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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是新时期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的重要内涵。为推动我院科学技术研

究面向国家和地方需求、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鼓励在服务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益等科技创新活动中作出重要贡

献的集体，自 2014年起，中国科学院设立了“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2018年度共 10个团队荣获该奖。本刊特

开设“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栏目，分期介绍相关团队及成果，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获奖者学习，推动科学技术研究，

用更多有效的中高端科技供给，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更大的贡献。

序号  团队名称 推荐单位

1 深部矿产资源预测理论与应用团队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2 空天地一体化终端芯片研制及产业化团队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3 区域污染的生态风险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团队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4 安检人脸识别辅助验证系统团队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5 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示范及产业化团队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6 煤基乙醇技术创新团队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7 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科技合作处团队 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

8 功能性微量元素螯合物技术创新与集成应用团队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9 核电材料测试技术与成套装备及安全评价应用团队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10 国家精准扶贫成效评估决策关键技术及其应用团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
C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Prize

2018 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获奖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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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材料测试技术与成套装备及
安全评价应用

合作单位：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宝钢特钢有限公司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核动力运行研究所 国核电站运行服务技术有限公司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中国核学会

成果简介

针对核电厂核岛关键设备的主要腐蚀失效模式与实验室模拟试验的关键难

点问题，自主设计并研制了10 类模拟核电高温高压水环境中开展材料损伤试

验的关键测试装备和原位测试技术，用于核电材料腐蚀损伤试验研究和安全评

价。精确模拟了核电站高温高压水化学环境，创制了核电高温高压水中材料在

加载条件下的光学、光谱、声发射、电化学、裂纹扩展、应变等原位测量装

备；创制了核电高温高压水中划伤再钝化暂态电化学快速评价材料应力腐蚀敏

感性技术；研制了实现核电高温高压水中腐蚀电化学、应力腐蚀、腐蚀疲劳、

腐蚀磨损、缝隙腐蚀、辐照促进应力腐蚀等多种材料腐蚀失效行为的测试设

备；发明了核电高温高压水中多种在线原位测试探头；建立了核岛关键部件的

应力腐蚀安全评价与剩余寿命评估技术。上述技术均已得到成功应用。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成果成功用于大亚湾核电站、设计院、制造厂、安审机构等 10 余个单位和

AP系列、“华龙一号”等多个三代重要核电型号关键装备的设计、生产制造、

评价中，同时也已经用于在役核电站的失效事件分析与运行安全评价中，在核

电行业得到广泛认同，为核电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行、自主管理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该成果产生了 5 亿多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形成了自主知识产

权（申请发明专利 38 件，已授权发明专利 27 件；注册软件著作权 1 件），牵头

编制了 12 项测试与评价标准（4 项团体、8 项企业），均已发布；团队被国际

评估认为“在该领域位于领先行列”（IMR isa top player in this area），为核电

作为国家名片“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高温高压水应力腐蚀试验设备

高温高压水辐照促进应力腐蚀开裂试验设备

模拟核电水化学环境的循环水回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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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恩厚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主要贡献：团队负责人，提出原位测试方法的总体设计和

