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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坚持瞄准干旱气

象研究的国家目标，紧密围绕干旱、沙尘暴以及生态环

境问题，开展相关的基础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出成果

出人才。编制完成的重大气象干旱事件预警技术应急

响应预案等成果，为我国应对旱涝防灾减灾决策、制定

国民经济计划和旱涝气候预测，及西北干旱监测预警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形成了以中青年为骨干的学

科带头人，涌现出干旱气象灾害研究等创新团队。

今年国庆前夕，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三运走访慰问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看

望了省劳动模范郭铌。郭铌是甘肃气象卫星遥感领域

的学科带头人，先后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 6项，作为骨干

参加完成 1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获甘肃省科技进

步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2 项；还获得甘肃省先进工作者、

全国农林水产行业劳动奖章、甘肃省人事厅和气象局

联合授予的甘肃省气象系统先进工作者等多项科技与

工作奖励。发表论文 50余篇。研究成果得到很好地应

用，为甘肃防灾减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作出了贡献。

1984年，郭铌从南京气象学院气候专业毕业后，一

直在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工作。30 年来，她工作兢兢

业业、潜心钻研，在卫星遥感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与科

技服务和遥感现代化建设等领域成果丰硕。她率领的

干旱气象灾害研究创新团队，立足自然条件严酷、各类

灾害频发多发的甘肃，应用卫星遥感的优势，开展自然

灾害和生态环境卫星遥感监测应用研究和业务服务工

作。在西北主要自然灾害监测方面，郭铌带领团队开

展光学遥感、微波遥感、高光谱遥感等多源卫星遥感监

测干旱的研究，开展多源卫星遥感协同监测干旱的野

外观测试验，进行多种卫星遥感干旱指数在西北地区

的适用性及改进研究，提出适合农作物不同生育期遥

感指数，在实际干旱监测中应用，支撑了科技对社会服

务的能力。构建了定量监测沙尘暴强度和面积的沙尘

指数，使沙尘暴监测产品由“看图说话”到定量分析；将

沙尘暴遥感监测产品与沙尘数值预报模式和天气预报

集成，提高沙尘暴预报预警的准确率。这些研究成果

分别荣获 2011、2013 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在

2003 年 4 月 15 日甘肃迭部特大森林火灾期间，郭铌作

为火灾监测的技术负责人，利用 MODIS卫星资料分析

火情，为指挥员提供了直观的火势发展、火区温度变化

和过火面积等图文并茂、客观定量的监测信息，为扑灭

火灾作出了贡献并获得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的“扑救

迭部林业局达拉林场 4·15森林火灾先进个人”。

在生态环境监测方面，郭铌带领团队将“3S”技术

应用到甘肃省生态建设中。她主持完成的甘肃省退牧

还草效益遥感监测研究项目，通过卫星遥感、地面调查

以及牧草光谱和光合生理生态特性野外观测试验，制

订了《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地面调查技术规范》，形成

了地面调查、数据处理、模型预测方法和规程，在全省

草原资源应用与生态监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研究

并揭示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造成甘南生态环境恶化

的事实，建立了甘南高寒草甸、安西荒漠草原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监测评价模型和退牧还草综合效益评价指标

