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深入黑龙江省贫困县农村，向养殖户

传授和普及养殖技术，累计行程数千里。

他提出并建立“粮草轮作与反刍动物一

体化技术经济模式”，实现了“牧草肥田、以

草代粮、以牛增效、以粪肥田”。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

态研究所研究员刘春龙。

刘春龙爱钻研。海伦市是黑龙江省重

要的畜牧业养殖基地，刘春龙在海伦市胜利

村慧丰奶牛有限公司建立黑龙江生态环境

院士工作站，建立“粮草轮作与反刍动物一

体化技术经济模式”。

刘春龙说，该模式紧紧抓住黑土区农业

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通过关键技术集成，提

高农业生态系统中能量和物质的循环效率。

首先，种植青贮玉米、苜蓿等高产优质牧草，

培肥地力、节约粮食；其次，通过对优质牧草

的青贮，最大限度保存牧草的营养价值，提高

饲喂后奶牛、肉牛的经济效益；第三，通过建

设沼气工程，使反刍动物的粪便转化为有机

肥还田，既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又可以提高土

壤肥力。

据了解，在建的海伦市慧丰奶牛养殖有

限公司大型沼气工程，建成后将日产沼气

570立方米，日处理鲜粪 19吨，可供 150户居

民生活用气。

农区草食家畜有其独特的生理特点，刘

春龙便通过瘤胃调控的手段，研制开发新型

高效饲料添加剂，围绕育肥、促情、肉质及环

境改善方面开展研究，提高了草食家畜的饲

料转化效率，降低了养殖成本，改善了肉质，

提高了附加值。

刘春龙不怕吃苦。1998 年参加工作伊

始，他就参与了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黑

龙江省海伦市农业攻关项目。当时，科研人

员需长期蹲点与村民同吃住，他克服困难，

出色完成了所承担的任务，获得了“黑龙江

省成果推广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作为黑龙江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企

业评审专家，刘春龙还担任黑龙江省农业科

技特派员，从事动物营养，粗饲料资源开发利

用，饲料添加剂研制方向的研究和推广。

他多次代参加科技三下乡活动，深入黑

龙江省广大贫困县的农村，面向养殖户传授

和普及养殖技术，累计行程数千里，授课人

数近千人。

刘春龙爱学习。利用试验或休息时间

他加紧学习，考取了东北农业大学硕士、博

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黑龙江省农科院畜牧

所博士后工作站，并多次赴美进修。

截至目前，他累计主持或参加各级课题

30 余项。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内外期刊发

表文章 56 篇，撰写企业标准 58 个，参与主编

专业论著 3 部，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6

项。主持或参与项目获得多个科技进步奖。

刘春龙：风雨兼程为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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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科技特派员

主要完成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

司、西安工程大学

主要完成人：金鹏康 周立辉 王晓昌

毛怀新 聂麦茜 朱国君 孙先锋 陈荣 曾亚

勤 李向阳 赵敏

日前笔者获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联合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

公司、西安工程大学完成的“黄土塬区油气

田废弃钻井液安全处置与水再生利用关键

技术装备开发及应用”荣获陕西省科学技术

一等奖，该项目技术应用于西北黄土塬区石

油资源开发中的环境治理与水再生利用，以

及供水保障和环境改善，完成了一系列工程

技术的集成创新，解决了制约采油作业效率

的瓶颈问题，实现了技术装备化。

获奖团队是陕西省近年来创立的 100

个重点科技领域创新团队之一，也是国内最

优秀的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团队之一。

团队近年来完成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以及

青年项目，承担并完成了多项国家重大水专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 863 科技攻关

的课题研究，牵头建设了陕西省污水处理与

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国际

合作交流中心，承担了大量标志性水污染治

理与水环境改善研究和咨询项目，在行业内

有较高影响力。

团队带头人金鹏康教授，近年来针对西

北地区水污染治理问题，致力于理论与技术

研究，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国家重大水专项等 8项国家级课题研

究，在强化混凝和物化—生化组合水处理技

术领域完成一系列技术创新，出版著作3部，

发表论文100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2项，

并应用于黄土塬区油气开发中的水污染治

理、印染废水处理与循环利用、滇池和渭河流

域污水厂升级改造、城镇污水再生回用等一

大批实际工程，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环境

社会效益。研究与应用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1项、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3项、二等

