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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耿婷婷
本报5月30日讯 30日，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
联合在北京举办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
大会，共有 7 个团队获得第三届全国创新争
先奖牌，26名同志获得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
奖章并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
251 名同志获得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其中，青岛科技大学汪传生、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戴彩丽两位科技工作者获创新争先
奖状。

全国创新争先奖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之后，国家
批准设立的又一重要科技奖项，是国家科技
奖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补充，是国家科
技奖项与重大人才计划的有机衔接，是仅次
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该奖项

主要表彰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
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和社会服务等相关科技创新领域作出突出贡
献的个人和集体。

全国创新争先奖设立于 2017年，每三年
评选一次。此前，青岛已经有 6 位科技工作
者获奖。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科学
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研究员王军成，隔而
固（青岛）振动控制有限公司总经理、研究员
尹学军，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乔方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海洋大
学副校长吴立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陈松
林为首届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
洋大学教授包振民为第二届获奖者。获奖
者中，有5位为海洋领域科技工作者，凸显了
青岛的海洋科研优势。

自从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审结果公布以
来，青岛科技大学汪传生教授的手机就变得“热闹”
起来——信息像雪花一样纷至沓来，都是向这位在橡
胶行业奋斗40余载的“老兵”表示祝贺。

但汪传生甚至抽不出时间回复这些信息。他像过
去40多年里的每一天那样，在科研“前线”带领团队围
绕橡胶行业的相关技术难题开展重点攻关。“开展创新
研究，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他说。

我国是名副其实的橡胶工业大国，橡胶工业是国
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轮胎产量多年来始终稳居世界
首位。橡胶制品在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领域的应用
也至关重要，事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

汪传生长期致力于橡胶加工工程领域的基础理
论、应用研究和工程示范、产业化开发，先后研发了同
步转子混炼、块状橡胶连续混炼、混炼挤出一体化及橡
胶复合材料特种挤出成型等成套技术和装备并实现了
产业化，牵头建立起我国唯一的混炼工程行业重点实
验室，为我国橡胶工业高效、绿色制造作出了贡献，提
升了我国橡胶行业国际竞争力。

突破核心技术，两次获得国家科技奖

密炼机主要用于橡胶的混炼加工，是轮胎等橡胶
制品生产过程中的重点基础设备。上世纪 90 年代以
前，我国大中型密炼机基本依赖进口。而且，传统密炼
机一直采用异步转子的方法，混炼时间长、温升快，混
炼出来的橡胶质量稳定性及均匀性差。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汪传生潜心研究，研发出同步
转子成套混炼装备和工艺技术，将传统混炼环节由单
一依赖剪切作用转变为剪切、拉伸作用并重的模式。
在同步转子技术新模式下，橡胶生产混炼环节的生产
效率提高了 15%至 20%，单位能耗降低了 10%至 15%，
胶料稳定性和均匀性显著提高。由汪传生牵头完成的

相关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迄今为止我
国橡胶机械领域获得的最高科技奖项。

在该技术成果的基础上，汪传生进一步深化和发
展了橡胶混炼理论，提出并发明了“热-力”耦合调控填
料微观分散方法，研发了块状橡胶双转子连续混炼、适
合低温或白炭黑混炼的串联式连续混炼、湿法混炼等
工业化成套技术和装备，相关成果先后获得山东省技
术发明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励，并在航
空航天等领域实现了规模化应用。

“橡胶行业产业链复杂，可以开展创新性‘更新’的
环节很多。”汪传生说。例如，在橡胶复合材料中，短纤
维如果能沿特定方向取向，便可提高橡胶制品的耐磨性
和抗撕裂性。为此，汪传生提出了变压力机头流道设计
模型及方法，并研发了相关工艺及装备成套技术，实现
了短纤维取向的“方向自由”。运用新技术产出的产品
耐磨性提高了15%以上、抗撕裂性提高了12%以上。

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只有放到产业中才能得到检
验。现在，相关技术已经在益阳橡机、大连橡塑、无锡
双象、青岛双星、内蒙古富特等公司实现产业化应用。
不断发现产业发展需求并定向解决问题，从某种程度
上说，汪传生的研究之路，正是中国橡胶行业不断提质
增效的发展之路。