体系，成果为甘南黄河上游水源补给区生态保护和石

羊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等生态建设项目提供重要参

考。该项目荣获 2010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

完成的应用卫星遥感资料监测分析到的甘肃省自然环

境变化研究成果为甘肃省率先提出将黑河流域确定为

国家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提供了科学依据。

科研创新为干旱气象灾害的防灾减灾服务
——记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郭铌研究员

□ 倾继祖 本报记者 束洪福

作为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的总裁，自 1998年任职至今，丁洁民率

领“同济设计”，在发展中完成了质的飞跃。

他用紧跟形势、关注集团品牌发展和主动变

通、深化改革的领导与管理方针，回应来自各

方的挑战。集团员工从原先的 200 多人发展

到 3000 多人，产值与规模都已处于全国领先

状态。

虽然“总裁”职务带来了繁忙的管理工

作，但他依然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兼任集团

的结构总工程师，同时还是同济大学结构工

程专业的教授、研究员及博士研究生导师，具

有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和英国皇家资深

注册结构工程师的执业资格，一直在结构工

程的多个专项技术领域从事研发与设计工

作，重点包括超高层建筑结构和大跨度空间

结构。这无疑也要归功于“同济设计”对建筑

技术发展的重视及投入，成立技术发展部，长

期保持科研、教学与实践紧密互动，为技术发

展提供了高水准的实践和研究的平台。

结构工程作为一个传统领域，近年来随

着建筑市场的蓬勃发展和建筑功能及造型的

日益复杂而备受关注。作为结构设计的学术

带头人，丁洁民在超高层和大跨度等关键技

术领域的研发工作中承担了整个课题系列的

总体技术路线制定、研发构架拟定、关键技术

解决方案拟定等工作，有效保证了研发成果

的创新性、先进性和时效性。他在该领域的

多项科研课题多次获得国家建设部、教育部

以及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以第一著作人主持

编写的《大跨度建筑钢屋盖结构选型与设计》

和《职业结构工程师业务指导手册》两部学术

著作都已于 2013 年出版，近 10 年来已在国内

外期刊、会议发表论文 100 余篇，并作为主要

起草人参与编制了国家和上海市的多个结构

设计规范与规程。

结构工程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必须紧

密结合工程实践，才能引领行业的技术进步，

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丁洁民始

终致力于将结构分析理论应用于工程实践，

在多个重要项目中担任项目负责人和结构专

业负责人，在研发成果的工程实践中承担结

构方案设计、技术难点攻关等工作，积极推进

了研究成果向生产实践的转化，至今已完成

包括高层与超高层、教育、文化、展览和体育

建筑等在内的百余项工程，并多次荣获国家

及省部级奖。

在 超 高 层 技 术 领 域 ，以 中 国 第 一 高

楼 ——上海中心大厦（632m）为契机，他牵头

完成了一系列的科研任务，涉及室内空间环

境、地下空间的规划与整合、风荷载、复杂建

筑外形的优化设计等数十个课题，相关分课

题数量达到创纪录的 58项。这一系列的技术

攻关研发，不仅取得了多项知识产权，并且在

实际工程中得到了充分、有效和合理的运用，

使上海中心成为目前唯一一次性通过全国超

限审查的 400m 以上超高层项目。全面应用

于项目的 BIM 技术，完美应对其巨量、复杂的

异型建筑如改动一根桁架就牵动全身筋骨的

难题，为项目开路架桥，这也是全球首次将

BIM 系统应用于 400m 以上的超高层。整个

建筑的主要筋骨——带伸臂巨型框架核心筒

混合结构体系也是第一次应用于国内的超高

层中，后续广泛应用于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武

汉绿地中心和苏州中南中心等 500m 以上超

高层项目。

“超高层建筑的设计科研千载难逢，再大

的困难我们必须上。”这是丁洁民自 2009年后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代领团队创造了

