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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10
博州棉花优质高产配套技术集成创新

及示范推广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州

李文磊;阿布力孜.卡得尔;艾尼瓦尔·吉力力;闫

夏;丛虎滋;热不哈提•艾合买提;赛丽蔓·马木提;

常巧真;阿得力·库尔班;孙建军;高静;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引进

、集成、转化、推广、产

业化项目

20170111
博州农区鼠害监测预警及防控技术研

究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州

戴爱梅;刘新兰;尹小平;毛国锋;李俊杰;李广华;欧

阳春华;高谊;赵志强;董秀丽;许秀;乌兰;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引进

、集成、转化、推广、产
业化项目

[2018101][专业组]基层项目组(本组共18个项目)

序号 完成单位

1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

 一、主要技术内容该项目以节水高产高效生产技术研究与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为核心，通过开展棉花高产创建，实施小区试验和示范；采取机采棉种植模式、膜下滴灌、选用优良品种、

种子包衣、精量播种、化除化控、科学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技术，使博州低产地块产量有了突破性提高。
（一）选择优质、抗病、生育期在125天左右的棉花品种。 其中主要是精河县棉区选择合信系列的棉花品种，博乐市棉区采用新陆中，富亿农系列的棉花品种）提高种子质量（二）化控技

术：机采棉模式大面积推广以来，棉花一般3-4片真叶时开始化控，加之近年棉花苗期的低温影响，苗期化控难度加大，造成后期棉花旺长，对产量影响较大。（三）精量播种技术：这项
技术在博州棉区已得到推广，在本项目实施中仍然是一项很好的节本增效措施。（四）滴灌技术：我们所有技术都是围绕着滴灌技术组装配套的，但如何提高投入产出比是博州棉区在生产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怎样与水肥结合提高水肥利用率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五）除草剂的更迭：博州地区惯用氟乐灵除草，因其见光易分解稳定性差，除草效果不佳且易产生药害,长期使

用使博州棉田杂草种类有所改变，我们提供了二甲戊乐灵（施田补）为农民防除杂草提供了选项。（六）滴施生物农药：其优点：一是保护天敌，二是减轻环境污染，三是通过棉花吸收，

棉株全身带毒，棉蚜、棉蓟马取食棉花汁液时即可有效杀死，四是降低了防治成本。在试验示范的基础上，对滴施生物农药开展了一系列推广。（七）机采棉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模式等关键

技术
二、经济效益：   2013-2015年博州棉花种植累计面积376.8万亩，180公斤面积9.34万亩，150公斤面积59.3万亩，建立高产示范和示范区各10个。 通过项目实施三年累计新增皮棉
546.962万公斤，新增总产值 8665.63万元，新增棉籽328.2万公斤，新增棉籽产值328.2万元，共节约种子14131.5万元,以上三项合计累计新增纯收益23124.32万元 。2016年-2017年博州

通过合作社、企业带动实行机采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试点主体积极探索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引入农机作业竞争机制，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采棉较常规机采棉节
本增效提高棉农经济效益，棉花机收面积提高到86.07%。2016年博州棉花种植面积148.5万亩，机采棉节本增效7084万元；节地增效339.6万元；二项合计增收7423.6万元，2017年博州棉花

种植面积151.6万亩，机采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棉农生产的皮棉绒长29-30mm较去年提高了1mm；衣分达到了41%较去年高1个百分点，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试点增收3360万元。 机采棉采摘
节本14021万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试点节约成本3296万元，三项合计增收20677万元，新增产值28100.6万元。本项目的全州累计新增纯收益5１２２４.９２万元

2 博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鼠类危害及与其相关的流行疾病的控制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及生态学家高度重视的问题，一直是阻碍农业增产、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关键问题。本项目通过12年深入开展农区害鼠

监测与防控技术体系研究及推广应用，取得了以下主要研究成果：1、14年来博州累计实施农田鼠害防治面积达 430.2万亩，防治效果平均达83.42%，计挽回产值 15472.23 万元，累计新
增纯收益15447.32 万元，投入产出比为1：6.2，开展农户鼠害防治达24万户，平均每户挽回损失16.8公斤，挽回经济损失达403.2万公斤，挽回经济损失达866.88万元。同时带动全疆完成

农田鼠害面积达5820万亩，平均每年每亩挽回粮食损失达19.68kg以上，为全疆挽回粮食损失达114537.6万公斤，挽回损失达251982.72万元，每亩投入成本4.5元，累计投入26190万元，新
增纯收益达 225792.72万元；在新疆地区使250万户使用了红砖压鼠等绿色防控技术进行灭鼠，每户挽回经济损失达8010万元，通过项目的实施14年来共为全疆挽回经济损失达 233802.72
万元2、首次了“红砖压鼠技术”技术，同时研发了“农田红砖压鼠技术研究与推广”，同时在迅速在博州推广，2007 年全国红砖压鼠技术现场会在博州召开，在全国农技中心的倡导下，

红砖压鼠在西北五省推广。经国内多名鼠害权威专家成果鉴定为国内首创。3、研究了直线形 TBS(围栏+捕鼠筒)监测与防控技术。4、首次通过试验，建立了直线型 TBS 技术与常规鼠夹法
相关性进行分析，建立了直线型 TBS 技术和鼠夹法相关性方程。5、通过多年监测，首次确立了新疆农区小家鼠、灰仓鼠、社会田鼠、褐家鼠、根田鼠、小林姬鼠、红尾沙鼠年龄划分与体
重之间的关系。经科技查新鉴定，属于新疆首创。6、首次研究了麦田鼠害监测与鼠害对小麦产量损失。7、首次研究了抗凝血第二代杀鼠剂溴鼠灵、溴敌隆、杀它仗毒杀新疆地区小家鼠、

灰仓鼠、社会田鼠试验技术。8、创建阿拉山口口岸地区鼠防安全监控防线，为及时预警、控制疫情的发生，完善中哈边境口岸疫情的防控体系，防止病媒传染病在口岸的传入传出，保障

博州人民健康、为卫生风险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9、获得博州科技进步奖1项，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制定省级地方标准 2 项，地方行业标准 2 项，主编书籍1部，参与国内出版著作4
部，发表论文26篇，共举共举办灭鼠现场培训会和培训班 111 期，培训农民技术人员7000余人，印发灭鼠技术资料35000余份。不仅对指导新疆地区以至全国农田鼠害防治工作也具有一定
重要的科学价值。在保障我国粮食、农产品质、生态环境安全和农民群众身体健康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20180020
基于WIA-PA技术的井场数据采集与控
制系统研发与应用

