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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上海产学研合作优秀项目奖”获奖项目
特等奖

项目名称：国产质子治疗装置研制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中
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
海高等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

项目名称： 浮体式新型卫星平台总体技术研发
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
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南京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

项目名称： 优质强优势杂交粳稻种业创新及
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农科种子种苗有限公司、上海市
农业科学院

项目名称： 复杂工况下大容量永磁风力发电机
系统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大学、内蒙古京能苏尼特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麻精类管控物质标准品的研制及
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原思标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
刑事科学技术研究院

项目名称： 跨语言知识图谱构建与推理技术研
究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传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华东师
范大学

项目名称： 数字化青少年小下颌畸形矫形器的
研发及产业化
完成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上海时代天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一等奖

二等奖

项目名称：盾构机自主驾驶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大学

项目名称： 星机通信共形相控阵天线阵列的研发及产业
化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航天电子通讯设备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

项目名称：智能乒乓球机器人的研发与产业化
完成单位：上海体育大学、上海创屹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轨交多专业数字化运维平台研究与应用
完成单位：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地铁维
护保障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制药废水末端治理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完成单位：上海上药杏灵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济
大学

项目名称： 肿瘤微创外科高性能超声刀及关键材料的研
发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逸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宝武特冶钛
金科技有限公司、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项目名称： 塑料绿色低碳高品质循环利用关键技术研发
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睿聚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项目名称： 大型邮轮薄板生产线激光复合焊接质量智能
管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

项目名称： 复合高压超短脉冲电场用于前列腺肿瘤消融
治疗的临床研究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诺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项目名称：噪声溯源和预测自主仿真软件开发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海立电器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

项目名称：新型眼内填充物全氟辛烷的关键生产技术研发及
产业化
完成单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杰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固液捆绑火箭热振防护涂层研发及产业化
完成单位：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舟山腾宇航
天新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可信人工智能通讯安全测试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完成单位：上海丰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华东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航天轻质结构件多功能复合成形装备与工艺
完成单位：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北京智创联
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基于资源精细化管理的高性能列车全自动运行系统研
究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电气泰雷兹交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同济大学

项目名称： 风电钢———混凝土装配式混合塔筒工艺技术开发与产
业化
完成单位：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

项目名称：大管径长运距排泥管线输送数值模拟技术研发及应用
完成单位：中交疏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上海交
通大学

项目名称：基于自主 KF32 内核工业物联网芯片研发及产业化
完成单位：上海芯旺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理工大学

项目名称：燃料电池金属双极板镀层失效分析与工艺优化
完成单位：上海捷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

项目名称：内河船舶尾气一体化净化技术研究及应用
完成单位：沪东重机有限公司、华东理工大学

项目名称：压力补偿式精量灌溉技术及产品质量攻关
完成单位：上海华维可控农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三等奖 提名奖

项目名称：超高强热镀锌汽车板核心生产技术研发与应用
完成单位：宝钢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燕山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项目名称：汽车液力变矩器产业化
完成单位：华域动力总成部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同济大学

项目名称：血管内介入超声成像诊断设备研发及产业化
完成单位：上海爱声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项目名称：H 级联合循环汽轮机智能化一键启停技术研究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项目名称：环形线异步控制技术研究及应用
完成单位：果栗智造（上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复旦大学

项目名称：降质图像的超分、修复与上色算法研究与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艾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

项目名称：汽车仪表板横梁轻质异种材料混联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和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项目名称：软膜包装废塑料高值化物理再生技术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田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济大学

项目名称：基于船岸协同的智能营运一体化全流程平台研发与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智能塑壳断路器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

项目名称：缓释萱草花香氛材料开发研究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项目名称：MOA 避雷器在线监测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
完成单位：上海欧秒电力监测设备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

项目名称：新能源车电驱动系统噪声先进控制技术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北京理工大学、华域汽车电动系统
有限公司

今年看过不少展，夏末秋初那场，令人难忘。
8 月 31 日，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与上海市历史博物

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红色的信仰 无悔
的选择———傅莱与中国的情缘”展览在上海市历史博物
馆（东楼二楼）开幕。

