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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拟提名 2023 年度 
云南省科学技术奖项目情况 

 

一、新型变磁性马氏体相变合金的物性及其功能效应研究 

（一）项目名称 

新型变磁性马氏体相变合金的物性及其功能效应研究。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 

由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自然科学奖三等

奖。 

（三）项目简介 

变磁性马氏体相变合金在磁驱动、磁传感、磁记录和固态制

冷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价值，一直是材料科学和凝聚态物

理的前沿研究领域之一。本项目在多个国家级、省部级自然科学

基金和应用基础研究计划的大力支持下，就不同组分的新型 Ni-

Mn 基、Co-V 基等合金的变磁性马氏体相变及其场驱相变过程中

所伴随的宏观功能效应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如下

原创性发现。 

1.突破在复相体系中开展交换偏置效应研究的单一模式，在

国际上首次观察到单相 Ni-Mn 基变磁性马氏体相变合金的大交

换偏置效应，揭示了低温马氏体态的“相分离行为”本质，加深

了人们对变磁性马氏体相变物理机制的理解。 

2.针对如何简便且科学的评估变磁性马氏体相变合金在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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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或等静压驱动相变过程中所产生的磁热和压热效应，率先提出

了一种结合“相变分布模型”和“Clausius–Clapeyron”方程（或

“常规差热测量”）间接计算该类材料等温熵变(ΔST)的新方法。 

3.提出了过渡族元素缺位替代的设计思想，突破了 Ni-Mn 基

三元合金奥氏体相与马氏体相之间的体积差异瓶颈，率先在该体

系四元和五元合金中获得了大的自发磁感生应变和大的压热效

应。 

4.通过设计合金组分，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具有变磁性马氏

体相变的 Co50V34Ga16 三元合金，并实现了该合金在磁驱相变过

程中的磁热效应和磁感生应变。 

上述系统的原创工作涵盖了新型变磁性马氏体相变合金的

基本物性和相关功能效应，所获得的成果为发展其在工程技术上

的潜在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广泛关

注和一致认可。如，英国皇家物理学会旗下的多篇综述性论文分

别将我们所发现的交换偏置效应作为单相材料中铁磁/反铁磁界

面交换耦合的一个特例进行积极评论 [J. Phys.:Condens. 

Matter 21, 233201 (2009), J. Phys.: Condens. Matter 23, 

073201 (2011), Rep. Prog. Phys. 78, 052501 (2015)]。印度

玻色国家基础科学中心 Mandal 教授课题组和中国科学院宁波

材料所刘剑研究员课题组分别对项目所提出的关于评价马氏体

相变材料磁热和压热效应的间接计算法进行了大篇幅的引用和

推广[Phys. Rev. Mater. 6, 094411 (2022), J. Appl. Ph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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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55109 (2020)]；美国加州大学 Tavares 教授课题组在其

所发表的最新综述中以列表形式对项目在 Ni-Mn 基三元和四元

合金中所报道的一系列压热数据进行了类比性分析[Prog. 

Mater. Sci. 132, 101017 (2023)]；北京科技大学柳祝红教授

课题组对我们通过组分调控率先研制出 Co50V34Ga16 变磁性马

氏体相变合金给予了正面评价[J. Magn. Magn. Mater. 498, 

166252,(2020)]。同时，项目组在本项目中所获得的一些关键实

验数据和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及方法也多次被国内外知名研究小

组以文字和图表的方式进行引用和采纳，在国际上形成了一定的

影响力。本项目总计发表 SCI 收录论文 50 余篇，本次申报的主

要研究论文总计 20 篇，总计被他引 396 次，其中 8 篇代表作总

计被他引 260 次，培养云南省“两类人才计划”和“兴滇英才支

持计划”人才总计 5 人次，联合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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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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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完成单位 

该项目由曲靖师范学院和上海大学合作完成，自实施以来，

在国家级、省部级自然科学基金和应用基础研究计划的大力支持

下，就新型变磁性马氏体相变合金的物性和相关功能效应进行了

较为全面系统的实验研究和理论分析，取得了原创性科学发现。

项目完成单位主要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资金，组织并指导开展项

目实施工作，为本项目开展研究、试验提供基本条件。 

（六）主要完成人基本情况 

李哲：项目的组织者和曲靖师范学院项目组负责人，在整个

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了交换偏置效应并得到了低温马氏体结构

相共存的直接证据；通过过渡金属的空位替代获得了该类合金在

马氏体相变过程中的增强磁特性；为一级磁-结构相变材料磁热

和压热性能评价方法的建立做出了关键贡献，是 14 篇核心论文

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其它核心论文的主要作者。主持完成支

撑该项目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计划重

点项目 1 项；入选云南省“两类人才”和“兴滇人才”计划；联

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1 人，硕士研究生 4 人。 

张元磊：项目主要完成人，负责本项目关键制备和测试设备

的设计、搭建及改造。完成项目中的试样制备及大量实验数据采

集，并基于 Rietveld 结构精修方法为本项目提供了精细的 X 射

线衍射分析结果，完成了等温熵变中磁与晶格相互贡献的分离。

对项目的 3 项科学发现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是 3 篇核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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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作者，6 篇代表性论文的核心作者。。 

何禧佳：项目主要完成人，负责本项目热压效应部分研究内

容的分析、研究和论文撰写工作。对本项目第 2 项科学发现做出

了重要贡献，是 3 篇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者，1 篇核心论文的第

一作者，4 篇核心论文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徐坤：项目主要完成人。在本项目负责利用 Clausius-

Clapeyron方程并考虑相百分含量评估一级相变材料磁热效应工

作，并开展了 Mn-Ni-Ge 体系的奇异热膨胀效应工作，是 2 篇核

心论文的第一作者，16 篇论文的主要作者之一。入选云南省“两

类人才”和“兴滇人才”计划；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2 人。 

曹义明：项目主要参与人，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负责原位及

等静压下应变测试功能的搭建，对 2 项重要发现有贡献，是 6 篇

论文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入选云南省“兴滇人才”计划。 

魏生贤：项目主要完成人，负责项目中室温附近的磁共结构

相变研究，利用等静压下的磁学测量手段研究了合金的磁热效应

与压热效应。对本项目的 1 项科学发现做出了贡献，2 篇核心论

文的通讯作者。 

敬超：本项目上海大学研究组的负责人。对整个项目实施过

程中的“实验设计”、“数据模拟和挖掘”、“理论计算”和所涉及

到的“重要实验发现”起到了支撑作用，是 5 篇主要论文的通讯

或共同通讯作者，其它核心论文的合作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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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种基于振动信号支持向量机的 GIL 故障在线监测系统 

（一）项目名称 

一种基于振动信号支持向量机的 GIL 故障在线监测系统。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 

由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技术发明奖三等

奖。 

（三）主要知识产权和论文专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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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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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性论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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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单位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曲靖局：组织开

展本项目策划和实施，并负责对项目成果应用情况进行跟踪完善，

协调其他单位推广应用本成果。提供项目研究实施的硬件条件和

技术人员。组织审核项目成果挂网试运行方便，并为挂网试运行

提供设备条件，并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管控。 

（五）主要完成人基本情况 

陈静：项目总负责人，全面负责项目策划、申报、实施、验

收及推广应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解决 GIL 在线监测抗干扰能

力弱等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研究 GIL 内部典型故障机理等有较

多创造性贡献，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总量的百

分比约为 30%。 

蒋龙：项目主要完成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解决 GIL 振动检

测技术理论研究，对一种基于振动信号支持向量机的 GIL 故障在

线监测系统等具体发明创新内容有创造性贡献，在该项技术研发

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总量的百分比约为 20%。 

何龙翟：项目主要完成人，在搭建 GIL 三种状态下的振动信

号仿真计算平台及实验室故障模拟平台、实现 GIL 振动量在线监

测系统软硬件挂网试运行等方面有创造性贡献，辅助成果推广应

用，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总量的百分比约为5%。 

李东：项目参与人，主要参与多特征参量有机融合的 GIL 故

障判别方法研究，负责后期应用情况的数据分析总结，辅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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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应用，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总量的百分比

