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次斩获国家科技奖

1978年，汪传生报考了山东化工学
院，也就是青岛科技大学的前身，专业是
橡胶机械。虽然该专业当时是“国管专
业”，但橡胶机械行业却十分落后，生产
设备依赖进口，也不具备生产载重胎、子
午胎等高档产品的能力，更谈不上拥有
核心技术。

带着改变行业的使命感、责任心，汪
传生大学毕业后加入了我国橡胶混炼

“开山”人物赵嘉澍的团队。此后30余
年，汪传生两次获得国家科技奖，引领着
我国密炼机高速发展。

“密炼机的功能就是根据配方的要
求，把橡胶和各种配合剂均匀混在一起，
这个过程就是混炼。”汪传生说，“我的工
作，就是让橡胶和各种材料的混炼像和
好的面一样均匀。”传统密炼机一直采用
异步转子的方法，这种方法由于两转子
转速不同，造成了橡胶受热不均、质量稳
定性及均匀性差。

汪传生打破常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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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技术从
0到1的突破，他整天泡在混炼车间，工

作服进厂前是白色的，出来就变成黑的
了；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到产业化，汪传
生自己画图纸，然后去找工厂加工设备，
再把试制好的密炼机拿到企业进行产业
化试验，那时交通不便，他每天都是早出
晚归。

功夫不负有心人，汪传生的新技术
让橡胶混炼的生产效率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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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行业
认可。这项成果是汪传生主持完成的
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也是迄今
为止我国橡胶机械领域获得的最高科
技奖项。

产业的需要就是汪传生的科研方
向。橡胶工业快速发展，产生的大量废
轮胎等橡胶制品无法自然降解，形成了
严重的“黑色污染”，已成为世界性难
题。 因此，汪传生率领研发团队与企
业合作开发了废橡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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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传生团队的技术装备
裂解温度更低、出油率更高，避免了传
统裂解方法的“粘锅”难题，能耗更低，
为他再次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目前，该装备先后被美国、欧盟、加拿大
等国外公司采用，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发
的大型橡胶回收成套环保技术装备销
售到欧盟的先例。

在产业发展中找难题

“橡胶是一种粘弹性材料，加工难度
大，通过添加不同材料、采用不同的混炼
工艺，就会造成混炼胶性能发生改变，所
以橡胶混炼不是一门‘1+1=2’的技术，

是带有一定色彩的艺术。”提起自己的工
作，汪传生充满了自豪感。

他不断在产业发展中寻找难题，给
自己和团队“布置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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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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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如，随着新能源汽车“去备胎化”
成为趋势，对轮胎安全性就提出了更高
需求。汪传生乘势而上，率团队研发了
具备“自修复”功能的自修复橡胶材料，
让轮胎即使扎了钉子，也能迅速自我修
复，不影响正常驾驶。现在这项技术已
经在实验室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并进行
了路试，相关指标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
要求，正快马加鞭地推进产业化。

还有天然橡胶的无酸制备技术、湿
法混炼技术、裂解炭黑高值化利用技术、
混杂废塑料裂解技术、废旧锂电池处理
技术等……在汪传生眼里，行业里可以
开展创新性的工作还有很多。他一直在
寻找问题、解决问题的道路上。

“科研人员最重要的品质是不断探
索，所以我老觉得时间不够用，要做的事
还有很多。”汪传生说，“这次获得最高奖
是我新的起点，我要继续给自己布置更
多任务，带好团队，瞄准国家需求，解决
行业卡脖子问题，争取为产业发展和城
市经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耿婷婷
韩星 摄影报道

早报8月22日讯 22日上午，市委、
市政府召开全市科技创新大会，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
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科技创新大会精
神，总结成绩，表彰先进，研究部署我市
科技创新工作。

市委书记陆治原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赵豪志主持，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王鲁明出席。

会上宣读了《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2 年度青岛市科学技术奖励的决
定》。陆治原为市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
者青岛科技大学汪传生颁奖，市领导为
获奖代表颁奖。汪传生代表获奖者作了
发言。

陆治原在讲话中向获奖单位和人

员表示祝贺，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
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他说，去
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
聚焦打造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工作
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当前，创新引领
发展“第一动力”作用更加凸显，全市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紧迫感，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更实
举措推动科技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
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建设注入强劲创新动力。

陆治原强调，要着力打造高能级创
新平台，加强实验室体系、产业技术创新

中心等建设，提升创新要素集聚力，培育
战略科技力量。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不断取得科技自立自强新成果。要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大力培育
科技型企业，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
度融合，切实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水平。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加快发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
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
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一批未来
产业，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要持续
壮大科技人才队伍，做好“引育留用”文
章，更好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要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科技创新生态。
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
导，形成齐心协力共抓科技创新的生动

局面。
赵豪志在主持时强调，各级各部门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
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
委工作要求，切实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各项重点工作落地
见效，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紧紧
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发展动力变革和动能转
换，不断增创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市委常委和有关市领导，市委有关部
委、市直有关单位、中央和省驻青有关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各区（市）党委或政府主要
负责同志，驻青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代表、高新技术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刘成龙）

青岛市科技创新大会召开
陆治原讲话 赵豪志主持 王鲁明出席

2022年度青岛市科学技术最高奖得主汪传生：

把橡胶工业技术当“艺术”
在青岛科技大学崂山校区南区1号楼的实验室里，有一面“转子墙”，展示了上百

对橡胶密炼机转子。转子是橡胶密炼机的核心部件，这面墙不仅展示了我国橡胶密
炼装备不断升级的过程，也浓缩着青岛市科学技术最高奖得主，青岛科技大学二级教
授、博士生导师汪传生（左图）四十余载的科研历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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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我国从“橡胶大国”迈向“橡胶强国”。

早报8月22日讯 22 日上午，
青岛市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对获得
2022 年度市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和
人员进行表彰奖励。2022年度，全
市共120个项目（人选）获奖，其中，
青岛科技大学汪传生教授荣获市科
学技术最高奖，10项成果获自然科
学奖，3 项成果获技术发明奖，105
项成果获科技进步奖，1 人获国际
合作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建议
授奖项目中，企业牵头和参与完成
项目共73项，占比达60%。在技术
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的108项
获奖成果中，企业参与的项目超过
三分之二。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
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不断增强。我市
重点支持的产业领域获奖成果共
84项，占获奖总数的71.2%，在超高
清显示、微波光子传输、海洋环境监
测等技术领域涌现出多项高质量科
技创新成果。

此次公布的获奖名单显示，中青
年科技人才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中
坚力量。2022年市科学技术奖获奖
人员平均年龄为41岁，其中45岁及
以下人员占比超过四分之三，40岁及
以下人员占一半以上，在青年科技人
员中形成了良好示范带动作用，有助
于调动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超半数为45
岁以下人员，青年科技人才在科技创
新中逐渐挑大梁、当主角。

在建议授奖项目中，获国家、省
和市计划项目支持的共82项，占获
奖项目总数的68%。科技奖励质量
的不断提高，也为下一步获得更多
立项支持和国奖省奖提供有力支
撑。近 5 年来，全市获国家科技奖
励 54 项，占全省 40%以上，获省科
技奖励534项，占全省1/3以上，持
续在全省保持领先。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王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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