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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华南理工大学瞿金平院士

团队主持完成的成果“基于拉伸流变的高分子材

料绿色加工成型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这是瞿金平院士第三次获国家科技奖。因

为国家科技奖的激励作用，使得他能够把研究持

续地开展下去。谁也不曾想到，仅仅是利用上次

获得的五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他的新技术就颠

覆了塑料加工机械 100 多年都未曾离开过的基

于剪切流变的螺杆加工原理，酝酿塑料加工机械

及相关行业一场技术升级换代“风暴”，预计可以

创造出一个上百亿元的行业产值。

瞿金平瞿金平：：
跟螺杆较劲的院士跟螺杆较劲的院士

文·通讯员 王丹平 祝和平 本报记者 滕继濮

螺杆作为塑料生产行业人所共知的代表性

零部件，从塑料诞生的那天起就与之如影随

形，为塑料工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

功劳。然而，螺杆的长度越长，塑料加工机械

的能耗越大，螺杆加工制造越困难。随着塑料

品种不断增加和制品要求不断提高，螺杆的长

度是越来越长。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瞿金平一直致力

于缩短螺杆的研究与探索，在国际上率先将周期

性变化力场引入螺杆塑化加工过程，提出塑料动

态塑化加工成型方法及原理，发明并产业化成功

塑料动态塑化加工设备，缩短了螺杆。但是螺杆

加工基于剪切流变的原理实质没有改变，这也造

成了塑料生产行业始终难以摆脱“电老虎”标签

的根源所在。

如何降低加工能耗，怎样使塑料可以多次

循环利用且性能尽可能得到保持呢？这些问题

从 2006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后学

校颁发的五十万元奖励开始，始终萦绕在瞿金

平脑海中。

“当时就想着，五十万元分给大家的话也就

没太大意思了，还不如集中起来干点大事。”瞿金

平回忆起几年前的那段往事，依然信心满怀。经

过大家的举手表决，一致同意把这笔奖金就用做

解决制约塑料生产行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能源、

资源、环境等瓶颈问题上。

用五十万元干点大事

“起初大家还想着怎么样进一步缩短螺杆长

度以减少物料的输送距离以及受热历程，甚至试

过以一条螺杆为中心，十条螺杆为辅助的办法，

但是越深入研究我们越发现，如果继续围绕螺杆

兜圈子，我们就很难再往前迈进了。”瞿金平用胳

膊在面前横着重重的往下摆了一下，似乎做出了

某种重大决定。

从学术上讲，螺杆靠给物料施加具有“剪刀

差”的剪切形变而工作的，同时物料也承受了少

量拉压形变的作用。过去十几年在研究塑料动

态塑化加工过程中发现，螺杆之所以能缩短是由

于其轴向振动增加了对物料的拉压形变作用。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塑料加工时主要承受拉压形

变作用，而剪切形变作用是次要的，是否就可以

不需要螺杆呢？一个大胆的设想就这么诞生了。

“这就是我提出以拉伸流变为主导的塑料塑

化输运机理的背景。”瞿金平说。“拉伸流变”太深

奥了，不好理解，你是否吃过颇具广东特色的潮

汕牛肉丸？是不是越吃越有嚼头？潮汕牛肉丸

之所以有韧劲耐嚼不就是因为牛肉是打出来的

而没有被破坏内在的纤维结构吗？

“做牛肉丸可以不用刀，我们何不也试试塑

料加工不用螺杆呢？拿掉螺杆！但用什么取而

代之呢？叶片！”

大道至简的潮汕牛肉丸

新设备样机生产出来之后，瞿金平非常关心

样机在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毕竟只有一线的员

工才最有资格判定机器是不是真的合格。机器

经受住了企业的考验，样机试用企业纷纷打来电

话，激动地表示要在设备正式投产以后第一时间

告诉他们。

“经过在东莞、汕头、武汉、深圳等地企业的

实际生产状况统计，我们的物料损耗大大降低，

能耗下降约 30%左右，污染自然也就跟着得到大

大下降。”目前塑料无螺杆塑化挤出技术及设备

经行业有关专家鉴定，是国内外高分子材料成型

加工领域的重大创新，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塑料机械行业关于这项新技术的垄断战已