约为 5%。 

龚禹璐：项目参与人，主要参与建立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架

构的信号传输机制技术研究，对具体创新内容有创造性贡献，在

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总量的百分比约为 5%。 

侯云川：项目主要完成人，在搭建 GIL 三种状态下的振动信

号仿真计算平台及实验室故障模拟平台、实现 GIL 振动量在线监

测系统软硬件挂网试运行等方面有创造性贡献，在项目立项与实

施过程中给与大量的技术指导，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

作量占总量的百分比约为 5%。 

张瑞：项目参与人，在 GIL 在线监测、GIL 内部故障机理研

究等方面有创造性贡献，项目实施过程中辅助组织应用，辅助成

果推广应用，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总量的百分

比约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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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关键技术成果转

化应用 

（一）项目名称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关键技术成果转化

应用。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 

由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三）主要知识产权和论文专著目录 

  



——16—— 

1.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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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性论文专著 

 

（四）主要完成单位 

曲靖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2020 年将该项目引进的先

进技术产业化应用并投产，至今已完成年产 10.5 万吨纳米磷酸

铁锂产业基地建设。截至 2022 年底，实现营业收入超过 203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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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利润近 8 亿元，上缴税费超 1 亿元，在曲靖市提供超过 1800

个就业岗位，培养 400 余名专职创新研究开发人员，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十分显著。在成果转化应用期间，该公司对引进技术进

行再研发、改进和升级，结合云南地方矿产资源开发新型原材料，

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结合新能源电池产业前沿对正极材料要求

的新高度、新水平，开发了高压实长循环纳米磷酸铁锂关键技术，

并已产业化应用，实现营业收入超过 5.98 亿元。该项目在曲靖

市的产业化应用弥补了云南省新能源电池产业链方面的空白，促

使更多新能源电池行业的配套产业接连借助云南，极大推动了云

南省新能源电池行业的发展。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项目引进技术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关键技术”的技术开发

单位，开发并优化了“自热蒸发液相合成纳米磷酸铁锂技术”，

该技术具有能耗低、产品性能优、批次稳定性好、生产成本低等

优点，明显地优于国内外现有的其他纳米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工艺

技术。在该技术中，创新性地运用纳米化技术、自热蒸发液相合

成技术、碳纳米管掺杂技术和非连续石墨烯包覆等先进技术，有

效提升了磷酸铁锂的综合性能，促进了磷酸铁锂的市场推广和发

展。将该先进技术引进云南，推动云南省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打

好“绿色能源牌”与深圳德方的技术成熟度、产品知名度和企业

发展决策息息相关。在技术引进后，深圳德方还作为母公司不断

向曲靖德方输出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持，助力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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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关键技术的研发，并结合云南地方特色、解决

云南电池材料行业难题、填补云南电池相关产业链的空白。 

佛山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用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关键技术”的应用、改进及推广单位，积攒了

该技术产业化的丰富经验，并在其产业化应用期间，对核心技术

碳包覆和碳纳米管分散技术的改进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发

布了 2 篇相关专利。曲靖德方建设之初不仅引用了佛山德方的改

进技术，更借鉴了佛山德方丰富的产业化经验，佛山德方对曲靖

德方引进技术的应用、发展、产业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主要完成人基本情况 

孔令涌：作为引进技术的主要完成人，主持了引进核心技术

的开发及管理工作，在世界上首次开发了“自热蒸发液相合成纳

米磷酸铁锂技术”，攻克了自热蒸发液相合成工艺、材料纳米化、

碳纳米管制备及掺杂、离子掺杂、非连续石墨烯包覆等技术难题，

在国内率先将纳米技术应用到电池正极材料领域，所制成的纳米

磷酸铁锂材料填补了国内空白。作为德方纳米集团董事长，在决

议将该核心技术引进入云南曲靖起着决定性作用，为本项目作出

突出贡献。 

李意能：曲靖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工程技术总监，主导

引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建设工作与深入再研究工作。参与指导矿石

提取处理技术，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的省级科研项目《高压实长

循环磷酸铁锂关键技术研发及规模化生产工艺研究》已进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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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阶段，更新迭代的新产品已为公司带来实际收入，在产业化推

广过程中贡献突出。 

王昭沛：曲靖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统筹负责本

项目引进技术的转化应用工作，2021 年起，作为《高压实长循环

磷酸铁锂关键技术研发及规模化生产工艺研究》的技术负责人，

为该项目的产业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万远鑫：本项目引进技术的核心研发人员，担任德方纳米锂

动力研究院院长，由其主导的纳米磷酸铁锂包覆技术升级拓展的

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并且产业化进度已进入中试阶段，对本

项目引进技术的深入在研究有着突出贡献。 

燕高勇：本项目的产业化负责人员，参与本项目成果转化工

程工艺的设计与审核，将佛山公司关于原材料处理的技术经验用

于曲靖矿石提取处理技术，对本项目引进技术的推过做出了重要

贡献。 

任望保：本项目的研发技术人员，参与了引进核心技术的磷

酸铁锂碳包覆、粒径控制等相关研究，并且其为高压实磷酸铁锂

所做的前期研究工作对后期高压实长循环高性能磷酸铁锂改进

具有重要意义。 

任诚：本项目引进技术的核心研发人员，参与了“自热蒸发

液相合成纳米磷酸铁锂”核心技术的研发，并对纳米化技术有着

突出贡献，并且对高压实密度性能磷酸铁锂的技术开发有杰出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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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伟丽：本项目核心研发技术人员，主要负责核心技术产品

的改性研究，开展自热蒸发液相合成工艺、材料纳米化、碳纳米

管制备及掺杂、离子掺杂、非连续石墨烯包覆等技术的研发，在

引进的核心技术开发及产业化推广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何艳艳：本项目引进核心技术的研发技术人员，在材料纳米

化、碳纳米管离子掺杂等技术难题攻克过程中，运用专业知识，

确保了技术实现，为本项目作出了突出贡献。 

刘其峰：本项目引进技术再研发的主要研发技术人员，负责

高压实长循环高性能磷酸铁锂的研制，同时确定了产品质检方案、

检测方法、检测仪器，为项目提供检测依据，实现产品质量控制。 

陈燕玉：本项目引进核心技术的研究技术人员，对纳米磷酸

铁锂研制过程中碳包覆改进、粒径控制工艺、高压实密度磷酸铁

锂关键技术的开发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徐荣益：曲靖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研发技术人员，

在结合云南矿产资源开发新型原材料的项目中，主要负责方案设

计与进程管理，对本项目引进技术的再研发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陈振绳：佛山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技术人员，主

要负责项目引进技术的改进工作，在磷酸铁锂形貌、性质方面做

不同的改进以满足下游电池产业的最新需求，为本项目的应用推

广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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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滇东北冷凉山区高产燕麦种质资源创制与产业化模式创

新 

（一）项目名称 

滇东北冷凉山区高产燕麦种质资源创制与产业化模式创新。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 

由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三）主要知识产权和论文专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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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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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代表性论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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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单位 

云南省会泽县优质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自 2012 年至

今，牵头会泽县特色产业品种筛选与选育、高产栽培技术、技术

模式研发等工作，为当地一二三产有机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本

项目中，引进燕麦专家人才团队，利用冬闲田引进燕麦新品种进

行试验示范和推广种植，截止到 2022 年底，累计推广示范燕麦

新品种 50 万余亩；重点推广应用了“燕麦+”模式的研发，在大

桥乡、驾车乡、马路乡等 11 个乡镇进行了技术推广与应用，主

要围绕燕麦+马铃薯、蔬菜、辣椒、烤烟套种、玉米间作等模式，

取得了较好的示范与推广效果；牵头制定了会泽县燕麦产业发展

规划，推动县人民政府出台燕麦种植扶持政策措施，协调全县燕

麦新品种引进、筛选试验、示范及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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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完成了项目顶