多项首次应用于国内超高层的建筑技术。

他在大跨度结构关键技术的研发方面也

是力拔头筹。为更好地满足分析深度和安全

保障的需求，探究大跨度结构的破坏过程和

失效模式，他和项目组在十年前便开始了对

弹塑性极限承载力分析方法的研究，并不断

进行体系选型、建模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及分

析方法的革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关键技术

系统。近十年来，大约有近百个大跨度工程

项目因为这套技术的合理运用而大幅提升设

计品质，获得了行业的高度评价，取得良好的

社会效益。

合理的结构形态是力学规律的外在表

现，以结构技术手段来参与建筑形态构成，能

为大跨度建筑形态赋予合理的内涵和崭新的

面貌。在大跨建筑中，结构与建筑息息相关，

同时也是建筑设计成败的关键。这同样也契

合了多个国家盛事中主要建筑场馆的结构设

计所遇到的挑战以及设计团队为此所付出的

努力。2005年承担北京奥运会乒乓球馆的设

计任务时，他和团队借鉴了工业制造领域较

为成熟的 NURBS找形技术，成功克服了异型

旋转复杂曲面屋面的难题，也是国内最早将

NURBS 找形技术运用到结构工程中的实际

案例之一。他们还在建筑跨度上不断挑战极

限，为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主题馆所设计的新

型双索+V 形撑杆与钢桁架组成大跨度预应

力钢结构体系，成功实现了 126m×180m 的单

层无柱大空间，这也是国内跨度最大的展厅

之一。目前，他们在此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已

在高铁客站及大型公建等建筑类型中得到广

泛应用，不仅取得了良好的技术示范效益，也

为城市建设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秉承在结构专业上高涨的热情与不懈追

求的精神，丁洁民以孜孜不倦的专业态度、攻

坚克难的探索思考以及严谨的试验、计算、验

证为每一座建筑的建设保驾护航。他的这种

敬业精神同样延续到行业中，积极参加行业内

工作和学术活动，在多个国内外学术团体及行

业协会出任理事或委员，同时还担任《建筑结

构学报》等结构核心期刊的编委，为行业的技

术发展和进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束文）

丁洁民：结构成就建筑之美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俊

华博士，长期致力于大气污染控制化学及关键

控制技术的研究，多年来在燃煤烟气脱硝、机动

车排放控制及复合污染下的大气光化学反应等

大气污染控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主持

和参加 10余项国家 863高科技研究计划、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内外企业合作项目；在环

境和化学类期刊上发表文章160余篇、编写专著

3部、发明专利18项；先后获得清华大学学术新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中组部“万人计划”首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中国工程院光华科技工程青年奖等荣誉和称

号，2009年、2010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以及高等学校科学技术一等奖。

作为我国大气污染控制研究领域的青年

专家，李俊华教授针对中国大气污染的实际

情况，对固定源燃煤烟气及稀燃机动车尾气

中 NOx 控制基础理论和关键控制技术原理，

温室气体甲烷和含氧有机物的催化氧化机制

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在 NOx 污染控制技术研

究方面走在国际前沿，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

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其主要研究成果在燃煤

电厂、稀燃汽车、工业炉窑等多种行业实现了

NOx 和 VOCs 减排的工业化应用，大大提升

了我国环保产业在核心技术方面的国际竞争

力，成功使我国火电厂 NOx 排放标准控制在

全球最严格的排放限值内。

针对燃煤电厂烟气中的NOx，李俊华教授

和合作团队立足我国燃煤烟气高灰、高钙和高

硫的现实国情，创造性研制了高表面和高强度

复合氧化物原材料，突破了适用于我国的高效

低成本催化体系设计和废旧催化剂再生的技术

瓶颈，攻克了原材料及催化剂生产过程中关键

设备国产化的难题，打造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原材料生产—催化剂制造—脱硝工艺—废

