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树苑，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

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总工程师，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

业分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

业分会的排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机械设备

委员会副主任等。

近日，李树苑又增加了一个身份：全国

勘察设计行业科技创新带头人。光鲜的“面

子”背后是充满了坚持、艰辛和奉献，看到的

是一位科技工作者对创新的孜孜追求，是一

位给水排水工程设计者对提高城镇化建设

水平的不懈努力。

给水排水科研领域的老兵
1982 年，李树苑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

院（现哈尔滨工业大学）给水排水专业本科

毕业，1987 年研究生毕业，获环境工程硕士

学位。从此，他一直奋战在给水排水科研的

最前沿，成为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攻坚克

难的缩影。

多年来，李树苑一直为行业的发展不懈

追求，他先后主持和承担了污水厌氧塘生物

处理试验研究（“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受污染水源水净化集成技术与设备、受污染

水库水处理工艺集成技术示范研究、受污染

水源水弹性填料深水曝气生物接触氧化预

处理（“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城市杂用

水水质项目及标准研究（国家科技攻关计

划）、滇池入湖河流水环境治理技术与工程

示范（国家 863计划项目）等，在所参与的科

研课题中，很多都是当时给水、排水工程建

设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主持或承担的科研

项目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多项。

最为业界称道的是，李树苑负责的“九

五”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受污染水源

水处理集成技术与设备的研究，该课题集中

了国内众多一流的大学研究机构及市政设计

院和企业的专家学者，首次在全国范围内，针

对湖泊、水库、河流等饮用水水源，开发了适合

中国南部受污染水源水的多种生物预处理技

术及预臭氧工艺技术、GAC 深度处理技术、

O3-BAC深度处理技术以及适合不同水源水

质条件下的受污染水处理集成技术，并建设

了数个不同规模的示范工程，为我国微污染

水源水处理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课题获

建设部主持的验收与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其成果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