层设计；研发了燕麦新品种筛选技术、燕麦品种高产制种技术与

关键收获期；创新了新品种配套的高质量标准化栽培技术体系，

构建了育繁推一体化生产技术新模式；与地方合作建设了不同尺

度技术示范基地，为各级政府部门、基层生产部门、大型草业公

司和相关科研机构提供决策支持与服务。 

会泽县大桥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2017 年-2022年，牵头会

泽县大桥乡燕麦新品种筛选试验、高产栽培技术、技术模式研发

及推广等工作，为当地一二三产有机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

冬闲田引进燕麦新品种进行试验示范和推广种植，截至 2022 年

底，累计在全乡推广示范燕麦新品种 13 万亩；重点参与了“燕

麦+马铃薯”模式的研发与示范推广，取得了良好效果。 

（五）主要完成人基本情况 

徐丽君：对本项目 3 项科技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重点负责

优质燕麦种质材料的收集、鉴定，开展了燕麦等新品种的生物学

特性、生产性能和营养物质累积规律等研究；研发燕麦种子生产、

高产轮作技术等技术，对多项技术进行了组装与集成。 

高兴发：对本项目 2 项科技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重点负责

高产燕麦品种推广与示范，在推进会泽燕麦产业链发展、引进燕

麦新品种多点进行试验示范推广，绿色食品牌创建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特别是燕麦+马铃薯/蔬菜/辣椒、燕麦烤烟套种等模式

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带动民营企业推进燕麦三产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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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精准对接小农户与大市场，促进产业融合和

城乡融合同步发展。 

柳莤：对本项目 2 项科技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在会泽、

昭觉、布拖、雷波等冷凉山区开展优质高产饲用燕麦品种比较试

验，筛选出适宜冷凉山区种植的燕麦种质资源 23 份。 

孙启忠：对本项目 2 项科技创新做出了贡献。筛选了适宜于

滇东北冬闲田种植的饲用型燕麦和食用型燕麦品种；研发了燕麦

适宜播种期、施用种肥、冬春季田间管理技术等，特别是在燕麦

开花稳穗数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饶雄：参与会泽县高寒冷凉山区开展燕麦新品种（品系）选

育试验、示范及推广工作。筛选出适宜会泽县高寒冷凉地区秋季

栽培燕麦新品种 3 个，累计推广种植新品种燕麦 50 万亩。参与

“秋播燕麦+马铃薯、蔬菜、荞麦等”产业化模式创新关键技术

研发，参与制定“高寒冷凉山区燕麦生产技术规程”云南省地方

标准 1 个。参与燕麦播种、病虫害防治、收获全程机械化机具的

选型、引进、试验示范及推广工作，全县燕麦机械化普及率达 95%

以上。参与编著出版《乌蒙山燕麦》著作 1 部，主持或参与撰写

发表燕麦科技论文 4 篇。 

赵东奇：对本项目 1 项科技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负责

燕麦在大桥乡的试验示范和推广种植，调整种植节令，探索形成

“秋播燕麦+夏播马铃薯”种植模式，破解秋冬季节收获后土地

闲置撂荒问题，最大程度提高土地产出率，增加土地作物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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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土地轮作效益。同时，有效保护了示范区生态环境持续

健康发展，即杜绝了地膜和减少了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有效防止

面源污染。 

徐树花：对本项目 1 项科技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负责

燕麦 108 个新品种进行试验示范和推广种植、燕麦产业区域布

局、燕麦新品种试验区（点）观测记载，参与本项目燕麦产业种

植推广工作。 

陶雅：对本项目 2 项科技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负责饲

用型燕麦品种筛选，研发了燕麦适宜播种期、冬春季田间管理技

术等。 

朱孟：对本项目 1 项科技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负责核

心试验区野外数据采集。参与燕麦播种、病虫害防治、收获全程

机械化机具的选型、引进、试验示范及推广工作，全县燕麦机械

化普及率达 95%以上。参与编著出版《乌蒙山燕麦》著作 1 部，

参与撰写发表燕麦科技论文 4 篇。 

赵庭辉：在丽江市古城区、宁蒗县、永胜县主持推进高海拔

地区冬闲地、高寒冷凉山区大春进行燕麦品比试验，筛选出适宜

丽江市冬闲地及高寒冷凉地区大春种植的燕麦种质资源 13 个。

主持的“高海拔地区冬闲地饲料燕麦高产栽培技术”成为丽江市

冬闲地主推饲草技术。立项推进制定丽江市地方标准 1 个。参与

发表论文 2 篇。 

聂莹莹：对本项目 1 项科技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负责



——30—— 

燕麦新品种推广种植，协助专家做好田间试验及观察记载、撰写

田间技术规程及技术报告等。同时重点参与了燕麦+马铃薯轮作

模式相关数据采集与推广示范工作。 

周琼：参与会泽县高寒冷凉山区开展燕麦新品种（品系）选

育试验、示范及推广工作。筛选出适宜会泽县高寒冷凉地区秋季

栽培燕麦新品种 3 个，累计推广种植新品种燕麦 50 万亩。参与

“秋播燕麦+马铃薯、蔬菜、荞麦等”产业化模式创新关键技术

研发，参与制定“高寒冷凉山区燕麦生产技术规程”云南省地方

标准 1 个。 

付廷飞：参与会泽县高寒冷凉山区开展燕麦新品种（品系）

选育试验、示范及推广工作。筛选出适宜会泽县高寒冷凉地区秋

季栽培燕麦新品种 3 个，累计推广种植新品种燕麦 40 万亩。参

与“秋播燕麦+马铃薯、蔬菜、荞麦等”产业化模式创新关键技

术研发，参与制定“高寒冷凉山区燕麦生产技术规程”云南省地

方标准 1 个。参与编著出版《乌蒙山燕麦》著作 1 部，参与发表

燕麦科技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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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万家口子水电站高碾压混凝土双曲拱坝筑坝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 

（一）项目名称 

万家口子水电站高碾压混凝土双曲拱坝筑坝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 

由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三）主要知识产权和论文专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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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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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性论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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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单位 

大唐宣威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为该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负

责项目的总体组织，研究路线的制定，组织完成项目技术攻关规

划、应用开发、实施规划及万家口子水电站高碾压混凝土双曲拱

坝筑坝关键技术的研究工作。公司以万家口子水电站项目为依

托，提供了研究物资、设备及资金保障，确保研究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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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常压湿法炼锌绿色低碳技术集成创新及应用 

（一）项目名称 

常压湿法炼锌绿色低碳技术集成创新及应用。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 

由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三）主要知识产权和论文专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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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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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性论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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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单位 

云南驰宏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对本项目 4 项主要科技创

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组织人员开展研究，获得发明专利 6 项、

实用新型专利 3 项。为本项目的研发提供人员、场所、资金以及

各项试验条件，负责协调解决项目研发与应用中的问题，保障项

目顺利开展。 

（五）主要完成人基本情况 

戴兴征：项目负责人，总体策划实施。对项目主要研究成果

3 项创新点有创造性贡献，主持了常规锌湿法冶炼的三段梯级调

酸控硅浸出，实现锌浸出渣渣量下降；主导氧-硫系统耦合降铅

渣含锌的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主导高效氧化并联喷淋除铁脱

氟技术研发，替代原有空气氧化-石灰中和传统技术，实现中和

渣大幅减量化，锌湿法系统溶液中氟离子浓度大幅下降且保持较

低水平，促进锌电积节能降耗。获国家发明专利 1项（排名第 1），

发表学术论文 2 篇。 

刘克洋：成果转化负责人，主持了锌电积多元链接智能化装

备技术研发，实现了硫酸锌溶液净化对重点管控杂质元素 Cd、

Co、Ge 的实时在线分析；开发了同行业首台套锌电积电解液锌、

酸在线实时检测装置，首台套电解槽面温升态势智能监控系统，

首条 1.6m2 极板导电铜条由平搭型创新升级为倒梯形的应用生

产线，实现锌电积电解密度提升、电流效率提高、日均锌片产量

提升，吨锌直流电耗成本下降。对项目主要研究成果 4 项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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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造性贡献，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排名第 1）。 