展览的主人公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是一位有
着 60 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1920 年，傅莱出生于奥地利维
也纳一个普通职员家庭。 他青少年时代就参加了维也纳
工人运动，并于 1937 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 1938 年，他
的名字被列入法西斯盖世太保的黑名单，随时都有生命
危险。 于是，他毅然决定乘坐驶往东方的邮轮，去寻找中
国的反法西斯革命队伍。经过 28 天的海上颠簸，1939 年
1 月，这位犹太青年来到了当时无须签证的中国上海。 3
年后，他结识了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从此，便与
八路军紧紧结合在了一起。 1941 年 12 月，他奔赴晋察冀
抗日根据地。 1944 年，被派往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从事传
染病内科教学。那一年，24 岁的他经组织批准，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在看到聂荣臻亲笔签名的信件、傅莱学习党的基本
知识笔记、傅莱珍藏的 3 本不同时期的党章时，前来参
观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红
色声浪”小小宣讲员代表，都不约而同地对一位外国友
人的坚定信念表示由衷钦佩和敬仰。

在边区工作期间，傅莱经常随军区卫生部检查团下
部队。 他亲眼看见了战士因为伤口感染不得不忍受痛
苦，甚至面临致残危险。 当时，特效药青霉素已在英、美
等国用于临床，傅莱得知后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青霉素
研发出来。 他在不断的尝试中总结出了一套“土方法”，
经历了 50 多次的失败后， 终于成功研发出了第一批初
制青霉素，成为前线宝贵的外伤用药，还有效治愈了肺
炎、脑膜炎、淋病等疾病。

新中国成立后，傅莱于 1953 年加入了中国国籍，还
曾担任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积极
参政议政，多次就加强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
基层医疗卫生建设、改善革命老区人民生活、改革国家
医疗体制等问题建言献策。 2004 年，傅莱因病于北京逝
世，享年 84 岁。 他生前曾留言：“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
员，我深深眷恋中国这片伟大的土地。 ”傅莱去世后被安
葬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白求恩卫生学校所在地
河北省唐县，与白求恩、柯棣华一起，受到中国人民永远
的怀念。

想去长沙板仓看看杨开慧烈士故居的心愿由来已
久。 一是因为，1927 年 9 月，毛泽东同志组织领导了举世
闻名的秋收起义。 史料记载，当年作为中央特派员，毛泽
东同志正是将杨开慧等妻儿从长沙市区送回老家板仓
后，再出发去湘赣边界开展工作的。 由此可见，板仓在中
国革命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二是因为，
1957 年 5 月，毛泽东主席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词。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等名句，传遍大
江南北。 1959 年 6 月，毛泽东主席在长沙会见了李淑一，
询问了她的生活和工作，并委托她方便的时候，到板仓代
他看看开慧墓。这则消息，让板仓这个地名印刻在了读者
心里。

原因三：1982 年 3 月，在维修杨开慧住房时，在砖缝
中发现了杨开慧手稿一份，共 12 页，4000 余字。 1990 年
8 月，杨开慧故居再次维修，在她住房天井墙壁缝隙中，
又一次发现杨开慧当年珍藏的手稿，共 4 页，1000 余字。
杨开慧故居两次烈士遗稿的发现， 全国各地新闻媒体均
做了详尽报道，激起了民众对英雄烈士的无尽缅怀。

杨开慧故居在长沙市区东北约 60 千米的长沙县开
慧镇开慧村（又名板仓），面临公路，后枕小山，四周有松
柏、香樟、翠竹环绕。故居始建于清代乾隆末年，土木构件
四合院式民居，现存大小房间 36 间。 杨开慧父母卧室和
她本人住房等，均作原状陈列。 1901 年 11 月 6 日，杨开
慧在这里出生，12 岁时随家迁居长沙市区，1927 年大革
命失败后，回故居居住，直至 1930 年 10 月被捕牺牲。

我们去的那天， 正值阳光灿烂、 微风轻拂的仲春时
节。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怀着对英雄的崇敬、对烈士的
缅怀，在故居内细细地观瞻，无尽地赞叹。我们看到，1982
年与 1990 年两次发现杨开慧烈士遗稿的墙壁上都做了
标注，不少游客以此为背景，纷纷拍照留念。 我想他们内
心一定明白：这是板仓杨开慧故居中最值得珍念的地方！
杨开慧住房的左侧有一间杂屋，上面说明文字，让游客动
容：“1930 年 10 月，国民党反动武装突然包围板仓屋场，
杨开慧临危不惧，在此从容地烧毁了党的机密文件。 ”

