果产出、成果转化应用，迭代升级
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和评
价体系，迭代构建“416”科技创新布
局，凝心聚力打造四大科创高地，加
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强
劲动力，成为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
支点。

市经济信息委党组书记、主任
王志杰表示，全市经信系统将持续
做大做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先
进制造业为骨干的“33618”现代制
造业集群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融合发展，打造企业主导型
产业创新综合体，推动实体经济和
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不断优化产业
科技创新生态，力争到2027年，工
业总产值达到4万亿元，战新产业、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提升至
36%、22%，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
强度2%，努力打造“西部领先、全国
进位和重庆辨识度”的产业科技创
新标志性成果，在建设全国重要先
进制造业创新中心上实现重大突
破。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主
任刘宴兵表示，全市教育系统将聚
焦 我 市“416”科 技 创 新 布 局 和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
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化教育

综合改革，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
科技发展、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调
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
急需学科专业；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深入实施“教
育强市区县行”，推动高校科研创新
和人才培养走进区县、走进园区、走
进企业，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
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
生产力。

区县
全面增强科技创新整体效能

江北区委书记滕宏伟表示，江
北区将锚定“科技兴业之区”目标，
做好创新策源，推动1家国家级重
点实验室、5家市级重点实验室等平
台研发攻关，高质量打造网商产业
园等科创载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发
展；做强企业主体，全力支持长安汽
车、润际远东等研发大企、强企高质
量发展，围绕新质生产力招大引强，
激发创新发展新活力；做优环境培
育，引导辖区500余家金融机构做
好科技金融文章，迭代“百千万”联
系服务经营主体全覆盖机制，完善
人才服务“一件事”机制，营造最优
科创生态。

涪陵区委书记黎勇表示，涪陵
区将以“产业+科创”为引领，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强化企业科技创
新主体地位，加快建设企业研发中
心，聚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产
业链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
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以涪陵高新区、
白涛工业园区为主阵地，打造高能
级科创平台，推进涪长新材料产业
协同创新区建设，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布局未来产业；围绕产业链和创
新链建强资金链、人才链，培育壮大
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坚持产业所
需、企业所求精准引才，全面增强科
技创新整体效能。

“我们将深入实施科技创新赋
能行动，着力提升‘355’科技创新体
系整体效能，打造科技创新先行
区。”荣昌区委书记高洪波表示，下
一步，荣昌区将以国家畜牧科技城
为统揽，发挥成渝腹心战略区位优
势，建好用好全国首个农牧特色国
家级高新区、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

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加快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努力形成更多具有荣
昌辨识度的科技创新成果，打造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畜牧科技创新中
心；聚焦构建“2335”现代制造业集
群体系，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高校院所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
“此次大会的召开，为重庆科技

创新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和路径。”西
南大学校长王进军说，高校是国家
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西
南大学将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
制机制一体改革，做大做强资源昆
虫高效养殖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
室、国家柑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
部（重庆）科学城种质创制大科学中
心等标志性创新基地，持续开展原
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新篇章贡献西
南大学的科技力量。

重庆师范大学校长王国胤表
示，作为开展科技创新和培育未来
教育家的重要基地，重师将紧密围
绕建设教师教育特色鲜明、争创一
流综合性师范大学的奋斗目标，加
快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等高水平
创新平台建设，助力我市建设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利用
数学、特殊教育、科技考古等多学科
优势，加强交叉研究与成果转化，推
动科技创新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紧
密结合，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贡献
重师力量。

市科技研究院院长王愚表示，
下一步，市科技研究院将以加快实
施事企分离和科研院所深化改革为
契机，实施研究领域、组织架构、人
才结构、体制机制“四重构”，进一步
加强应用技术基础研究，聚力产业
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
高效转移转化，构建贯通应用技术
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覆盖
产业技术创新链全过程、全要素的
技术创新体系，全面提升科研能力、
创新活力、人才实力和发展绩效，推
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我们要努力打造更多‘西部领

先、全国进位和重庆辨识度’的农业
科技创新标志性成果！”市农科院院
长苟小红信心满满地说，下一步，市
农科院将大力推动科研组织模式和
运行机制改革，着力提升科技创新
整体效能；深入实施现代种业科技
创新工程，围绕耕地保育、山地农
机、智慧农业等领域，大力推进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坚持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农业新
质生产力，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以更
多“硬核”科技成果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企业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

此次科技创新大会再次强调要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这让
重庆鑫景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创始
人、董事长白一波备受鼓舞。作为
一名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他深感使
命光荣、责任重大。

白一波说，党的二十大以来，鑫
景玻璃发展迅速，目前已获得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重庆市
潜在独角兽企业等荣誉和资质，正
在积极推进上市。下一步，他将带
领团队以更积极的态度、更昂扬的
斗志，打造完善企业创新体系和管
理体系，推动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
广泛开展合作，为实现国产特种玻
璃高水平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作为中国电科在渝布局的企
业，我们深受鼓舞，又深感责任重
大。”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党
委书记，中电科芯片技术（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颖表
示，下一步，将充分发挥企业科技
创新主体作用，加快构建内外协同
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强链补链，
成体系布局推动芯片全产业链能
力提升，逐步建成国际先进的模拟
集成电路工艺能力；坚持创新超
越，前瞻布局量子信息、智能传感、
光电集成等颠覆性创新技术，发展
新质生产力，集智攻关推动取得更
多原创性成果；坚持做强做优，深
化“四链”融合，高标准打造全国重
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
台，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赋能现代
化新重庆建设。

推动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新突破
重庆市科技创新大会引发我市各界热议

大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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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自然科学奖
芳炔多官能化研究及应用等24项科技成果

● 重庆市技术发明奖
桥梁内在病害磁学诊断新技术等7项科技成果

● 重庆市科技进步奖
星地多域融合智联信息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等67项科技成果

● 重庆市企业技术创新奖
重庆长安汽车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

● 重庆市国际科技合作奖
田村幸雄 洪承镐

获奖情况

● 重庆市科技突出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