经悄然打响。早在参加广州国际橡胶塑料机械

展览会的时候，就有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从事

塑料加工设备生产的大公司向我们递出了橄榄

枝，“他们甚至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悄悄地接触，问

是不是可以买我们的样机。”瞿金平笑着说。国

内塑料加工企业更是闻风而动，纷纷表达了求购

意向。

“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型塑料机械企业都

向我们表达了要使用我们团队研发的无螺杆塑

化加工设备技术。”

面对如何加快新设备投产，瞿金平表达了希

望把新设备的产业化放在广东的心愿。“本地的

塑料产业产量占据全国四分之一强，稳居全国第

一，在这里投产最合适。这是老行业转型升级的

大好时机，也是我们在国际塑料加工机械领域打

翻身仗的绝佳机会。”

据统计，目前世界范围内塑料加工机械的产

销量为 196亿欧元，我国的塑料加工机械产销量

为 200 亿元人民币。瞿金平的新技术产品如果

在国内实现 10%的市场份额，就可以创造 22 亿

元以上的产值。而要在国外实现 10%以上的产

品替代，就可以创造 100 亿元以上的产值。因

此，产业前景不可估量。

在国际上打了翻身仗

瞿金平是 1977 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

生，1981 年和 1987 年先后取得华南工学院（1988

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塑料机械学士学位和轻

工机械硕士学位。1982 年起先后被聘任为华南

理工大学副教授、教授。2011 年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从事塑料成型加工技术与装备及其理

论的研究与教学的这 30 年来，瞿金平教授一直

都在默默地耕耘着被很多人认为冷门的塑料加

工成型技术和设备。

30年来，多少个日日夜夜是在实验室度过的，

瞿金平自己都数不清了。针对塑料成型加工技术

的一次次变革，也让瞿金平和他的团队收获颇丰。

两获中国发明专利金奖，三获国家科技奖，瞿金平

说：“拉伸流变塑化输运加工技术已经申请了30

项中国发明专利，其中15项已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授权，构筑了相应的专利池，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自

主知识产权体系。”

科研的道路漫长而艰辛，甚至带着一丝枯燥

和乏味。“年轻人如果选择了科研作为自己的职

业，一定要记得，眼要尖，脑要活。”

话虽简单，做起来却甚为不易。瞿金平表

示，搞科研离不开对科技前沿和行业发展的时刻

关注，结合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自

己的科研工作，把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整合为己

所用。“这个过程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

的研究内容永不落伍。”

扎根冷门 持之以恒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聚合物新型成型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聚合物成型加工工
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2016 年 1 月 8 日，北京，云淡，天蓝，清冽的空气

中，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西北工业大学共有 2 个项

目获得 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其中，宋保维教授领衔的“自主水下航行器关键

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张卫

红教授领衔的“机械结构系统的整体式构型设计理论

与方法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在学校的两支获奖团队当中，记者发现，“80 后”

年轻的面庞，已经成为获奖者的重要部分。

在“自主水下航行器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中，航

海学院教师毛昭勇 1980 年出生。在“机械结构系统

的整体式构型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中，机电学

院教师朱继宏 1981年出生，高彤 1980年出生，许英杰

1984年出生。

他们也许资历尚浅，但却活力四射；他们已经开

始担纲重任，未来的道路艰巨漫长。

他们，是一群“80后”。

笃定自然静水深流
经过多年的历练，他已经成为“自主水下航行器”

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科技创新团

队、国防科工委科技创新团队和“鱼雷技术专业课程”

