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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李百战教授主持完
成的“建筑热环境理论及其绿色营
造关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用好地铁“活塞风”
建筑更温暖更节能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11月3日，由重庆大学李百战教授主持完成的
“建筑热环境理论及其绿色营造关键技术”，在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该项目为建筑热环境低碳节能提供理论方
法、技术、产品装备等。

据了解，我国近20年来建筑体量和建造能力快速
提升。但由于我国缺乏建筑热环境理论和营造技术，长
期参照欧美标准和方法，导致建筑能耗高，热舒适差。

“在建筑能耗方面，其中约2/3被用于建筑热环
境营造。”李百战介绍，于是，从2002年开始，团队开
始进行建筑热环境研究。

团队首先创建了动态环境人体热舒适自适应理
论，建立适合不同地域的热舒适评价方法。团队相
关成员介绍，不同的气候区应该有不同的设计和营
造方法。

有了理论指导后，团队提出基于人体热舒适的建
筑热环境节能设计方法与新技术，构建热环境绿色营
造技术标准体系。

每个项目团队都因地制宜进行环境设计，如在
地铁站，车辆进入隧道时会带来“活塞风”，团队进行
合理设计，利用好风能。目前，项目成果已应用于国
家体育场、重庆机场等30余项重大工程，获联合国
全球人居环境规划设计奖。该技术近3年带来新增
产值35.72亿元，新增利润4.73亿元。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张曦教授主持完成的“难治性白血
病诊治新策略的建立与临床应用”
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微环境重塑”新技术
提升白血病诊治水平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张曦教授带领团队
创建了一种基于“微环境重塑”的难治性白血病诊治
新技术，让这一疾病的诊治水平显著提高，该项目获
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张曦介绍，如果把造血干细胞比作种子，种子生长
发芽、枝繁叶茂，最后形成森林，这片森林就是人体的
造血系统。

在他看来，过去，很多专家都把研究对象放在种子
上，而忽略了土壤。土壤就是造血干细胞所处的微环境。

他表示，白血病干细胞本身有耐药机制，而微环
境还会庇护它耐药，相当于微环境给它形成了一个

“庇护所”，药物进不去，导致治疗困难。
据悉，在国家重点研发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等32项课题支持下，张曦和他的团队历经21年的
艰苦攻关，从“微环境重塑”角度出发，取得了一系列
创新性成果。

“简单来说，我们主要是通过细胞因子调控和
细胞治疗两个手段来进行预防和治疗。”他介绍，
通过对微环境进行改造，让它从一个有利于白血
病干细胞生长的环境，调控成一个抑制它生长的
环境，从而逆转白血病耐药性。

目前，项目组完成了基于“微环境重塑”的难治
性白血病国内最大规模病例诊治，共计4077例，两
年总生存率提高21.5%，临床治愈率65.1%。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唐康
来教授主持完成的“足踝外科精准微
创治疗关键技术体系建立与推广应
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小足踝手术
做出“大文章”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11月3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唐康来教授主持完成的“足踝外科精准
微创治疗关键技术体系建立与推广应用”，获得2020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该项目围绕足踝伤病治疗难题，开展系列精准
微创治疗关键技术及相关理论研究，显著提升国内
足踝外科整体治疗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唐康来介绍，足踝部伤病发生率高，且手术较为
困难，因为那里皮肤薄、血供应差、细菌多，骨头数量也
特别多，“双脚里的骨头占到全身骨头数量的1/4。”

从2004年开始，唐康来开始钻研足踝精准微创
治疗技术，创建了足踝部难治性关节伤病关节镜微
创新技术。唐康来带领团队将关节镜技术用于足部
小关节，在没有关节腔的部位进行造腔开展微创技
术，解决传统开放手术无法解决的难题。

据了解，该团队创建了足部严重畸形非融合矫
正治疗新体系，让病人减少创伤，同时关节活动功能
恢复得很好。此外，该团队运用CT及X线等方法精
准导航，大幅降低手术创伤和并发症。