思路，合作研制了系列试验模拟设备与原位测量技术，提

出核岛部件的安全评价技术思路并合作实现评价。

王俭秋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主要贡献：合作研制了模拟核电高温高压水动态腐蚀电

化学、原位划伤再钝化、腐蚀磨损、应力腐蚀裂纹扩展

原位测试的系列试验设备及原位测量技术。

吴欣强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主要贡献：合作研制了高温高压水环境疲劳试验装置与

评价技术、缝隙腐蚀模拟试验技术及在线电化学监测探

头与应用技术。

柯 伟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主要贡献：合作讨论和指导学生完成原位测试设备的研

制，为各装备研制提供了重要指导。

张志明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主要贡献：完成了多种国产材料与现役装备的性能测

试，合作完成了百万千瓦级核反应堆回路关键管道部件

失效根本原因分析与风险评估。

谭季波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主要贡献：合作研发了高温高压水中疲劳试样标距段应

变的原位监测系统，建立了国产核级奥氏体合金的环境

疲劳校正因子模型。

郦晓慧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主要贡献：合作研制了模拟核电高温高压水循环回路、

高温高压水腐蚀电化学、原位划伤再钝化、腐蚀磨损设

备。

匡文军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主要贡献：合作研发了模拟核电高温高压水循环回路，

开发了高温高压水原位光学、光谱观测窗口和恒载荷加

载装置。

彭群家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主要贡献：合作研制了模拟辐照促进应力腐蚀开裂的试

验设备。

王海涛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主要贡献：合作建立了核级不锈钢弯管应力腐蚀裂纹扩

展的定量预测模型，对核电站在役弯管潜在裂纹进行有

效的风险评估。

团队成员

高温高压水辐照促进应力腐蚀开裂试验设备

高温高压水原位划伤再钝化测试设备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中国核学会团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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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精准扶贫成效评估决策
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推荐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

成果简介

团队面向国家脱贫攻坚重大战略需求，坚持理论研究、技术研发与决策

服务相结合，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扶贫办的指导下，精诚团结、攻坚克

难、开拓创新，深入探究了精准扶贫前沿理论与方法，率先研发了精准扶贫

成效评估指标体系与标准规范，自主开发了国家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大数据

平台和“精评通”设备，直接支撑了国家精准扶贫成效评估与科学决策，取

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和显著的应用成效，成为国家第三方评估的品牌团队，

连续 4 年圆满完成了国家精准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和全国首批贫困县退出评

估重大任务。团队已发表相关论文 220 余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3 项、软件

著作权 3 项，起草精准扶贫成效评估技术规范 2 项。2015 年以来，向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提交各类评估报告 78 本、约 1 200 万字，提交精准扶贫相

关咨询报告 7 份，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李克强总理等多次听取专

题汇报，对评估工作及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好评。据专家组评议，国家精

准扶贫成效评估关键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团队荣获国务院扶贫办颁发

的“优秀集体”奖，团队负责人刘彦随研究员荣获 2018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创新奖”、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科学奖。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团队研究创新发展了农村减贫与发展研究领域前沿相关理论和关键技

术，直接支撑了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考核评估，及时提供了国家精准扶贫

重大政策调整依据和优化决策建议。团队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

则，不断创新评估调查技术规范与方法，促使贫困人口识别、贫困人口退出

评估更加准确，因村因户帮扶更加精准，因人因贫施策更加有效。通过连续

4 年的第三方评估考核和“以评促改”，使全国贫困人口识别准确率提升了

3 个百分点，部分省份的识别准确率提高了近 10 个百分点，帮扶工作群众满

刘彦随、李玉恒发表 Nature 文章

刘彦随走进 CCTV“十九大时光”节目

“六个一”评估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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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文彦杰

刘彦随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要贡献：团队负责人，负责总体组织、策划与方案设

计，以及理论研究、技术研发及应用等。

周成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要贡献：负责评估技术平台设计、系统开发和大数据

支持。

龙花楼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要贡献：副组长，负责评估理论研究、评估调查技

术。

王黎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要贡献：技术研发，大数据平台，“ 精评通”研发。

葛 咏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要贡献：大数据平台，数据处理。

陈玉福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要贡献：方案设计、技术规程。

王介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要贡献：调查方案设计，实地调查。

李裕瑞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要贡献：精准扶贫理论研究，技术研发。

李玉恒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要贡献：实地调查，理论研究。

周 扬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要贡献：抽样调查方法设计，理论研究。

团队成员

“国家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系列报告

意度提高近 13 个百分点，发挥了第三方评估结果与

问题反馈的重要“指挥棒”作用。在国家精准扶贫

成效评估调查与技术示范实践中，团队培养了大批

了解我国农村贫困实际、精通扶贫开发理论的专业

人才；注重科技创新与技术推广，发挥科技促进贫

困地区脱贫解困与转型发展的重要作用；注重梳理

提炼精准扶贫典型经验和模式，积极开展扶贫开发

国际交流与合作，将中国精准扶贫模式和评估技术

推向世界，取得了显著成效和良好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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