毛泽东青年时期曾多次到板仓， 杨开慧故居堂屋里
挂着一幅油画， 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情景。 下端有一行文
字：1927 年 8 月 16 日，毛泽东从长沙回到板仓，对湖南
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认真的调查。 在板仓屋场
邀请了 5 位农民、 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
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这
为之后秋收起义中确定土地革命的原则， 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1930 年 11 月， 杨开慧烈士在长沙识字岭英勇就义
后，遗体被亲友连夜运回了板仓，埋在故居南端的小山坡
上。 1959 年，当地政府在烈士墓地前修建了纪念亭与纪
念塔。 1967 年 4 月，党和政府再次出资重修杨开慧烈士
墓并建纪念陵园。我们今天看到，烈士墓后有大型石碑一
方，上面镌刻着毛泽东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词。 墓地
四周苍松环绕，翠竹长青。

墓地前方不远处，矗立着杨开慧烈士的汉白玉雕像，
艺术地再现了烈士当年英姿焕发的模样。雕像底座上，有
毛泽东手书“骄杨”两字。我看见许多青年人手捧鲜花，以
雕像为背景，拍照留念。 每个人终有一死，但正如毛泽东

同志所说，有人重于泰山，有人轻如鸿毛。 杨开慧烈士正
是前者。

杨开慧汉白玉雕像左侧是毛岸英的衣冠冢， 墓冢后
面立有毛岸英的花岗岩雕像， 黑色花岗岩墓顶放着一本
汉白玉雕成的书。 右侧是毛岸青、邵华的合葬墓。 墓后立
有一尊毛岸青的花岗岩雕像。墓顶平放着 3 块汉白玉碑，
两边的石碑上分别刻着毛岸青和邵华的生平简介。

与杨开慧烈士一起曾经从板仓被敌人抓去坐过牢、
受过苦的两个孩子，现在又“回到”了板仓，并且永远陪在
妈妈身边了。

柬埔寨洞里萨湖的东北地区，树木丛生，藤蔓修
长， 硕大的无花果树在阳光照射下泛出柔和的绿光。
拨开这道绿障，一座古城映入人们的眼帘，庄严肃穆。
古塔向天高耸，巨大的人面雕像从错综盘节的树根背
后投来令人心颤的目光。 这里，就是森林里的一座废
弃的神秘古城———吴哥。

“吴哥”（Angkor）一词来源于梵语 Nagara，意为都
市，在柬埔寨历史全盛时期，是高棉人的宗教和政治
中心，包括吴哥城（又称大吴哥）和吴哥窟（又称小吴
哥）， 以及女王宫等 600 多座印度教与佛教建筑风格
的寺塔。 我和女儿来此一游，这里让我们惊叹、赞叹、
感叹。

吴哥城始建于公元 9 世纪，占地 10 平方千米，是
座方形城市。 城墙高约 7 米，用赤色石块砌成，共有 5
座城门，屹立着四面湿婆神像。 神像头高约 3 米，天庭
饱满，地脚方圆，带着神秘的微笑。 城门两侧各有一只
石象，长牙着地，鼻子在莲花中卷动，生动逼真。 门的
高度， 在古时正好可容高棉人骑着大象通过。 上午 9
点半我们到达城门，蔚蓝色天空下，吴哥城沐浴在金
黄色的阳光中，城门上的神像通体变成金黄色，在周
围绿色树木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雄伟壮观。

进入吴哥城后见到许多废墟，穿过废墟，来到巴
戎寺， 眼前出现 200 个笑脸石雕群像的壮观景象，令
我们大为惊叹。 正如发现吴哥古迹的法国科学家亨

利·默哈特所说，面对这些笑脸石像，我们无法找到合适
的言辞来形容。 它们面朝不同的方向，笑脸神秘而自然，
像是微笑着迎接远方来客，又像是威严警惕地注视着四
方。 群像中那个厚唇、微闭双眼、露出意味深长笑容的
脸，正是被人称作“高棉的微笑”的经典石像，我们在它
面前驻足许久，不舍得离去。