克拉玛依市
孙长江;谢欣岳;杨建权;袁文祥;罗洋洲;滕卫卫;李
红伟;蒋能记;单朝晖;王阳阳;吴小庄;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技术
开发性项目

20180025
塔城地区汉族、哈萨克族人群宫颈癌
发生率及相关因素的研究

塔城地区
刘迎春;顾红英;刘翠;陈庆;王慧;孙淑玲;于建华;
吕春梅;玛依努尔.尼牙孜;马吉利;陈湘红;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社会
公益性项目

20180059
疏肝解瘀降酶治疗病毒性肝炎的中医
特色疗法研究

塔城地区
陈慧芳;张迪虎;侯英芝;郭   珊;李淑英;吕立峰;
苗永英;张晓琴;张瑾;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社会
公益性项目

1、项目主要内容：
本项目构建基于WIA-PA工业无线网络在井场数据采集与控制系统应用，为油田现场提供生产过程和监控、分析、诊断与管理的整套解决方案。系统通过基于WIA-PA标准的无线压力变送器、
无线温度变送器、无线功图仪、RTU、多协议无线网关，构建油田现场高可靠性（99.9%传输成功率）、高实时性（全网时间纳秒级同步）、高共存性、易维护的前端数据采集及控制系统，

同时配合后台现场数据管理、分布的信息集成和数据库软件以及面向行业的工业现场设备组态、诊断和管理应用软件，实现整个油气生产物联网数据采集系统。首次在国内油田实现了油井
数据采集的智能识别、自由组网、智能组态的功能应用。

2、授权专利情况：

项目获得2项发明专利，9项实用新型专利，另有1项发明专利正在审查中，软件产品登记证书2项，在国家级期刊发表了论文6篇，编写了3套企业标准《GW系列智能温度变送器》、《数字压
力变送器》、《电子示功仪》。项目获得克拉玛依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第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疆赛区三等奖、昌吉州赛区一等奖，产品荣获白碱滩区科技优秀新产品。
3、技术经济指标：

（1）由系统硬件驱动层、嵌入式操作系统内核层和用户应用层三部分组成的标准工业仪表通讯接口SIICI软件设计。
（2）具备智能回路窃电技术、基于WIA-PA的低功耗组网技术的智能无线适配器。

（3）基于WIA-PA的智能无线变送器设备的通讯的高可靠性、高实时性、抗干扰性、易维护性等技术。
（4）物联网多协议网关中，软硬件冗余备份技术，多总线协议转换技术及多协议网络调度技术。
4、应用推广效益情况

本项目已在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风城油田作业区、开发公司现场进行了规模化应用，完全满足用户需求，得到用户的好评，项目产品实现销售收入3746.61万元，利润308.02万元，税
收186.20万元。

基于WIA-PA技术的井场数据采集与控制系统的相关产品与技术，应用领域涵盖了目前工业基础自动化应用的大部分领域，包括石油、石化，电力，水利，农业，化工等。

3
新疆金牛能源物联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4 塔城市妇幼保健院;

    宫颈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宫颈癌筛查项目的普遍开展，宫颈癌往往在早期被发现及治疗，降低了死亡率。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宫颈癌发病症状
不典型，加之普查的不足，宫颈癌早诊早治率较低，发现时往往已是中晚期，死亡率较高。2009年起我国启动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项目，普遍使用的是宫颈细胞学检

查法，早诊率及筛查准确率不高。目前大多数国际指南推荐的筛查方案是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联合宫颈HPV检查，准确率高，但筛查成本较高。新疆目前使用的是单一的宫颈液基细胞学检
查或宫颈高危型HPV检查，筛查效果均不理想。从近几年塔城地区宫颈癌的发病情况看，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哈萨克族人群宫颈癌发病率有上升，并且在已参与筛查的人群中仍有较
高的宫颈癌漏诊发生。为了解塔城地区汉族、哈萨克人群宫颈癌发生率及相关因素，探索适宜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有效的宫颈癌筛查方案，进行了本研究。

    选择塔城地区汉族、哈萨克族女性4160人（其中汉族：2137人、哈萨克族：2023人）为研究对象，进行健康教育、问卷调查（包括基本情况、职业环境、相关病史、性伴侣人数、配偶

外生殖器是否有包皮过长或包茎情况、婚姻情况、经济状况等）、妇科检查、白带常规检查、高危型HPV检查及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一组行高危型HPV检查联合
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一组先行高危型HPV检查，阳性者行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阴性者建立档案，每12-18个月进行复查，直至结果阴性）、有指征者行阴道镜检查及宫颈组织病理学检
查，根据情况进行干预治疗及跟组随访。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筛查成本系数分析等。
    通过研究提出以下宫颈癌筛查方案：将宫颈高危型HPV检查作为筛查的分流器，首先行宫颈高危型HPV检查，阳性者行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阴性者三年左右检查一次。细胞学阳性者行

阴道镜检查及宫颈组织病理学检查，细胞学阴性者纳入宫颈癌高危人群进行规范管理，每12-18个月复查高危型HPV及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直至结果均阴性转入正常人群每三年左右检查。

该方案较以往我国使用的单一宫颈癌筛查方案及指南提出的联合筛查方案相比，宫颈癌筛查准确率高，筛查成本系数低，对高危人群能规范干预管理，降低或避免此类人群罹患宫颈癌。本

方案技术成熟、可操作性强、管理规范，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显著，适合在广大经济欠发达地区广泛推广。
    本研究提出的宫颈癌筛查方案已在协作单位额敏县妇幼保健院、裕民县妇幼保健院推广使用，获得了基层医务人员的认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专家到塔城地区进行自治区宫颈

癌筛查项目培训时对本方案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评价，认为本方案技术成熟，易于掌握，操作简单、效果理想，建议基层医院广泛推广使用。通过在我院的示范培训，塔城地区开展宫颈癌
筛查的单位都对此方案有了很好的掌握和运用。

5 新疆乌苏市中医医院;



20180103
克拉玛依市区35岁以上人群打鼾和睡
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流行病学调
查及其机制研究

克拉玛依市
何忠明;李鸿霞;雷清生;郭   红;韩美荣;艾山江·
肉孜;李剑平;陈    燕;石  娟;张庆龙;史明春;达
·霹莉情;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社会
公益性项目

