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高校技术转移中心

陕高校技转 匚⒛21〕 10号

关于陕西省国有企业技术需求对接的通知

各相关高校科研院 (处 )、 技术转移中心 :

为深
'、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

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加速
“
两链

”
融合发展,促进高校科技成

果和企业需求精准对接,陕西省高校技术转移中心组织开展

了陕西省国有企业技术需求征集活动,现将征集到的需求表

印发 (附件 1)你们。

请各校相关机构认真组织,收集整理有对接转化意向的

老师或者团队信息,于 9月 10日 前将信息 (附件 2)发送至

jytzyzx@163.com。 陕西省高校技术转移中心将委托专业第三

方机构对各校回执信息进行整理、分类、筛选,并持续支持

服务后续相关对接工作。



联系人:罗 璐、李彦体、蒋红

电  话: 029-88668667、  13891868791

附件 :1。 陕西省国有企业技术需求表

2.技术需求对接信息表



附件 1

陕西省国有企业技术需求表

序号
技术需求

名称
需解决的技术问题 拟实现的主要技术目标

1

延安能化
ACO装置

达产达效

攻关

l、 原设计原料为抽余油、拔头油、

柴油加氢粗汽油及石脑油,实 际原
料构成与工艺包要求差异较大,且
种类较多,组分波动较大,性质不
稳定,工艺操作难度大。
2、 装置催化剂活性低、选择性差,

影响双烯收率提高。
3、 油气急冷器E102管束结焦速度
快,E102前后压差增大,影响反应
和压缩系统稳定运行,只 能通过逐
步降负荷维持生产。

乙丙橡胶装置实现长周期稳

定运行。
(1)实现连续稳定运行 6个

月以上,生产负荷达到
100%。

(2)产 品各项指标均达到质

量要求且质量长期稳定。
(3)降低乙丙橡胶产品刺激

性气味,满足下游客户要求

2

延安能化

乙丙橡胶

装置长周

期稳定运

彳亍

1、 分子量调节剂添加量远高于设计

值,致使聚合釜气相体积流量超设

计值,导致聚合热稳定压缩机
C1300处理量不足。装置在 60%生

产负荷时,C130O已 基本接近 100%

的处理量,影响装置负荷。
2、 胶液脱气系统换热设各极易出现

挂壁、堵塞现象,导 致管道、设备

堵塞 (尤其换热设各 ),降低了处理

能力及通过能力。
3、 胶液脱气塔再沸器运行一段时间
后,因挂壁或凝胶堵塞,换热效率
大大降低,致使脱气塔达不到脱气
效果,造成后续系统压力高。
4、 汽提釜在门尼较低时易发生坨釜

和气相夹带现象。
5、 乙丙橡胶产品刺激性气味较大,

未得到有效解决。

乙丙橡胶装置实现长周期稳

定运行。
(l)实现连续稳定运行 6个

月以上,生产负荷达到
100%。

(2)产 品各项指标均达到质

量要求且质量长期稳定。
(3)降低乙丙橡胶产品刺激

性气味,满足下游客户要求。

3

榆林能化
DCC装置

达效攻关

当前使用的催化剂,虽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双烯收率,降低了催化剂

单耗,但仍未达到设计要求。

双烯收率和催化剂达到设计

指标。
(1)双烯收率由35,T3%提

高至 36。∞%,预计增产乙烯

丙烯 1.78万吨。
(2)催化剂单耗由2,T9kg/t

降至 1.5kg丸 渣油,预计减少



催化剂消耗 1935吨。

4

高端聚烯

烃、聚烯烃

单体、精细

化工品成

套工艺技

术

l、 研究开发具有高催化活性、高共

聚特点的茂金属催化烯烃聚合催化

齐刂。

2、 研究开发聚烯烃弹性体、医用级

聚烯烃等工艺技术,以及 l-已 烯、

⒈辛希等高端 Gˉ烯烃单体工艺技

术。

3、 研究高端聚烯烃、聚烯烃单体、

精细化工品成套技术。

研发高端聚烯烃、聚烯烃单

体、精细化工品成套工艺生

产技术,提升产品经济效益

和市场竞争力。

5

活性过渡

金属催化

剂覆膜技

术开发

l。 开发催化剂表面覆膜材料;