李树苑通过坚实的专业知识和敬业精

神，在国家863项目“雨污联合调控与合流污

水强化处理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的投标中

一举中标；针对滇池污染的改善问题，通过污

水厂雨污合流污水调蓄处理设施的建设和全

系统优化运行调控措施的开发与实施，以及

污水厂深度处理技术改造和工程示范，达到

提高暴雨期间污水处理能力及生态回用水水

质的目标。提出了具有推广意义的雨污调蓄

技术、雨污合流污水强化处理技术和低碳氮

比、低碳磷比污水氮磷强化处理技术。

李树苑参与的“十五”国家重大科技攻

关项目——受污染水体生态修复技术研究

与应用（2009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

课题以生态工程为主要途径，开展湖、库、

江、河、渠等水体污染综合治理，形成了以复

合垂直流为基本流程的人工湿地水处理新

技术，兼具常规污水处理工程与自然生态处

理系统部分优点，为受污染水体水质改善、

水生态系统恢复开辟了实用有效的新途径，

促进了人工湿地从研究到大规模应用，并走

向产业化发展。

污水量等设计参数是污水处理工程建设

的重要影响因素，李树苑负责的“广州市污水

量及重要参数研究”专题对广州市及国内外

现状资料进行了调研，并实测污水量、排水管

道地下水渗入量等，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

广州市污水量及重要设计参数的取值范围，

研究成果获湖北省咨询成果二等奖。

之后，他还先后参与了旅游服务型小城

镇水污染控制与治理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与

工程示范、合流污水高效截流处理技术研究

与工程示范、工业园区工业废水水质提标改

造处理技术研究等课题的研究，研究成果得

到了推广应用。

科研成果转化的领路人
李树苑不仅潜心科研，而且注重把科技

创新成果运用到工程设计中，解决给水、污

水、环境综合整治等领域的难点问题，在全

国各地城乡建设中奉献了一批优秀工程。

在昆明北岸草海片区水环境综合治理

工程中，他首次创造性采用 Actiflo微砂强化

絮凝高速沉淀池工艺，在旱季和雨季都能发

挥其功能，运行实践证明效果显著、稳定；同

时，结合污水处理对象的变化条件，首次按

照系统要求调整污水处理工艺运行方式，保

证了污水处理效果，并节省了能耗，符合节

能减排的要求。项目的整体设计处于国内

同期同类型的领先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上虞市污水处理厂二期

工程。李树苑带领团队采用自主创新的新

型厌氧水解技术确保去除难降解的有机物，

采用厌氧接触法（悬浮生长型）与厌氧污泥

床相结合的组合工艺形式，既提高了污染物

与污泥的充分接触，又维持了厌氧水解生物

量处于较高的水平，使生物处理的运行更加

稳定、高效。污水厂运行结果达到设计的出

水水质标准，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

作用，效益显著。

正是严谨的工作作风、丰富的工程经验，

使得他总能发现问题，总能以创新的方式解

决难题，为此他申请了“城市合流污水溢流和

雨水径流污染控制的装置、方法和用途”、“同

步脱氮除磷过滤方法”、“短程恒水位序批式污

水处理方法和装置”等10余项专利。

国家标准规范的制定者
科学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工程设计方

面的丰富经验，对全国给水排水工程建设、

运营的了然于胸，得到了同行和国家建设部

门的一致认可，许多国家标准、规范的制定

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李树苑的身上。

李树苑主编或参编的《标准》《规范》，都

是在大量的调研、测试基础上形成的，经得

起实践和历史的考验。他西赴甘肃、东到上

海、北至哈尔滨、南及海南，奔赴全国各地考

察调研污水厂实际运行情况，查阅美国、日

本、原苏联等有关标准规范，对污水处理工

艺及工程建设标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制定

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建 设 标 准》、《城 市 给 水 工 程 项 目 建 设 标

准》等，这些标准对国家宏观控制当时的污

水处理工程建设标准及给水工程建设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依托“建设部滤料检测中

心”，广泛调研陶粒滤料生产厂家，编制了

《水处理用人工陶粒滤料》。

李树苑先后主编《标准》《规范》7 项，参

编 9 项，其中《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

标准（修订）》获全国工程建设标准定额优秀

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

质》获首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二等奖，《室外

排水设计规范》获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励二

等奖。 （王庆林）

以不息为体 以日新为道
——记全国勘察设计行业科技创新带头人李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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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只人工繁育朱鹮被放飞
科技日报讯（韦荣华）2015 年全国

暨陕西省第 34 届“爱鸟周”活动日前启

动。30 只人工繁育、经过野化训练的朱

鹮在陕西省铜川市柳林林场被放飞。至

此，沮河流域的朱鹮种群数量达60多只。

上个世纪濒临灭绝的朱鹮，曾广泛

分布在我国北部和东部，铜川也是其历

史分布地。1981 年，在陕西省洋县仅发

现 7只，后经拯救保护，建立了人工饲养

种群，并开展野化放飞，陕西省的朱鹮种

群数量已超过 1600 只，分布范围也从洋

县扩大到了汉中、安康、宝鸡和铜川等 4

市 13 县（区）。2013 年 7 月，国家林业局

和陕西省政府首次在柳林林场放飞朱鹮

32只。

陕西省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物管理

站教授级高工常秀云说，2014 年春季，

朱鹮野外繁殖成功 2 只幼鸟，今年春天

又有 4 对筑巢产卵，现正在孵化。这表

明，朱鹮在秦岭以北野化放飞取得初步

成功。

据了解，我国朱鹮种群数量现已达

1800 余只，分布范围也从陕西省扩大到

浙江、河南等省份，以及日本、韩国等东

亚国家。

本次活动由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和陕西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共同主办，

主题为“关注候鸟保护，守护绿色家园”。

中环会播种绿色
科技日报讯 （匡春凤 李珊）4 月 17 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在北京