20180137
抗寒苹果、矮化砧木优良品种引进繁

育及栽培技术示范推广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陈淑英;刘君;唐金;丛桂芝;刁永强;卢磊;石游;王

瑾;秦德明;拜热·居马洪;吴松梅;徐海鸿;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引进
、集成、转化、推广、产
业化项目

             本课题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抗病毒治疗是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的关键手段，而降酶则是保护和修复肝细胞的中心环节。在病毒性肝炎治疗过程中，同时进行抗病毒、
重建免疫系统和修复肝细胞的整体与协同治疗，并兼顾病毒性肝炎患者的伴发症、伴发症治疗，最终同时实现了有效抗病毒、提高免疫力、修复肝细胞和有效降酶等多个目标。

       本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3年3月-2015年3月和第二阶段为2015年10月-2017年10月），两个侧重点分别是“疏肝解瘀汤”治疗病毒性肝炎降酶的中医特色疗法和中药免
疫调节作用治疗病毒性肝炎转氨酶升高的中医特色疗法（公示的仅是该项目第二阶段成果，具体名称为“中药免疫调节作用在治疗病毒性肝炎降酶的疗效观察”）项目（成果登记号
20180059、受理序号KJJB20180417）。主要研究内容：以清热解毒、利湿，活血祛瘀、补虚三法合用为治疗原则，自拟“疏肝解瘀汤”方，针对病毒性肝炎血清酶的变化，合理运用中药免
疫调节作用有效降酶，治疗前要考虑到患者原有肝细胞损伤情况，根据患者血清酶（HLT）上升的幅度调整治疗方案，将组方与中药免疫调节作用合理运用，对病毒性肝炎患者进行降酶治

疗，以独特、创新的方法来降酶治和疗病毒性肝炎，可操作性强、效果显著，且在国内、疆内都有独创性、创新性。
     “疏肝解瘀汤”方解：本方主要由柴胡、茵陈、板蓝根、重楼、当归、丹参、莪术、三棱、党参、炒白术、黄芪、茯苓等组成：其中以柴胡疏通条达肝气，为先锋，引药入经；茵陈

、板蓝根、蚤休、茯苓，清热利湿、解毒；当归、丹参、三棱、莪术，养血调肝、活血祛瘀；党参、白术、黄芪，扶正补虚、益脾气、以收湿；五味子酸味入肝、敛酶，抑制肝细胞内酶的
释放，用于降酶。上药配伍结合患者病情进行药物加减，能够内外兼顾，起到了综合治疗和整体调节的作用，在提高疗效、减少复发和改善症状方面有独到之处。

       社会效益。该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和对促进本行业科技进步所起到的作用:1、遵循中医基础理论和科研方法，深化、创新了病毒性肝炎的中医特色疗法，切实发挥中医药优势和中
药免疫调节作用，克服了西药的毒副作用，在同行业中具有独特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动作用。 2、“疏肝解瘀汤”组方，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制定了个体化治疗方案，按照疗程调整和优

化组方，对患者因人而异、多靶点综合施治，做到了因人而异、因病施治、疗效显著。3、“疏肝解瘀汤”主要使用的是十分常见的中草药，治疗费用低廉，对于我区经济困难的农牧民、
农民工和低收入人群有极大的帮助，实用价值广泛。
4、“疏肝解瘀汤” 组方发挥了中草药天然免疫调节作用，无毒副作用，疗效确切，操作性强，简便易行，易于医生操作实施，乡镇医院临床医生、农牧民、农民工和低收入人群对本组方

推广应用的需求性很高。

6 克拉玛依中心医院;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是引起心脑血管并发症、代谢性疾病和猝死的重要原因，也是引起白天嗜睡最常见病因，嗜睡可引发严重的公共安全问题如交通事故增加等。
一、主要技术内容

主要研究内容：
1.采用改良后国际柏林睡眠问卷结合嗜睡量表评分及便携式家庭睡眠监测仪对克拉玛依市区2600例和浙江丽水市区2000例35岁以上汉、维吾尔族人群进行打鼾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
发生率调查。

2.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鼾症和OSA的发生率、危险因素及其与高血压、糖尿病的相关性。

3.呼吸中枢调节功能低氧通气反应性（HVR)降低在OSA发病中的机制。
4.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治疗对糖尿病合并OSA患者昼夜血糖的影响。
主要研究结果：

1.调查结果发现克拉玛依市区35岁以上人群打鼾发生率约为52.2%，习惯性鼾症患者中OSA的发生率为44.7%，OSA人群中高血压的患病率为36.6%，2型糖尿病的患病率为34.7%。
2.短期（2周）CPAP治疗可以改善OSA患者HVR和糖尿病合并OSA患者昼夜血糖水平。

3.2008-2015年我们对以上人群开展了7年队列研究，结果显示7年间克拉玛依市区OSA人群中高血压的新发病率为8.7%，2型糖尿病的新发病率为9.7%，死亡率为9.5%，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分别为4.0%，3.2%，4.4%，均P小于0.05），OSA是患高血压、2型糖尿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4.2014-2017年间，我们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360016）的资助下探讨了呼吸中枢HVR在OSA患病中的作用，结果显示维吾尔族OSA患者HVR低于汉族OSA患者及正常对照组，提示HVR在

OSA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二、成果已应用和推广情况：
改良后柏林睡眠问卷，夜间脉搏-氧饱和度监测、便携式家庭睡眠监测等相关技术在国内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无锡市人民医院、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邯郸市中心医

院等三甲医院推广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交流6次，分别在2014年、2016年及2017年美国胸科年会（ATS）上做壁报交流，并获得2014年ATS-ISRD Travel Award 奖励，在第26届欧

洲呼吸病学会议（ERS)（2016年9月6日伦敦）、德国睡眠年会（2017年1月28日柏林）上做口头发言，介绍推广了我们的研究成果。
三、发表论文、获奖论文及人才培养情况：
项目实施过程中在国内外较高级别的医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0篇，英文2篇，其中SCI 1篇，中华系列期刊12篇，获得2015年度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年会优秀论文1篇，2016年和2018年中

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中青年呼吸论坛优秀论文各1篇。项目实施10年过程中，培养出国留学人员1名，睡眠技师2名，临床睡眠医师2名。

7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林业科学研
究院;



20180148 高蛋白葵仁蛋白的开发与应用 昌吉回族自治州
闫卫疆;王成;高宏伟;段茂君;韩远广;崔胜成;孙雪

梅;王晓玲;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引进

、集成、转化、推广、产
业化项目

20180178 水力喷砂射孔压裂技术研究与应用 克拉玛依市
胡立新;刘学峰;艾力江·阿布都热依木;范洪涛;马
成龙;王丽;孟伟;冯建新;李强;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技术
开发性项目