2.开发工业粉体/颗粒的覆膜技术;

解决覆膜材料和催化剂工业条件下
应用的匹配问题。

覆膜后的活性过渡金属催化

剂在不高于 80℃的空气条件

下保持稳定,覆膜材料在高

于 120°C的空气或还原性气

氛条件下分解,覆膜后的催

化剂与原催化剂性能不下降

6

高温煤焦

油中高附

加值化学

品提取成

套技术

开发绿色清洁高效吸附分离材料或

溶剂,形成高温煤焦油中吡啶及其

衍生物、喹啉及其衍生物等的连续

分离工艺,形成高温煤焦油洗油馏

分中高附加值化学品的连续定向分

离工艺,形成高温煤焦油蒽油馏分

中高附加值化学品的连续定向分离
工艺,开发配套粗产品的提纯工艺

形成高温煤焦油中吡啶及其

衍生物、喹啉及其衍生物等
的连续分离工艺,得到至少
10种粗产品;形成高温煤焦
油洗油馏分中高附加值化学
品的连续定向分离工艺,得
到至少 10种粗产品;形成高
温煤焦油蒽油馏分中高附加

值化学品的连续定向分离工

艺,得到至少 10种粗产品;

开发配套粗产品的提纯工

艺,单种产品纯度≥99%

7

高导热高

厚度石墨

烯散热膜

小试及中

试技术

提高产业化可行性,提高产品性能 散热膜厚度≥200um,导 热系

数≥20OOW/m,K,耐 折弯次数

≥100000次

8

聚阡丙内

酯小试或

中试技术

提高产业化可行性,提高产品性能 Tm(°C) ≥80;拉伸强度
(MPa)≥25(室 温λ断裂

伸长率(%)35O-900(室 温、

满足堆肥可降解相关标准



9

透明背板

膜材料制

各技术开

发

提高产业化可行性,提高产品性能 可见光透过率 >85%、 紫外
光截至率大于 9S%的透明背
板膜材料

10
采矿方法

技术优化

通过现场技术调查、开采技术条件
分析研究,试验研究,确定一种与
矿山现有开拓系统,生产情况相互
匹配的采矿方法,降低矿石损失率
和贫化率,避免地表塌陷,提高采
矿经济效益,延长尾矿库服务年限。

l。 将我矿回采率提高至 85%
以上,降低贫化率于 10%以

下。

2,延长尾矿库服务年限至 50

年以上。

3.将采矿成本控制在 120元 /

吨以下。

石煤型钒

矿新型采、

选、冶提钒

技术开发

升级改造

主要存在如下问题难以解决。
1、 原矿品位低,生产效率低、成本
高。

2、 原矿性质不稳定,生产稳定性较
差。

3、 生产能力不足,现有产能未达到
设计值。

4、 湿法提钒生产成本高,且设各腐
蚀严重、运行费用大。

选冶指标 :

l、 生产成本需大幅度降低 ,

达到行业目前市场价格的中
下游水平。

2、 综合回收率提高到 SO%以

上。

3、 生产能力达到⒛00〃d设

计值。

12

智慧建造
中信息技
术研发的
支持

l,研 究解决智慧建造过程中BIM正
向模型的自生长
2.打通智慧建造中的数据孤岛,实
现开发管理与施工的互联以及

“人

机料法环”
的有机统一

研究智慧建造过程中建筑机器人的
全方面应用

搭建 BIM正 向自生长模型的

综合管控智慧平台,并实现

开发管理与施工的互联以及
“人机物法环”

的有机统一

’

J

新型智慧

城市的统

一建设标

准体系研

究

l。 统一信息技术标准,编 制陕西省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标准
2.研 究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建立人

