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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传武 通讯
员 季家友 陈欣）“我们建设的年
产各型陶瓷膜产品 2 万平方米的
生产线已达产，二期将继续建设
一条 4 万平方米/年的生产线，力
争将湖北迪洁膜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化硅陶
瓷膜研发和生产基地。”在上周举
行的高性能碳化硅陶瓷膜制备成
套技术与产业化项目科技成果评
价会上，武汉工程大学和迪洁公
司共同完成的这一项目实现了碳
化硅陶瓷膜技术的产业化。

项目组发明了基于反应烧结
结 合 重 结 晶 烧 结 的 复 合 制 备 方

法，研制了孔隙率高、孔径分布窄
和连通性好的高强度多通道纯碳
化硅陶瓷支撑体，同时开发出新
的涂覆集成技术；成功研制出超
滤/微滤系列非对称多通道碳化
硅陶瓷膜，并建成了成品率高达
85%的 示 范 线 ，产 品 已 经 广 泛 应
用于化工、石油和食品等行业强
酸、强碱和油水等苛刻环境的膜
分离装备，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芬儿教
授领衔的评定专家组认为，该项
目 科 技 成 果 成 熟 度 9 级 、科 技 成
果创新度 4 级，均达到最高级别，

技术先进度 6 级（最高 7 级），项目
整体技术和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据碳化硅陶瓷膜团队首席教
授、湖北省环境材料与膜技术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徐慢介绍，
用碳化硅材料制备的碳化硅陶瓷
膜具有强度高、热震稳定性好、通
量大、运行成本低、使用寿命长等
综合优势，是面向未来的新一代
陶瓷膜材料。但碳化硅陶瓷膜的
制备工艺复杂、技术难度大，且烧
成 机 理 有 别 于 一 般 的 氧 化 物 陶
瓷，目前仅有美国、丹麦、法国等
国家的公司能够生产，国内所用

碳化硅质膜材全部依赖进口，且
价格高昂。

与其他主流陶瓷膜产品以及
有机膜产品相比，武汉工程大学等
开发的碳化硅膜可在强酸强碱(pH
值0～14)、高温(800℃)等传统膜分
离材料无法胜任的苛刻环境下长久
使用，产品的通量、开孔率(45%)、强
度等关键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项目组已经指导迪洁公司建设
了国内首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年产各型陶瓷膜产品2万平方米
的生产线，二期将继续建设一条 4
万平方米的生产线。

据了解，陶瓷膜是以陶瓷材

料为介质制成的具有分离功能的
无机分离膜，本质上是一种开孔
孔隙率较高的多孔陶瓷，具有管
式、板式等多种结构形式。陶瓷
膜材料主要有氧化铝质、钛酸铝
质、堇青石质、氧化锆质、碳化硅
质等，市场常见产品以氧化铝材
质 为 主 。 但 氧 化 铝 质 陶 瓷 膜 抗
热震性差，堇青石质陶瓷膜高温
不耐腐蚀，钛酸铝陶瓷膜强度低
且高温易分解，氧化锆质陶瓷膜
容易失稳开裂，这些缺陷限制了
氧 化 物 材 质 陶 瓷 膜 在 高 温 、强
酸、强碱等严苛条件下的推广使
用。

首条2万平方米/年生产线已达产

碳化硅陶瓷膜技术实现产业化

由上海大学完成的石墨烯微
结构调控及其表面效应研究项目
聚焦于石墨烯及其衍生物微纳结
构的制备、尺寸及表面特性的系
统调控，拓展石墨烯材料的功能
及其应用领域，为新型石墨烯材
料在光电器件、生物医学、环境及
能源技术等领域的应用奠定坚实
基 础 。 该 项 目 获 得 了 2018 年 国
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该项目发现了胶态石墨烯量
子点的微结构调控及其新效应，
项目组聚焦于胶态石墨烯材料，
特别是超小石墨烯量子点的横向

尺寸和官能团调控新方法，发现
由尺寸、缺陷和官能团诱导的新
效应，并揭示其机理。

该项目主要的创新点包括：
基 于“ 解 开 拉 链 ”的 化 学 裁 剪 原
理，首次制备了胶态荧光石墨烯
量子点，促进石墨烯量子点在胶
体化学、光电子学和纳米生物学
等学科上的快速发展；首次发现
了石墨烯的蓝色荧光，并揭示其
缺陷发光机理；基于“分子融合”
的化学合成原理，首次制备了单
晶结构的胶态石墨烯量子点，实
现了量子点的尺寸和边位官能团