一、主要研究内容：1、品种引进研究：从国内外引进优良苹果品种蜜脆、寒富、红盖露等189种，开展品种引进选育试验研究，在不同适生区域进行品种生长适应性试验，观察生物学、生

态学特性，总结品种生长特性，经历自然低温；用电导率测定方法排序出抗寒品种，从中筛选抗性较强、品质优良品种蜜脆、寒富、红盖露、华硕、等中晚熟品种，进行繁育栽培技术研究
。
2、抗寒矮化砧木引进研究：引进苹果抗寒矮化中间砧GM256、辽砧2号、77-34、KM-23、M26、Y-1、SH1、T337等18种，对比生长适应性，开展抗寒试验，从中筛选出适合伊犁州自然条件且
抗寒性、控制树势矮化能力、与基砧（品种）嫁接亲和力均强的优良类型，进行矮化中间砧苗木培育技术研究，总结形成抗寒矮化中间砧配套苗木繁育组合模式。

3、简约化栽培技术研究：运用“三优一体”技术模式、果园生草、水肥一体化、浇灌水磁化处理、袋控缓释肥、简化树形、病虫害防控等栽培管理技术，建立栽培管理技术示范园1000
亩，在苹果简约化栽培关键技术、苹果抗寒矮化中间砧育苗及苹果矮化中间砧早期丰产栽培技术等方面进行研究示范，总结苹果简约化栽培技术模式，形成了蜜脆、寒富等苹果栽培技术自

治区及伊犁州地方标准6部，出版《苹果栽培》一书。
二、经济技术指标：（1）引进苹果品种189个、矮化砧木18个，苹果品种引进栽培成活率达到85%；基砧嫁接中间砧成活率达到90%；中间砧嫁接品种成活率达到75%。建立蜜脆、寒富核心

示范园1000亩，定植成活率达90%，采用现代简约化苹果栽培管理技术模式，商品果率达80%以上。
三、技术应用推广：开展寒富、蜜脆等优良品种苹果简约化栽培技术推广应用，先后在伊犁河谷八县一市及四师团场等区域9个点推广应用优良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同时积极对外扩大推

广应用，在乌鲁木齐县、昌吉州、石河子、博州、塔城、巴州、阿克苏地区等疆内其他地州团场推广应用13个点，总推广应用面积累计6.3万亩。采用室内教学、现场观摩教学、技术学习
交流、实践教学等多种形式，年培训果农及专业人员5000人次，技术辐射覆盖全疆苹果栽培区25万亩。
四、效益：（1）社会效益显著。在全疆率先建立集新品种、新技术为一体的高标准抗寒矮化密植苹果栽培示范基地，吸引全州乃至全疆各地州林业科技工作者、果农、种植大户、龙头企

业等前来观摩考察，受到了自治区、伊犁州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近年来，该提名单位采用室内教学、现场观摩教学、技术学习交流、实践教学等多种形式。，项目的实施拉动农村剩余劳
动力输出，增加就业，带动种植户脱贫致富，社会经济效益非常显著。

（2）经济效益显著、市场前景广阔。结果园平均亩产量由1148 kg/亩增加到1500kg/亩，平均增产352kg/亩，平均增收1408元/亩。技术推广应用苹果园面积6.3万亩，其中结果园40500

亩，年增收产值达4869万元。

8 新疆泰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要技术内容
本项目通过研究高蛋白葵仁粕的生产技术和原有葵仁粕生产工艺，通过蒸炒工艺、仁壳分离工艺和设备的技术改进，稳定生产出高蛋白葵仁蛋白（cp≥50%），并实现规模化持续化生产。

高蛋白葵仁蛋白产品能够完全替代豆粕的优质蛋白，可有效提高了葵籽的利用率，用于猪饲料、禽饲料、水产饲料以及反刍动物饲料等饲料行业，实现了农牧工一体化，达到节能降耗的效
能。

二、授权专利情况
本成果在推广应用过程中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3项。
（1）《一种油葵籽深加工方法》专利号：ZL201010566320.5
（2）《一种节能稳压锅炉循环系统装置》专利号：ZL201520067429.2

（3）《一种用于食用油制备中新型盐洗系统装置》专利号：ZL201520259389.1

（4）《一种适用于食用油制备中脱皂装置》专利号：ZL201621247776.4
三、技术经济指标

本成果是利用三道仁壳分离技术，达到壳中含仁量≤0.4%,蒸炒环节采用中温中湿工艺，有效降低游离棉酚含量的同时，最大程度避免了蛋白质的变性。本成果所得高蛋白葵仁粕粗蛋白含
量50%、残油0.95%、水分9.0%、粗纤维5.3%、粗灰分7.4%、NSI值67%、游离棉酚780ppm。成果的推广，实现泰昆年加工葵籽20万吨，生产高蛋白葵仁粕10万吨，节约鱼粉17万吨以上，为饲
料行业节约成本9.8亿元。为棉花种植户增收1000万以上，解决了100人就业问题。同时，高蛋白葵仁粕有效地缓解了物流运输的苦难，以较低的运输成本，高效率地将有价值的蛋白质运向
销区，而将棉壳留在新疆本地，解决发出动物的粗饲料需求问题。

四、应用推广及效益
本成果以高蛋白葵仁粕替代豆粕，提高了喂养效率，对新疆高蛋白葵粕区域发展起到示范带动作用。通过成果推广，对产品的特点及喂养方式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以达到充分利用产品的

目的，实现了“饲料+养殖”的销售模式和服务。农户和养殖农户使用高蛋白葵仁粕新型饲料，降低了养殖成本，提高了饲料利用率，获得了不小的利润，与此同时，农户学习了先进的养
殖技术，为养殖生产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为农户长期致富具有积极的影响意义，获得了接本增效的作用。该成果的应用，培训农户3000人次，其中就业培训1000人次，实现了新增就业
人数100 人，带动农民增收 0.13 万元。

9
新疆克拉玛依市采丰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



20180183 连续性护理在胸腰椎手术患者的应用 克拉玛依市 戴文;郑豫珍;李素琳;刘飞;常丽;陈晨;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技术