才资源、土地资源保障体系
3.加 大知识保护、信息化立法

实践中探究可统一化的新型
智慧城市的建设标准体系,

编制陕西省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标准,形成可复制的智慧
城市建设体系

14

木结构传

统建筑三

防材料及

施工技术

研究

针对古建筑中常用的木材进行防

火、防虫、防腐的材料和配套工艺

进行研究,特别是在相关技术标准、

规范等方面需要开展技术研究,尤
其是在油漆彩绘等易燃物表面的防

火处理上开展相关技术研究,做到

既不影响表面观感,又满足防火要

求,还要满足地仗层的耐久性,不
能降低其使用寿命。

l、 采用可替代材料既满足三

防要求,又满足木结构的施
工要求。

2、 对常用于木结构建筑的不

同种类木材的耐火极限进行

研究,主要受力结构的耐火

极限不小于 lh。

3、 文物保护类建筑的三防材

料和技术的研究,既要满足

文物保护要求 (如可逆性、



对文物本体无伤害等),又要
满足三防要求。

15

文物保护

建筑木结

构防火系

统研究(如

气体、气溶

胶灭火等 )

建立一套完成的适用于古建筑室内

构造的消防系统,既能满足室内装
修及美观的要求,又能满足消防的
需求。尤其是针对木结构、文物保
护等工程的室内消防系统。

1、 建立一套固定的消防系
统,能在消防警报之后立即
响应。
2、 减少对室内装修或室内陈
列、或结构本体的伤害。
3、 具有一定的隐藏性,不 能
影响室内构造

16

城市更新

设计与实

践研究

从人居与环境角度出发
`总
结规划、

功能、空间、建筑、景观、文化、

生态等多方面的具体城市更新策略

与设计方法,解决城市更新中区域

可持续发展、文化延续、生态设计、

空间结构等问题,为 城市更新提供
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及评定标准 ,

填补策略层面理论研究空白,为 政

府及集团在城市更新建设的规划及

科学管理提供决策和数据支持,指
导城市更新实践。

l:形成调研报告;

2:建立城市更新数据信息

库 ;

⒊ 编制完成西安城市更新设

计导则;

17

5轴丝锥

磨床电控

系统

工控机、运动控制器编程,及其直

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如何应用;工控

机,运动控制器资料难找。

18

非滑动式

铝大拉机
电控系统

单个设各如何与厂房自动化网络连

接;单机控制中恒张力的实现

19

肺部电阻

抗断层成

像算法研

究及应用

软件开发 ;

成像实时

数据分析

及临床指

标提取方

法;临床试

验数据统

计及评价

方法

1,开发并完善肺部电阻抗断层成像

软件,对采集的人体体表电压数据

进行实时可视化成像,方便使用者

进行直观查看。
2.对采集数据进行临床指标分析 ,

并展示,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辅助
医护人员制定治疗方案。
3.通气中心,全局不均匀性指数GI,

呼吸系统顺应性,区域通气延迟 ,

潮气分布等参数的算法研究.

1,肺部阻抗图像的实时动态

显示,区域阻抗显示。
2.肺 阻抗数据的分析,并计算
出功能性参数,以符合医生

直觉的方式进行展示。
3.PEEP滴定算法的实现



20

满足多叶
光栅

(MLC)

使用要求

的电机

提供一种满足多叶光栅使用要求的
电机

电机直径 914mm9最大速度
ωmm/s,负 载硐Og,位置精
度 O。5mm

0
∠

适用于图

像引导领

域的图像

配准算法

利用算法对CBCT与 CT或其它模
态的医学影像进行配准,在空间上
得到患者的摆位误差

支持刚性配准和非刚性配

准,支持 2D-2D,3Dˉ 3D模式

22

高功率低

温型锂离
子蓄电池

技木

从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及电解质
方面进行研究,降低电池内阻,延
缓电化学极化,提高砰l℃低温条件
下高功率放电性能。其主要工作包

括 :

l)高功率低温型锂离子电池正极材
料 ;

2)高 功率低温型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 ;

3)高功率低温型锂离子电池电解质
材料和添加剂。

1.单体蓄电池在 4̄1℃ 以容

量 3.5倍的电流放电,放 电至
3Os时 的端电压不低于2,lV,

放电至75s时的端电压不低

于 1,6V。

2.蓄 电池在-1lJ°C的放电容量
不低于Ⅱ℃容量的 TO%。

蓄电池在40°C50%DOD循环
次数不低于ω0次 。

23

MEMs/G
Nss深组

合技术

MEMs-IMU辅 助的GNSS接收机

捕获技术、

MEMs-IMU辅 助的GNss接收机
跟踪环路技术,及相关的
MEMsoIMU器件误差补偿、基带信

号处理、码/载 波NCo控制、组合

导航滤波器等算法

航向角:0.5°

横滚角、俯仰角:0。 l°

位置精度:水平:5m,高程 :