奖2项、国际水协会全球项目创新奖1项。

随着我国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发展，钻井

数量日益增多，废弃钻井液量也相应增大。

与此而来的显著问题是区域环境污染越来

越严重，这对于地处黄土塬区生态脆弱区域

的中石油长庆油田公司、陕西延长石油公司

来说，生态与环境问题尤为突出。在我国环

境治理目标和力度逐渐加强的氛围下，废弃

钻井液的污染治理与生态环境安全问题严

重困扰我国石油天然气产量与企业的持续

发展。另一方面黄土塬区具有干旱半干旱

的生态特征，水资源极其匮乏，制约着油气

田开采作业的效率。水资源的有效保障直

接决定着油气田产建速度，决定着油气产量

输出。因此，在污染治理的同时将废弃钻井

液中的宝贵水资源再生利用，对于油气田开

发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

对此，在团队带头人的缜密规划及统一

部署下，项目组对油气田废弃钻井液的生态

安全与处置进行了系统研究，开展了为期 7

年的科研攻关，并结合实际工程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理论分析和应用研究，取得了多项重

要创新成果：（1）针对废弃钻井液的污染物

组分和分布特点，完成了多相稳定胶体体系

的破胶脱稳与强化分离、有机物高效转化与

去除、重金属回收与钝化等一系列技术原理

创新，建立了多重物化处理与生物工程组合

的技术路线；（2）针对多相稳定胶体脱稳和

含固率高达 25%悬浊质的泥水分离，发明了

无机盐复合破胶和快速脱稳及强化分离技

术；（3）针对泥相中长链石油烃和苯类有机

物的分解，发明了专性外源菌—优势土著

菌协同生物工程体系构建技术以及液相中

残余有机物的化学转化与分离相结合的化

学—物化组合技术；（4）针对重金属污染的

控制，发明了基于化学螯合的重金属富集与

毒性钝化技术；（5）根据长庆油气田的生产

需求，完成了专利技术的工程转化，开发了

废弃钻井液强化分离与水资源化利用成套

设备，研制 3个规格的随钻并行生产设备共

26 套，分散式井场固定式集中处理设备共

12 套。项目的技术发明和装备研发成果应

用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4省区7个区块

4500多个油气开发井场，实现了废弃钻井液

的安全处置、处理水再生利用以及土地资源

再次利用，处理综合能耗为 2.85KW/m3，水

资源回收率达到 60%，为黄土塬区油气田提

供了大型丛式井场随钻并行资源循环利用

和分散式井场集中资源循环两种工程模

式。本项目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项，公开发

明专利申请 7项，制定企业技术规范 1项，发

表相关 SCI 论文 20 篇，最高影响因子 9.65，

他引 132次。

项目研究的技术成果，实现了钻井废弃

液的就地浓缩减量和重金属固定，分离水提

供井场环境用水，浓缩污泥用于土地恢复与

复耕，根治了废弃钻井液传统的水泥固化法

处理操作所造成的的油气田井场大量用地

荒废的问题。与此同时，通过再生水补充钻

井用水带来了油气田产能建设规模的大幅

扩大和产值的提升，推动了石油天然气行业

的绿色技术进步。 （高飞）

低渗透油气田开发水资源保障与水污染治理的领航者
“黄土塬区油气田废弃钻井液安全处置与水再生利用关键技术装备开发及应用”荣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

全国石油与化学工业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

工程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山东省高性能热塑

性弹性体重点实验室主任田洪池，1997 年

就读于海南大学（原华南热带农业大学）高

分子材料与工程系，创出了三年读完本科并

成功跳级的奇迹，并于 2000 年考入北京化

工大学研究生，随后又攻读了博士，开始了

橡胶弹性体材料的研发，从此与弹性体材料

的科研创新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4 年，田洪池带着在高校实验室内

研发成功的热塑性弹性体（TPV）技术来到

道恩投产。TPV 是一类替代传统橡胶的新

型高分子材料，是传统橡胶的升级品种，是

橡胶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是解决传统橡胶

加工问题和橡胶回收及再利用的良好途径，

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发展 TPV 替代传统橡胶

作为解决橡胶工业“黑色污染”和“难回收”