国家级教学团队骨干成员。

毛昭勇，这位来自重庆的小伙子，面目清秀，骨子

里却有种大山的韧劲。他是项目获奖团队中，唯一的

一名“80后”副教授。在这份 6人的获奖者名单中，有

院士、有国家级教学名师，“和他们在一起获奖，既感

到自豪，同时也压力山大”，毛昭勇说。

在这 6 人的名单背后，是西北工业大学水下航行

器研究所，其前身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德民教授牵头

组建的一支仅有 6人的团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

有教师 20 多名，博士、硕士 100 多人，已经成为集教

学、科研、人才培养等为一体的高科技研究所，为国民

经济和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获奖者之外，还有众多的青年人，王鹏、张福斌、

高剑、张立川、姜军、曹永辉、杜晓旭、崔荣鑫……他们

也同样做出了可堪称道的成绩。

“小毛之所以能够入列本次获奖团队，在于他做

了创新性开拓研究。”团队负责人宋保维对毛昭勇评

价颇高。

36 岁的毛昭勇，自诩是这个团队里“年轻的老

同志”。

还在本科读大四的他，就参加了宋保维教授的科

研团队。彼时的水下航行器研究所刚刚成立，百业待

举，团队里经费紧张、人员不足、场地稀缺……各种困

难接踵而来。

当时，研究团队从仿真理论开始做起，再做深

入精细的理论分析和方案设计。接着，夜以继日、

忘我工作之后，他们相继提出了 3 种自主水下航行

器的总体、动力、导航、控制系统的创新性技术方

案……

外场试验是研究的重要环节。研究团队的其他

师生，当时大都在全国各地从事试验研究和沟通联

络，一年当中有 8个月以上都在出差。而当时还是学

生的毛昭勇，却被安排了一项特别重要的“差事”——

在学院看家，同时负责处理一些研究团队与学校内外

的沟通联络及材料整理等杂务。

看着老师和同学们，都外出试验，忙得不可开

交。空荡荡的办公室内，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毛

昭勇有点着急了，感到“空虚寂寞冷”。

不行，不能这么等！

回忆那段经历，他笑着说，不在等待中沉沦，就在

等待中积蓄爆发。

在导师宋保维的具体指导下，在处理好团队日常

事务的基础上；他自我加压，看书、写论文、学英语，思

考问题，跟自己“较劲”……

在西工大，他本科、硕士，直到博士毕业，转换身

份成为教师。他的成长可谓“一步一个脚印”的踏

实。随后，毛昭勇入选西北工业大学“翱翔之星计划”

“新人新方向计划”和陕西省“科技新星”，并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 计划等课题 10 多项，获省部

级科学技术进步奖 6项。

板凳坐得十年冷。

经过多年的历练，他已经成为“自主水下航行器”

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科技创新团

队、国防科工委科技创新团队和“鱼雷技术专业课程”

国家级教学团队骨干成员。

能源动力是自主水下航行器的关键技术。如何

利用海洋能拓展航行器的发电技术，这成为新的研究

方向。但这个方向，团队当中还没有人深入涉及，怎

么办？

“我来试试看。”毛昭勇斩钉截铁地说。这份底气

来自于多年从事水下航行器总体设计技术和系统工

程与可靠性优化设计的经验，也来自于赴英国普利茅

斯大学学习交流的感悟。

近年来，他主要从事水下航行器总体技术、动力

推进与海洋能新能源应用技术方面的关键技术研究，

致力前沿技术和工程技术中的基础应用研究，特别是

在水下新型高效推进技术研究中做出开创性工作，并

成功应用于“自主水下航行器关键技术及应用”项

目。“这次获奖，对我是莫大的鼓舞，作为年轻人，我们

未来要更加努力。”

激情快乐享受科研
青年教师的成长不仅要靠条件，其自身素质的提

高也是重要的因素。青年教师必须把教学做好，同时

重视科研，通过科研来促进学术水平提升和教学水平

提高。

在记者看来，机电学院教师朱继宏应该算是个性

鲜明的“怪才”。身材健硕，脸圆圆的他，长的颇有“喜

感”。而他的科研之路，也总是和快乐激情相伴。

在他看来，教学科研与享受快乐是对相爱相杀的

“兄弟”。

在一本名为《Envision and Design》的自制画册

中，朱继宏展示了他在绘画设计方面的“天赋”。毫无

绘画基础的他，用计算机软件“手绘”出飞机、坦克、航

天飞机等未来装备的图景，并配合幽默打趣的解说。

“仅以此纪念过去一年结构系统整体设计研究工作所

迈出的坚实的一步，并送给我的儿子和他的小伙伴

们，祝他们快乐。”