旧催化剂再生”这一完备的技术产业链，实现了

整个脱硝产业链的100%国产化，形成了我国目

前最大脱硝产业链和完整的供应体系。相关技

术成果在国电龙源、神华集团及中国节能集团

等多地推广应用，不仅打破了国外企业技术垄

断，同时还引领了民族企业的发展。

针对我国大量的工业炉窑烟气的低温排放

特征，李俊华教授提出了低温脱硝思路和低温

NH3-NOx反应机理，开发出了高钒复合氧化

物和活性炭基低温脱硝催化剂。对此，美国工

程院密歇根大学Ralph院士认为，低温脱硝技术

将在中国的率先实施，进而带动脱硝技术的跨

越式发展。李俊华教授在采访中指出，目前该

技术获得了科技部和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核

心技术攻关项目资助，已经在钢铁烧结、玻璃炉

窑、垃圾焚烧等工业炉窑开展示范，“十三五”期

间有望为我国非电行业的低温烟气脱硝方面提

供技术支撑，并得以大面积推广应用。

在传统的钒钛脱硝催化剂基础上，李俊华

教授团队研发的高稳定性和抗积碳性能的 Cu

基小孔分子筛 CHA 催化剂体系，在发动机台

架上测试结果表明，新型的SCR催化剂具有很

好的活性和抗中毒能力；开发的掺杂微量贵金

属的钴锰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在400℃下可以使

甲烷完全氧化，耦合 SCR 催化剂实现了 NOx

和甲烷等多污染物的协同控制。这些开发的

控制技术不仅满足替代燃料车和柴油车的国

Ⅳ排放标准，而且部分指标还达到了国Ⅴ排放

标准，并且技术成果已经推广应用到北京、上

海、成都等大城市的公交系统。国际相关领域

专家认为这些创新性研究成果开启了催化净

化NOx的新思路。 （唐小华）

大气污染控制技术的创新者与实践者
——记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李俊华

日前，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承担

的“水力机械研发平台”项目从众多优秀推荐

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 2014 年度大禹水利科

学技术一等奖。

本项目针对我国在大型跨流域调水、农业

灌溉、防洪排涝、水电建设运行等方面的需求而

建设，平台的建成可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水

利水电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国家重点科技

项目攻关能力，提高解决国家重点工程关键技

术难题的能力，提高水力机械模型测试水平。

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开发，建成了包含软

件平台和硬件平台两大部分的水力机械研发

平台。硬件平台包括国际首创的浑水测试系

统、国际领先的清水测试系统和自主原创的

磨蚀测试系统，为新型水力机械的研发和检

测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软件平台始终以

自主开发为主，以商用软件为辅助，通过模型

及真机试验进行验证和完善，开发了全三维

粘性湍流数值模拟及优化设计、全流道三维

定常及非定常流动数值模拟、水力机械内部

两相流数值模拟及磨损预估等 CFD软件。

本项目主要创新点为：（1）发明了水沙隔

离装置和高精度泥沙浓度测试方法，解决了在

浑水条件下水力机械外特性、空化初生和磨损

特性测试等相关技术难题，首创了水力机械模

型浑水测试系统。（2）研制出了高精度的流量

计原位标定系统和卧式静压轴承，提高了水力

机械模型性能测试精度，建成了国际一流的水

力机械模型清水测试系统。（3）自主原创开发

了水力机械模型磨损试验方法，采用易损涂层

实现磨损部位和强度的快速测试，填补了模型

磨损测试的空白。（4）CFD 数值模拟和模型试

验相结合，创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水力机

械两相流数值模拟及磨损预估模型。

借助于水力机械研发平台的成功建设，我

们完成国家攻关项目 8项，自然基金项目 4项，

省部重点项目5项，三峡、溪洛渡、向家坝、乌东

德和白鹤滩等重大工程的技术攻关与咨询论

证 30 项，获得大量技术成果和突破。研发出

89个性能优异的水轮机、水泵水力模型，已成

功应用于国内外 79 座新建电站，并对 52 座泵

站、81座水电站机组进行了技术改造。完成了

三峡右岸、向家坝等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同台对

比复核试验 14项，水轮机、水泵水轮机模型验

收试验 13项，完成模型试验的电站总装机容

量已超过 6500万 kW，约占全国水电总装机容

量的 1/4。主编、参编 IEC 标准 5项，国家标准

14项，行业标准6项。发表论文112篇，出版专

著3部，获得专利10项，软件著作权7项。

该项目的实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据初步估算，每年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