开发性项目

20180186 注剂型光杆密封盒的研究与应用 克拉玛依市
吕俊锋;张益民;冯廷德;沈小松;董利锋;安国峰;李

强;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技术

开发性项目

      利用液体传导压力的性能，在地面利用高压泵组，以大于地层吸收能力的排量将高粘度液体泵入井中，在井底憋起高压，此压力超过油层的地应力和岩石抗张强度，在地层产生裂
缝，继续将带有支撑剂的携砂液注入裂缝，裂缝边得到延伸，便得到支撑。停泵后就在油层形成了具有一定宽度的高渗透填砂裂缝，由于这个裂缝扩大了油气流动通道，改变了流动方式，

降低了渗流阻力，可起到增产增注作用，这一施工过程就叫油层水力压裂。
      调研国内水力喷砂射孔压裂技术及施工工艺技术→分析各种喷砂射孔压裂机具及施工工艺的优缺点及对环境的适应性→结合调研内容对本公司水力喷砂射孔压裂技术及施工工艺技术
进行试验与调整→对所采用机具及施工工艺的实用性和效果进行评价→筛选出优良的机具及施工工艺→编制现场实施方案→现场实施→项目总结。
        喷枪眼的设计与原来的上下间隔由0.10m改进后增加至0.25m~0.30m,对填充砂子时起到分布作用。水力喷砂器装置井底工具，由原来的洗井投球，改为水力喷砂器枪眼底部留足沉

沙短节后为死堵。
       该项工艺技术更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水力喷砂射孔的现场试验，均可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要对施工井的油藏有足够的认识，才能够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

10 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

一、主要技术内容：
连续性护理是个多维度的概念，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协调的、不间断的、连续事件的一部分，并且与患者的医疗保健需求相一致。此照护理念的提出满足了需要复杂护理或长期患有疾病患者

的要求。
近年来，脊柱外科快速发展，对创伤、结核、肿瘤以及常见的胸、腰椎体骨性疾病手术指征的扩大，各家医院手术获得了普遍的开展，手术方法和疗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手术并发症的控

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授权专利情况：
本项目获得了了三项实用新型专利，为一种助行车、手术器械盒、双腔导尿固定装置，临床试用效果良好。

1、手术器械盒：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手术器械盒,按照不同手术包需要的器械种类和数量设置摆放位置器械种类和数量与器械盒中摆放位置一一对应 ，按图索骥，不需要护理人员死记硬背。术前、术中和

术后核对时一目了然，减少种类和数量的错误发生几率,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
2、一种助行车：车体设计稳固，可以防止病人跌倒。车架上设有置物架和输液架固定管孔，当患者携带氧气枕、注射泵等治疗设备时，可将治疗设备及使用的导管等放置在置物架上。如
果患者有输液，可以将输液瓶挂在输液架上，输液架的高度可以调节。

3、双腔导尿固定装置：留置导尿传统的固定方法，是将尿袋固定与床沿由于患者的体型有差异,变换体位时动作幅度也各不一，预留导管长度很难做到每人都恰到好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患者的床上活动，患者也因担心导尿管的牵拉或滑出而增加了心理负担。临床上常常会有遇到留置尿管的病人意外脱管，有时是操作中无意带出,比如翻身更衣时，有时是患者意识

模糊，感到不适时自己拖拽。

三、应用推广情况
1、手术器械盒的使用：

缩短手术中器械护士的物品准备时间，有效防止手术器械遗留体内。
  胸腰椎手术因其器械多、病人体位摆放复杂，一般手术前准备时间约需要30~40分钟。手术物品准备时间的延长，将直接影响手术室工作效率，增加患者麻醉风险，因低体温的暴露，还
会增加术后感染的几率，直接影响患者康复。通过技术革新，我们将手术前准备时间降至15分钟以内。同时，器械盒能够固定手术器械摆放，使所有器械一目了然，将手术器械遗留在病人
体内几率降至为零。

2、一种助行车的使用：

此项专利我院临床科室使用，深受欢迎，胸腰椎手术后患者借助此车，当日就可下床行走。减少因卧床引起的肺部感染、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促进胃肠活动和肢体功能恢复。

3、双腔导尿固定装置：
该项目大大增加了患者的舒适感，克服了日常带有导尿管的病人，不敢活动的缺点，结构简单合理,操作简便，牢固稳定避免意外脱管，不会因为非计划拔管对患者造成感染员伤,避免再次
插管，患者携带舒适，乐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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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87 可调式番茄翻秧机 克拉玛依市 赵龙;朱培军;马克;周建学;孙建军;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技术
开发性项目

20180198 智能化修井作业系统的研发和应用 克拉玛依市
钱存彬;王金平;胡军;杨晓东;孙瑞华;赵贤强;尹

辉;赵文亮;刘志九;李斌;苗建勤;柳青;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技术

开发性项目

通过实施本项目，我公司员工队伍保持稳步发展，现有员工42人，比立项时增加3人。其中研发人员10人，比立项时增加2人。中级职称人员3人，比立项时增加1人。今年产值预计4200万，
比立项时增长3.3%；本项目形成直接产值622万元，产生纳税77.9万元，项目利润141.7万，有利于公司继续扩大创新投入，保持良好的发展状态。

该项目所属石油开采技术领域，属于有杆采油井口密封结构的改进。目前我公司研制的该项目产品已经成功的在井上试验，试验记录表明：我公司研制的注剂型光杆密封盒设计有三个独立
的腔室，实现了对井下压力的基本控制，压力的监控盒有效的密封，使得井口作业更加规范，方便管理，由被动密封改变为主动密封，由软密封改变为金属件硬密封，基本消除了人工安装
、气候、光杆表面质量等因素造成的密封失效，减少了工作量，同时也为油田生产节约了一定的成本，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12 新疆汇翔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对番茄翻秧机理进行研究，设计一种新型番茄翻秧机，以解决目前番茄机械化采收存在的主要问题。项目密切结合新疆番茄的种植模式及生长状况，分析了翻秧的工艺过程，研
究了翻秧机理。设计了番茄翻秧机的核心工作部件--分秧装置、限深装置和地沟距调节装置的结构，确定各部件的结构尺寸、工作参数及其影响其工作过程的主要因素，分析机构的运动和
力，大量借助计算机仿真的方法优化机构的结构参数。

     （1）借助虚拟样机平台（软件）对番茄翻秧机工作过程的关键部件进行了仿真,直观地了解了工作过程中番茄秧的运动情况。对分秧板、挑秧头和枝蔓分离刀进行运动分析和力学分
析;最后,进行番茄秧与分秧器的接触运动分析、番茄秧与挑秧头的接触运动分析。通过在各种参数下结构受力的仿真分析,为物理样机的设计提供了详尽的参考数据。