5m
速度精度:0。 lm/s

数据更新率:100Hz、 ⒛OHz

可选

功耗:兰4W

24

铜及铜合

金熔炼铸

造过程的

数字化控

制技术

急需要一种能够实现熔炼和铸造过
程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控制技术,降
低和改变对操作人员经验和技能的
依赖,提高熔炼和铸造的产品质量、

劳动生产效率和安全性。
l、 熔炼过程中铜液温度的自动测量
和控制
2、 浇铸过程加热和速度自动控制
3、 冷却强度调节控制
4、 熔炼炉自动化改造等

年产量 10000吨

操作人员减少 50%
人均劳动生产效率提高30%
铸锭产品出材率达到85%

25
机器人一
体化关节

l,机器人一体化关节集成技术
2,谐 波减速器双圆弧齿形测试技术
3.谐 波减速器动态仿真技术
4.合金结构钢、高速钢等钢材的化
学成分、热处理金相组织及缺陷分
析

一体化设计的集成驱动关节
模块是机器人操作臂的基本
驱动单元,对机器人系统的

运动学性能和动力学行为有
决定性的影响。基于机器人

机械臂轻量化!和 高负载自重



比目标,驱动关节模块必须

具有极高力矩密度。因此,

采用高性能永磁力矩电机结

合高传动比谐波减速器的传

动方案已成为目前轻量化机

械臂驱动关节的必然选择。

然而,谐波减速器本身的柔

性会影响驱动关节模块的运

动控制精度,因 此除了在电

机端安装磁性绝对位置编码

器外,还需要在输出轴端安

装光学式绝对位置编码器。

为了实现驱动关节模块以及

操作臂的柔顺运动控制,以
实现与人协作的安全性,每
个驱动关节模块必须具有感

知外部载荷 (或输出力矩 )

的能力,因 此驱动关节模块

的输出轴端还安装一个力矩

传感器。一体化集成关节的

其他必要模块还包括电机端

制动器以及驱动控制板等。

项目所设计各类驱动与传动

部件性能指标参数拟定见下

表。

静态指标

类型 运动范围 额定载荷下

的速度 额定力矩 重量 走

线型式

小型 +-120° 75°/s120Nm
⒊25Kg中 空走线

轻量型 艹12()°

120°/s55Nm2.5Kg
超轻型 +-17俨 180°/S15Nm
l。25Kg
控制指标

控制型式 位置控制

采样频率 电流环⒛KHz、 力

矩环 4KHz、 速度环 4KHz与

位置环 lKHz
重复定位精度 ±0。 OO3°

26

伪码体制
测高前沿
跟踪算法

研究该体制前沿跟踪算法,使得在

目前微带天线的方向图条件下,高
度表在姿态角度±SO° 能测量飞机垂

天线方向图弱°时,高度表在

姿态角度±50° 时能测量飞机
垂直于地面的高度



直于地面的高度,同 时提高高度表
在复杂地形条件下的跟踪能力。

27
射频对消
技术

1.提 高伪码体制高度表在直达信号
下的灵敏度
2.提高伪码体制高度表在白噪声干
扰下的灵敏度

直回比)50dB

白噪声干扰下的灵敏

度)121dB

28

干扰条件

下测高技

术

l。 提高伪码体制高度表在直达信号
下的灵敏度
2.提 高伪码体制高度表在白噪声干
扰下的灵敏度

直回比>50dB

白噪声干扰下的灵敏

度>121dB

29

医院随访
工作站+

手机 APP

软件制作开发,app开发,专利申
请及审批。

成立相关合作软件公司,独
立运营,服务于医疗

30

整车NVH
性能多层

级集成化
分解技术

根据整车NVH目 标要求,自 上而

下将汽车整车目标分解量化到各系
统级,再将各系统级目标分解量化

到各子系统级,以 此类推,最后分

解到部件级,从而形成NVH多 层

级性能分解构架;开发 NVH指标
正向分解软件。

整车级NVH性能指标、多层
级指标分解架构;完成多层
级指标分解与贡献量评估软
件开发。

31

动力底盘

域控制技

术

掌握动力底盘域控制器控制策略开
发核心技术

产品方面:

1.实现动力底盘域功能控制
管理
2.实现软硬解耦,代码解耦 ,

快速迭代
3.满足整车相关标准法规要
求。

能力提升方面:

通过联合开发,主机厂项目
成员应掌握控制器开发核心

技术,可进行自主开发。

32

新能源多

合一控制

器开发技

术

新能源多合一控制器控制策略开发

核心技术
产品方面:

l。 功能:

MCU\DCDC\DCAC@JXPDU
⒉IP防护:IP67、 IP6K9K
3,工作温度:40~85°C
4.MCU扭矩响应精度:±5Nm
@≤ 100Nm
堡3%@)100Nm
5.扭矩响应时间:0~额定转矩

兰501ns



6.最 大效率≥98%
7.满 足新能源车相关标准法
规要求
能力提升方面:

通过联合开发,主机厂项目
成员应掌握控制器开发核心

技术,可进行自主开发。

33

汽车智能

座舱技术

研发

基于视觉的深度学习技术、Jav〃

C/C++软 件开发技术、UI人机界面
设计、V2X

智能座舱软件自主开发

34

先进镁合

金材料及
工艺开发

1.现有镁板不能室温成型,热成形
成本高;

2.压铸镁合金强度低,复杂零件对
材料流动性要求高,但强度会相应
减弱,仅在次承力件应用;

3.镁合金车身 (钢 、铝、镁多材料
混合 )整体涂装工艺有待研究,连
接防腐难。
4,镁合金延展性差,铆接易开裂,

需开发专用铆接工艺及装备。

1.开发一种适合车身冲压用

的高强韧低成本镁合金材

料,掌握镁板热冲压核心技
术,力 争突破镁板室温成型

技术 ;

2.突破高强韧镁合金高流动

性压铸材料开发,研究先进

压铸工艺 (如半固态、挤压

铸造等 ),拓展镁合金压铸材

料应用范围;

3,研 究开发适合镁合金混合

车身 (钢 、铝、镁多材料混

合 )整体涂装的工艺方案 ,

解决镁车身防腐难题。

4.研 究开发适合镁合金材料

的新型连接工.艺及装各,解
决镁合金低延展性铆接开裂

问题。

35
电池管理

系统BMs

动力电池模型搭建;SOC、 SOH、

sOF控制算法开发;信息检测系统
检测精度算法开发;故障诊断及处
理算法开发;动 力电池系统及BMs
系统仿真分析;BMs软件标定、诊
断系统开发

sOC估算精度【S%(纯 电

动),SOC估 算精度兰15⑴昆

动 )

电池系统热管理精准控制

开发具备功能安全的BMs
系统

基于大数据的电池寿命测算
主动安全管理 (热失控精准

预测 )、 被动安全管理 (多 层

次安全防护体系 )

36

电磁兼容

仿真分析

技术

1.整 车电驱系统电磁辐射仿真分析

方法及其关键技术 ;

2,仿真数据与实测数据之间的拟合

优化方法;

仿真数据和实验室实测数据

误差在 10db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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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

绝缘寿命

预测与高

压漏电检

测定点定

位技术

1.通过对电动汽车高压部件绝缘寿
命预测方法研究,在绝缘故障发生

前进行预测预报,实 时在线检测和
预测绝缘剩余寿命,避免在风险增
大时车辆继续运行带来的人员伤
亡;

通过对电动汽车高压漏电检测技术
的研究,当 车辆高压电路与底盘出
现绝缘性能下降时,能够快速响应
报警并通过故障码的形式精确检测
定位到具体漏电点,确保电动汽车
高压安全。

1.预测率≥95%
2.绝缘寿命预测报警时间
≡10分钟
3.绝缘电阻小于 10M♀ 报警
漏电点定位在高压部件或高
压电缆的两点之间

38

新能源商

用车电机

控制技术

开发

商用车运行工况复杂,对驱动系统
要求更加严格,亟待开发高可靠性、

高效率的电机驱动系统。
l,电 机本体参数会随着温度的

变化而变化,影响控制算法精度和
系统效率,而参数估计算法复杂,

难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准确计算,需
要开发一种适合工程应用的电机参
数估计算法。