张梅：项目研发负责人，对项目主要研究成果 4 项创新点有

创造性贡献。指导三段梯级调酸控硅浸出工艺的小试研究，现场

推进其产业化运用，并持续优化工艺指标，提升成果的经济性。

获国家发明专利 5 项，发表学术论文 3 篇。 

陆占清：项目研发主要参与人，对项目主要研究成果 3 项创

新点做出了重要贡献。指导三段梯级调酸控硅浸出工艺的小试研

究，现场推进其产业化运用。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发表学术论

文 2 篇。 

邓海波：项目研发主要参与人及成果转化主要执行人，对项

目主要研究成果 3 个创新点的转化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参与氧

-硫系统耦合降铅渣含锌技术的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实施；获国家

专利 3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发表学术论文 1 篇。 

陈春林：成果转化执行人，对项目主要研究成果 3 项创新点

的转化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参与氧-硫系统耦合降铅渣含锌技

术研究及产业化推广；获国家发明专利 1项，发表学术论文 1篇。 

陈学清：成果转化主要执行人，对项目主要研究成果 1 项创

新点的转化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侯丰：成果转化执行人，对项目主要研究成果 1 项创新点的

转化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开发锌电积多元链接智能化装备

的技术负责人，负责技术研发及对产业化实施进行技术策划与指

导；获国家专利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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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振华：成果转化执行人，对项目主要研究成果 3 项创新点

的转化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参与创新开发“高效氧化并联喷淋

除铁脱氟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获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余秋雁：项目研发主要参与人，对项目主要研究成果 3 项创

新点的研究及成果转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参与创新开发“高效氧

化并联喷淋除铁脱氟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 

晋家强：项目研发主要参与人，对项目主要研究成果 1 项创

新点做出了重要贡献，参与创新研发“三段梯级调酸控硅浸出工

艺及其产业化应用；获国家发明专利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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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滇东矿区近距强突煤层群瓦斯防控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

实践 

（一）项目名称 

滇东矿区近距强突煤层群瓦斯防控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实

践。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 

由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三）代表性知识产权和论文专著目录 

1.代表性知识产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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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性论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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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单位 

华能云南滇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为项目第一完成单位。根据

研究内容，协调试验矿井配合制定相应的技术方案，协调提供实

验室与现场研究配套的工程、材料等，协助参与实验室测试、现

场测试。协助建立包括 DGC 型瓦斯含量直接测定、HCA 型高压容

量法瓦斯吸附、WFC-2 型瓦斯放散初速度测定等 10 余台套装置

的多参数测定功能瓦斯灾害防治实验室，实现煤层瓦斯参数动

态、准确、实时测定，第一时间为煤与瓦斯突出防治提供技术支

撑，获得滇东矿区灾害特点的煤层瓦斯赋存规律。协调试验矿井

开展并推广应用特近强突煤层群层间掘进超前地质探测与瓦斯

治理综合防控技术、煤层群定点控段封孔预抽新方法，实现煤层

提浓降耗高效抽采与快速抽采达标。通过项目研究，实现“滇东

矿区近距强突煤层群瓦斯防控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实践”成果在

滇东矿区的成功应用与推广，实现瓦斯防治技术与装备的更新，

社会和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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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为项目第二完成单位。负

责完成项目整体方案设计，主持完成煤层群瓦斯参数动态准确测

定、层间掘进超前探测与防控、煤层群联合抽采溯源与精准评判、

低透煤层群瓦斯抽采提质增效等科技创新的现场试验与推广应

用。通过组建瓦斯灾害防治实验室并开展现场测试、分析了煤层

瓦斯赋存规律，完成瓦斯地质图编制、回采工作面瓦斯涌出量预

测，确定了煤层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形成了煤层掘进期间防突

技术措施与提高煤层抽采率研究成果、穿层钻孔和顺煤层钻孔成

孔及封孔工艺技术研究、煤巷掘进期间顺煤层长钻孔预抽及底板

穿层钻孔条带预抽区域防突措施研究及局部综合防突措施研究

成果等。结合项目研究成果，实现瓦斯灾害防治装备创新，凸显

安全效应、建立行业地位；建立产学研用联动机制，促进矿井掌

握行业最新动态。通过研究形成的“滇东矿区近距强突煤层群瓦

斯防控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实践”成果，为滇东矿区以及我国近

距离煤层群赋存矿区进行该项工作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

借鉴，产生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具有较为广阔的推广应用前

景。 

（五）主要完成人基本情况 

王大龙：项目现场负责、现场协调。对多技术手段测定瓦斯

基本参数、掌握滇东矿区煤层瓦斯赋存规律、特近强突煤层群层

间掘进超前地质探测与瓦斯治理综合等创新点具有贡献。 

陈勇：项目整体方案设计、现场测试、现场协调。对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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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煤层群瓦斯参数动态准确测定、层间掘进超前探测与防控、

煤层群联合抽采溯源与精准评判、低透煤层群瓦斯抽采提质增效

等创新点具有贡献。 

陈存强：负责项目协调、项目具体实施，对多技术手段测定

瓦斯基本参数、掌握滇东矿区煤层瓦斯赋存规律、特近强突煤层

群层间掘进超前地质探测与瓦斯治理综合等创新点具有贡献。 

吴教锟：负责项目整体方案设计，对近距离突出煤层群瓦斯

参数动态准确测定、层间掘进超前探测与防控、煤层群联合抽采

溯源与精准评判等创新点具有贡献。 

谭家贵：负责制定项目的总体研究实施方案，负责项目现场

协调；对掌握滇东矿区煤层瓦斯赋存规律、特近强突煤层群层间

掘进超前地质探测与瓦斯治理综合等创新点具有贡献；组织和参

加关键技术的研究，参与研究报告审查等工作。 

康建宁：项目整体方案设计，项目技术指导，负责项目实施

方案的制定、审查与实施；对瓦斯存藏理论研究、多手段测定瓦

斯基本参数与瓦斯治理综合防控技术、煤层群定点控段封孔预抽

新方法等创新点具有贡献。 

李克相：负责项目实施的总体协调，参与项目立项与实施方

案制定、组织矿区煤层瓦斯基本参数测定；对特近强突煤层群层

间掘进超前地质探测与瓦斯治理综合防控技术、煤层群定点控段

封孔预抽新方法等创新点具有贡献。 

贾晓亮：协助项目整体方案设计、现场工程试验，对瓦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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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理论研究、特近强突煤层群层间掘进超前地质探测与瓦斯治理

综合防控技术等创新点具有贡献。 

颜红明：协助项目现场工程试验，对瓦斯存藏理论研究等创

新点具有贡献；参与矿区煤层瓦斯基本参数测定，参与特近强突

煤层群层间掘进超前地质探测与瓦斯治理综合防控技术应用考

察。 

郭建忠：协调现场参数测定，参与矿区煤层瓦斯基本参数测

定、瓦斯地质图编制，参与特近强突煤层群层间掘进超前地质探

测与瓦斯治理综合防控技术应用考察。 

刘自兵：协调现场参数测定，参与矿区煤层瓦斯基本参数测

定、瓦斯地质图编制，参与特近强突煤层群层间掘进超前地质探

测与瓦斯治理综合防控技术应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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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煤矿井下多种钻进灾害智能体系化防控成套装备与技术 

（一）项目名称 

煤矿井下多种钻进灾害智能体系化防控成套装备与技术。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 

由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三）主要知识产权和论文专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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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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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性论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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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单位 

