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炉 膛 结 焦 ，没 有 了 ；NOx 排 放 ，达 标

了；发电负荷，恢复到设计值……

2016 年 11 月 3 日，随着一个多星期的

试运行，浙江锦江集团一台 660 兆瓦发电

机组，经过南京工程学院潘效军教授团队

的技术改造后，所有的“病灶”全部消失，每

年可以挽回经济效益 1.3 亿元。

其实，潘效军每年完成技术改造项目

十多项，解决了几十台锅炉及脱硫脱销设

备 及 系 统 存 在 的 问 题 。 在 国 内 火 电 企 业

中，她是有名的“锅炉大夫”，只要锅炉有问

题找到潘效军就能够“药到病除”了。

痴迷锅炉的“女汉子”

说起锅炉，大家都知道它是火力发电

的主要设备。可是没去过现场的人，很难

想像锅炉每天要吞吐大量的煤、渣、水、烟、

气，常常要在高温闷热、煤灰粉尘飞扬、分

贝超标的噪音环境下作业。

上大学时，潘效军就知道所学专业不

适合女孩子，毕业后很多女同学都纷纷改

行，成绩优秀的她本可以选择从教，可她却

执意要到生产一线当一名锅炉工程师。

1987 年，她开始参与创建东电燃烧技

术 研 究 中 心 ，并 成 为 主 要 技 术 研 究 骨 干 。

当时国内火电厂技术比较落后，国家正在

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时期，如何将引

进设备与技术用于国内的发电机组上是主

要难题。潘效军就和同事们一起开始研究

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在国产化中存在的各

种技术难题，将火电厂技术难题作为科研

主攻方向，为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技术解决

电力大发展中的技术难题做出很大贡献。

在元宝山二期工程中，我国从国外整

套引进了第一台 600 兆瓦机组。其中，锅炉

产自原联邦德国，汽轮机、发电机从法国阿

尔斯通—大西洋公司引进。但是，机组运

行后却始终不能达到设计的额定负荷。经

过潘效军团队的技术鉴定和实验研究，确

认该机组设计存在问题，为我国与外方谈

判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并最终获得了外

方赔偿。

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期间，潘效军开始痴迷锅炉燃烧理论。她

先后主编了《电站锅炉手册》、《锅炉改造技

术》、《电厂锅炉原理及设备》等专业书籍，

还主研了浓淡燃烧器、低氮燃烧器、微油点

火装置等。随着她在燃烧理论上的研究不

断深入，慕名找她解决电厂锅炉问题的逐

渐增多。内蒙古兴安热电有限公司曾有 4

台锅炉，存在燃烧效率低且燃烧不稳定经

常灭火等问题，她到现场后拿出技术改造

方案，很快就“药到病除”，并且每天为电厂

节约 100t/h 煤，将一个原来亏本频临倒闭

的热电厂变成了盈利企业。

退而不休的“锅炉大夫”