的系统调控以及近全色的荧光调
控，揭示了带边激子态发光机制；
发现胶态氧化石墨烯具有高的生
物安全性，极高浓度下细胞毒性
具有尺寸依赖性。

该项目还发现了石墨烯的层
数和组分调控及其新效应。项目
组聚焦于石墨烯的层数、层间组
分、面上和面内组分的调控，发现
这些调控产生的光电、储能和吸
附效应。在石墨烯的层数调控及
其超快光子学效应、石墨烯面内
缺 陷 调 控 及 诱 导 的 附 加 储 锂 效
应，以及面上对金属离子的超高

吸附及诱导的折叠效应等方面有
突出的创新。

此外，该项目还基于石墨烯
建模发现了石墨烯生物效应的分
子机制。项目组针对单靠实验研
究难以准确揭示石墨烯表面活性
分子机制的难题，发展了高效的
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有效模拟
了氧化石墨烯复杂表面结构及其
形成机制。而且，他们建立的分

子动力学模型还重点模拟了石墨
烯与生物体表界面 存在的具有
复杂动态特征的时空效应，发现
了纳米石墨烯破坏细菌细胞膜屏
障的一种新机制，揭示了纳米石
墨烯与细胞膜、水介质的氢键网
络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动态的表
界面相互作用。

项 目 组 在 石 墨 烯 纳 米 结 构
的 可 控 制 备 与 表 面 特 性 调 控 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并
受 到 国 内 外 同 行 的 广 泛 认 同 。
项目成果在量子点科技、生物医
药 、 能 源 环 境 等 领 域 产 生 了 重
要的学术影响。8 篇代表论文均
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项目团队
在 石 墨 烯 量 子 点 的 可 控 制 备 及
生 物 应 用 方 面 获 得 2015 年 上 海
市自然科学一等奖，项目第一完
成 人 还 获 得 2017 石 墨 烯 学 术 杰
出贡献奖。

为石墨烯材料应用铺路
——石墨烯微结构调控及其表面效应研究

□ 本报记者 陈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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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脱戊烷塔操作减少
重整生成油中碳五含量这一重
大课题终于被我们攻克，年增
效可达 5000 万元以上。”1 月 25
日，辽阳石化公司芳烃重整车
间生产副主任方元拿着攻关小
组的报告兴奋地说。

此前，辽阳石化芳烃线的
重 整 单 元 脱 戊 烷 塔 由 于 塔 底
油中含碳五组分较高，带入到
碳 六 碳 七 组 分 中 作 为 原 料 送
至抽提装置时，其中的碳五组
分会对吸附剂造成很大伤害，
且 抽 提 装 置 无 法 加 工 碳 五 等
较轻组分，碳五组分最后只能
排入火炬系统燃烧，造成极大
浪费。

针对这一问题，芳烃重整
车间与行业先进水平对标，瞄

准优化脱戊烷塔操作开展技术
攻关。技术人员通过严格控制
塔底温度及时调节回流比，控
制重整反应原料中组分比例，
关注燃料气热值变化及时调整
脱戊烷塔底再沸炉出口温度，
以及避免炉子温度变化导致灵
敏板温度波动等有效措施，使
难题迎刃而解。

经测算，优化脱戊烷塔操作
可使塔底生成油中碳五组分降
低 0.8 个百分点，每小时可多产
1.2吨碳五组分用于生产调和汽
油，既增加上千万元的效益，又
减少了碳五组分排入火炬。

降低碳五组分创效5000万
□ 张一峰 黄朝晖

本报讯 1 月 17~19 日，扬子
石化塑料厂采纳扬子研究院的质
量改进建议，进行长玻纤增强聚
丙烯专用料工业化生产，解决了
粒子外观问题，产品性能稳定，质
量进一步提升，基本达到国外先
进水平。此举标志着中国石化集
团 公 司 2018 年 重 大 攻 关 项 目
——长玻纤增强聚丙烯专用料生
产技术取得突破，实现进口替代。