（2）在以上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多次实验，确定了挑秧头的前倾角和分开角的大小，达到了适应性较好的要求，提高了分秧器分秧的能力。
（3）设计了一种新型快速分离番茄枝蔓并将地面的番茄枝蔓传递到翻秧平台上的挑秧头及枝蔓分离刀。

（4）设计了能够快速将枝蔓中的泥土分离并且将番茄枝、蔓、果向两侧后传送的翻秧平台。

（5）设计了能准确调节的限深装置，包括限深轮和限深滑板。
（6）设计了适应不同番茄地沟距的沟距调节装置。

         授权专利：发明专利1项                     专利号：zl201510094380.4
         实用新型专利1项              专利号：zl201520123586.0
       经济指标： 2014年至2015年进行研发定型，2016年在农七师124、125团、乌苏市进行推广。通过2015年的研发应用，2016年的推广，在2016年番茄采收季后，已经大批量生产。经

济效益每台售价2.5万元，按新疆番茄种植面积，市场潜在数量为2200台，按10年一个更换期，每年需要220台，价值550万元。按目前推广价格每台售价2.5万元，后期价格还有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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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36
若羌红枣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关键技术
研发与示范推广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

王雨;李占林;斯琴;魏朝晖;胡文军;刘晓红;古丽先
·克里木;魏春霞;谭民;王允栋;闫超;苏彩霞;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引进
、集成、转化、推广、产
业化项目

一、项目简介
本项目是针对传统修井行业劳动强度高、作业环境恶劣、井场污染严重、自动化程度低的问题，将机械自动化、机电一体化、信息处理、远程监控等技术集成起来用于小修井作业，并运行

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以达到减员增效、安全环保的目的。系统主要由井口半自动作业及安全环保辅助设施、作业监控及远程传输、机电一体化作业机车组成，共有13项实用新型专利组
成。
1、井口半自动作业及安全环保辅助设施
通过井口控制及作业装置进行结构改造，解决井口原油落地的问题，实现管柱的自动输送、摆放，减少作业量，降低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

2、作业监控及远程传输系统
开发作业监控和远程传输系统，通过二者兼容实现作业全程监控、作业数据自动采集存储、远程无线传输，电脑终端或手机APP客户端实时数据访问，达到对生产状态进行安全监控，减少

事故发生的目的。
3、机电一体化作业机车

对作业机车进行机电一体化改造，实现修井机动力以电代油和(mcc)自动控制，并解决井场电源不匹配的问题，使井场小功率电源可驱动大功率的电动机进行作业。
二、推广应用情况

  该项目于2016年初顺利完成项目全部内容，2016年底在新疆油田分公司百口泉采油厂顺利完成现场测试及应用工作。公司为了加强该项目的推广工作，前往各油田参加推广活动。2017年
于百口泉采油厂、陆梁油田作业区签订了施工合同。3月底将百口泉采油厂配置了4支队伍，全套智能化修井作业装置，陆梁油田作业区配置了13支队伍（一台设备备用），地面自动化辅助
装置。2017年智能化修井作业设备在使用中得到了业主的诸多好评，全年新增毛利润约298万元。

三、新技术主要优势简述
1、作业车进行机电一体化改造，将动力输出模式由原来的燃油模式改为电力驱动模式，此项技术借助工业电网，利用电动机代替柴油机为修井施工提供动力，新技术不但大大降低了能源

消耗，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技术降低了施工噪音，减少了尾气排放。（传统作业每部修井机修消耗的能源占据生产成本的7%）；

2、井下作业属劳动密集大行业，在企业长期发展中，招聘难、留人难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地面自动化辅助设施能够代替部分人力作业，使单队作业人员减少4-6人，节约人力成本
还降低了作业劳动强度，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是行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3、作业监控系统和远程传输系统能够对现场施工情况和作业环境进行实时监控、远程访问，作业数据自动收集处理，不仅保证了资料收集的及时、准确性，还能大大降低管理成本。管理
人员可进行远程监管，改变传统作业驱车几十上百公里到现场指导的作业方式；

4、通过GPS系统和现场作业监管系统反馈的信息，随时调整特车派遣计划，最高效率利用人力、物力，提高了生产时效。
 注：承诺上述内容真实、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如有虚假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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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39

COLD-PCR /血清HBsAg定量用于慢性

乙型肝炎患者核苷类药物治疗中疗效

/耐药突变监测的研究

昌吉回族自治州
叶扬;王先化;吕晋洪;马瑞宣;陈敏;范芮;郭炜;张
芳;张敬治;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技术
开发性项目

20180243 钢纸的新技术与应用 昌吉回族自治州
胡越;胡培林;朱志坚;贾海健;孟昕;杨恒军;张梅

弟;孙毅;吴德兴;陶丽;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引进
、集成、转化、推广、产
业化项目

一、主要技术内容：
1、建立了低变性温度共扩增 PCR (COLD-PCR) 法并联合 Sanger测序技术，将其应用于HBV已知和未知的耐药突变检测。（1） 根据 HBV 逆转录酶区 的常见突变位点，设计可同时扩增野

生株和突变株 HBV rt180～rt215 序列的引物，通过改变 PCR 条件(主要是变性温度)，确定产物关键变性温度，以富集突变株。（2）建立以Tc作为变性温度的 Fast 及Full COLD-PCR

(比前者增加了杂交过程，可富集所有的突变类型)/Sanger 测序法，与常规 PCR/Sanger 测序法相比较，确定两种方法检测突变株的灵敏度、最低检出限及特异性。（3）采用上述方法分
别检测 300 例发生长期服用抗病毒核苷(酸)类似物，并且发生病毒学突破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 HBV 基因突变，比较其突变株类型及其检出率。
2、根据治疗过程中HBsAg下降程度对疗效及是否耐药作出预测。血清HBsAg对NA治疗的指导意义。3、为CHB患者疗效及耐药监测提供新的手段。
二、授权专利：（1）乙肝联合检测器，专利号：ZL 201520111790.0 ；（2）记录系统一体化PCR检测仪，专利号：ZL 201620565911.3 ； (3) 隔离环境控制病毒组织培养箱，专利号：ZL

201620688769.1；（4）检验科自动化试管消毒处理机，专利号：ZL201620900260.9。
三、技术经济指标：
1.联合 Fast/Full COLD-PCR 与 Sanger 测序技术，能够显著提高大量野生型HBV DNA 背景中的少量突变型 DNA 的检出能力，能够一次检出已知和未知的耐药突变位点，该技术简便、实