华能云南滇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了煤矿井下带压钻进

多种灾害智能分级防控成套装备与配套技术工艺，构建了钻进灾

害智能化、体系化分类分级防控装备与技术体系；研发了高承压

滤积式囊袋成套封孔装备、材料及工艺，实现了高压涌水、高压

水-高压瓦斯喷孔等钻孔的安全、高效和可靠密封。实现了华能

滇东能源有限公司下属矿井探放水钻孔全覆盖，应用以来，施工

灰岩探放水孔 55 个，总进尺超 2.8 万米，未发生瓦斯超限事故；

实现了矿区所有顺煤层钻孔施工全覆盖，应用以来，实现了约1.6

万个顺煤层钻孔的安全施工，总进尺超 136 万米。 

安徽理工大学：揭示了压风钻进过程中的钻屑沉降聚集规律、

钻进灾害形成机制和临界条件，破解了带压钻进灾害孕育、演化

及次生灾害的衍生过程；研发了煤矿井下带压钻进多种灾害智能

分级防控成套装备与配套技术工艺，构建了钻进灾害智能化、体

系化分类分级防控装备与技术体系；研发了高承压滤积式囊袋成

套封孔装备、材料及工艺，实现了高压涌水、高压水-高压瓦斯

喷孔等钻孔的安全、高效和可靠密封。将研究成果推广至中煤新

集煤电集团、淮北矿业集团、皖北煤电集团等煤炭集团 10 余座

煤矿。 

徐州工程学院：研发了高承压滤积式囊袋成套封孔装备、材

料及工艺，实现了高压涌水、高压水-高压瓦斯喷孔等钻孔的安

全、高效和可靠密封；揭示了钻进灾害导致煤层钻孔垮塌的作用



——57—— 

机制，提出了上向和下向钻孔带孔煤球自充填护孔方法，设计了

多种中空带孔煤球和倒“丰”型变径封孔工艺，实现了涉灾钻孔

精确定点护孔；研发了孔内钻屑免清理封孔及孔周煤壁封堵涂层

堵漏方法和安全封堵材料，实现了孔内外协同密封。将研究成果

推广至新疆、江苏等省 6 座煤矿。 

华能煤炭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研发了煤矿井下带压钻进多种

灾害智能分级防控成套装备与配套技术工艺，构建了钻进灾害智

能化、体系化分类分级防控装备与技术体系；研发了高承压滤积

式囊袋成套封孔装备、材料及工艺，实现了高压涌水、高压水-

高压瓦斯喷孔等钻孔的安全、高效和可靠密封。在中国华能集团

下属各煤炭生产企业、煤矿推广应用本技术成果，有效的检验了

本技术成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实现了煤矿井下钻进灾害的智能

分级分类人体系化防护，保障了矿井安全生产。 

平安煤矿瓦斯治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参与研

发了煤矿井下带压钻进多种灾害智能分级防控成套装备与配套

技术工艺，构建了钻进灾害智能化、体系化分类分级防控装备与

技术体系；参与研发了高承压滤积式囊袋成套封孔装备、材料及

工艺，实现了高压涌水、高压水-高压瓦斯喷孔等钻孔的安全、

高效和可靠密封。在淮南矿区全面推广应用本技术成果；依托平

安煤矿瓦斯治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这一国家级平台，将研究成果

成功推广至安徽、内蒙、新疆等省 5 个矿区、30 余个矿井成功实

施了工业性应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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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完成人基本情况 

蔡峰：全面统筹、设计、管理、执行本项目的研究过程，揭

示了压风钻进过程中的钻屑沉降聚集规律、钻进灾害形成机制和

临界条件，破解了带压钻进灾害孕育、演化及次生灾害的衍生过

程，研发了煤矿井下带压钻进多种灾害智能分级防控成套装备与

配套技术工艺，研发了高承压滤积式囊袋成套封孔装备、材料及

工艺，研发了孔内钻屑免清理封孔及孔周煤壁封堵涂层堵漏方法

和安全封堵材料，对 4 个创新点做出重要贡献。 

王大龙：在研究过程中负责方案设计与实施，揭示了压风钻

进过程中的钻屑沉降聚集规律、钻进灾害形成机制和临界条件，

破解了带压钻进灾害孕育、演化及次生灾害的衍生过程，参与研

发了煤矿井下带压钻进多种灾害智能分级防控成套装备与配套

技术工艺，对本技术成果的研制、工业性试验、改进等提供了具

体可行的技术方案，对 3 个创新点做出重要贡献。 

王圣程：与本成果团队共同研发了煤矿井下带压钻进多种灾

害智能分级防控成套装备与配套技术工艺，构建了钻进灾害智能

化、体系化分类分级防控装备与技术体系，研发了高承压滤积式

囊袋成套封孔装备、材料及工艺，对本技术成果的研制、工业性

试验、改进等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技术方案，对 3 个创新点做出重

要贡献。 

李永元：在研究过程中负责方案设计与实施，揭示了压风钻

进过程中的钻屑沉降聚集规律、钻进灾害形成机制和临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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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了带压钻进灾害孕育、演化及次生灾害的衍生过程，参与研

发了煤矿井下带压钻进多种灾害智能分级防控成套装备与配套

技术工艺，对本技术成果的研制、工业性试验、改进等提供了具

体可行的技术方案。对 3 个创新点有重要贡献。 

张瑞：在研究过程中负责方案设计与实施，揭示了压风钻进

过程中的钻屑沉降聚集规律、钻进灾害形成机制和临界条件，破

解了带压钻进灾害孕育、演化及次生灾害的衍生过程，参与研发

了煤矿井下带压钻进多种灾害智能分级防控成套装备与配套技

术工艺，对本技术成果的研制、工业性试验、改进等提供了具体

可行的技术方案，对 3 个创新点做出重要贡献。 

周言安：本技术成果研究过程中主要负责统筹现场试验方案

设计、施工规划与实施以及效果考察，参与研发了煤矿井下带压

钻进多种灾害智能分级防控成套装备与配套技术工艺，对 2 个创

新点做出重要贡献。 

李克相：在本技术成果研究过程中主要负责本技术成果现场

试验方案设计、施工规划与实施以及效果考察，参与研发了煤矿

井下带压钻进多种灾害智能分级防控成套装备与配套技术工艺，

构建了钻进灾害智能化、体系化分类分级防控装备与技术体系，

为本技术成果的研制、工业性试验、改进等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

础性贡献，对 3 个创新点做出重要贡献。 

赵清全：本技术成果研究过程中主要负责现场试验方案设计、

施工规划与实施以及效果考察，参与研制了孔口与煤岩壁、钻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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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通以及出渣口密封套件工艺，并提出了改进措施，对 2 个创

新点做出重要贡献。 

孙福龙：在本技术成果研究过程中主要负责现场试验方案设

计、施工规划与实施以及效果考察，参与研制了孔口与煤岩壁、

钻杆与多通以及出渣口密封套件工艺，并提出了改进措施，对 1

个创新点做出重要贡献。 

李朝：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主要负责现场试验方案设计、施工

规划与实施以及效果考察，研制了气水渣一体化分离装置和煤气

分离装置，对 2 个创新点做出重要贡献。 

曹睿：参与研制了智能化自动控制系统，通过利用雨滴传感

系统、结合甲烷和 CO 传感器智能感知煤岩屑冲击强度和频率，

精确确定喷出灾害的强度和类型，对 1 个创新点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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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复杂围岩条件新型预应力锚注协同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 

（一）项目名称 

复杂围岩条件新型预应力锚注协同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 

由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三）主要知识产权和论文专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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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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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性论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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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单位 

云南滇东雨汪能源有限公司：对 3 项科技创新点做出了创造

性贡献。协助制定项目的研究方案、技术路线，制定现场实施方

案；指导预应力注浆材料、注浆锚杆、注浆锚索、让压构件的研

发；负责现场监测数据的分析和整理；负责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 

山东科技大学：对 3 项科技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制定项

目的研究方案、技术路线，协助制定现场实施方案；提出了裂隙

岩体深浅双层预应力注浆加固技术，确定出裂隙岩体可注性判据，

构建了适于裂隙岩体的双指标递进式支护方法；设计出注浆效率

高、封孔效果好的新型注浆锚索；设计出强度高、可施加一定预

应力，且与普通锚杆施工工艺一致的高强度注浆锚杆；通过数值

模拟确定出锚固支护合理预应力施加范围，研发出锚固预应力直

观检测控件。 

淮阴工学院：对 1 项科技创新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协助制

定项目的研究方案、技术路线；研发出具有一定膨胀性能和早强

性能的新型预应力注浆材料；通过实验室试验和数值模拟分析，

获得了裂隙岩体新型预应力锚注作用下的宏细观破坏特征；基于

预制裂隙岩体试块注浆加固试验验证了新型预应力注浆加固的

有效性。 

安徽理工大学：对 1 项科技创新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协助

制定项目的研究方案、技术路线；提出了与高预应力锚注支护耦

合的让压释能控制措施；揭示了“让压-锚注”耦合作用对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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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岩非线性变形的控制机理，研发出有效的让压构件。 