2,转 矩脉动会导致电机转速波
动,降低了车辆行驶平顺性,增加

了能耗,震 动和噪声。为了改善电

机输出转矩平滑度,需 要改进电机
控制策略,抑 制电机定子电流谐波,

提高系统效率。
3.通过大数据分析,开发电机

控制系统故障诊断、预测及处理算
法,提高电机控制系统可靠性。

1.转速控制精度:堡0.5%

2.转 矩控制精度:5J%
3,系 统效率:≮95%

39

基于 AI

强化学习

的复杂场

景自主决

策技术

开发一套可以快速迭代升级的自动

驾驶强化学习决策基础算法,使我
方掌握模型学习和强化学习关键技
术和开发方法 ;同 时借助高校支撑
建立状态迁移方法到模仿强化学习

方法平滑演进的平台化联合开发环

境。

1、 强化学习决策算法开发 :

开发的基于 AI强化学习自
主的决策算法能够在行人穿

行、交通拥堵、复杂路田等

场景下规划处正确路线,完
成不少于 l万公里虚拟测

试,实现 0交通事故。

2、 平台化联合开发环境搭

建:基于AI服务器搭建
Carla运行环境、Carsim运

动学模型、AI感知节点、强

化学习开发环境及,打通不

同节点间数据流,建立车辆

运行、感知算法、强化学习



算法联合开发环境,生成可

视化虚拟场景。

3、 强化学习算法实车验证:

将决策算法部署到自动驾驶
域控制器上进行实车验证 ,

并在现有 L4港牵车或

环卫车上顺利完成十字路
口、行人穿行、红绿灯响应

等场景测试,测试整个开发
流程的可行性。在不同的交

通

场景中,该决策算法可实时

对驾驶策略做正确决策,低
速情况下行驶时跟车距离不

小于 3-S米 ,在可换道场景

下变换车道时间不超过 10

秒,静态障碍物避障距离不

大于 3米 ,动 态障碍物避障
距离不大于 5米。

40

轻量化实

时激光点

云检测神

经网络开

发

为满足系统低成本,高 可靠性,全
天候工作的需求,基于深度学习的

点云检测模型亟需轻量化升级,并
在我方指定的车载控制器上进行部

署,联合开发一个全新的轻量化实

时激光点云检测神经网络,实现实

车应用,旨在解决点云检测网络所

需计算资源高、实时性差、准确度

低、可移植性差的难题。

实现准确的障碍物识别 ,

输出障碍物 位置、大小、

距离、速度,并达到以下指

标 :

a。 目标检测网络使用指

定数据集的平均精度 AP
(Average precision)至 少

达到以下指标 :

分类 完全可见目标 部分

可见目标 几乎不可见目标

小 车
(AHOU>0.7)85,5%83.3%

76.9%

卡 车
(APIOU)0.D35.5%30.7%

27.2%

行 人
(APIOU)0,5)40.5%31.6%

29.4%

骑 车 的 人
(APIOU)0.5)62.4%45.3%

40.5%

b。 实车测试指标 :

(l)静态测试下,BO米



以内,目 标 物识别准确率
≥99%。 动态测试:50米 以内,

目标物识别准确率≥gB%。

(2)航向角误差范围:

≡±5° ;

(3)距离误差范围:

≡15cm(80米之内)

(4)检测算法速度≥10Hz

2、 实现准确的障碍物跟

踪,输 出连续稳定的障碍物
trackID,并 达到以下指标 :

(l)最大跟踪障碍物数量

≥50
(2)算法速度≥20Hz
(3)在指定数据集上评测

达到以下标准

行人:MOV贬40%,
MOTP≥55%

车辆:Mσ队
=75%,MOTP≥75%

41

大型复杂

压铸模具

设计与制

造关键技

术

1、 通过利用 CAE仿真分析,提高
压铸件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2、
通过开发模具标准库,采用复合建
模技术,通过尺寸的改变来进行编
辑,实现参数驱动,优化设计过程 ,

