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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场馆研发了疫情防控室内自主导航紫外线聚能消

毒机器人，从而保障室内空气的病毒数降低至安全水平。

针对榆林煤炭等大宗货物物流全周期环节建设物流供应链

体系，形成了基于工业互联的大宗货物供应链全周期智能

闭环管理系统。与阎良水务集团、榆林高新区水务集团对

接 ， 开 发 了 面 向 城 市 水 运 维 的 智 慧 水 务 大 数 据 平 台 。 此

外，研究院还在面向应急响应的无线自组织网络研发与应

用、面向城市运维的路灯与机柜智能管控研发与应用、面

向智慧教室的智能课堂感知技术研发与应用等方面均获得

了相应的成果，部分已经在行业内进行应用，获得了良好

的效果。

李彬认为，对高校做科研的学者来说，更侧重于创新

链。而对企业来说，则偏重于产业链。“现在我们的科研

成果通过秦创原这样的平台实现转化，以前这两个环节是

脱节的，是两张皮，我在学校做研究，现实中运用的情况

我不知道，有了这个平台，就明白了有些研究还是要以需

求为导向。”

在 李 彬 看 来 ， 榆 林 物 联 网 现 在 还 存 在 一 些 不 足 ， 与

企 业 合 作 的 力 度 和 广 度 还 不 够 。 虽 然 目 前 在 榆 林 实 现 了

“点”上的突破，但“面”上还没有铺开。秦创原的顶层

设计很好，也是通过西咸新区、交大创新港慢慢向全省推

开，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工作做实，让两链不断地磨合，这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做平台型企业

走 进 榆 林 浙 大 智 能 自 动 化 研 究 院 （ 简 称 “ 浙 大 智

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墙上贴着的院士及专家团队。

中国工程院孙优贤院士是领军人物，院长施一明是博士，

国家万人计划的专家之一。其他几位专家也是浙江大学博

导或者博士。显然，这个研究院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工

程师”队伍。

浙 大 智 能 和 榆 林 物 联 网 一 样 ， 都 是 同 一 批 被 引 进 到

榆林秦创原的，他们在榆林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智慧矿山、

煤矿先进控制装备、煤化工智慧工厂、智慧能源大数据、

煤 基 固 废 资 源 化 洁 净 利 用 等 。 浙 大 智 能 还 引 入 了 一 个 平

台——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立了浙大榆林联

合研发中心。研究院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是要做平

台型企业，建设榆林分中心，可以进一步加强科研成果向

产业化转化。

浙大智能利用浙江大学的科学家所组成的核心技术研

发团队，成立了15个课题组。其中《榆林市智慧能源暨能

耗在线监测系统调研》等9个课题在浙大园区立项预研；

《双碳背景下榆林高新区煤化工企业绿色发展路径研究项

目》《榆林地区产业化废弃物调研及协同处置技术研究项

目》《镁冶炼渣多目标资源化利用与安全处置的基础与技

术研究》等6个课题在榆林浙大园区预研。

从2021年5月开始，浙大榆林联合研发中心联合榆林高

新区管委会举办了智能自动化与智慧能源高峰论坛，邀请

了榆林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浙江大学教授、

行业专家、重点企业等开展了院士、专家报告会、科技成

果 推 介 会 、 重 点 企 业 座 谈 会 ； 邀 请 了 煤 矿 行 业 专 家 赵 增

玉前往浙江大学作“我国煤矿智能化的建设和发展”的讲

座，浙江大学师生反响强烈；浙大榆林联合研发中心在榆

林开展“助力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双碳背景下榆林

多元绿色发展路径研讨会”，邀请了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

院李超博士、李允超副研究员、汤元君博士等6人作专题报

告，得到了榆林本地企业热烈响应。

当 然 ， 科 研 攻 关 与 人 才 培 养 ， 也 是 榆 林 引 进 浙 江 大

学 科 研 团 队 的 初 衷 。 浙 大 智 能 制 定 的 目 标 是 ， 围 绕 “ 双

碳”、智慧煤矿、智能工厂、安全应急等领域，继续开展

新技术研究，新立项预研项目不少于5个，重点向和本地企

业合作的项目倾斜。而产学研合作方面，浙大智能一方面

已经与榆林学院、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创力等单位签

订共建协议，另一方面还要利用浙江大学的资源，根据国

家的双碳规划以及榆林经济结构性转型的需求，举办总裁

培训班和双碳政策培训班。

如何将长三角著名高校研发团队的科研成果与西北能

聚焦秦创原丨Focus  on  Qin  Chuang  Yuan  Platform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