举办了主题为“热爱自然、播种绿色、拥抱春天”的公益植树活动。

150 多名志愿者，大家四人一组，刨土、挖坑、浇水，短短 2 个多小时，

共种下 200余棵海棠。

据了解，今年是中华环保联合会连续第八年组织开展公益植树

活动。一直以来，其把该项活动作为推进环境保护全民参与的重点

工作之一，八年来，组织志愿者累计植树 5800多棵。

该联合会副秘书长谢玉红说，植树造林不仅是造福子孙万代的

伟大事业，也是提高我国生态承载能力、绿色增长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重要举措，种下一颗树苗，增加一片绿色，就是播种一个希

望。为了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动员公众积极参与植树造林，中华

环保联合会此次专门制作了《森林！森林！》专题宣传片，并通过视频

网站、微博、微信平台供公众观看。

专家评估成都创意设计周品牌价值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亦卫）由国家文化市场调查评估中心编制

的《2014成都创意设计周品牌价值评估报告》4月 18日在京发布。

2014年 10月 1日至 14日举办的“2014成都创意设计周”活动，是

一场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产业的盛宴。该项活动时间和空间维度合

理，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富有创意，参与广泛。为避免以往展会“谁

主办，谁评估”或没有评估结果的现状，成都市政府首次选择由第三

方国家机构客观、公正、全面地对此次创意设计周做出评估。据参与

此项评估工作的专家称，文化创意产业的量度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

的量度指标，需要更多的注入人文社会环境指标，以至于政府政策指

标。评估结果显示，成都创意设计周综合指数为 83.54。

研究认为，指数在 60.00 以上，其作用表现为基础期，70.00 以上

表现为作用起步期，80.00以上表现为进入加速推进期，90.00以上表

现为稳定增长作用期。

素有“有机化工之母”美称的乙炔，是目前世

界上有机化工产品最基础的原料之一。

目前，我国 90%以上的乙炔通过电石法获

得。传统电石法工艺依赖于煤炭和石灰石资源，

是一个高耗能、高污染的过程。热等离子体煤裂

解一步法制乙炔是一项清洁高效的煤基乙炔生产

技术，同时区别于众多的煤转化利用途径，成为不

耗水的独特煤转化技术。

等离子体煤制乙炔过程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1980年前后美国AVCO公司完成了1MW

