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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洋） 8 月 18-19 日，主题

为“提升稀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安全”的第十四届中国包头·稀土产业论坛

暨中国稀土学会2022学术年会在包头举行。

据介绍，该论坛旨在充分发挥中国稀土学会

及包头·稀土产业论坛的平台作用，展示“十四五”

时期稀土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丰硕成果，为稀土

科技成果的转化搭建对接平台、为稀土重大项目的落

地提供合作契机，进一步扩大包头稀土产业的优势和

影响力，提升稀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开幕式上，项目签约及 2021年度稀土科学技

术奖颁奖仪式举行。本届论坛引进各类稀土产业

项目 50 个，其中稀土项目 29 个，非稀土项目 21
个。包头稀土高新区收集项目 30 个，其他旗县

区项目 20 个。签约项目拟投资金额共 303.608
亿元，其中，包头稀土高新区拟投资金额 92.582
亿元，其他旗县区拟投资金额 211.026 亿元。本

届论坛的签约项目不仅有稀土永磁、稀土抛光

粉、稀土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一些传统稀土

项目，还涵盖稀土镁、智能化硅提纯再生铝以及

一些非稀土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为稀土产

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增加新动能、拓展新

空间。

2021年度稀土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上，“基于

稀土探针的疾病检测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等7个项

目获得一等奖；“新型稀土添加剂金刚石砂轮机械化

学磨削研究”等12个项目获得二等奖。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中国

科学院院士严纯华、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中国工

程院院士毛景文作了主旨发言。论坛期间，“第五

届白云鄂博资源战略研讨会”“稀土磁性材料产业

链供应链发展研讨会”同期举办，形成了稀土行业

重量级会议集中举行的局面。

据悉，包头市自2009年开始举办稀土论坛，目

前已连续成功举办十三届。本届中国包头·稀土

产业论坛与中国稀土学会年会合并举办，为有效

增强会议的学术性，全面展现中国稀土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以及产业技术与市场等方面的最新进

展，包含稀土资源开发与环保、稀土功能材料技术

创新、稀土新材料测试分析及性能评价等领域前

沿科技，进一步深入研究稀土产业发展指明了方

向。

该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中国工程院、中

国稀土学会、中国稀土行业协会共同主办，包头市

政府、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包钢集团、内蒙古

科技大学、新华网承办。

当下，稀土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稀土全行业实现营业收

入749亿元，同比增长 51%，行业利润率达到14%，

较“十三五”初期提高了8个百分点。

8 月 18 日，在以“提升稀土产业技术创新能

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为主题的第十四

届中国包头·稀土产业论坛上，多位专家表示，稀土

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近年来，稀

土产业加快高质量发展，资源转化增值成效不断显

现，未来，要全力提升稀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延伸产

业链，提高附加值，着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优

化产业发展生态，引导上下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黄志强

表示，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全力推动稀土资

源保护性开发、高质化利用、规范化管理，稀土产

业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分散走向集约、从低端走向

高端，建成了国内最完整的产业链条和产业体系，

形成了国内最完备的稀土领域技术创新体系。内

蒙古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前所未有的速度推

动内蒙古稀土从“世界级储量”迈向“世界级产

业”，不断提升内蒙古的“稀”引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稀土办

公室主任陈克龙表示，近年来，我国稀土行业发展

质量不断提升，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创新能力不

断提高，应用产业加速向高端迈进，行业效益持续

改善，稀土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稀土是不可再生的国家重要战略资源，被誉

为“稀土之都”的包头，是我国稀土工业的发祥地，

拥有全国 80%以上的稀土资源储量。“当下的包

头，已经集齐了稀土产业发展的各类要素，形成了

稀土原矿开采—选矿—冶炼—分离—功能材料—

终端应用完整的产业链和从采冶、加工到应用、研

发、贸易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实现了稀土功能材

料全覆盖，发展势头正盛，政策红利正足、投资环

境正优、创新氛围正浓，形成了强大的发展势能。”