2013 年，潘效军从南京工程学院的行

政 岗 位 上 退 居 二 线 。 她 本 以 为 会 闲 下 来

了，可是却更忙了。

2013 年后，国家对火电厂环保指标逐

年提高，各个电厂忙着对锅炉及脱硫脱硝

设备进行改造。但是，国内一些脱硫、脱硝

技术和设备不够成熟，很多电厂进行脱硝

改造后锅炉燃烧出现了问题，有的出现结

焦、有的出现燃烧效率低、有的汽温达不到

原设计值、有的负荷达不到设计值等。锅

炉燃烧问题对 NOx 生成量有很大影响，直

接影响环保指标。

“ 其 实 问 题 并 不 复 杂 ，但 是 大 家 都 不

知 道 根 源 在 哪 。”潘 效 军 仔 细 分 析 的 火 电

机组出现的问题后发现，国内许多锅炉是

引进国外设计方案，对燃烧理论研究不充

分，而从事脱硫脱硝的环保设备厂家与锅

炉厂家互不关联，造成两种设备之间存在

技术矛盾。

为此，她带领团队教师奔波在电厂一

线进行测试、故障诊断、运行试验和理论计

算，逐个查找锅炉与脱硫、脱硝系统存在的

问题，并提供解决措施。自 2014 年起，她先

后诊断和改造了三十多台“问题”锅炉，从

没有出现过失败和“误诊”，为电厂节约了

改造经费、设计经费和运行成本数亿元。

2016 年 国 家 又 提 高 了 火 电 厂 排 放 标

准，要求 2017 年—2019 年通过对现有锅炉、

脱硫、脱硝设备改造使火电厂排烟达到超

净排条件，锅炉的各种节能减排问题又接

踵而来：如锅炉燃烧及热效率低、锅炉参数

达不到设计值、锅炉结焦炉膛及受热面结

焦、水平受热面结焦堵灰、排烟达不到超净

排放标准、尿素耗量大、氨逃逸大、除尘器

堵灰阻力大等。

许多让锅炉制造厂和环保公司都束手

无策的问题，潘效军却亲自去现场测试诊

断，给出了一个又一个改造方案和优化调

整方案。

大学教授当起了“锅炉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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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速铁路里程的不断累计，高

速铁路已经成为“中国创造”“中国制造”和

“走出去”的新名片。而坐落于江阴靖江工

业园区的中国铁建电气化局康远新材料有

限公司正是支撑中国高铁高速发展的“幕后

代表”之一。

“铁路接触网线，就是一条生命线。”作

为高速铁路的关键产品，铁路接触网线材直

接影响着铁路的运行与安全。在我国高速

铁路发展初期，铁路接触网线材完全依赖进

口，市场的定价权也由外方说了算。而康远

公司则在短短 7 年时间内，开发出了技术先

进的铁路接触网线材，并大规模应用于国内

外时速 350公里高速铁路上。

从“跟随”到“领跑”，康远公司如何铸就

起“生命线”上的“硬实力”？

重研发，让中国高铁
不再“受制于人”

为了保障高速电气化铁路，发达国家高

度重视高速铁路接触网悬挂结构的研发与

应用。我国科研人员更是在对当时国际技

术比较先进的日本、德国、法国不同接触网

悬挂结构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研究适合

我国国情的接触网悬挂结构，并加快新技

术、新成果的产业化与大规模应用。

2009年，我国下达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中国高速列车关键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制》重

点项目，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凭借基础研

发实力，承担了其子项目《高速列车用高强高

导接触网导线及其零部件的研制》，并在江阴

成立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康远新材料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时速350公里及以上电气化铁

路的接触网线、承力索高端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他们通过研究形成一套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适应350公里及以上电气化铁路接触

网导线及零部件系列，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通用的高速接触网零部件技术标准。

课题组在集团领导下，针对高速接触网

的技术要求，对零部件的技术条件、机械性

能等指标，以及针对接触网零部件在高强

度、高韧性、高导电性能、耐腐蚀、耐磨损、抗

疲劳等进行反复研究，攻克了一系列的技术

难题，开发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适应

300—350 公里及以上电气化铁路接触网导

线，实现了高速接触网零部件的自主创新。

新年伊始，康远公司晒出了亮眼的“成

绩单”——拥有 46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4

项；开发出的高速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线材高

端产品，应用总里程超 1.3万条公里，占国内

市场份额 30%以上；累计生产 6万余吨，实现

营业收入近 30亿元，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接触网线材研发制造商之一。

重应用，提升中国高
铁国际“硬实力”

几年来，康远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同

步组织和建设产学研联合体，紧紧围绕高端市

场需求，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

形成相应设计规范和技术标准，搭建设计、检

验和试验平台，建立试制生产线，全力满足我

国高铁发展，提升中国高铁国际“硬实力”。

康远公司通过项目的课题研制、设计、

生产与产业化，培养了一批金属材料及加工

各项核心技术的专业研究人才、设计人才和

管理人才，形成可持续的创新人才团队。目

前，他们还建立了新的高速铁路接触网线材

技术研发基地。

2013年，康远公司研发成功的满足时速

400公里的高速铁路接触线，抗拉强度和导电

率技术指标，分别比国内时速300公里高铁接

触线提高8%和13%，已成功应用于韩国高铁。

此外，研发的国内最高速度等级的时速385公

里高速铁路接触网线材，在大西高铁得到应

用，接触线强度达到 560MPA以上，承力索导

电率达到80%IACS，性能指标远远高于国内外

现有技术要求。同时，针对接触网使用环境的

特殊性，重点研发成功了强风强沙环境下高耐

疲劳特性的接触线，在兰新铁路电气化改造和

新建兰新线上，也得到了大规模应用。

当今，高铁市场的竞争正在进入“白热

化”。未来如何取胜？

康远公司不断规避低端竞争，持续做高

端、高起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

加大开发时速 400公里以上高铁接触网导线

和高强高导承力索的力度。同时，强化新产

品新技术的研发，推进新技术新材料的消化

和再创新，占领高铁电气化线材的制高点以

及在其他工业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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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丁秀玉）新年上班第一