的重要举措。但制造 TPV 的核心技术（动

态硫化技术）由于难度大，在 2004 年那年，

全球也就仅有美国、荷兰等少数几个国家可

以独立掌握该技术。田洪池带着实验室的

科研成果来到道恩，本以为一切都是水到渠

成，然而技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成果转化

遇到了产业化技术难题，在生产过程中，遇

到了极大的挑战。从理想化的实验数据到

真正生产，热塑性弹性体技术需要重新进行

研发，加上当时国际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

真正将该项技术投产，所以，田洪池的团队

曾一度动摇过信心，想过放弃。自幼要强、

有主见的田洪池这时咬紧牙关，“咱们只要

选择了这条路，不管有多难，都不能放弃，做

好吃苦的准备，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他总

是这样对队友们说。“皇天不负有心人”，通

过田洪池带领团队夜以继日的奋战，2005

年 4月，热塑性弹性体技术终于成功进行投

产，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五个可以投产该技术

的国家，打破了我国热塑性弹性体材料长期

依赖进口的局面，如今，道恩高分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全球三大 TPV 制

造商之一，为我国橡胶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

大贡献。为此田洪池于 2008 年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奖“技术发明二等奖”。

2009—2012 年，田洪池作为项目负责

人，主持了国家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10000

吨/年热塑性硫化橡胶关键技术及产业示

范”，他与道恩烟台技术中心和北京研发中

心多名员工经常加班、克服困难，解决了众

多工程化技术难题，有力保证项目进度推进

和完成质量，2012 年项目顺利通过了科技

部验收，并被推荐为优秀的典型。项目的成

功有利的推进了国际前沿技术产品在国内

的产业化发展，2009 年田洪池被评选为烟

台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田洪池并没有满足现状，而是带领团队

紧跟国际前沿技术，成功开发了多个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2008—2013年期间，