长玻纤增强聚丙烯作为汽车
轻量化的重要原料之一，具有高熔
指、高模量、性能好的特点，被广泛

应用于汽车保险杠、仪表盘等汽车
内外构件，可有效实现汽车轻量
化，降低油耗。然而，该产品市场
长期以来一直都被进口料占据。

扬子石化研究院在调研国外
同类产品基础上，组成博士牵头的
研发团队，从催化剂选择，到工艺
条件探索，先后完成了小试、中试，
并于2016年首次实现了工业装置
放大生产。经过近3年的摸索，特
别是此次研究院与塑料厂的联合
攻关，通过生产工艺技术改进和造
粒工序的优化，提高了质量稳定

性，粒子外观形态大有改善，产品
性能大幅提升，各项产品性能指标
基本达到了国外先进水平。并且
规模化生产能力得到提升，生产负
荷提升了30%，同时实现了长周期
稳定生产，生产周期从原来的5个
月延长到目前的10个月。

扬子石化公司突破技术壁垒
实现该产品生产并投放市场后，
国内许多玻纤复合和聚丙烯改性
厂家已开始使用该产品，应用于
汽 车 内 外 饰 件 ，有 效 替 代 了 进
口。 （陶炎 杨柳）

扬子石化长玻纤增强PP替代进口

1 月 23 日，2019 年辽宁省科技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近 300 人参
加了会议。辽宁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大南指出，2019 年全省科
技工作将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以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为载体，以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抓手，全力安排做好十方面重点任务。

图为会议场景。 （陶加 摄）

本报讯 （记者 翁国娟 通
讯员 石小芳）由全国总工会等联
合开展评选的第五届全国职工优
秀技术创新成果日前公布，浙江
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原料药开发
事业部头孢产品经理钱洪胜团队
的 成 果 ——d-生 物 素 绿 色 合 成
技术开发与产业化项目荣获二等
奖。

据了解，d-生物素又称生物
素 H，是一种维持生物体机能健
康必需的营养素，也是动物饲料
的 关 键 成 分 。 以 往 d-生 物 素 的
主流工业化生产方法中，需用到
溴素等危险试剂，因此会产生较
多的“三废”，给环境带来较大影
响。2002 年，新和成组建了团队
开始潜心研发新工艺，由钱洪胜
任 团 队 负 责 人 。 该 团 队 经 过 10
多年努力，成功开发出一条全新
的 d-生 物 合 成 路 线 。 新 工 艺 路
线 将 传 统 生 产 流 程 从 12 步 缩 短
为 9 步，不用危险试剂，反应温和
易控，生产工艺清洁程度得到明
显提高，成功实现了绿色化生产。

该项目已成功实现产业化，

近 三 年 累 计 新 增 销 售 6 亿 元 ，直
接带动了动物营养及相关行业的
技术进步，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该项目已获授权
发 明 专 利 4 项 ，参 与 制 定 国 家 标
准 1 项，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团队负责人钱洪胜表示，此
次获奖除了要感谢团队的共同努
力，更重要的是公司对科技创新
队 伍 建 设 的 高 度 重 视 和 大 力 支
持。目前新和成专职从事科研开
发的人员就接近千人，一半是博
士、硕士。公司拥有研发场地设
施 3 万 多 平 方 米 ，研 发 及 试 验 仪
器设备价值达 3.3 亿元，拥有大量
先进的分析检测设备，高真空精
馏、超临界管式连续反应系统等
有机合成化工装置一应俱全，给
团队创造了良好的科研条件。

另据了解，全国职工优秀技
术 创 新 成 果 交 流 活 动 开 始 于
2004 年 ，每 3 年 举 办 一 次 。 第 五
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
流活动 2018 年 7 月启动，全国 40
个 推 荐 单 位 共 组 织 职 工 申 报 了
1041 项成果。

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发布

新和成d-生物素合成项目获奖

本报讯 1 月 22 日，由中石化南
京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与安徽香枫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的邻
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催化剂加
氢 制 环 己 烷 1，2-二 甲 酸 二 异 壬 酯

（DINCH）项目通过中国化工学会在
南京组织的科技成果国家级评价。

以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永康为主
任委员的专家评审委员会认为，该
科技成果达到同类技术国际先进水
平。