天，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传来喜讯：在由《中

国科学报》等机构主办的“2016中国科学年度

新闻人物”中，该公司总经理杨永岗凭借在高

性能碳纤维材料领域的杰出贡献成功入选。

我国碳纤维产业起步晚，核心技术、关

键设备长期被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垄断，

高性能碳纤维国内尚无自主生产线，严重挤

压国内企业利润空间，制约了国内碳纤维产

业发展。2008 年 4 月，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

所原碳纤维课题组组长杨永岗博士带领技

术团队和 T700 级碳纤维制备技术落户常州

高新区，创办了中简科技公司。该公司经过

多年的努力，掌握了生产核心设备的关键技

术，工程化生产设备 98%以上为自主研发设

计和国内制造，关键设备全部实现国产化。

现公司已建成国内第一条百吨级国产 ZT7

系列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并实现稳定量

产，打破高性能碳纤维技术国际垄断。中简

科技已启动 1000 吨/年国产 T700/800 级碳

纤维扩建项目，将在今年建成运行。该公司

现正在谋划建设碳纤维产业园，瞄准国际碳

纤维材料前沿技术，完善碳纤维系列化产品

的研发生产。

中简科技杨永岗入选“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 本报记者 张 晔

科技日报讯（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陈燕）
记者日前从一汽解放锡柴获悉，2016年锡柴

全年销售发动机 30万台，同比增长 31%。其

中，在 350马力以上车用市场，奥威发动机的

份额蝉联行业第一；CA6DM 发动机市场份

额更是突破60%，连续四年位居行业第一。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锡柴坚持品牌统

领，加速打造供应链竞争优势，先后完成了

以博世、马勒为代表的 35 家供应商 61 条 L/

M 关键采购件生产专线建设；有效推进黑

色、有色铸件基地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关键

资源掌控力度。通过强化供应商准入管理，

科学实施供应商绩效评价，每年均保持在

3%—5%的比例新增和整合供应商，保障了

锡柴供应体系能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核心供

应商数达 60家。

与此同时，锡柴加强了供应链信息化建

设，通过对标行业先进，搭建了以潜在供应商

生命周期管理、采购计划协同、物流协同、财

务协同、质量协同的42个功能模块，极大增强

了锡柴与供应商的全面协同能力；在质量管

控上，锡柴以前移采购件质量防线的可靠性

工程、精细化工程、零公里等质量专项工作推

进有序，提升了供应链核心竞争力。

一汽解放锡柴党委书记、厂长钱恒荣介

绍，围绕2017年的经营目标和主要任务，锡柴

提出了“坚持品牌统领，聚焦提质增效，围绕

供应链品质、效率、效益增长，推进体系建设，

推进质量提高，推进资源落实，推进成本改

善，推进合作提升，打造具有行业引领优势供

应链，推动合作事业持续发展、健康发展”的

采购工作思路和相应的五项重点工作任务。

一汽锡柴发动机销量同比增长3成

无锡锡山鹅湖镇“甘露”青
鱼，是苏南地区的传统美食之
一。“甘露”青鱼与其他地区青鱼
最大的区别是，在养殖过程中投
喂螺蛳、蚬子和优质小麦、玉米，
应用物联网技术全程监控，使

“甘露”青鱼保持了自然环境下
的原汁野味，肉质鲜嫩紧实，富
含人体所需的锌、硒、钙等微量
元素，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今
年，“甘露”青鱼的产量约250万
斤，比去年增长约10%左右。为
了让消费者识别正宗甘露青鱼，
鹅湖镇专门为每条青鱼都增加
了二维码身份证，确保甘露青鱼
的品质。

图为元旦前，鹅湖镇松芝村
甘露青鱼标准化养殖基地开捕。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许加彬 阙黎明摄