包头市委副书记、市长张锐表示。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

我国稀土行业还面临诸多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产

业链供应链还存在不少‘断点’‘堵点’，产业发展

面临的外部环境愈加复杂严峻。”陈克龙举例说，

资源绿色开发新工艺仍处于起步阶段，关键共性

技术创新和高端产品供给距离国际一流水平尚有

较大差距，产品价格高位波动给全产业链持续健

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产业发展生态与促进高质

量发展要求还不相适应等。

中国稀土学会理事长、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总

经理李波认为，目前我国稀土产业面临巨大挑战

首先是稀土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弱，核心专利受制

于人，行业整体技术水平仍有待加强；其次是稀土

行业环保治理工作任重道远；再次是国外稀土资

源的开发利用步伐加快，并意图重建稀土产业链，

我国稀土产业的优势地位有所削弱。

“要将创新作为稀土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注

重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作用，优化产业创新体系，

加强科学、技术、工程体系化研究突破，支持大中

小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陈克龙说。

张锐介绍说，包头具有比较完备的稀土领域

技术创新体系，涵盖研发、测试评价、情报分析、标

准制定、中试实验、成果转化各个环节，拥有稀土

领域国家级科研平台7个，占全国稀土领域国家级

创新平台一半以上，建成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

（研发中心）和工程技术中心 37家、自治区级重点

实验室5家，并与20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合作，共

建了一批新型研发机构。稀土采选、冶炼、分离等

前端领域产业化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去年，

包头市授权稀土专利 291 件，其中发明专利 118
件、实用新型 173件；5户稀土企业被评为国家级

专精特新企业和小巨人企业。

“研发新的稀土高端材料，开拓稀土的新用

途，不能跟着外国人走，要根据稀土资源优势进行

自主研发，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稀土资源，获得更

大利润，促进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程院

院士、矿床地质与矿产勘查学家毛景文建议包头

尝试以建设“稀土经济开发区”的思路，对稀土资

源采取支持促进稀土产业发展，以奖励等方式集

聚专家科研资源促进研发成果转化。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

在保障稀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上，陈克

龙表示，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坚持系统思

维，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

体性推进，加快提升稀土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

平。完善稀土总量指标管理，规范各类资源加工

利用，提升尾矿资源、伴生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促

进稀土产品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引导上下游产

业可持续发展。

张锐表示，包头将推进绿色发展，促进循环经

济。将绿色电力引入到稀土产业发展的各个链条

环节，扎实推动稀土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大力

开展钕铁硼废料和废旧镍氢电池回收利用，建立“资

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体系。加强稀土资源综

合平衡利用研究，特别是针对多元素伴生矿的特征，

开发相关提取分离技术和研发产品应用技术。

作为包头稀土产业的桥头堡，近年来，包头稀

土高新区紧扣“2+2+N”战略发展思路，围绕“提升

稀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安全”全新发展目标，科学研判、精准发力，做足做

好永磁、储氢、催化、抛光、合金五大产业“链”文

章，以高强度研发投入加速稀土向“世界级创新”

进军，推动稀土“老招牌”持续绽放“新光彩”，不断

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据悉，当前包头稀土高新区已汇集稀土企业

115 家，从业人员超万人，永磁产业由过去单一的

烧结永磁，发展到烧结、粘结、钐钴永磁并存的产

业格局，由过去的中低端产品占多数，到现在的中

高端产品占绝对优势，实现合金、氢破、后加工、电

镀、检测、装备等细分领域的全产业链就地配套。

数据显示，2021年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原材料就

地转化率由50%提高到近80%，稀土功能材料及应

用占比由37%提高到53%，稀土永磁材料年设计产

能达到10万吨，位居全国前列。目前，已有北方稀

土、宁波韵升、中国中车、大地熊、金力永磁等 8家

稀土产业相关上市公司在这里投资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李洋） 第十四届中

国包头·稀土产业论坛暨中国稀土学会

2022学术年会期间，第五届白云鄂博资源

战略研讨会举行。“世界稀土之都”包头吸

引了何继善、翟明国、吴福元、毛景文、王

运敏、李献华、姜涛等多位中国科学院与

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全国各地众多知名

专家，聚焦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床白云鄂

博战略资源，谋化其未来规划与发展。

白云鄂博资源战略研讨会形成五大

共识：一是白云鄂博资源在国家资源战略

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无论是稀

土，还是萤石、铌等资源开发利用，须纳入

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中予以高度重视。二

是白云鄂博资源成因复杂，资源潜力巨

大，无论是深部还是外围，资源的初步研

究颠覆了之前许多认知和公布的资源量，

需要继续举国家之力，调动集聚各方力

量，加大基础研究、科技攻关和勘探投入，

彻底摸清“家底”，为国家决策、产业发展

提供科学精准依据。三是白云鄂博资源

共伴生矿的特点，决定了钢铁、稀土产业

链不可分割，需持续落实综合利用方针，

推动产量更加能够满足下游增长需求，加

强高质化利用、保护性开发的应用研究。

提升稀土元素的平衡性利用，加大镧铈利

用、中重稀土开发利用的力度，加强铌的

选矿分离等攻关研究，以及绿色矿山、智

慧矿山示范性矿区建设。四是依托白云

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

实验室、国家稀土新材料创新中心，集聚

各类资源和力量，保障国家珍稀矿产资源

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五是传承好“4·
15会议”精神，发挥科学精神和“蒙古马”