其实，这本画册和本次获奖，都是朱继宏给自己

的“交待”。

朱继宏，这位江苏兴化的小伙子，自 1999 年进入

西工大学习以来，就一头埋进了结构优化设计领域

内，乐享其中。

他 2004 年进入西北工业大学工程仿真与宇航计

算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主要从事飞行器轻质结构系

统的动力学布局优化设计研究；2006年获得联合实验

室国际合作项目的资助，前往比利时列日大学航空航

天技术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从事飞行器多组件系统

的布局优化设计研究；2008年获得比利时列日大学飞

行器结构设计方向应用工程科学博士学位，2009年作

为引进人才回国获得西北工业大学副教授职称、“翱

翔之星”称号；201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

他先后获得 2007 年法国 CADLM 年轻优化设计

人才奖、2007 年 ISSMO/Springer 优化设计提名奖、

2008 年度国家优秀留学生奖以及 2014 年度陕西省科

技新星、2014年度中日韩机械结构系统优化青年科学

家称号，并获得 2012 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等

多项奖励。

回忆自己在科研当中的潜行之路，朱继宏并无

太多的抱怨……“为什么不让自己快乐一点呢？”他

问道。

“带着激情和快乐去做科研”——这也是朱继宏

昔日的导师、如今的团队负责人张卫红教授一贯坚持

的理念。

在项目获奖团队中，朱继宏排名第二。近年来，

他主要从事结构系统整体拓扑布局优化、飞行器结构

轻量化与性能优化设计等研究方向。

在许多人看来，实验室的工作是枯燥的，但朱继

宏觉得很快乐。无论是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们一张

张年轻的面孔，还是钻在图书馆里研究课题，这些对

朱继宏来说都是幸福的。“我每天围绕着教学和科研

做事，很快乐。”朱继宏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学术对青年

知识分子的魅力所在。

他说，“到达一个驿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拿到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既是对我们之前努力的肯

定，又是鼓励我们走下去的鞭策。”

尽管已是年少成名，但朱继宏仍然喜欢和学生们

在一起。在张卫红教授团队中，青年教师的办公室都

是和学生们在一起的，这是张卫红教授团队的“规

矩”，“这样方便交流，也可以相互促进”。

张卫红也曾是青年教师，他想以“过来人”的身份

告诉他们“教学相长，厚积薄发”。在张卫红教授看

来，青年教师的成长不仅要靠条件，其自身素质的提

高也是重要的因素。青年教师必须把教学做好，同时

重视科研，通过科研来促进学术水平提升和教学水平

提高。而且，一定要自觉避免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心

态的影响，讲究学术规范，注重不断积累，扎扎实实地

做学问。这也是张卫红对这些获奖青年教师的谆谆

教诲。

效果显著的推进剂
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才有机会参与到国家重大项

目和课题中。让优秀的青年人才始终处于科研一线，

他们才能够把握学术前沿。

“80 后”的青年教师们很清楚，老教师的提携是

他们很需要的“推进剂”。

虽然日常行政管理事务繁忙，但是，宋保维和张

卫红这样的团队负责人，还是坚持和年轻人坐在一起

讨论，交流学术问题。他们说，青年教师起着承上启

下的作用，上要协助和传承师辈们的工作，下要给学

生传道授业。所以，他们主张根据青年教师的兴趣和

专长安排工作，并且要有序列性，由简到难慢慢成长，

不能让他们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前后没有连贯

性，什么都是浅尝辄止。

至于科研项目，现在有很多基金和项目可以申

请。但朱继宏说，“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努力，总得踏

踏实实做出些成绩，才能得到这些机会。”

