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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报道：3 月
20 日，自治区院士项目“农情参数获
取关键技术研究与感知装备集成应
用”启动会在我州举办。

据了解，该项目将对农情参数信
息获取技术的研究和核心装备进行研
制，构建数字农业的智慧“大脑”，进而
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天空地一体化观测
技术与装备体系，为农业生产各环节
的分析、诊断、决策提供精准的数据信
息依据。

这一项目联合中国农科院农业资
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新疆昌吉农业
科技园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中
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科技援
疆指挥部）等优势单位，依托国家智慧
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国家数字农业创
新中心、农业农村部农业遥感重点实
验室等国家平台，引进中国工程院唐
华俊院士团队，面向新疆农业信息化
发展的产业需求，针对农情参数高精
度获取存在的要素不全、精度不高、技
术装备落后等问题，以“技术研发—装
备集成—示范应用”为研究主线，以大
田种植的棉花作物为主要对象，融合
大尺度卫星遥感观测、近低空无人机
多源传感器观测、地面物联网感知、信
息化终端调查等新型信息手段，以农
田地块为基本单元，依托昌吉综合试
验基地（位于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老龙河现代农业示范区）
进行农情信息获取技术的研究和核心
装备的研制。旨在突破天空地综合协
同的农田地块农情信息感知、融合与
获取的核心技术和研制低成本高精度
的数据获取与处理核心装备，形成多
角度高通量天空地一体化观测技术与
装备体系，实现地块单元的自然环境、
作物类型、长势与产量等多维时空信
息快速获取，并开展数据驱动田间智
能灌溉、智能施肥、植保无人机等技术
装备集成示范，建立标准化、典型的、
可复制的新疆模式。

项目负责人、中国农科院农业资
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所长吴文斌介绍
说，昌吉州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这是
发展智慧农业的基础和前提。“我们的
项目立足昌吉、辐射全疆，依托中国农
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科技援疆指挥
部）人才优势，进一步升级昌吉州农业
产业，更好地为昌吉州棉花产业服务，
用数据赋能新疆棉花产业高质量发
展。”吴文斌说。

3月21日，随着一声鸣笛，由特变电
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电工”）
研制的世界首台容量最大户外智能型
50000 千伏安/110 千伏有载干式变压器
成功发运，创下了国际首台套的新纪录。

如果说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脊梁，那
么“首台套”就是工业脊梁上的高端装备代
表。此次创下新纪录，特变电工为新疆高
端装备制造业“走在前、开新局”添上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人才先行引领产业发展

走进位于昌吉市的特变电工新疆输
变电科技产业园，生产车间里一台台正在
运转的各类机器和智能化仓储式配送中
心，无不展现现代化高端制造业的魅力。

3 月 12 日，在特变电工新疆输变电
科技产业园国家特高压变压器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十几名技术工人正忙着进行
户外智能型50000千伏安/110千伏有载
干 式 变 压 器 三相联调试验前的连接
工作。

记者看到，一个个红色圆柱形高压
绝缘子固定在黑色金属架两端，被行车
起重机吊至变压器顶端连线平台。“这
台干式变压器装配要求极其严格，所有
螺母都必须用防松螺母，还有你刚才看
到的那个黑色金属支架，看起来外形像

‘π’，组装时它和变压器本体要彻底接
地不能悬浮。”特变电工智能电气有限
责任公司干变设计处设计人员张宝银
介绍。

这是特变电工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
坚战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特变电工大
力实施人才创新驱动战略，建设了一支
由两院院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以及行业学科带头人、硕士博士组成的
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3 月 5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
议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深切感受
到，科技创新是‘关键变量’，也是高质量
发展的‘最大增量’，我们将持续推进创
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将
进一步加强在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
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力度，着力深化产学
研合作，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持续打造
全球领先优势。”全国人大代表、特变电
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新
表示。

据了解，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目
前位居中国机械工业 500 强第 9 位，较
2021年提升17位，成功跻身世界一流机
械企业500强第173位，入围中国战略性
新兴产业领军企业100强。

平台建设技术研发共进

特变电工人敢为人先、率先探索，
如何让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搬上“货
架”？在张新看来，搭建平台很重要。