用、价廉，适合与一般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推广应用，对HBV 耐药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2.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4项。3.在核心期刊发表论著12篇。

四、应用推广及效益情况社会效益：该研究在国内建立新型COLD-PCR检测方法,COLD-PCR技术较常规PCR对突变株的识别能提高5-100倍，而且操作简便、费用相对低廉。COLD-PCR 用于慢性
乙型肝炎患者核苷类药物治疗中疗效/耐药突变监测提供新的监测和预测手段，解决CHB患者NA治疗及耐药问题，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课题经昌吉州科技局立项，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全国范围内填补相关科研领域的空白，论著水平高，研究材料充分，属常见病课题，技术应用效果良好，临床疗效好。该方案成本较

低，经济上容易被承受，适用范围极为广泛。本研究成果在一般的临床实验室及医院中可以广泛应用，实用性强。已在昌吉州五县两市几家医院得到了应用，具有广泛的产业化和市场前景
。因此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及推广应用价值。该成果经过转化已委托相关公司进行试剂盒的试用装生产。本研究对促进本行业科技进步起到巨大的作用。

       一、主要技术内容
       项目建立灰枣示范园2000亩，辐射带动红枣面积100000亩以上；示范园平均亩产比非示范园区亩增产30%；示范园枣树有生物危害株率控制在3%以下；枣果特级率达20%以上。开展

技术培训12期，培训枣农2000人次。
       二、关键技术
       1.标准量施肥法
       施肥量要视树龄和结果情况而定，结果初期的枣树按“一斤果、一斤肥”的标准施入，盛果期的枣树按“一斤果、两斤肥”的标准施入，或者枣园施肥量与土壤、品种、树龄、树

势有关，在一定水平内，红枣产量随施肥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施肥量达到一定水平后，施肥量的增加，产量并不随之增加。
       2.倍量式施追肥

       枣树追施 化肥要抓住萌芽前期、幼果期、幼果膨大期等三个时期，萌芽前结合施基肥，以氮肥为主，磷肥为辅；花后期以磷期为主，氮肥为辅；枣果膨大期以钾肥为主，氮肥为辅
。枣树生长季施入氮磷钾为2:1：1.

       3.留辅养枝开甲法
        为防止甲口不愈合而造成的枣树死亡，采取在主枝上进行开甲，即每年保留1个主枝不开甲，作为辅养枝制造养分供树体生长。开甲时，先在开甲部位绕树干1周，将老树皮扒去，

在用专用环剥到按照一定宽度进行开甲即可。
       4、“2-4“抹芽”4-8“摘心
     根据位置和空间，保留2-4个枣股萌发的枣头枝，其余的全部抹除，对保留的心声枣头枝保留4-8个二次枝进行摘心。

       三、授权专利情况
       成功研发红枣收获机，获得国内实用新型专利认证，专利号ZL2017 2 1005643.2，解决了用工困难，节约了劳动力成本。

       四、技术经济指标

       示范园平均亩产干枣629公斤，比非示范园提高了33.8%，枣果特级果率达23.7%，提高了8.7个百分点；核心推广区平均亩产547公斤，比成果实施前增产121公斤，产量提高了
28.4%，枣果特级果率达19.8%，亩增产效益1815元、增值效益达2130元；2000亩示范园直接经济效益：1136.4万元。核心推广区10万亩，产生间接效益：39450万元，项目总经济效益达

40586.4万元。
       五、应用推广情况

       项目自实施以来，项目组坚持边研究、边示范、边推广的方针，以2000亩示范园为中心，辐射推广应用面积占若羌全县红枣面积的85%以上，约为187000亩，其中核心推广区100000
亩，已通过有关部门的有机认证。示范园平均亩产629公斤，比非示范园平均亩产470公斤，增产33.8%,。项目直接经济效益1136.4万元，间接经济效益39450万元，总增经济效益40586.4万
元。

15 新疆昌吉州人民医院;

16 玛纳斯源源纸业有限公司;



20180255 中医医院护理绩效管理模式对比研究 昌吉回族自治州
董梅德;周鸿金;马丽辉;马海燕;王晓鹏;相波;朱雅
婷;张惠娟;侯嘉庭;黄雅荣;马莉;刘艳;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软科
学项目

       本项目重点研究“避免钢纸发白的生产方法”设计与建设，项目建设将充分利用人才资源、技术资源、经验累积等，逐步在当地形成以市场为向导的规模化优质钢纸生产基地，以
研发和生产优质钢纸为主，提高钢纸的外观和品质，冲击中高端钢纸市场，以满足国内外市场对优质钢纸的需求，进而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并推动我国钢纸行业发展进程。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项目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在钢纸生产过程中能够保持钢纸本身颜色，避免其发白的方法。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项目提供了一个技术方案：一种避免钢纸发白的生产方法，钢纸生产包括原纸的引纸阶段、胶化阶段、熟化阶段、脱盐阶段、干燥阶段和成型阶段；脱盐阶段
中钢纸依次进入浓度递减的脱盐池，脱盐池中均加有盐酸。脱盐池中的PH值控制在5-6之间。脱盐池中设置有在线PH计。熟化阶段将原纸置于熟化室内，熟化温度为60℃-65℃，时间为2.5
小时-3小时。脱盐阶段持续时间为12小时。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原纸经过引纸阶段，将多层的原纸引入胶化槽内胶化，再经过熟化阶段，将原纸在一定温度下进行熟化，并且持续时间2.5小时-3个小时，这样能够充分的
将原纸熟化，不会产生熟化不到位等现象。经过熟化的原纸，进入脱盐阶段，这也是本发明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原纸在加有盐酸的脱盐池进行脱盐。这即为本发明最中心的想法。原本的

工艺方法在脱盐池中是不加入盐酸的，这样在脱盐的过程中氯化锌稀释水解，放出热量，在钢纸的表面形成了一个高温区，这个高温区更加促进水溶液中的水合氯化锌大分子团进行水解，
推动水解反应朝氯化锌碱式盐方向发展。随着脱盐工作的进行，钢纸表面粘附的碱式氯化锌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原纸就会发白，而在这里加入了盐酸，就可以有效的阻止碱式氯化锌的生成