吴哥窟也称吴哥寺，距离吴哥城约 4000 米，是保存
得最完整的古迹。 柬埔寨国旗上有个圣塔图案，它就是

“柬埔寨灵魂”吴哥窟圣塔。 吴哥窟的主体建筑屹立在 3
层台基上，台基上有 5 座莲花蓓蕾形的圣塔，中央塔最
高，塔顶距地面 65 米。

我们来到吴哥窟是在午后，阳光下远远地望见碧绿
的河水泛着亮光，河对岸的吴哥窟轮廓正如柬埔寨国旗
上的图案。 五塔高耸，中央塔最高，甚是宏伟。 吴哥窟周
围绕以 200 米宽的护城河，周长约 5000 米。 护城河内有
两道围墙，正门外的护城河上有座美丽的石桥，桥的东
西两侧各蹲着一头石狮，桥两侧的护栏上各雕有“那伽”
蛇行水神像。 过了桥，我们就迈进了气势宏阔的吴哥窟
主体。

吴哥窟是一座多层回廊环绕、浮雕精美、逐层上升
的高塔群，建筑错落有致，中心突出。 吴哥窟的装饰浮雕
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最常见的是整墙的女神像，舞
蹈姿态的天女雕像裸露着上身，戴着华丽的头冠，显得
雍容华贵。 吴哥窟给人以空灵之感，回廊中一个门洞套
着一个门洞的透视感，让人感到建筑之美；攀着“天梯”
登上高塔，再从高塔上向下俯视，仿佛感到空间无限；在
高塔内穿行，欣赏墙壁、廊柱、窗楣、基石、栏杆上的浮
雕，与浮雕中翩翩起舞的女神擦肩而过，好像时间回到
了远古。 建筑美，艺术美，吴哥窟的空灵之美让人陶醉，
让人赞叹。 吴哥窟不仅是一座庞大的艺术宝殿，更是柬
埔寨人的灵魂象征。

除了经典的吴哥城和吴哥窟，吴哥古迹还有其他一
些景点，但不及吴哥城和吴哥窟的价值高。 那些建筑在
历史变迁和岁月风雨的双重摧残下，多数变成废墟。 所
见苍凉，却也留下残存之美的深刻印象，并不影响游览
柬埔寨的情趣和效果。 黄昏来临时，走上阿肯山，登上仙
女峰观看吴哥日落，这时吴哥古迹的自然美在夕阳的光
照下，愈发显得美轮美奂。

值得一提的是，自 2019 年 9 月以来，傅莱夫人江
国珍女士先后 5 次向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捐赠了傅
莱生平相关史料 171 组， 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此次展览共有 37 件展品出自这些捐赠史料。

红色的信仰，无悔的选择。 这正是一位国际主义
战士的毕生追求和精神写照。 傅莱的故事不仅感染了
前来参观的新时代国际友人，也在少先队员的心里烙
下了深深的印记。

新西兰友人、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获得者、上
海日报专栏作家和视频编导安柏然在参观展览后表
示，作为一名工合国际委员，能与中小学生一起了解
中国众多重要外国友人之一傅莱，感到很荣幸。“我以
前没有听过傅莱的故事，今天通过观展，了解他的中
国之旅，令人鼓舞和受益匪浅：包括他如何第一次来
到中国逃避‘二战’的恐怖，他如何寻找中国共产党，
他如何学习医学并帮助拯救生命，以及他最终成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的故事。 作为今天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
外国人，我又多了一位值得尊敬的重要人物。 ”

来自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的周立扬同学说，傅
莱的传奇一生令人敬佩， 尤其是他在极其困难的条
件下， 在延安的山沟沟里， 研发出了中国历史上第
一批初制青霉素，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这种永不
言败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傅莱的事迹让我明
白，在世界的舞台上，友谊和互助是没有国界的，而
爱国精神也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祖国， 更体现在对
全人类和平与进步的追求中。 ”来自宝山区庙行实验
学校的潘治跃同学感慨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