对于毛昭勇和朱继宏来说，走进人民大会堂，接

受国家科技奖励的“机会”，这都是第一次，但他们希

望这不是“唯一的一次”。抬头看看身边或年长或年

轻的同仁们，他们短暂兴奋之余，更多地是冷静之后

的压力。

毕竟，当日在人民大会堂出现的 45 岁以下年轻

人已经不是少数。大会堂内的“青春的科技支点”，正

在全面涌现。

根据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的数据，2015年度获奖

项目第一完成人的平均年龄为 54.3岁，主要完成人的

平均年龄为 47.6岁。其中，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一完

成人潘建伟年仅 45 岁，刷新了 2006 年支志明 49 岁获

该奖的纪录。此外，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最年轻

的第一完成人都是 39 岁，科技进步奖最年轻的第一

完成人 38岁。

将这一比照的名单，扩大至历年获奖项目的主要

完成人，时间的紧迫感更是随之而来。事实上，早在

2004 年度国家科技奖中就有 32 岁的第一完成人，以

及年仅 22岁的最年轻获奖者。

这一现象并非今年特有，来自《1985—2011 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数据统计及分析白皮书》的

数 据 显 示 ，在 过 去 近 20 年 ，有 关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奖

特等奖和一等奖的 174 个项目第一完成人的统计

中 ，平 均 获 奖 年 龄 是 58.68 岁 ，年 龄 最 大 者 87 岁 ，

最小 33 岁。

从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每年公布的数据来

看，国家级科技奖励其实从未把年轻人关在门外。

“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才有机会参与到国家重

大项目和课题中。让优秀的青年人才始终处于科

研一线，他们才能够把握学术前沿。”毛昭勇对记

者说。

走上国家科技奖励舞台的西工大“80后”
文·王凡华

■人物点击

Facebook掌门人扎克伯格喜获

千金后，宣布将价值 450 亿美元的

Facebook 股票捐出做慈善，此举震

惊世界。或许是受此影响，扎克伯

格的“美女二把手”——首席运营官

桑德博格日前也做了一个决定，捐

出价值 3100 万美元的公司股票，目

的也是慈善事业。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周四提交

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监管

文件中，Facebook 披露了此事。桑

德博格将捐出 29 万股公司股票用

于慈善，价值 3100万美元。

桑德博格不仅仅是 Facebook 高管，她也是美国知名的女性商界

领袖，屡屡推动女性在科技行业的发展，她本人也出版了诸多有关女

性发展的书籍。不久前，她的丈夫不幸去世。

据悉，这批股票出售的时间是 2015年 11月 20日，但是直到目前

才对外公开。

未来，桑德博格将会成立一个“桑德博格慈善基金”，转让股票所

得将会转移到这家基金。该基金将会帮助多项慈善计划。

据悉，桑德博格将会把绝大部分善款用于女性权利组织，其中包

括她自己成立的“Lean In”组织。部分善款也会捐助给教育机构以及

帮助穷人的计划（桑德博格目前就担任着一些慈善组织的负责人）。

桑德博格一直热心于慈善，过去就曾作出过捐款，但是并未获得

媒体关注。据报道，2014 年，桑德博格曾经在亿万富豪盖茨和巴菲

特发起的“赠予誓言”上签字，此举意味着她将会在有生之年，把绝大

部分财富用于慈善目的。

桑德博格：
捐出价值3100万美元的公司股票

小米科技创始人兼 CEO 雷军

在小米内部年会上表示，小米 2016

年要聚焦核心业务，组建特种部队，

突破核心元器件的关键技术；夯实

基础，着眼未来，并正式宣布成立小

米探索实验室，研究 VR/机器人等

前沿科技。

在去年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上，雷军曾表示，目前很多技术还

没有成熟，他比较看好 VR 和机器

人，“不过 VR 还需要三五年时间，

机器人还有很多完善的空间。”

此外，小米总裁林斌称小米 2015 年手机出货量超过 7000 万台。

林斌表示：“小米宣布 2015年手机出货量，2015年全国智能手机出货

量排名依然第一。”

雷军：
小米要进军VR和机器人领域

叶片在由偏心定子、转子组成的特定几何空

间中转动时带动物料输送，同时随流道截面积由

小到大再由大到小周期性变化过程中承受拉伸和

压缩作用，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在使用螺

杆输送塑化过程中对物料很强的剪切作用使大分

子链断裂的问题，如此一来，既加快了物料的输送

塑化效率，又有效避免了物料大分子链变短，从而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塑料制品的生产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