精神，持续办好白云鄂博资源战略研讨

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运敏指出，要加大

资源勘查力度，探明“家底”、指导规划，加

快深部矿产勘探，应用先进采矿技术，在

绿色开采、精准开采、数智开采及资源综

合利用等方面做足文章。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福元认为，白云鄂

博矿藏神奇瑰丽、独一无二，要坚持基础

研究与应用并重，加大资源现状调查力

度，突出深部找矿，引进尖端技术，加强全

链条融合，破解“卡脖子”难题，以科技创

新带动白云鄂博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全产

业链升级。

白云鄂博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给

中国工程院院士毛景文留下深刻印象。

他指出，要优化产业布局，再接再厉探索

和攻破更多可利用资源，引入混改机制释

放活力，更好地将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

势，将白云鄂博打造成为绿色矿业发展示

范区，在包头形成产业集群。

研磨、萃取、拉花，3步操作、90秒钟，一杯树叶拉

花咖啡完美呈现。8月 20日，在全国科技活动周主

场活动暨北京科技周主场展厅，机器人如影咖啡大

师，为记者呈上了一杯兼具醇香口感和视觉享受的

大师级咖啡，全方位展示了咖啡科技美学。

“你可以选择心形、树叶、郁金香、天鹅等多种图

案。”遨博智能市场部负责人田华介绍，如影咖啡大

师采用遨博机器人双臂协作模式，运用机械臂学习

系统，能实现从压粉萃取到双臂拉花的全流程，逐帧

复刻咖啡师制作手法，能每天持续输出300杯高品质

拉花咖啡。但同样数量，人工咖啡师需一刻不停地

工作 15小时。“目前，在酒店、景点、商圈、游乐场、运

动场、写字楼、休闲会所等，各类场景都有应用。”

“这种360度的沉浸式体验太棒了！”在户外展区

双奥之城的“雪如意”VR体验区，VR技术展示了北

京市延庆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体验者只

需佩戴一个VR头盔式设备，即可观看到雪如意场馆

建设、了解山体结构，并可以运动员的视角亲身体验

雪如意整个滑行过程。

知道元宇宙快闪店吗？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京

东家电潮电元空间快闪店，在元宇宙畅想展台，宙予

科技打造的“空间化元宇宙”体验不容错过。在其提

供的全新技术场景中，顾客可以第一人称视角逛店，

360度查看店铺和商品，且可获得导购等专业的电商

服务。

“45分钟内一步完成全程实验，35分钟报告阳性

结果，检测灵敏度可达150拷贝/毫升，实现对新型冠状

病毒核酸的快速检测。”在科技战疫主题展台，由钟南

山院士命名的“轻骑兵”，其一抹“晶典黄”引人侧目。

北京博奥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品牌负责人李

腾介绍，这是国内首台集采集和检测为一体的移动

式新冠肺炎病毒检测实验室，同时也是全国首款由

轻型客车装载的移动实验室。“轻骑兵”接通220V民

用电或启动车上自带的发电机即可正常工作，采样

可通过口咽拭子采样机械臂和人工两种方式完成。

据悉，“轻骑兵”装载了由博奥晶典联合清华大

学研发的即时检验“芯”利器——全集成芯片实验室

系统。使用时，只需将待检样本加入芯片放入仪器，

一键操作，配套智能软件控制仪器会自动执行全流

程并直接报告检测结果。

阿尔兹海默症、脑卒中、帕金森、癫痫等，随着我

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脑疾病可能对未来的中国

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挑战。

“人类对于脑的理解，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希

望通过研发突破性产品，来推进对大脑的理解，并提

供新型检测技术和治疗手段，从而帮助解决脑疾病

这一世界难题。”北京优脑银河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

发人员介绍，优脑银河团队通过十几年的努力，成功

研发了世界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个体精准脑功能

图谱”，可精确量化个体全脑200多个功能区。

在“个体精准脑功能图谱”的基础上，优脑银河

利用新型软硬件技术推出了首批包括个体精准脑功

能平台和脑图谱仪在内的系列产品，并已在多家知

名三甲医院的数千病例中获得应用，在临床诊疗上

取得积极进展。

来到“北京争先”人工智能芯片展区，不由得眼

前一亮：寒武纪“云边端”全覆盖的系列AI芯片产品、

百度昆仑系列AI加速芯片、灵汐科技类脑芯片“领启

KA200”、他山科技AI触觉感知芯片、光计算芯片等

自主创新成果一齐亮相。

“在理想状态下，光子芯片的计算速度比电子芯

片快约1000倍，同时功耗更低，有望低至 aJ/MAC量

级，从性能上突破摩尔定律的限制。”光子算数科技

创始人白冰介绍，光计算芯片与电子芯片原理不同，

不依赖晶体管优化，而是通过光电转换原理、利用光

信号传播速度更快、功耗更低和不受电磁干扰等特

性，可实现更快速度和更低功耗完成特定计算任务。

“由于光子芯片的制造环节全流程都可以在国

内实现，我国企业与国外的技术水平，基本处于同一

条起跑线上。”白冰说。

既有银河航天02批卫星、“科学”号海洋科学综

合考察船、量子纠缠、5G 空中悬浮成像系统、世界

“首台”超快同步辐射光源等国之重器和前沿科技展

示，又有搭载危险气液侦检平台的四足消防机器人、

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国内首款自主研发的消

防专用核心芯片等首次参展，让人目不暇接。

“集趣味性、互动性、沉浸感、科技感于一体，这

是一场科技盛宴。”在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暨北

京科技周主场展示区，不少参观者由衷感叹，走进科

技，你我同行，世界因科技而精彩！

第十四届中国包头第十四届中国包头··稀土产业论坛举办稀土产业论坛举办

从“世界级储量”迈向“世界级产业”

探索“稀土经济开发区”建设之路

本报记者李洋本报记者李洋//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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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洋

参加开幕式的嘉宾观看科技周展品 科技日报记者周维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