中试规模试验，初步证实了过程的工业可行性。

从 2001 年开始，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

复旦大学、中科院等离子体所研发 2MW 氢等离

子体炬，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程易课题组于

2006 年加入合作，与新疆天业共同研发大型兆瓦

级热等离子体反应装置。

在他们的努力下，解决了煤粉与氢等离子体

高效混合设计以及影响装置长周期稳定运行的反

应器结焦问题，在新疆石河子市建成了国际上最

大规模的 5MW 热等离子体煤制乙炔工业中试装

置。整套装置在自主、正常开停车的情况下，单次

操作实现连续联动运行 75小时以上，裂解气流量

和乙炔收率达到经济性要求。

在近 10年的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程易课题组

攻坚了数项关键工程技术：针对此类极端条件下

的气固混合问题，课题组提出了用扁平喷嘴替代

常规圆喷嘴的新型设计，并通过多相计算流体力

学数值模拟，结合中试现场的冷态实验，不断优化

喷嘴的设计方案，大幅提高了反应器效率，使煤转

化率从最初的 20%提高到 40%以上，产品气中乙

炔的体积浓度由 6.5%最高提高到 12%，接近该操

作条件下乙炔的热力学平衡浓度。

程易说，为准确揭示毫秒级煤粉裂解特性，课题

组建立了煤粉颗粒内部传热模型，并耦合了包含煤

质分子结构特征的脱挥发分动力学模型，揭示了不

同煤种颗粒与超高温热流体毫秒级、大温差接触过

程中煤粉内部的温度梯度对脱挥发分的敏感影响。

随后，课题组将上述颗粒尺度模型全面集成

高温湍流气固反应流动，开创性地建立了描述煤

粉热解行为的跨尺度反应流动通用模型，理论指

导了国际最大规模 5MW 热等离子体煤制乙炔装

置的喷嘴设计和反应器结构优化，促进了工业中

试取得突破性成果。

程易介绍，课题组自主研发了实验室热等离

子体反应器系统，揭示了若干典型煤种以及煤焦

油/沥青质/气、液态烃等毫秒级热化学转化规律，

比较了超高温条件下煤的慢速、快速和极速升温

过程不同的热解行为，建立了原料优选的实验科

学基础和原则。

2009年，由新疆兵团科技局组织专家组鉴定，

鉴定意见为该装置是“国际上最大规模的等离子体

裂解煤制乙炔工业性试验装置，从原理、经济性和工

程应用上具有可行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是先进乙

炔生产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目前，运行的最

好指标与电石法乙炔相比，总能耗可节省30%，原煤

消耗节省约50%，同时该过程还副产大量的氢气。

2014 年，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

和新疆天业合作，对此技术进行了万吨级工业装

置的经济评估。评估报告称“按 2014年的价格水

平，建设规模为年产 4 万吨乙炔的热等离子体煤

裂解项目的年均总投资收益率为 17.48%，项目全

投资所得税前内部收益率为 21.65%，静态投资回

收期为 5.94年，含建设期 2年，吨乙炔实际生产成

本为 6960 元”，该指标低于电石法工艺吨乙炔成

本近 1000元、低于天然气部分氧化法 3000元。

与此同时，该课题组的科研工作也获得了认可和

丰收，2013年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以及2014

年石化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在2013年国际流态

化专业会议上，该课题组也受邀作了大会报告。

探寻煤基乙炔清洁生产之路
——清华大学程易课题组攻坚煤化工新技术纪实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这是一支普通的科研团队，他们在非常规

油气及储层地质科研领域孜孜以求、不断创新、

屡攀高峰；这是一支普通的教学团队，成员平均

年龄 30岁，在学研结合、干学相长中追逐梦

想。他们，就是西南石油大学非常规油气及储

层地质研究团队。团队主要成员是蒋裕强、陶

艳忠、牟中海、王占磊、程超、吕国祥等。

立足常规，填补非常规研究空白
2014年 7月，2013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工

自动化行业科学技术奖颁布，由西南石油大

学非常规油气及储层地质研究团队作为主

要完成人之一的项目《中国海相页岩气形成

富集条件研究、勘探评价技术及应用》荣获

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一奖项是我国开展页岩气地质评价与

勘探开发先导试验以来，颁发的第一个国家层

面的页岩气科技进步大奖。项目的一系列重

大创新成果和关键性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部分成果成为了《页岩气地质评价》国家标准。