注重社会效益，助力行业可持续发展

随着橡胶行业发展，废橡胶、废塑料污染治理与资
源化利用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科技创新不能只
关注经济效益，也要关注社会效益。”汪传生说。20世
纪90年代初，他开启了对橡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系统
的研究。研发期间需要每天与废橡胶、废塑料等实验
材料打交道，实验环境难称得上理想，但他总是冲在最
前面，白大褂进去、“黑”大褂出来是常有的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汪传生攻克了胶粘状固体物料
混合、分散、传热、动态密封等关键技术瓶颈，研发了废
橡胶、废塑料低温连续化高效裂解清洁工艺技术和装
备。与同类技术相比，新成果裂解温度更低、出油率更
高，而且能耗低、排放达标。装备先后被美国、欧盟、加
拿大等国外公司采用，并在巴西建设政府重点工程、在
匈牙利建设欧盟标准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项成
果让汪传生再次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牵头制
定1项国家标准，也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型成套环
保技术装备销售到欧盟的先例。

橡胶行业要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也要可持续发
展。尽管科研工作异常繁忙，汪传生也从未离开过教
学岗位，一直从事本科生教学，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
橡胶连续混炼实验室、橡胶挤出实验室、橡胶裂解检测
实验室、橡胶基础测试实验室……在青岛科技大学崂
山校区1号楼北侧三层楼房里，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
实验室。每天汪传生都会到各个实验室走几趟，指导
学生做实验、做研究。

“获得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我的心情非常激
动，这是国家和社会对我从事的研究工作和取得成绩
的认可。”汪传生说，“我将以此次获奖为起点，在今后
的工作中继续创新创造，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的‘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相关要求，推进科
研成果转化，为我国橡胶行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青岛科技大学
教授汪传生——

突破核心技术，
提升橡胶行业竞争力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耿婷婷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耿婷婷
本报5月 30日讯 30 日，由省委宣传

部、省科学技术协会、省科学技术厅等联合
主办的“齐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
济南举行。全省 8位科技工作者和两个创
新团队获表彰，其中青岛有 3人入选，分别
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院长、教
授林霄沛，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占杰，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力学学科负责
人、教授刘建林。

林霄沛从事海洋科学教学和科研工作
20 余年以来，在大洋环流的观测技术和基
础理论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提

升了我国在海洋科学领域的原始创新力和
我国在全球海洋治理的话语权。林霄沛已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和海洋工
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奖项，在《科学》和

《自然》等各类国际主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0多篇。

刘占杰发挥科技引领作用，实现了超
低温存储技术及产品国际领先；创新研发
太阳能直接驱动制冷技术和产品，填补了
行业空白；突破载人航天科研装备技术封
锁，自主研发中国首台航天冰箱并实现“12
次入太空”；攻克主动式航空温控关键技术
短板，以国产元器件支撑了相关产业发

展。刘占杰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山
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青岛市科学技术最
高奖等科技奖项28项。

刘建林长期奋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利用其掌握的力学知识在课堂内外开展了
大量科学普及工作，以期拓宽公众科学视
野，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他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先后为两万余名本科生、研
究生和留学生授课；他发表科普论文十余
篇，根据这些科普知识开设的课程“石油工
业概论”已被认定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
和国家一流本科课程；他积极开展各种科
普交流活动，实现科普工作从学校走向
社会。

青岛3人获评“齐鲁最美科技工作者”

青岛两人荣获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戴彩丽
（右 一）率 领
团队开展技术
攻关。

■汪传生在实验室开展创新研究。

在又苦又累的石油工程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似乎都
是男性“唱主角”。而刚刚获得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状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副校长、教授戴彩丽，就用自
己 30载的创新研究打破了这一传统认知。这位长发飘
飘、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女科学家，面向国家油气能源重
大需求，在实验室和油田现场来回穿梭，突破了多个关
键技术。

自1993年起，戴彩丽便致力于高含水油田控水提高
采收率和非常规油气储层改造两大油气田开发关键方
向，突破前沿关键技术并实现转化落地，推动我国提高
油田采收率技术处于世界领跑地位，为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提高石油采收率，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石油被称为工业的“血液”，是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命脉。戴彩丽师从油田化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赵福麟教授，多年来始终围绕用化学方法提高石油采
收率这一核心追求开展学术研究和成果转化。“做科研
要有一种‘射线’思维，只要不停止追问，思维的射线就
不会折断，而其最终的指向就是科研成果的落地。”戴彩
丽说。