他主持了多个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其中

“新一代热塑性弹性体 TPV 的制备技术”、

“高流动性热塑性弹性体 TPV 制备技术”、

“新型阻燃热塑性弹性体材料技术”、“铁路高

弹垫板用热塑性弹性体的制备技术与开发”4

个科研项目均通过省科技厅主持的科技鉴

定，技术水平达国际先进，相关技术先后获

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

2013 年他又一次主持国家科技部科技支撑

计划“长碳链聚酰胺树脂及其柔性合金制备

与应用关键技术研究”，该项目主要是制备

新型高性能轮胎用气体阻隔层新型橡胶材

料（DVA），与传统硫化丁基橡胶轮胎气密层

相比，DVA 制备的轮胎可使气体阻隔层重

量减少 60%，而气密性却提高 7—10倍，并且

轮胎持久性比标准卤化丁基内衬层要高

50％，这意味着轮胎将更节油并具有更长的

潜在轮胎寿命。该技术目前全球仅有美国

埃克森美孚公司掌握。在田洪池的带领下，

该项目目前进展顺利，攻克了多项重大技术

难题，完成了中试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白。

2013年田洪池承担了国家工信部新材料

研发与产业化项目“万吨级热塑性医用溴化

丁基橡胶（TPIIR）研发与产业化”，这又将是

一项极具挑战性的项目，该项目产品为热塑

性医用溴化丁基橡胶材料，主要应用于医药

行业。在医用胶塞领域，与传统热固性溴化

丁基橡胶相比，TPIIR具有毒性小（硫化残留

物低）、使用安全性能高（不易针刺落屑），同时

热塑性溴化丁基橡胶（TPIIR）可直接注塑成

型，能耗降低 75%，生产效率提高 10倍以上，

是医用胶塞行业的一次重大技术革新。在田

洪池的带领下，项目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目

前已经取得了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的药物主控文档备案（DMF 号为：

No.28207），并通过了美国药典六级（USP

Class VI）生物实验的测试和认证（认证号为：

14L0212H），正在进行万吨级产业化建设。

10 年来，田洪池扎根于一线科研，攻克

多项技术难关，取得了一系列的国际先进水

平的科研成果，缩小了我国同发达国家在热

塑性弹性体领域的差距，加快了我国橡胶工

业的发展步伐，已然成为我国热塑性弹性体

行业的带头人，多项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

使得田洪池在 2013 年国家人才推进计划中

脱颖而出，被遴选为国家中青年科技领军人

才，2014 年被评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 （杨建）

田洪池：橡胶弹性体科技创新带头人

“超低排放”是由浙江省能源集团首创，

并由浙江天地环保公司率先开展技术研发和

工程化实施的燃煤电厂烟气污染物减排新技

术，能够有效降低烟尘（含PM2.5）、SO2、NOX、

汞和SO3等主要烟气污染物的排放，使其达到

或优于天然气轮机组污染物排放标准，即烟

尘浓度排放低于 5mg/m3、SO2排放浓度低于

35mg/m3、NOX 排放浓度低于 50mg/m3的要

求，同时实现 Hg 排放浓度小于 0.003mg/m3

（仅为国家标准的十分之一）、SO3排放浓度低

于5mg/m3（火电厂国内尚无标准要求）。据初

步估算，超低排放改造后，单台百万千瓦机组

每年可多减排二氧化硫约550吨、氮氧化物近

1000吨、烟尘约400吨。

目前，我国的能源结构决定了以煤为主

的电力工业结构格局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燃煤机组是目前最安全可靠的发电途径，所

以电力燃煤清洁高效地集中消费和处理，对

燃煤机组的多种污染物进行进一步的脱除，

使其达到天然气机组的排放水平，能显著改

善区域大气质量，将产生十分巨大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浙江天地环保公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

于“超低排放”技术以及路线的研究，在 SO2、

NOX、PM2.5等污染物集中控制方面取得重

大突破的基础上，研发出了新建燃煤电厂烟

气超低排放技术。在浙能六横电厂和天地环

保公司的共同努力之下，新建百万燃煤机组

烟气超低排放技术在六横电厂得到了成功应

用，1号机组成为国内首台应用烟气超低排放

技术的新建燃煤百万机组，六横电厂也成为

首个全部机组均应用烟气超低排放技术的电

厂，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标志着燃煤发电机

组清洁化技术取得了革命性突破，开启了燃

煤发电机组清洁化排放的新时代。

据介绍，超低排放技术融合了国际上主

流的脱硝、脱硫、除尘及脱微量污染物的先

进技术和设备：几种技术之间匹配性和融合

性佳，可以相互配合并有机融合成一个污染

物脱除技术整体，在提高各项技术自身的污

染物脱除效率的同时，可以使多种主要污染

物一次性脱除；同时，通过设备整合，提高各

设备之间的兼容性和匹配度，提高设备效

率，也能使单个设备脱除污染可能产生的副

作用被其他设备消除，防止可预见的多种副

作用，提高设备运行安全性和寿命，实现真

正的污染物超低排放。

值得一提的是，“超低排放”技术路线已

全面打通，不论是在现役机组改造还是新建

机组“三同时”建设均获有效实施，并取得理

想的减排效果，具有相当强的可复制性和推

广性，市场应用前景广阔。将对雾霾治理产

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和

能源安全战略制定均有重要影响。（杜云）

引领燃煤电厂超低减排技术新潮流
浙江天地环保公司燃煤烟气超低排放技术开启燃煤发电新时代

余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长期从事飞行器救生及气动减速技术

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承担各类科研

课题三十余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三等奖 1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项。

柔性织物因其折叠后体积小、质量轻、

成本低、可有效实现减速、防护、缓冲等功

能，在航空航天、兵器救生、国民经济等诸多

领域都得到广泛的应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余莉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长期致力于飞行器