目前，团队完成足踝精准微创手术7800余例，
手术疗效及重返运动率明显提高，并
发症由 8.3%降至 1.2%，感染率由
4.5%降至0.5%。

11月 3日，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重
庆共有 9 个科技项目获得
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包括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6 项，其中主持完成的 3
项，参与完成的6项。本报
记者近日采访了重庆部分获
奖项目。

重庆这些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博
士毕业来到重庆，立马就能住进一个安心
舒适的“小窝”，来自辽宁的史宇宏入住重
庆市青年人才驿站，第一时间感受到了重
庆的热情与友好。据悉，近年来团市委扎
实推进青年人才驿站建设工作，目前全市
已建成青年人才驿站24个，房间727间，
床位1847个。

去年5月，家在大连的史宇宏从东北
财经大学博士毕业。在重庆求职时，他通
过重庆英才网了解到有免费入住青年人
才驿站的服务项目，立刻就申请了，通过
审批，史宇宏顺利在驿站办理了入住。目
前他已经是重庆邮电大学的一名讲师了。

青年人才驿站不仅吸引了来渝求职
人才，也留下了很多在渝读书的青年才
俊，李昊洋便是其中之一。

“大学刚毕业，经济不宽裕，可以免费
入住驿站，为我省了不少钱。”今年7月，
家乡在云南曲靖的重庆邮电大学毕业生
李昊洋，在了解到重庆青年人才驿站信息
后，坚定了留渝就业的决心。

“驿站虽是免费住宿，但服务一点没
缩水。”李昊洋告诉记者，驿站不仅室内设
施齐全、环境优美，还配套有羽毛球场、篮
球场等运动设施。求职成功后，李昊洋开
启了步入社会新的生活模式，对重庆这座
城市的热爱也加深了一些。

同时，青年人才驿站不仅影响了青
年对城市的选择，还影响了青年对职业
的选择。

在外地读书的余睿是重庆人，从离开
校园回重庆求职的动车上，他着急入住驿
站，便直接电话联系了当地团委，在团组
织的协调下，一下动车就顺利办理了入
住。后来他了解到，还有不少人和他一
样，因为面试通知得急，来不及提交申请，
团组织都是特事特办，让他们先入住再补
充申请资料。

“离开驿站以后，驿站工作人员经常电
话询问我的意见建议，还将所有入住过驿
站的青年建了一个群，经常为我们推送婚

恋交友、培训学习等活动信息。”余睿说。
正因为青年人才驿站的入住体验，让

余睿感受到团组织的温暖，他最终选择应
聘到北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工作，以一名
专业社工的身份继续向他人传递温暖与
关怀。

据悉，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成青年人
才驿站 24 个，房间 727 间，床位 1847
个。各区县根据实际设置了相关条件，
来渝就业人员须在毕业三年内申请，可
享受最长3个月的免费住宿。同时，各
区县团委依托青年人才驿站广泛开展了
青创培训、交友联谊、读书沙龙、实习实
践等活动。

全市共建成24个青年人才驿站
来渝求职青年人才可享受免费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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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重庆大学李百战教授主持
完成的“建筑热环境理论及其
绿色营造关键技术”

2.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张曦教授主
持完成的“难治性白血病诊治新
策略的建立与临床应用”

3.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唐康来教授主持
完成的“足踝外科精准微创治疗
关键技术体系建立与推广应用”

1.重庆大学参与完成的“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制备技术及应用”

2.重庆植恩药业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奥利司他不对称催化全合成关键
技术与产业化”

3.重庆邮电大学参与完成的“复杂工业系统安全高效运行的无线控制系
统技术及应用”

4.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参与完成的“静脉注射用脂质类纳米药物
制剂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5.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道路与桥梁多源协
同智能检测技术与装备开发”

6.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参与完成的“玉米优异种质资源规模化发掘与创新利用”

参
与
完
成
六
项

重庆9个获奖科技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