该 项 目 开 发 了 DINP 加 氢 制
DINCH 催 化 剂 ，催 化 剂 具 有 反 应
活性高、反应压力低的优点；采用固
定床反应器，确定了最佳反应条件；
在固定床模试反应装置上进行了稳
定 性 试 验 ，在 优 选 的 工 艺 条 件 下 ，
DINP 转 化 率 保 持 在 98% 以 上 ，

DINCH 选择性保持在 99%以上；在
试验条件下，催化剂稳定性良好；围
绕 催 化 剂 和 加 氢 工 艺 ，申 请 了 6 件
中国发明专利。

增塑剂是塑料的主要助剂，目
前使用最为广泛的增塑剂是邻苯二
甲 酸 酯 类 ，如 邻 苯 二 甲 酸 二 辛 酯

（DOP）、DINP，而邻苯二甲酸酯类
增 塑 剂 对 人 体 的 毒 性 已 被 世 界 公
认。南化院在有机加、脱氢催化转
化技术领域具有多年研发经验，曾
陆续推出了系列醛酮加氢催化剂和
苯加氢催化剂，得到了市场认可和
用户好评。2017 年，通过中国化工
学会的沟通、协调，香枫新材料与南
化 院 签 订 了 DINP 催 化 加 氢 制
DINCH 工 艺 技 术 委 托 开 发 合 同 。

（陈斌）

DINP催化加氢制DINCH通过评价

本报讯 （记者 姜小毛）江西
赣江新区近日举办了一场“请校
友回母校进新区”座谈会。会上，
赣江新区携手省内二十所高校签
写了“请校友回母校进新区”倡议
书，倡导新区与省内高校共同致

力打造发展校友经济、吸引校友
人 才 、协 同 创 新 创 业 的“ 资 智 回
赣”平台。

赣江新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
占勇表示，赣江新区正处在“三年
成规模”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希望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力邀广大校友
“回母校进新区”，将校友、母校和
赣江新区紧紧联系在一起，借势借
力、借资借智，吸引各界校友将更
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新区，更好的
人才和先进管理经验带到新区。

赣江新区与高校打造“资智回赣”平台

本报讯 近日，国内首套原液
着 色 腈 纶 在 线 环 保 回 收 处 理 装
置在上海石化成功投用，并实现
连 续 化 平 稳 运 行 。 试 运 行 过 程
中，原液着色过渡丝及凝胶中间
品经处理还原为纺丝原液，生产
试纺的产品经多批次跟踪检测均
保持了较高的优良品率。

该套装置主要采用溶解、脱
泡、过滤等先进技术，在线回收原
液着色腈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过
渡丝和凝胶中间品。今年 1 月上
旬，该套有色过渡丝、凝胶回收处
理系统正式投产，截至目前基本
实现了原液着色腈纶过渡丝、凝
胶中间品的产出与回收平衡，彻
底攻克了制约该系列产品足量生
产的最后一道环保技术瓶颈，同
时进一步打开了有色腈纶提质增
产的发展空间。

上海石化原液着色腈纶作为
一款绿色环保产品近年来受到市
场热捧，年均产量增长率始终保

持 在 20%以 上 ，产 品 品 种 已 由 最
初 的 十 几 个 色 系 发 展 到 70 多
个。由于该系列产品订单多为小
批量多色系，在不同批次和色系
切换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有色
过渡丝和凝胶中间品。随着国家
对环保的日益重视，部分中间产
品的外销处理渠道即将关闭，严
重制约了原液着色腈纶产品的放
量生产。

凭借长久以来在腈纶化纤领
域发展积聚的技术优势，上海石
化依托腈纶研究所、合成纤维加
工应用中心等研发平台，从 2017
年开始进行原液着色腈纶过渡丝
及凝胶中间品的在线回用处理技
术研究，并于 2018 年 9 月完成了
现有生产线的优化改造和全流程
试运行。

图为试运行的原液着色腈纶
在线环保处理装置。

（田文寅 林思苹/文 陈旭辉/图）

原液着色腈纶在线环保处理装置试运原液着色腈纶在线环保处理装置试运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把学生的能力培养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加强科研和基础设施投入，运用现代石
化科技成果切实培养学生的实操能力和水平。据了解，目前该学院2019年的毕业生基本都被企业定向签
约。图为学生在实习基地模拟操作。 （本报记者 仇国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