（五）主要完成人基本情况 

李青海：对 1 项主要科技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获发明专

利授权 3 项、发表论文 5 篇。制定项目的研究方案、技术路线，

协助制定现场实施方案；提出了裂隙岩体深浅双层预应力注浆加

固技术；确定出裂隙岩体可注性判据；构建了适于裂隙岩体的双

指标递进式支护方法。 

李圣江：对 1 项主要科技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协助制定

项目的研究方案、技术路线，制定现场实施方案；指导预应力注

浆材料的研发；负责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 

张继华：对 1 项主要科技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协助制定

项目的研究方案、技术路线；研发出具有一定膨胀性能和早强性

能的新型预应力注浆材料；基于预制裂隙岩体试块注浆加固试验

验证了新型预应力注浆加固的有效性。 

王海军：对 1 项主要科技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协助制定

现场实施方案，制定巷道变形监测方案；指导注浆锚杆的研发；

负责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 

史卫平：对 1 项主要科技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发表论文

1 篇。协助制定项目的研究方案、技术路线；设计出注浆效率高、

封孔效果好的新型注浆锚索。 

胡生奎：对 1 项主要科技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获发明专

利授权 1 项。协助指导现场实施，协助制定巷道变形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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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注浆锚索的研发；负责现场监测数据的分析和整理。 

王昌祥：对 1 项主要科技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获发明专

利授权 2 项、发表论文 4 篇。协助制定项目的研究方案、技术路

线；提出了与高预应力锚注支护耦合的让压释能控制措施；揭示

了“让压-锚注”耦合作用对巷道围岩非线性变形的控制机理，

研发出有效的让压构件。 

路瑶：对 1 项主要科技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获发明专利

授权 1 项。协助制定项目的研究方案；设计出强度高、可施加一

定预应力，且与普通锚杆施工工艺一致的高强度注浆锚杆。 

李贵和：对 1 项主要科技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获发明专

利授权 1 项。指导让压构件的研发；指导现场相关数据监测及分

析；负责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 

刘奇：对 1 项主要科技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协助制定项

目的研究方案；通过数值模拟确定出锚固支护合理预应力施加范

围；研发出锚固预应力直观检测控件。 

武精科：对 1 项主要科技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获发明专

利授权 1 项。协助制定项目的研究方案；通过实验室试验和数值

模拟分析，获得了裂隙岩体新型预应力锚注作用下的宏细观破坏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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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特高压直流工程大容量直流避雷器关键技术研发及工程

应用 

（一）项目名称 

特高压直流工程大容量直流避雷器关键技术研发及工程应

用。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 

由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三）主要知识产权和论文专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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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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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性论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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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单位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曲靖局：牵头组

织特高压多柱并联直流避雷器关键技术研究，攻克了大容量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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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雷器设计-生产-运维核心技术，提升了避雷器运行可靠性；搭

建了长波冲击试验平台，获取了长波冲击下的能量和电压耐受特

性，提出了避雷器参数设计方法和试验检验手段；改良了电阻片

配方和生产工艺，提出了电阻片缺陷检测与筛除技术，研制了大

尺寸高性能电阻片；研发了多柱并联避雷器微秒级同步、无源无

线监测系统，提出了基于避雷器单元件动作电流波形相关性的一

致性评价方法，建立多柱并联避雷器运行状态监测与预警体系。

综合项目研究成果，推动溪洛渡、金中和永富直流隐患设备的整

改，并应用于滇西北、乌东德、中南通道、白鹤滩、张北柔直等

新建直流工程，为特高压大容量直流避雷器关键技术的推广应用

创造了条件。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电力科研院：由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检修试验中心更名

而来，研发了多柱并联避雷器微秒级同步、无源无线监测系统，

提出了基于避雷器单元件动作电流波形相关性的一致性评价方

法，建立多柱并联避雷器运行状态监测与预警体系。综合项目研

究成果，推动溪洛渡、金中和永富直流隐患设备的整改，并应用

于滇西北、乌东德、中南通道、白鹤滩、张北柔直等新建直流工

程，为特高压大容量直流避雷器关键技术的推广应用创造了条件。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昆明局：在项目

项目策划、申报、实施、验收及推广应用过程中给与大量的技术

指导，开展直流转换开关多柱并联避雷器微秒级无线同步监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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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技术研究并研制装置，对具体创新内容有创造性贡献。 

西安交通大学：主要负责长波冲击电压下直流避雷器半导体

区的击穿机制分析和电阻片微观均匀性提升方法研究， 研究了

长波冲击电压下 ZnO 压敏陶瓷半导体区的击穿机制及陶瓷微观

结构不均匀性的电热耦合效应，提出均一性的提升方法，从本征

点缺陷调控角度优化 ZnO 压敏陶瓷抗老化性能，提出了抑制亚稳

态锌填隙浓度、提升稳态氧空位浓度的 ZnO 压敏陶瓷本征点缺陷

反向调控策略，提升大容量多柱并联直流避雷器用 ZnO 压敏陶瓷

同步抗老化性能。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大容量直流避

雷器运行工况研究，搭建了直流工程电磁暂态仿真模型，开展了

仿真计算，获取了避雷器电压、电流、能量等电气应力，提出了

多柱并联避雷器参数一致性的控制方法；并负责直流工程中性母

线避雷器缺陷整改方案校核，推动溪洛渡、金中和永富直流隐患

设备的整改。 

苏州银蕨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多柱并联直流避雷器

在线监测系统研发和具体制造工作。研发了多柱并联避雷器微秒

级同步、无源无线监测系统，电流测量精度±1%、响应频带宽

0.1Hz-1MHz、采样频率 12.8kHz、同步误差小于 3μs，通过了第

三方机构检验，推动在线监测装置在国内各直流工程的应用。 

（五）主要完成人基本情况 

王典浪：主要开展国内直流避雷器故障调研调研及运行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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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研究，找出共性问题及关键参数。负责研发多柱并联避雷器

微秒级无线同步在线监测系统。负责牛寨站中性母线避雷器现场

整改、在线监测系统和一致性评价方法的工程应用。 

卢文浩：负责开展国内直流避雷器故障调研调研及运行工况

仿真研究。开发大功率长波冲击试验装置，获取直流避雷器在长

波冲击下的特性规律和失效模式。提出大容量直流避雷器的参数

配置原则和试验检验方法。提出了基于避雷器单元件动作电流波

形相关性的一致性评价方法。 

张鹏：在项目项目策划、申报、实施、验收及推广应用过程

中给与大量的技术指导，对具体创新内容有创造性贡献。 

韦晓星：开发大功率长波冲击试验装置，提出试验方法；开

展试验研究，获取直流避雷器在长波冲击下的特性规律和失效模

式。基于长波冲击特性，提出大容量直流避雷器的参数配置原则

和试验检验方法。提出了基于避雷器单元件动作电流波形相关性

等关键参量元件间横向比较和单元件历次均流相关性纵向 比较

的一致性评价方法。 

李盛涛：分析长波冲击电压下 ZnO 压敏陶瓷半导体区的击穿

机制及陶瓷微观结构不均匀性的电热耦合效应，提出 ZnO 压敏陶

瓷均一性的提升方法。从本征点缺陷调控角度优化 ZnO 压敏陶瓷

抗老化性能，提出了抑制亚稳态锌填隙浓度、提升稳态氧空位浓

度的 ZnO 压敏陶瓷本征点缺陷反向调控策略，提升大容量多柱并

联直流避雷器用 ZnO 压敏陶瓷同步抗老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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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劲松：开展国内直流避雷器故障调研调研及运行工况仿真

研究，找出共性问题及关键参数。研发多柱并联避雷器微秒级无

线同步在线监测系统，提出一致性评价方法。组织实施普洱站

MRTB 避雷器在线监测系统和一致性评价方法的工程应用。 

徐迪臻：开展国内直流避雷器故障工况仿真研究，找出关键

参数。提出大容量直流避雷器的参数配置原则和试验检验方法。 

肖翔：主要开展直流避雷器试验检验技术提升，保障西电东

送主网架稳定运行等，在项目立项与实施过程中给与大量的技术

指导，对具体创新内容有创造性贡献。 

刘宁：主要参与建立多柱并联避雷器运行状态监测与预警体

系研发，负责项目实施的现场配合及指导，负责后期应用情况的

数据分析总结，辅助成果推广应用。 

何计谋：开展避雷器长波冲击试验研究，获取直流避雷器在

长波冲击下的特性规律和失效模式。基于长波冲击特性，提出大

容量直流避雷器的参数配置原则和试验检验方法。基于微观结构

均匀化和势垒点逆向缺陷调控技术，研制了高性能、大尺寸电阻

片。多柱并联避雷器生产与工程应用。 

张斌：主要参与多柱并联避雷器微秒级无线同步监测系统技

术研究并研制装置，对具体创新内容有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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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典型中支卷烟关键工艺技术和检测装置研发及应用 