。若是有碱式氯化锌生成，盐酸即将其反应掉了，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避免钢纸发白的现象产生。而这里的脱盐池中设置的在线PH计,能够实时反映脱盐池中的酸碱性变化。当盐酸的量不够
的时候PH计上所显示的PH数值就偏大，这样就提醒操作人员向脱盐池中加盐酸。若是没有这样的设置，在生产的过程中由于流水线是不停的在工作的，脱盐池中的盐酸总会被反应完，这样

就无法对后续的钢纸起到避免其表面发白的功效。
      该项目的成功进行，使钢纸在生产过程中能够保持本身颜色，避免钢纸发白，大大提升了产品的品牌形象和产品销量，工艺采用后每吨钢纸可增收2000元，年增收800万元，税金增
加60-80万元，新增创汇15万元。

17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中医医院;

 一、主要技术内容：
    探索研究适合中医医院发展的护理绩效管理模式。推行科学的护理绩效管理方法，提升护理岗位劳动价值，充分调动护士工作热情，降低辞职率及调岗率，稳定护理队伍，提高护理质

量及保证患者安全，利于医院的发展。通过对两种绩效管理模式下护士对绩效满意度调查、调岗率、离职率及病人满意度等四项指标进行对比，评价改进后护理绩效管理模式的科学性与可
行性。

二、授权专利情况：
（1）知识产权证书“中医医院护理绩效管理模式对比研究”，国作登字-2018-L-00406003。见附件

（2）知识产权证书“糖尿病患者中医热疗操作风险评估表”，国作登字-2017-L-00429466。见附件
三、应用推广
1.在实践中完善护士绩效管理模式  此课题研究的是一个“面上”稳定，“点上”动态变化的绩效管理模式。随着医院快速发展，需根据临床实际护士工作量、技术含量，风险程度，微调
科室风险系数，以期能够最大限度适应医院发展的需求。

2、基层应用  新护理绩效管理模式在我院开展3年余，已逐步向中医医院及综合医院推广，如伊犁州中医院、新源县中医院、奇台县医院、木垒县医院等，反应良好,以期向全疆及疆外医

院推广。
四、效益情况

（一）经济效益   1、 提高护理质量及服务水平，患者满意度增加，病源增多，加快了医院发展。 2、实施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措施，提高工作积极性及效率，降低辞职率及调岗率，稳
定队伍，减少并发症、纠纷及不良事件；同时减少了医院对新聘人员岗前培训的投入，减少医院运行成本。如，我院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发生跌倒不良事件6例，造成经济损失109529.7
元。在实施新绩效方案后，由于护士积极性增加，极大地提高了服务水平，使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发生跌倒不良事件2例，经济损失280元。新聘一名护士培养期2年，按其能力独立上岗
。在培养期培训费每年2万余元。我院2014年护士辞职率4.94%，2016年1.64%，按照三年平均护士370人计算，2年来辞职率下降了3.30%，约留12人，节省培训费48万余元。

（二）社会效益：
1、绩效改革的有效实施提高护士职业幸福感和满意度。

2、绩效改革的实施贯彻了人性化管理理念，在不增加医院资源情况下稳定了护士队伍，危重病人多、工作量大的科室调岗率及辞职率明显降低，保证了护理质量及患者安全，实现了“三
好一满意”。
3、体现《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 》中卫生事业发展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要求。
4、为全国各地区中医院护理绩效管理提供重要依据。《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年)) 》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大力开展中医护理人才培养，促进中医护理技术创新和学

科建设，推动中医护理发展。

5、产、学、研结合一体化实施，为昌吉州中医医院提升知名度及影响力。



20180297
昌吉州肺结核患者预后健康状况及其
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昌吉回族自治州 王东;王丽霞;魏玉石;赵珍;薛峰;
促进科技进步项目--社会
公益性项目

18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本研究了解新疆昌吉州患者治疗肺结核时的过程及治愈后到现在的身体健康情况，研究初治、复治肺结核病人远期的治疗效果。这项研究将为昌吉州政府评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为

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全区卫生政策、合理配置卫生资源，评价卫生工作质量和效果提供科学依据。也为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掌握昌吉州居民人群健康水平及变化规律，制定肺结核等呼吸道疾病
预防控制规划，促进疾病预防干预措施，是指导人群进行疾病预防控制，促进健康行为方式形成和疾病模式改变，提高居民健康生存水平，降低居民死亡率的行动指南。调查的结果有益于
今后改善全疆乃至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为进一步控制肺结核病提出建议，降低治愈病人的复发率和死亡率，为改善肺结核病人治疗效果以及进一步制定有关结核病控制策略提供科学依

据，同时对进一步加强结核病控制工作，减少结核病的传染和发病将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填补了新疆地区结核病预后防控领域的空白。

       肺结核预后研究是关于对肺结核各种结局发生的概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它包括肺结核患者预后生存时间和生存质量两个技术指标。肺结核预后结局有痊愈、好转、复发、

恶化和死亡等，常以发生概率表示，如治愈率、好转率、复发率、生存率等。肺结核最终的预后有两种：治愈和死亡。治愈是结核病最好的转归。目前，经过合理、规律的化疗后，治愈率
明显提高，病死率大幅度下降。肺结核预后的评价，可以通过对研究对象长期随访、纵向调查获得，其基本设计方案是纵向的描述性研究。本研究完成了昌吉州肺结核患者新登记率、涂阳

新登记率、预后结局等流行病学指标。
       本研究成果已经撰写了研究报告，向昌吉州卫生行政部门提交政策建议并被采纳，此项研究培养出1名博士（或博士后），3名硕士研究生，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1篇(其中
SCI共11篇)。参与3次国内外结核病相关学术会议交流，研究设计并向国家知识产局申请成功授权的关于结核病预防控制实用新型专利共7项，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实用性，有助于结核病的早

发现、早治疗以及消毒灭菌，大大减轻了医务工作者的工作难度，同时该专利在临床医疗方面有较大的市场应用前景。具有新疆昌吉州地区和民族特色的结核病防治模式在新疆地区一定范
围内获得较大的应用与推广，大幅度降低了结核病传播风险及其产生的影响，为开展结核病分阶段防治和预测病情发展及其预后提供了有力支持，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成果的创新性、先进性：防治理念创新，强化预防为主，综合干预意识。工作体制创新：坚持创新工作机制，使工作做到有领导、有经费、有队伍、有先进的技术支持，有效预防
和控制结核发生率。技术模式创新：分子生物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流行病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技术有机整合，为我区建立动态结核监测体系，形成健康管理服务的新模式  。

      申报自治区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实习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