特变电工聚焦创新驱动、优势集
群、终端优势，把长板拉长、把优势做
优，全面加强产业链建设，开展技术攻
关、进行产品研发、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凝聚强大发展合力。

拉长长板、做优优势，关键在于掌握
核心技术。特变电工着力强化重大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先后建成院士工作站、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国家工程实验室、“一带一路”联合实
验室等 15 个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和 26
个省级创新平台、35个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14家“专精特新”企业，为技术研发、
成果转化、产品创新体系提供支撑。

作为新疆本土高新技术企业，特变
电工每年拿出销售收入的4%用于科技创
新投入。先后承担世界首条商业运行
1000千伏“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
交流工程、代表当今世界高压直流输电
技术最高水平的昌吉—古泉±1100千伏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世界上首条且容
量最大的乌东德—广东广西±800千伏
特高压多端柔性直流示范工程和三峡百
万千瓦大型水电机组等一系列代表世界
节能输电技术领域创新领跑工程的中国
首台套、世界首台套输变电产品的自主
研制，积极推进我国重大装备国产化进
程，解决了众多高端电力装备核心部件
的“卡脖子”问题。

科技创新有了源头活水，研发成果
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仅去年一年，特
变电工就获得专利授权340项。

创新，已成为引领特变电工高质量
发展的最强引擎。从2018年到2022年，
特变电工利税增长了约8倍。2022年，全
集团在新疆上缴税收首次突破了100亿
元，劳动生产效能、人均创税、人均创利
位居全国行业前列。

与时俱进不断追赶超越

在位于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昌吉—古泉±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
工程昌吉换流站（以下简称“昌吉换流
站”）主控室，值班人员滑动鼠标查看运
行设备的各种数据。2022 年，昌吉换流
站向华东地区输送电量达632亿千瓦时，
同比 2021 年增长 14.9%，可让 14 亿人用
19.5 天，再次打破“疆电外送”年度累计
外送纪录。

作为“疆电外送”的第二条特高压输

电工程的起点，昌吉换流站的最核心设
备±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换流变压器，
是由特变电工研制的世界首台套产品。

近年来，特变电工围绕产业链布局
创新链，围绕国家核电、水电、火电、可再
生能源、特高压交直流输变电技术等开
展技术攻关，开发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抢占产业技术高
地，一个个“特变电工智造”正源源不断
地从实验室里走出来，成为企业创新的
有力支撑。

持续攻坚，硕果满仓。近年来，特
变电工获得国家、省级科技成果进步奖
等科技类奖项200余项。有效突破电子
级N型多晶硅、高端铝基新材料创新技
术、准东煤的清洁利用研发等重大创新
成果，重大装备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前沿
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国际领先。特变电
工高新技术产品已成功进入中亚、欧
洲、非洲的 70 余个国家和地区，为 30 余
个国家提供了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实现
从产品出口到工程服务再到中国先进
电力技术标准输出的转型，带动了数十
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和上万人次
劳务输出，特变电工连续 5 年上榜国际
承包商全球榜单，品牌国际影响力进一
步提升。

精工筑高地，发展高质量。眼下产
业界高度关注的碳达峰碳中和话题，是
制造业实现追赶超越的一个新机遇。

“特变电工瞄准新疆新能源大基地
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开
发更多智能化、绿色化和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高端产品，服务新疆经济高质量
发展。同时，全面推动国际业务转型升
级，加大与项目所在国、所在地的教育合
作、民生合作，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讲好‘一带一
路’中国故事，努力打造客户信赖、全球
卓越、有社会责任担当的绿色智慧能源
服务商。”张新表示。

3月12日，特变电工新疆输变电科技产业园特高压生产车间，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
员工正在组装世界首台容量最大户外智能型50000千伏安/110千伏有载干式变压器。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自治区数字农业基础

研究院士项目启动用创新对话世界
——解读“特变电工智造”背后的创新密码

本报记者 刘茜

3 月 19 日，吉木萨尔县二工镇芨
芨窝子村无人机操作员白棵本正在检
修无人机。

连日来，吉木萨县二工镇各村的
无人机操作员积极开展无人机检修工
作，确保春耕生产工作顺利进行。

张德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