（一）项目名称 

典型中支卷烟关键工艺技术和检测装置研发及应用。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 

由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 

（三）主要知识产权和论文专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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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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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性论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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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单位 

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了典型中支卷烟提

质关键工艺技术，显著提高了中支卷烟内在质量稳定性、卷制质

量指标符合性，卷烟物理指标综合得分提升 0.48 分，产品感官

质量超出设计值 0.42 分；挖掘出影响叶组配方掺配均匀性的关

键因素，并创新性地强化叶组配方在投料模式、布料方式、柜容

设计等环节的混合过程，实现了掺配均匀性指标由 93.16%提高

至 96.10%。负责项目的应用设计、应用范围与技术问题沟通、验

证、推广，核算经济效益。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成果

在红云红河集团会泽、曲靖 2 家卷烟厂得到示范与推广应用。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创建了烟条搭口电烙铁在线环

形测温装置及烟条表面温度定向调节技术，解决了电烙铁温度设

置过高对产品感官质量、水分散失程度的负面影响，烟支总剔除

率由 0.159%降低至 0.119%，3年烟支剔除量累计减少 492万支；

建立了烟支圆周面外观质量缺陷检测技术及平台，烟支黄斑、刺

破、夹末、褶皱等重点缺陷指标识别准确率达 100%，分类准确率

达 95%以上，检测速率达到 20 支/min 以上，克服了人工目测方

式的方法弊端。负责项目成果的应用设计、应用范围与技术问题

沟通、验证、推广，核算技术产生的经济效益。 

（五）主要完成人基本情况 

祁林：本项目 4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作为项目负责人，

负责总体方案设计、组织实施、数据分析、材料整理。是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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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一种烟丝结构分布稳定性测定方法》的第一发明人；是

《 Application of Combining Weighting and Efficacy 

Coefficient in Cigarette Physical Quality Evaluation》、

《两段式烘丝控制模式对中支卷烟烟丝理化特性及感官质量的

影响》《不同长度烟丝色度与化学成分的变化及其相关性》《卷烟

制丝过程物料质量稳定性评价》《两段式滚筒烘丝机干燥模式对

烟丝致香物质的影响》5 篇论文的第一作者。 

刘泽：本项目 4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总体方案设计、

组织实施、数据分析。是核心发明专利《一种基于片烟形态特征

对片烟进行描述及分类的方法》《一种烟条温度检测装置及烟条

温度检测方法》《一种烟支圆周面离线外观质量检测装置及方法》

和 1 件其他发明，2 件实用新型专利,1 件软件著作的发明人、第

一完成人。是论文《片烟形态、结构与烟丝结构的关系》的第一

作者。 

杨晶津：本项目 2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项目总体方

案设计、技术指导。是论文《 Application of Combining 

Weighting and Efficacy Coefficient in Cigarette Physical 

Quality Evaluation》的主要完成人，是标准《卷烟制造过程工

艺保障要求（会泽卷烟厂）》（QHY.GYJS(BZ).TY08.01—2022）和

《 卷 烟 制 造 过 程 工 艺 保 障 要 求 （ 曲 靖 卷 烟 厂 ）》

（QHY.GYJS(BZ).TY04.01—2022）的主要完成人。 

唐习书：本项目 2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项目总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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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设计、组织实施。是发明专利《一种烟丝结构分布稳定性测定

方法》的主要完成人。是《两段式烘丝控制模式对中支卷烟烟丝

理化特性及感官质量的影响》、《不同长度烟丝色度与化学成分的

变化及其相关性》及《两段式滚筒烘丝机干燥模式对烟丝致香物

质的影响》3 篇论文的主要完成人。是《卷烟制造过程工艺保障

要求（会泽卷烟厂）》（QHY.GYJS(BZ).TY08.01—2022）和《卷烟

制 造 过 程 工 艺 保 障 要 求 （ 曲 靖 卷 烟 厂 ）》

（QHY.GYJS(BZ).TY04.01—2022）2 项标准的完成人。 

林丹：本项目 2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项目统筹、规

划、组织、协调。 

周应奎：本项目 2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项目统筹、

规划、组织、协调。 

汪显国：本项目 2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项目试验指

导、设计。是标准《卷烟制造过程工艺保障要求（会泽卷烟厂）》

（QHY.GYJS(BZ).TY08.01—2022）和《卷烟制造过程工艺保障要

求（曲靖卷烟厂）》（QHY.GYJS(BZ).TY04.01—2022）的主要完成

人。 

卢洪林：本项目 2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项目设备设

计、开发。 

普云伟：本项目 1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项目设备设

计、开发，材料组织、整理等工作。是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贮叶

柜往复布料车的输送装置》的主要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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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基于工业互联网包装机智能管理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 

（一）项目名称 

基于工业互联网包装机智能管理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 

由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 

（三）主要知识产权和论文专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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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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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性论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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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单位 

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曲靖卷烟厂为该项目的

主要完成单位，组织该项目通过对基于工业互联网包装智能管理

关键技术的研究，实现了多样化的边缘工业设备过程数据全时采

集与存储，利用数字孪生及 3D 可视化技术，实现了包装机组生

产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虚实映射，打造事前预测、事中管控、

事后分析的制造能力开发了移动端应用，并与包装机设备运行数

据、质量检测数据及包装质量智能检测系统数据相关联，管理人

员可在移动终端 APP 上查看包装设备的设备状态、质量状态、生

产数据、等。逐步形成自学习、自感知、自适应、自控制的智能

产线、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雏形。项目成果整体已应用于红云红

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曲靖卷烟厂卷包车间的 21 组包装

机组上，并已推广应用到集团其他卷烟厂。 

（五）主要完成人基本情况 

杨剑锋：第 1 完成人，2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方案

论证、总体规划布局设计、规划实施。2 项专利的主要作者，3 篇

论文的主要作者。 

蔡培良：第 2 完成人，3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项目

方案论证、总体布局设计、包装机智能管理系统构建、方案制定、

规划实施。3 项专利的第一作者，3 篇论文的第一作者。 

孔维熙：第 3 完成人，3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项目

方案论证、方案制定、包装机智能管理系统构建、规划实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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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专利的主要作者。参与开发本项目所有授权的软件著作共 11

件。 

易凡竣：第 4 完成人，2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项目

方案论证、方案制定、组织实施、科技成果评价等工作。2 项专

利的主要作者。3 篇论文的主要作者之一。参与开发本项目所有

授权的软件著作共 11 件。 

杨彩虹：第 5 完成人，2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项目

实施、项目经验效益核算等工作。1 项专利的主要作者。4 篇论

文的主要作者之一。参与开发本项目所有授权的软件著作共 11

件。 

潘昱亭：第 6 完成人，2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项目

实施、设备数据采集及分析、项目测试、问题收集等工作。参与

开发本项目所有授权的软件著作权共 11 件。 

罗勇：第 7 完成人，2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项目实

施、设备管理、组织人员等工作。1 项专利的主要作者。5 篇论

文的主要作者之一。 

郑利明：第 8 完成人，1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项目

实施、设备管理、组织人员、成果评价等工作。1 篇论文的主要

作者，参与撰写本项目相关实用新型专利 4 件。 

钱周：第 9 完成人，2 个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负责设备数

字孪生应用开发、移动端应用开发、成果评价等工作。2 项专利

的主要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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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王吉候从五脏辨治肛肠病学术思想体系构建及临床推

广应用 

（一）项目名称 

王吉候从五脏辨治肛肠病学术思想体系构建及临床推广应

用。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 

由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 

（三）主要知识产权和论文专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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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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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性论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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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单位 