提高设计质量; 3、 通过研究高切

削技术关键技术参数,缩 短模具制

造周期,提高模具制造精度,延长

模具寿命

l、 通过 CAE仿真模拟,设
计开发压铸模具
2、 建立压铸模具标准库,实
现压模模具标准化

42

中重型商

用车新能

源变速箱

齿轮件近

净成型工

艺及批量

应用研究

本项目内容属中重型新能源变速箱

行业首次研发,其中重型新能源变

速箱零件近净成型工艺研究和批量

应用,解决了中重型变速器业内无

相关研究及批量应用的共性关键技

术问题;其高精密模具加工技术 ,

属中重型变速箱行业精密模具加工

水平低的共同弱项短板问题。

1、 精密成型零件精度满足产
品使用要求。

2、 初期 (3年 内),精 密成型

零件数量占公司变速箱锻件

数量的 10%。 长期,精 密成

型零件数量占公司变速箱锻

件数量的 35%以 上。

3、 制定相关厂级标准及行业

标准。

4、 申报专利 2项或以上;外
发论文 5篇或以上。

43

设各健康

状态监测

大数据采

集/存储/

拟通过本项目的合作研究,开展以

下 6个方面的技术研发 :

1,典 型关键设各的状态敏感信号及

传感器优化配置技术 ;

l。 可实现毫秒级高频信号的

采集,支持多种采集频率手

动调节;

2.可支撑单台设备 500G以 上



分析软硬

件 (工业
APP)开发

技术

2.关键零部件健康状态监测数据采
集技术;

3.多 源异构大数据存储技术;

4.设备健康监测大数据分析技术;

5.设各健康状态自适应预警技术;

6.设各健康监测软件(或工业APP)
开发技术

的数据存储量;

3.开发一套数据采集、存储、

分析软件 (或工业APP);

4.数据分析模块支持时、频域

分析方法 1o种 以上/机器学
习方法3种 以上/分析指标⒛

种以上/故障报警策略 2种 以
上;

5.至少在 2台 设各上实现技
术验证,且单台设各硬件成
本不高于 3万元;

44

机加工节

能减排(绿

色制造在

机加工方

面应用 )

1、 切削液回收利用技术;通过研究
低污染的切削液并利用重复回收再
利用手段,使机加切削液达到充分
减排;

2、 机床精度持续监控与反馈调整控
制技术;针对现有设各精度进行跟

踪调整,以减少加工中废品的产生;

3、 物流转运中低碳手段及技术的应
用;(如 通过工件自重进行工件转运
等、
4、 对现有设各铁屑的绿色处理;目

前铁屑和切削液混合运输,途中经

常洒落和渗漏,污染环境 ;

1、 切削液实现零排放;

2、 因机床精度导致废品为

零 ;

3、 工件转运能源零消耗 ;

4、 铁屑无污染运输及处理;

45
刀具刃口

钝化技术

刀具刃口钝化可靠;钝化数据精确

检测 ;

通过合适的钝化提高刀具寿
命,并稳定可靠。

46 健康食品

如何降低纯荞麦挂面蒸煮过程中损
失率的问题。

预期将该产品的蒸煮损失率
降低到 10%以 下,让消费者
有较好的体验感

47

“
凉皮专用

粉
”团体标

准起草制

定

我们公司在产品研发方面更多趋向
于陕西本地域传统面制食品的专用
面粉研发,在省内行业影响广泛,

但针对适合陕西本地传统面制食品

用粉的研发,一直有个短板,就是
没有从专业理论高度指导的规范,

为此我们建议能有院校或机构牵
头、领导组织制定有技术含量和影

响力的团体标准,本次建议提出制
定“

凉皮专用粉
”团体标准。

在⒛21年 10月 前,《凉皮专
用粉》团体标准通过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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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粮真菌