科技日报苏州 1月 4日电 （记者张晔）
如何补齐创新短板，标志性企业和产业怎

样培育，学习借鉴哪些开放包容的创新环

境……4 日，苏州市政府发布称，将举全市之

力实施创新发展十项重点工程。

在第十三次江苏省党代会上，省委书记

李强参加苏州代表团审议时，对苏州进一步

提升创新能力寄予厚望，他重点提了四个问

题：苏州怎样发挥引领作用？怎样追求原创

性成果？怎样打造自己的标志性品牌？怎

样更好地体现苏州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省委书记提出的四个战略性命题，就

是要求苏州真正把创新作为引领转型发展

的主动力，在全省创新发展中发挥引领示

范作用。为此，苏州市政府提出实施十项

以打造创新高地、实现引领性发展为统领

的 重 点 工 程 ，包 括 ：科 技 创 新 载 体 建 设 工

程 、关 键 技 术 攻 关 工 程 、智 能 制 造 发 展 工

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工程、大数据

特色产业园建设工程、企业互联网融合提

升工程、企业创新国际化示范工程、科技创

新投融资服务工程、产业创新创业人才集

聚工程和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工程。每项工

程被细分为若干个重点任务，并明确了任

务的责任部门和时间进度。

苏州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朱江告诉记者，

在十项工程的设置中，将注重做到三个突

出：一是突出原创能力的提升。主要以实施

科技创新载体建设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

为抓手，切实加强新型研发机构、科技基础

设施、高校与科研院所等创新源头的培养

培育，强化前瞻性技术创新部署，推动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重大技术攻关，加大原

创性技术供给，争取若干关键节点技术创

新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为我市产业迈

向价值链中高端提供有力支撑。二是突出

标志性企业、标志性产业的培育。以实施

智能制造发展工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

创新工程、大数据特色产业园建设工程为

抓手，加快互联网等新型业态培育和商业

模式创新，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

端 攀 升 。 以 实 施 企 业 互 联 网 融 合 提 升 工

程、企业创新国际化示范工程为抓手，提升

企业创新发展能力，推进高水平企业研发

机构建设，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提升开放

创新水平，培育一批创新型地标企业和高新

技术企业群体。三是突出开放性、包容性生

态系统的营造。以实施产业创新创业人才

集聚工程、科技创新投融资服务工程、创新

服务平台建设工程为抓手，充分发挥市场配

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对创新的

引导推动作用，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合

理配置，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有利于出创

新成果的生态系统。

与此同时，苏州市还就 2017 年重点推进

实施的创新项目进行了筛选和梳理，在这过

程中努力做到聚焦科技创新的主要环节和

重点领域。设置了创新平台载体、关键技术

攻关、创新示范应用、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公

共服务五个类别的 117 个项目。

苏州：布局创新发展十项重点工程

娃娃模样的甜瓜，“印”有爱心字样的苹

果，鲜花铺设的立体全景画……朴实的农产

品与智慧创意时常碰撞出火花，大多却不能

逃脱观赏性大于实用的怪圈。如何让创意农

业更加“实在”？日前，50 余位农业发展研究

专家、相关企业代表齐聚南京，共同研讨创意

农业如何更贴近百姓生活。

创意农业作为一种新的农业形态，对提

高农业经济效益、推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时下，创意农业作为提升农业价值，产生更多