曲靖市中医医院：主要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资金、场地和相

关临床数据，组织并指导开展项目实施工作，为本项目开展研究

提供基础保障。 

（五）主要完成人基本情况 

王吉候：项目总负责人，负责指导本项目的整体实施，包括

文献研究、临床试验、基础实验和数据分析等，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有创造性贡献。总体负责成果中创新研究的推广应用研究。 

吴礼龙：项目实施负责人，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基础实验、

临床观察和数据分析等，并负责推广项目的成果应用研究，对该

项目有创新性贡献。 

罗光雄：项目推广负责人，负责项目中的成果转化，包括制

剂研发、推广应用和方案制定等，并参与项目的整体规划和设计。

对该项目的成果转化有创新性贡献。 

孙伟：项目推广负责人，负责项目中的成果转化，包括制剂

研发、推广应用和方案制定等，并参与项目的整体规划和设计。

对该项目的成果转化有创新性贡献。 

郭红平：项目临床负责人，负责项目中的文献检索、医案整

理和临床观察等，并撰写相关学术论文及参与编写专著。对该项

目的成果转化有创新性贡献。 

杨靖：项目制剂研发负责人，负责项目中的成果转化，包括：

制剂研发、数据收集、并撰写相关研究报告。对该项目的成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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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较大贡献。 

邱云芝：参与项目的临床数据收集、整理及成果推广，并撰

写相关研究报告及学术论文。对该项目的成果转化有一定的贡献。 

王桃丽：参与项目的临床数据收集、整理及成果推广，并撰

写相关研究报告及学术论文。对该项目的成果转化有一定的贡献。 

冯春玲：参与项目的基础实验、数据收集、医案整理、数据

分析及成果推广，并撰写相关研究报告、学术论文及专著编写。

对该项目的成果转化有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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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云贵地区新生儿肺损伤治疗模式的建立与应用 

（一）项目名称 

云贵地区新生儿肺损伤治疗模式的建立与应用。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 

由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 

（三）主要知识产权和论文专著目录 

1.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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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性论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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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单位 

曲靖市妇幼保健院为该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负责项目的总

体组织，研究路线制定，组织完成项目技术攻关规划、应用开发

与新生儿肺损伤治疗模式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物资、设备及资金

保障，确保研究顺利完成。 

（五）主要完成人基本情况 

余雄武：自 2017 年来开始探索新生儿肺损伤相关治疗策略

及病理机制，组建新生儿科医师团队开始进行新生儿肺损伤治疗

体系构建，主要参与项目研究方案制定、组织管理、人员协调、

项目实施监督等工作，为项目创新点 1 的主要贡献者。指导项目

组探索肺损伤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参与项目组新生儿肺损伤治疗

方案制定。 

李传峰：为 2 项创新点的主要贡献者，主要参与项目研究方

案制定、实验数据收集及论文撰写，重点完成完成了改良型气管

导管的发明，后续完成了其临床应用的安全性研究。 

李丹：为 1 项创新点的主要贡献者，负责新生儿肺炎治疗方

案设计、疗效对比研究，数据分析及论文撰写。 

张远惠：为 1 项创新点的主要贡献者，负责肺炎护理中针对

性护理治疗方案的提出，护理实施，数据分析及论文撰写。 

柳俊伶：为 1 项创新点的主要贡献者，负责新生儿呼吸窘迫

综合征治疗方案设计，疗效分析及论文撰写。 

肖秀英：为 1 项创新点的主要贡献者，负责新生儿呼吸道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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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护理策略设计，实施、数据收集及论文撰写。 

李世富：为 1 项创新点的主要贡献者，负责研究方案设计、

数据收集，治疗策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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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综合性诊治方法的建立及临

床应用 

（一）项目名称 

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综合性诊治方法的建立及临床应

用。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 

由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 

（三）主要知识产权和论文专著目录 

1.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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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性论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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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单位 

曲靖市妇幼保健院作为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负责项目的总

体组织，研究路线制定，组织完成项目技术攻关规划、应用开发

与实施规划。组织人员对关键技术研究开展研究。负责提供物资、

设备及资金保障，使项目研究得以顺利开展。 

（五）主要完成人基本情况 

冯琳：作为项目负责人，提出项目研究思路，制定项目实施

方案，负责项目总体技术路线设计、实施及团队建设；在项目立

项和实施过程中给予大量的理论创新和实际操作。作为发明人获

得 1 项实用新型专利，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2 篇项目核

心论文。 

李凤琼：项目主要完成人，组织开展项目可行性调查和分析

论证，组织撰写材料申报。作为 2 项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人，撰写

项目主要核心论文 2 篇。 

高慧芬：负责本项目的临床诊治，包含治疗方案设计、手术

方案实施、术后效果追踪与评价；协助课题组开展各个领域的正

常工作。作为第一作者发表项目论文 1 篇。 

韩春花：负责本项目的临床诊治，包含治疗方案设计、手术

方案实施、术后效果追踪与评价。作为第一作者发表项目核心论

文 1 篇。 

崔友红：负责临床诊治，包含治疗方案设计、手术方案实施。

作为第一作者发表项目主要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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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石林：负责筛查检查，实施超声检查。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项目核心论文 1 篇。 

林琳：负责临床诊治，包含治疗方案设计、手术方案实施、

术后效果追踪与评价，汇总数据分析。 

王博：参与组织开展项目可行性调查和分析论证，作为第一

作者发表项目核心论文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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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动物疫病防控信息化平台建设与应用 

（一）项目名称 

动物疫病防控信息化平台建设与应用。 

（二）提名者及提名等级 

由曲靖市科学技术局提名该项目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 

（三）主要知识产权和论文专著目录 

1.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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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性论文专著 

 



——104—— 

（四）主要完成单位 

曲靖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汇集资金、人力和管理

等资源，对本项目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软硬件支撑，完成了该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经费筹措、信息化平台设计开发及建设、疫病

监测体系的建设与组织实施、无非洲猪瘟小区创建的技术指导及

人才培养、技术推广、项目验收、总结等工作，确保了本项目的

顺利开展和圆满完成。 

（五）主要完成人基本情况 

李芹：主要负责本项目总体方案与思路的设计，提出构建动

物免疫信息化系统、动物疫病病原学监测体系的思路和方案；负

责组织动物防控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招投标、验收及应用、总结工

作。提出的动物免疫信息与中国兽药典数据库相获取免疫疫苗信

息、建立疫苗冷链监测体系、实施基层动物疫病病原学检测技术

等创新技术具有先进性，对项目的建设与应用作出了贡献。 

周显珍：项目技术指导负责人，为项目成果在全市的推广示

范制定了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动物疫病免疫信息化平台及移动

终端系统的推广应用及培训，对创新点的实施有突出性贡献。参

与发表论文 5 篇。参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完成。 

袁文兴：项目技术指导人，参与项目成果在全市的推广示范

制定了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创建动物疫病监测体系方案的设计、

实验室建设、人员培训及组织开展监测和风险评估工作，为动物

疫病的监测预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参与发表论文 2 篇，参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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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完成。 

赵家礼：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负责项目实施的各项准备方

案，组织对动物免疫信息化建设的试点及推广工作，负责项目的

建设和推广，为该技术的研究与推广提供了相关大量的监测资料

与数据，对免疫信息化等创新点的实施有突出贡献，发表论文 2

篇。 

吴克安：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负责项目实施的各项准备方

案，组织对动物免疫信息化建设的试点及推广工作，负责无疫小

区、疫病监测技术的推广应用，为该技术的研究与推广提供了相

关大量的监测资料与数据，对 2 个创新点有突出贡献。 

张伟：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负责动物免疫信息化建设的试

点、培训等推广工作，负责所在地区疫病监测项目的实施及监测

技术的推广应用，对 2 个创新点有突出贡献。 

董昱廷：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负责项目应用数据的统计、

整理，提交相应评估报告。承担动物疫病监测技术和动物疫病区

域化防控技术的培训，完成相关监测工作及统计分析。参与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的完成，主持和参与发表论文 2 篇，参与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的完成。 

虎鸷：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负责无疫小区创建技术的推广

应用及培训，负责项目实施数据的统计分析，参与项目的总结、

验收等。对 2 个创新点有突出性贡献。 

黎帮云：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负责项目实施的各项准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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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负责项目推广应用的监督、指导及培训工作，负责项目数据

的统计分析及整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