成果的背后，蕴含的是团队一如既往滚

石上山、攻坚克难的魄力与披荆斩棘、执着

向前的坚韧。

蒋裕强教授带领团队自 2009 年起，就

开始了页岩气地质资源评价工作，至今一直

从事四川盆地及邻区海相页岩气的产能建

设方面的地质评价工作。2011 年，他带领

团队承担了国家专项课题《页岩气资源评价

方法研制》。研究过程中，团队创新性研发

编制了中国特色的页岩气资源评价软件，建

立了一系列方法体系和参数体系，目前研究

成果已在中石油推广使用。

“近几年，页岩气研究在国内不断升温，

但同时也是个新领域，最初我们也无从下

手，只能借以往常规油气研究的经验尝试分

析。”谈起最初的研究，蒋裕强如是说。

致密砂岩始终是他们的一个研究重点，

早在2000年，他们解放思想，打破传统研究思

路，通过对南充构造须家河组须四段气、水关

系储层特征进行重新认识评价，提出了岩性

气藏的新观点，以此为指导，相继发现了广安

须四、须六，安岳须二等气田，并提出了川中-

川南过渡带、广安至南充过渡带等新目标。

为了研究岩石的致密化机理，团队自主

研发了高温高压环境流固耦合成岩模拟系

统，为进一步探究岩石的致密化过程及其与

油气成藏的关系。当前已进行申请专利。

2009年开始，该团队切中复杂高陡构造

地区低渗碳酸盐岩有水气藏开发控水保稳

增产的世界性难题，选择川东北地区石炭系

开展攻关，形成了“精细气藏描述、水体动态

分析评价及适应性排水采气工艺研究”应用

技术体系，并创造了显著经济效益。“研究成

果在理论上和方法技术上具有创新，整体达

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有水气藏水侵条件下

剩余储量定量描述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四川

省科技厅组织的成果鉴定委员会如实评价。

2012 年，该团队与川东北气矿合作，承

担了《龙岗东龙会场二三叠系礁滩及石炭系

气藏有利富集区》项目。通过详尽细致的研

究，他们对该地区二三叠系划分方案进行了

重大调整，成功开启了继普光、龙岗生物礁

气藏之后环开江-梁平海槽礁滩气藏勘探

开发的新篇章。

多年的努力使这支团队已经形成了在非

常规和常规领域的研究优势，尤其是在页岩

气、致密砂岩、致密油、复杂碳酸盐岩开发地质

等方面。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科学理论，转化

为生产力，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学练相长，打造科研生力军
作为团队的带头人，蒋裕强 1993 年硕

士毕业后，参加了塔里木石油会战，主持过

塔中地区地质勘探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经验。多年的教学与理论研究，使他在业界

颇具威名。

谈起自己的团队，蒋裕强教授总是赞不绝

口。“我们的团队主要是一群年轻人，他们思维

活跃，求知欲、探索欲强，每次大家集思广益、头

脑风暴后，总能产生许多新观点，对我启发很

大。他们基本功扎实，知识面广，接受新事物

快，动手操作能力强，这也让我们的研究总能与

新事物紧密结合，与时俱进，走在前列。”

“厚德育人，求是创新。”这是团队工作

室的墙上贴着的八个字，时刻对团队给予鞭

策和警醒。团队老师严格指导学生，每年都

有着一系列硬指标：阅读专业外文文献至少

100 篇，主动承担参与科研工作，主动学习

各种专业软件，参加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大型

学术活动至少一次并作交流发言，至少发表

一篇高级别文章……

正是这样的严格要求，团队培养的学生

们练就了能文能武的本领：实验室能搞得起

学术，野外地质考察技能同样过硬。他们有

的走上工作岗位很快成为业务骨干或技术

能手，有的继续深造，在研究领域再攀高峰。

这支朝气蓬勃、努力拼搏的团队始终能

够力量迸发、智慧涌流、人才辈出：先后承担

《四川盆地下志留统龙马溪组页岩气特征研

究与现场取芯》《国内外低孔渗砂岩、裂缝型

油气藏调研与典型油气藏解剖》等多个部级

和国家级研究课题；发表的学术论文在国内

外具有重大影响，学术论文《页岩气储层基

本特征及评价》入选 2014“中国百篇最具影

响优秀国内学术论文”，并和《对大川中地区

上三叠统须家河组二、四、六段砂岩沉积相

的再认识》一起先后入选“F5000-中国精品

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研究成果相继荣

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四川省科技进步

二等奖、石油和化工自动化应用协会科技进

步一等奖、三等奖等奖项。 （张琪琛）

探秘非常规 西南逐梦人
——记西南石油大学非常规油气及储层地质研究团队

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家电力调度

控制中心共同完成的继电保护设备运行分

析平台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其成果经过近

4 年的应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荣获 2014 年全国电力行业信息化优秀

成果一等奖。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继电保护研究所

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周泽昕带领科研团

队开展继电保护设备的运行分析技术研究，

以继电保护全寿命周期信息的共享汇集与

关联分析挖掘为技术手段，建立了涵盖继电

保护专业全过程管理的继电保护运行评价

体系；所开发的继电保护统计分析及运行管

理系统已在国家电网公司调度范围内省级

及以上调度机构全面覆盖应用，构建了国家

电网公司分布共享、集中管理的准实时继电

保护设备运行分析平台，实现了对继电保护

设备的全寿命周期管理和继电保护设备科

学、有效的分析，有力地支撑继电保护设备

的运维工作，为电网保护的优化配置、电网

及设备安全运行提供了决策支撑。

历史积淀：为科技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自 1983 年来，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一