利润的切入点，迎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但是，将农产品做成各种形式的艺术品，

观赏价值有了，百姓却没了消费的欲望。“老

百姓关注的不光是好看好玩，更多的是能不

能吃，安不安全。”元一农业三产融合研究院

副院长铁丁一语道出创意农业的发展瓶颈。

“创意农业像个筐子，看似什么点子都可以

装，其实不然，它只装的下那些适应消费者需

求的金点子。”铁丁认为，创意农业不应该是

浮于表面的艺术品。

农民日报社编委沈建华表示，创意农

业不应只在包装外观上创新，而应该在其

“内涵”上更具科技性，更符合消费者的现

实需求。

专家们认为，未来农业升级，最重要的方

向其实就是如何让消费者体验到农产品的价

值，创意农业的体验功能非常强大，消费者可

通过创意农业将农产品价值传递出去。

江苏省委农工部原部长吴镕说，农业产

品的品牌化、标准化，是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

手段。南京市农学会秘书长麻茂盛认为，创

意农业需带动广大农民创新，并且需要各个

行业人才的智力支持。多位专家们表示，创

意农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科技的支持和产业

化、科技化、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建设。深

度融合一、二、三产业，农业将在纵向一体化

中产生更多的机会。创意农业需要以科技成

果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集项目咨询、规划

设计、成果转化、品牌打造和培训管理为一体

的现代农业服务平台作支撑。而农业创意产

业园的发展应由生产型园区转变为服务型园

区，完善农业服务业全产业链，加快农业服务

资源流向农业。

创意农业，不应光“好看”
□ 本报记者 张 晔 实习生 邓凯月科技日报讯 （徐舒洁 记者丁秀玉）“园

区逐步打造了从项目孵化到企业孵化、再到

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双创服务平台。截至目

前，园区已集聚石墨烯企业 82 家，其中新三

板挂牌 2 家，另有 3 家上市企业在园区投资

项目。今年石墨烯相关产业产值有望突破

20 亿元。”2016 年 12 月 29 日，在江苏省召开

的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上，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党工委书记刘

志峰作了交流发言。

2011 年，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抢抓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在全国率先

布局和发展石墨烯产业。通过五年的发展，

该园区已集聚了以冯冠平为领衔的一批高

端人才团队，孵化了第六元素、二维碳素等

一批高端项目。园区创下了全球第一条年

产 100 吨石墨烯粉体生产线、全球第一条 3

万平方米 CVD 法石墨烯透明导电薄膜生产

线等 10 个“全球第一”。石墨烯产业已成为

常州市乃至江苏省的一张新的亮丽的产业

名片，“东方碳谷”品牌已蜚声全国。

刘志峰介绍，近年来，常州西太湖科技

产业园在建设专业化众创空间过程中，将

孵化特色产业作为建设专业众创空间的主

要导向。为孵化培育石墨烯产业发展，园

区成立了江南石墨烯研究院，重点为石墨

烯人才团队提供全方位、多元化服务，成为

目前全国最大也是最专业的石墨烯产业专

题园区；将招引高端团队作为建设专业众

创空间的核心要素。彭鹏、瞿研、董国材等

30 多个石墨烯领军团队先后落户，孵化出

一大批石墨烯企业；将打造创新生态作为

建设专业众创空间的关键举措。与瑞典查

尔莫斯理工大学、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

校等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合作，支持石墨

烯原材料制备企业与传统行业企业进行产

业与技术对接合作，联动上海、宁波协同推

进长三角石墨烯产业健康发展；将完善体

制 机 制 作 为 建 设 专 业 众 创 空 间 的 重 要 保

障。从市区层面建立了石墨烯产业发展领

导小组，全面领导和指导石墨烯产业的科

学发展。在园区层面建立了先进碳材料管

理办公室，具体对石墨烯产业的培育和发

展实施专业化的服务和管理。

面向“十三五”，该园区将力争集聚石墨

烯相关企业 300 家以上，石墨烯人才团队 100

个以上，实现石墨烯相关上市企业 10家以上，

石墨烯相关产业产值达到 300亿元以上。

常州西太湖科技园:“东方碳谷”品牌蜚声全国

科技日报讯 （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马孝
文）中国作物学会栽培专业委员会第六次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扬州

召开。来自全国 31 个省、区、市及有关科教

单位的栽培专业委员会和专家出席。

今年，作物学会栽培专业委员会将坚持

“繁荣与发展作物栽培学科，积极为作物生

产发展服务”的正确方向，着力做好几个方

面工作：全面贯彻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与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积极发展现代作

物生产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和更加有力的

技术支撑；紧紧围绕“三农”工作，履行职责，

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咨询服务，为发展现代

作物产业积极献计献策；强化为基层服务，

大力推进科技普及活动，以贴近生产、贴近

实际、贴近群众的方式，加强新型职业农民

科技教育、培训；利用栽培专业委员会的组

织网络优势和人才智力优势，开展前瞻性学

术研讨，积极调查研究，为政府科学决策服

务；积极为广大栽培科技工作者提供信息咨

询、教育培训、人才举荐等服务，努力把专业

委员会办成栽培科技工作者之家;强化栽培

专业委员会自身建设，加强与政府部门、科

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新型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等的联系和协作，不断提高栽培专业委

员会的服务能力。

作物学会栽培专业研讨会扬州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