可超过 10亿元，其潜在经济效益仍非常显著。

由于该项目的实施不仅提高了本单位的水力

机械研发能力，还促进了国际水电设备产业的

技术竞争，推动了产业进步，整体提高了水力

机械的技术水平，由此而在水利水电及相关各

产业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不可估量。

项目主要获奖人：陆力、孟晓超、张海平、张

建光、唐澍、徐洪泉、徐国珍、潘罗平 胡旭东、彭

忠年、钟玮、高忠信、陈莹、余江成、马素萍。

主要获奖人介绍：陆力，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水电

设备专委会主任委员。1988年毕业于清华大

学水电系并获工学博士学位，主持或参加了20

余项国家重大科研攻关专题项目和省部重点

项目。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及国际国内

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国家专利 6 项。

曾获湖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一次，水利部科技

进步二、三等奖各一次，水利部大禹科技进步

二等奖一次，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一次，内

蒙电力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四川省电力科技进

步二等奖各一次，并获国家重大装备三峡及水

电领导小组办公室突出贡献表彰奖，是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陆力）

中国水力机械研发平台达国际领先水平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李丙朋）为加强农产

品进出口监管，维护国家粮食保障体系和食品

安全，海关总署自今年 1 月起开始组织打击农

产品走私“绿风”专项行动。济南海关驻滨州

办事处迅速行动，查发某企业走私进口棉花案

1 起，涉及货值 1638 万元，对 1 名主要犯罪嫌

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取得开门红。

目前，国家对棉花进口实行配额管理，配额

内棉花进口税率较低，为关税 1%，增值税 17%；

配额外棉花实施高税率，为关税 40%，增值税

17%。国家对配额管理较为严格，部分企业无配

额或配额不足，不得不进口高税率的配额外棉

花。由于配额外棉花的综合税率太高，一些不法

企业受利益驱使，容易铤而走险，通过伪造单证、

内外勾结等方式进行走私逃税。

济南海关驻滨州办事处：

“绿风”行动开门红

科技日报讯 （张国芳）不久前，内蒙

古乌海市科技局组织有关专家对内蒙古

赛丽德煤化工节能技术公司完成的“低阶

煤炭化分质快速热解”中试实验项目进行

科技成果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该项目工

艺发明在低阶煤的综合利用方面属国内

首创，在煤炭行业低阶煤工艺处理领域处

于领先水平。

据了解，在我国煤炭资源中，低阶煤

储量占保有资源储量的 56%，可开发利用

的低阶煤资源丰富，通过对低阶煤综合工

艺的技术开发，一方面可以节约国家煤炭

资源，另一方面可为劣质煤提高附加值，

为环境保护作出贡献。

该项目是一个延伸煤炭产业链，提高

煤炭综合效益的新型低阶煤提质科研项

目，项目采用快速热解设备作为工艺核心

装置，将煤气作为载体进行循环加热，采

用干熄方式回收系统能量的工艺，所生产

的兰炭，轻质焦油，煤气等产品，主要应用

于冶金，化肥，农药，燃料化工等行业，具

有很高的推广应用价值，发展前景广阔。

低阶煤炭化分质快速热解可提高附加值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大熊猫野化培

训放归基地近日在四川省雅安栗子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落户。

为进一步加强大熊猫野化培训和放

归自然工作，推进大熊猫小种群复壮，提

升大熊猫保护管理水平，国家林业局同意

在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大熊猫

野化培训放归基地”，并要求加强对“大熊

猫野化培训放归基地”建设管理工作的监

督指导，不断提高大熊猫野化培训、放归

自然、跟踪监测和科学研究能力。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陈凤学称，经过大

熊猫放归监测设施建设和多次放归实践，

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具备了开展

大熊猫野化培训适应、放归后监测和野外

种群研究的能力。

大熊猫野化培训放归基地落户雅安

科技日报讯 （范建）2014 金鱼锦鲤

大赛 10 月 19 日在北京揭晓。大赛分金

鱼组和锦鲤组两大组别，共 34 个奖项，

由两岸三地 26 名专家组成评委。经角

逐，锦鲤全场总冠军为长约 90cm 的红

运锦鲤场的”墨底三色”，金鱼组全场

评委会大奖是，北京黑庄户观赏鱼养

殖发展中心“蓝虎头”，金鱼组传统金

鱼 大 金 来 自 北 京 碧 波 水 族 有 限 公 司

“鹅头红”，金鱼组最具市场价值大奖

是，长乐漳港大自然金鱼场“兰寿”，金

鱼 组 创 新 改 良 大 奖 来 自 郑 州 鱼 友 会

“龙猫”。

据介绍，这是目前国内影响广泛、规

模较大、专业性强的全国性金鱼锦鲤赛

事。也是大赛致力于推动业界树立“做

精品”、“做新品”意识的验证,体现出观

赏鱼的巨大市场潜力。

2014金鱼锦鲤大赛揭晓
煤炭科技创新高峰论坛召开
科技日报讯 （杨宏鹏）为推动我国煤炭工业的

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近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

国煤炭科工集团和中国煤炭学会在京举办了第二

届煤炭科技创新髙峰论坛。

围绕“煤炭自动化、智能化釆掘技术与装备”主

题，学者专家交流学术成果、研讨技术难题、探讨技

术发展方向，以共同推动我国煤矿机械化、自动化、

智能化水平的提髙。会议展示了“十二五”以来国

家科技部 863 计划重点项目“煤炭智能化掘釆技术

与装备”取得的技术成果；围绕矿井自动化、智能化

技术与装备开展了学术交流；探讨了“十三五”煤炭

自动化、智能化采掘技术需求与发展趋势。

百望山红叶美不胜收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10 月 16 日，北京百望山

森林公园 2014 年红叶节正式拉开帷幕。观赏期将

持续到 11月上旬左右。

期间，游人除了能欣赏到书法碑刻以及造型各

异的盆景和木化石外，还可免费参观 87版《红楼梦》

开机 30周年回顾纪念书法展和图片展览，活动持续

至 11月底。

距北京城区最近的百望山森林公园，地处小西

山，海拔高度适中，土壤及气候非常适宜红叶树种

生长，种植数量大、品种多,主要有黄栌、元宝枫、火

炬树等，而且树龄正值盛年，生长旺盛，红叶期长，

色彩艳丽，吸引大量游客来此游览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