直承担继电保护专业的统计分析工作，对交

流 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继电保护设备情

况、系统中发生故障及保护动作情况进行分

析，分析结果为科研、调度、制造、运维、设计

等单位的安全稳定计算、设备制造及运维等

关键环节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此外，

还结合自身及各级调度机构专业管理的工

作需求，于 1994年、2008年开发两个版本的

继电保护统计分析软件，并获得广泛应用。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先后牵头及参与

了 DL/T 623-1997、DL/T 623-2010《电力

系统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运行评价规

程》、Q/GDW 395-2009《电力系统继电保

护及安全自动装置运行评价规程》及《DL/

T 1168-2012 高压直流输电系统保护运行

评价规程》行业、企业标准的编写工作，为继

电保护设备数据及评价的专业管理提供了

依据。

科技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2009 年，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与国家

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共同承担了“面向全公司

的继电保护运行管理系统开发”项目。项目

组在全面剖析专业数据信息的基础上，提出

对继电保护设备的装备水平、动作行为、健

康水平的关键量化评价指标，实现了对设备

综合情况的量化评估；提出了全寿命周期信

息管理的技术方案，实现了对设备全寿命周

期信息的全程管理；提出了构建一体化的国

家电网继电保护设备运行分析平台的方法，

实现全网保护设备全寿命周期数据的分布

存储、自动上报、集中管理、综合分析；提出

了基于多级关联和虚拟拓扑的面向继电保

护设备全寿命周期信息建模方法，实现对设

备从出厂、安装、运行、检修、技改到退役各

阶段状态的全面反映；并提出了基于一、二

次设备关联和继电保护设备数据完整性、唯

一性、标准性的校核方法，建立了全网统一

的继电保护设备基础信息标准库，实现了对

设备状态的准确反映。

开发应用：为继电保护设备全寿命周期
管理提供实现平台

依据继电保护全寿命周期管理以及一

体化平台构建的技术方案，项目组开发了继

电保护统计分析及运行管理系统，并建成了

覆盖各级调度的专业运行分析平台。该软

件涵盖了继电保护设备自投运至退役的各

个环节，实现了对设备信息的全寿命周期管

理，支持对设备运行状况的综合分析，为专

业管理提供了科学有效的分析结果，指导设

备缺陷消除及反措、检修等计划与实施。

知识产权：为科研实力积蓄技术力量
项目在研发中取得了一批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科研成果，获得软件著作权 3 项，

制定标准 4 项，发表论文 32 篇，获得全国电

力企业设备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国家电网

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科技进步一等奖、优秀软件奖等一系列奖

励，并于 2014 年度获得全国电力行业信息

化优秀成果一等奖。 （张烈 王文焕）
相关链接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继电保护研究所成

立于2012年，主要从事继电保护相关科研咨

询、支撑服务、试验检测等方面的工作。所长

周泽昕教授为IEEE高级会员，国家电网公司

特高压工程二次专家组成员、调度系统继电

保护专家组成员。自成立以来，科研攻关、技

术服务、试验检测、横向咨询相互支撑，各类业

务发展均衡，取得良好开局，已经成为继电保

护专业领域的一支重要技术力量。

潜心构建坚实的继电保护信息化平台潜心构建坚实的继电保护信息化平台
——“继电保护设备运行分析平台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全国电力行业信息化优秀成果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