救生及柔性织物工作过程的优化设计及分

析工作，并以降落伞、气囊为典型代表开展

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柔性折叠织物展开充气过程是系统安全

可靠的关键，而织物折叠（褶皱）模型是分析的

基础，初始模型的好坏直接影响数值分析的

可靠性和准确性。织物折叠（褶皱）建模又不

同于一般物体建模，难以通过常规的建模软

件划分网格，因此对织物开展折叠（褶皱）建模

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余老师

及其团队成员根据织物折叠（褶皱）的物理机

制，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几何原理的新建模方

法，有效地解决了柔性织物复杂折叠（褶皱）情

况下的数值建模及模型误差修正难题，提高

了计算效率和计算准确性。

降落伞开伞可靠性是伞—载飞行系统

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开伞失败不仅会造成

重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

军事影响。降落伞开伞过程流场—结构作

用剧烈，又是降落伞研究领域最为复杂、难

度最大的问题，不仅涉及到伞—载多体对象

的大位移运动，还面临着流固耦合力学领域

最为复杂的大变形耦合计算。自 2000 年开

始，余老师就开始了降落伞开伞过程的研究

工作，在其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突破了

折叠建模、气动分析、大变形运动域耦合计

算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率先实现了载荷

体尾流影响下开伞全过程的流固耦合计算，

弥补了传统方法的不足。

对于防护救生及气动减速装置，气动性

能、飞行性能、救生系统的飞行姿态控制都

是设计者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余老师及其

团队成员在 N-S 流场控制方程的基础上，

建立了新型微孔透气织物的流场模型，得到

了全面的降落伞气动参数，提高了数值计算

的准确性；对于弹射座椅这样一个多变量非

线性快速时变系统，采用非线性动态逆方法

开展了弹射救生系统姿态控制方面的研究，

并提出了具体的姿态控制方案；同时在软件

开发、气动外形优化等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

工作。 （李海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余莉及其研究团队

科技日报讯 （李爱莲 胡利娟）6 月 6

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李春

生在北京召开的“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发展高端论坛”上强调，供销合作社扎根农

村、贴近农民，组织体系较完整，且经营网络

较健全、服务功能较完备，有条件成为党和

政府抓得住、用得上的为农服务骨干力量。

但是，在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上，供销合

作社现仍面临着自身体制机制不顺、外部资

本抢滩农业领域等挑战。而综合改革则是其

健康发展的必然抉择，同时，也是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迫切要求。

李春生称，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必须在拓展为农服务领域、推进基层社改

造、创新联合社治理机制这三个重点领域，

取得实质性进展。

对此，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

洪远也表示，重点要创新五项服务，即生产

经营服务、流通服务、科技服务、金融服务和

综合服务。

据了解，本次论坛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的大力支持下，由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

院、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产销合作专业委员会

等单位共同主办，以“新形势、新体制、新发

展”为主题，与会代表们围绕供销社综合改

革的热点和难点，共同探讨供销社改革路

径，共谋发展大计。

供销社要在三大领域开拓创新

国家食物与营养健康技术联盟成立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近

日，国家食物与营养健康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在京成立。

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

主任贾敬敦说，不同时代有不同营

养健康的命题，营养健康作为基本、

持续、重大的民生问题，这个命题的

内涵正发生深刻的变化，该联盟是

顺应时代需求而诞生。

联盟第一届理事长由中国营养

学会理事长杨月欣和戴小枫担任，

秘书处设立在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

开发中心。会后，该联盟第一届理

事长会议召开。

据了解，该联盟由中国营养学

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

究所、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

心等研究机构，北京工商大学、江南

大学等高等院校，安利、雀巢、光明

乳业、江苏雨润、达能集团、加多宝、

山东鲁花、桂林西麦等企业，共计

50家单位或企业共同发起。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科技日报讯 （杨燕群）应米兰世博局组

委会邀请，6 月下旬，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

将在米兰世博园举办“一带一路架金桥 五

洲汇聚大舞台”文化展览活动。

本次参展旨在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为

契机，向世界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大

型互动图腾景观雕塑作品《丝路金桥》，用“一

带一路”范围内 53个国家 94个城市的国花或

市花为造型，以丝绸为材料制作的丝花，融入

金色水晶里构成水晶桥。《中国大舞台》以明

代建筑为雏形，由百位中国工匠历经 6 个月，

用名贵金丝楠木雕花搭建仿古花厅大舞台。

同时，大舞台上演艺内容也精彩纷呈。米兰

世博会期间，“海派旗袍秀”、“太极传承”、“丝

绸之路”、“禅茶物语”、“纯酿飘香”等中国传

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轮番呈现。

中国文化将亮相米兰世博会

团队带头人金鹏康教授团队带头人金鹏康教授（（前排右二前排右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