毒素的削
减方式、抑

制方法研

究

粮食入库后,对真菌毒素进行削减 ,

降低真菌毒素含量。
在不影响粮食品质和营养价
值的基础上,抑 制或削减储
存粮食真菌毒素,确保食品

安全,提高粮食品质

49

生物除臭
滤池废水

脱氮技木

高氨氮废水低成本高效降解技术 NH3-N降低至 5mg/L以 下

50

高温好氧
发酵源头

减臭技术

控制原料配比,控制合理曝气量,

从发酵反应本身削弱臭气的产生
实现高温好窜̌发酵源头减臭

51

高温好氧

发酵冷凝

水高效捕

集技术

选用合理材料、优化结构设计 好氧发酵槽的密封性实质性

提高

0
乙

<
, 碳捕集

煤电行业的碳捕集、碳利用的整套
工程设计资料,包含工艺物衡计算、
PID、 设备清册,主设各选型和计
算。

实现将电力行业锅炉尾气中
CO2捕集、利用

53

废脱硝催

化剂机械

化吹扫系
统研发

公司急需研发一套采用机械臂加装
压缩空气吹扫枪,利 用机械臂的可

伸缩原理将废旧催化剂模块表面沉

积灰及孔道内部分灰吹扫去除,最
后进行清洗通孔处理。

研发一套适应现场环境和作
业要求的机械臂吹扫装置,

替代人工操作,提高工作效

率,降低职业病危害。

54

废催化剂

提取有色

金属项目

采用浮选、浸出、净化、萃取、电

解湿法冶金工艺对废催化剂进行有

色金属的资源化回收利用。

研发一套技木稳定,经济可
行的含贵重金属废催化剂资
源化回收利用工艺,并进行
产业化应用,解决省内废催
化剂处置难题。

55

电解铝行

业大修渣

资源化利

用处置技

术

依据大修渣物料理化性质,安全处
置大修渣主要解决大修渣氟化物、

氰化物超标和热值、有机质异常等。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碳素等可回收成
分资源化利用工程研发。

研发一套工艺稳定,经济可
行的脱氟、脱 CNˉ工艺,采
用选矿技术,分离碳素等材
料,使其资源化。

56

sCR脱硝

催化剂清

洗剂研发

研发出适合彭松催化剂孔道积灰结
块的清洗药剂。

研发成功后,可有自己的核
心技术。催化剂孔道积灰去

除后,进行再生,每吨可以

增加⒛0O元 的收入。增加产
量,减少人工成本。



57

村镇污水

处理站无

人值守技
术

拟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l、 采用自动化/机械化工艺操作流
程,以实现无人值守目的;

2、 相关指标的监测手段,如温度、

液位、污泥浓度、出水水质的监测
手段等;

3、 实现系统的自动化,主要涉及自
控设各的应用,运行状态的上传等。

通过技术研发,形成村镇污

水处理站无人值守技木。

58

县级、市级

分散式污

水处理厂

的污泥处

理技术

就地处理可采取的技术 ;

集中处理可采取的技术。2、

通过技术研发,开发针对分

散式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置

成套技术。

59
低成本脱

氮技术

l、 氨化细菌的控制方式、监测方法

及控制参数的选择;

2、 现有工艺的改进或者不同构筑物

新的组合方式。

通过技术研发,形成一套低

成本脱氮技术,实现脱氮成

本降低 30%。

60

城镇污水

处理厂提

标改造技

术 (准 IV

类标准 )

1、 工艺类型的改进 (氧化沟、

CAST、 A2o等 );

2、 不同处理阶段的工艺技术改进
(生化阶段、深度处理阶段 );

3、 不同指标处理技术的改进:脱除
总磷处理技术的改进;脱除总氮处
理技术的改进。

通过污水处理工艺的改造和
升级,开发改造难度小、投
资合理、运行简单且出水水

质能满足要求的技术方案。

61

水质自动

监测站采

水单元的

技术升级

改进

河水升、降及泥沙经常致使采水泵

烧坏或采水困难

实现稳定采水

62

地下水石

油污染修

复技术

结合陕西关中地区水文地质特征 ,

筛选高效低成本的地下水石油类污

染修复 (防控)治理模式,同 时保
证该技术模式的引进对环境不造成
二次污染。

地下水石油类浓度低于 《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B⒋2005,,9中 的标准

值 10mg/L。

63

特种设各

制造、检测

新技术

特种设备领域前沿技术和关键、共

性技术研发。主要包括:特种设各

设计制造技术、特种设各健康与安

全管理技术、特种设各新型检测与

监测技术、特种设备节能减排技术、

特种设各信息化技术、事故防控与

应急处置技术、科学监管技术、法

规标准体系建设。

创新中心建成一支特种设各

行业领先的专业技术团队;

完善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

检测服务及技术成果转化中
心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服务

平台建设;开展特种设备相

关技术的研究开发、产品检

测检验及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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