据介绍，我国非常规油气开发逐渐增多，由于低渗、
致密油气、煤层气等情况存在，全国油田采收率不到
35%。全国油田采收率每提高1%，就相当于增加大庆油
田高峰年一年的采油量——5000万吨。采收率提高1%，
难如百米成绩提高0.1秒，但戴彩丽却偏要啃下这根“硬
骨头”。

优势通道调控是实现大幅提高油气采收率的核心
利器，亟需从理论、材料、工艺等方面集成创新，突破关
键技术瓶颈。为此，戴彩丽经常出现在沙漠、盐碱滩等
石油开采现场，从实际情况出发寻求“采油之道”。在那
里，她是鲜见的女性科技工作者。“有一次，我去中海油
湛江分公司的涠洲12-1采油平台，刚下直升飞机，平台
上男士们惊诧的目光闪电般地射过来。”戴彩丽开玩笑
说，这个时候，“回头率”还是蛮高的。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中，戴彩丽成功创建了
高含水油田堵、调、驱多层次控水提高采收率技术，实现
了常规水驱油提高采收率最大可达5%的纪录，同步使废
水处理费用下降 40%以上，封窜有效率由 80%提高到
95%。目前，相关技术成果已经在大庆、胜利、塔里木等
21个国内油田及部分国外油田“大放光彩”。凭借相关
成果，戴彩丽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中国专利优秀奖等奖项。

相关技术也使我国化学控水提高采收率技术保持
世界领先地位。美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专家和南加州
大学相关教授评价：“该技术一次性投入低、回报快、技
术可靠，实现了含水率95%以上油井大幅提高原油产量
的技术突破，对国际上水驱及聚驱开发油田有很好的借
鉴与推动意义。”

攻克油田“癌症”，累计增油超百万吨

我国深层、超深层油气资源超过油气资源总量的三
分之一，是重要战略接替资源，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但深层、超深层油气往往开采环境高温、
高盐、储层非均质等特点更明显，让控水增油工作面临
更大挑战，易导致油井生产高含水，这种现象俗称油田

“癌症”。
面对这一难题，戴彩丽率领团队历经十余年攻关，

在行业内首次提出冻胶分散体机械法制备理念，发明了
新一代控水增油“特效药”冻胶分散体的工业化生产工
艺。该成果不仅攻克了传统调控剂化学生产工艺复杂
的弊端，相关技术指标也显著优于国内外同类产品，生
产成本仅为同类产品的约十分之一。

在此基础上，戴彩丽发明了多参数智能响应在线生
产及注入一体化工艺与撬装装备，实现了“控水-有限度
升压-注水联动”的平衡，将现场控水有效率由不足70%
提升至85%。目前，该技术成果广泛推广应用至长庆、胜
利、中海油、阿布扎比等国内外 25 个油田，累计增油超
108.07万吨。

致密、页岩等非常规油气是我国油气产量重要增长
点，但必须通过储层压裂改造形成油气渗流通道，才能
实现有效开发。不同于广泛使用的胍胶聚合物压裂液
方法，戴彩丽创建的“压裂-增能-排驱”一体化工作液技
术，首次阐明了原油壁面强粘附机制，突破了非常规油
气储层改造方法成本高、效率低、产能差等应用瓶颈，使
油井平均日产油量较对比井提高一倍以上，稳产期提高
1.5倍以上。目前，该成果也在胜利、长庆、新疆等油气田
规模化推广应用，累计增产原油 65.86万吨、天然气 7.68
亿立方米，推动了低渗、页岩油藏提高采收率技术革新。

在戴彩丽看来，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倍感荣幸，这
份荣誉既是对过去工作成绩的肯定，也是鞭策她今后倍
加努力的最大动力。“我将继续以国家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为依托，重点开展超深层、特深层油气储层改造与提高采
收率等重大科技挑战性工作，支撑深层油气全国重点实
验室建设，中国的能源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我将为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应有的更大贡献。”戴彩丽说。

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教授戴彩丽——

攻克关键难题，
有效提高油田采收率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耿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