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有7项成果荣获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这些成果，有的有巨大经济价值，有的突破国际医疗禁区，挽救了无数患者生命

纳米是多小的计量单位？
1纳米大约相当于1根头发丝直
径的6万分之一，洛阳LYC轴
承有限公司研发人员参与完成
的“超细贝氏体钢制造关键技术
及应用”，就是让轴承材料的组
织形态达到纳米级，实现了轴承
的长寿命、低成本，使我国轴承
的生产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明礼

介绍，之前应用的轴承
材料组织形态是微米

级，1微米相当于
1000纳米。组

织形态更小
了，就代表
这个材料更
坚韧。

王明礼说，在该公司总工程
师、学术带头人庞碧涛的带领
下，他们同燕山大学进行合作，
通过先进的热处理工艺达到了
提高材料性能的目的。洛阳
LYC轴承有限公司主要负责超
细贝氏体钢在轴承领域的工业
化应用。

记者了解到，超细贝氏体钢
主要应用在风电、矿山等领域的
轴承上，可以承受巨大冲击载
荷，使用寿命比原来至少延长
40%。除了使用寿命更长，采用
新技术的轴承还有成本优势。

庞碧涛还表示，超细贝氏体
钢在轴承行业的运用，将形成一
个巨大的采用新材料、新技术生
产轴承的新产业，对我国轴承行
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随着人们对环保要求的日益提高，优质油
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然而，我国进口原油的
质量较差，怎样从这些质量不高原油里提炼出
好油（也就是轻油）就显得很重要。洛阳涧光
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提高轻油
收率的深度延迟焦化技术”项目，研究的就是

让重油渣油由劣为优的工艺，用咱老百姓的话
说，相当于把吃着发糙的“粗粮”变成口感顺
滑的“细粮”。

要把“粗粮”变成“细粮”，延迟焦化
是炼油厂加工劣质重油不可或缺的手
段之一。这个新项目开发的深度
延迟焦化技术，处理量大、轻油
收率高。目前已在全国50多
套延迟焦化装置上获得成功
应用，总加工规模每年超过
5500万吨，接近全国延迟焦化
总规模的50%。

名 称 提高轻油收率的深度延迟焦化技术

奖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通用项目）
二等奖

探 秘

小到家里用的保鲜膜、外卖用的盛饭盒，大到汽
车、高铁、飞机的零部件，都离不开一种材质，那就是塑
料。您知道这些塑料是怎么制成的吗？

“按照传统工艺，需要从原油中提炼出最轻的部
分——石脑油，再用石脑油生产出乙烯、丙烯等，也就
是烯烃，烯烃是制造塑料的重要原料。”昨日上午，中石
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刘昱说，例如聚乙烯主
要用来制造薄膜、容器、管道等，聚丙烯在汽车工业、家
用电器及建材家具等方面有广泛应用。

我国石油资源较少，需要大量进口，但煤炭资源丰
富，如果能够用煤制烯烃，将对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已有的技术可以将煤转化为甲醇，通过我们的开
发、设计，能够将甲醇变为烯烃，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
产。”刘昱介绍，作为此次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
目）一等奖的参与单位，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了从甲醇到烯烃工业化生产的关键技术。为此，他们
付出了10余年的努力。

近年来，该成果已经在陕西、山西、内蒙古、山
东、浙江等地投入使用，产生了巨大经济价值，
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石油资源，实现了现代煤
化工核心装备的“中国创造”。中国科学院
院士陈俊武表示，这可以让我国的能源结
构更加灵活，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也能起到积
极作用。

我国建成的首条水下铁路
隧道，战胜了哪些世界级技术挑
战？一枚椎弓根钉，如何打破医
学领域的“禁区”，挽救多少人的
生命？煤炭如何转变成塑料制
品？……

在8日召开的2017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洛阳
有7项成果荣获奖励。昨
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这
些获奖项目的团队，
为您带来这些国
家级科研成
果背后的
故事。

昨日中午，在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内，该院
脊柱外科中心主任兼微创脊柱外科主任周英杰，
在手术间隙接受了《洛阳晚报》记者的采访。

指着一个人体脊柱模型，周英杰主任
告诉我们寰椎即第一颈椎，枢椎即第二颈

椎，它们紧挨着颅骨，因为位置很高，周
围的血管和神经多，一旦损伤，轻则四
肢瘫痪，重则危及生命，所以在国际上，
寰枢椎脱位的外科治疗一直是医学领

域的禁区，在2001年该项目开始研究之前，国内
外仍缺乏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法，约有1/2的寰枢
椎脱位患者发展成为严重寰枢椎脱位，导致延髓
生命中枢损伤，而延髓损伤的死亡率高达71%。

作为国家中医骨伤科区域诊疗中心，河南省
洛阳正骨医院与中日友好医院脊柱外科谭明生
教授科研团队合作，历时17年创新并应用“谭氏
寰椎椎弓根钉技术”治疗寰枢椎脱位。通过将椎
弓根钉植入患者寰枢椎，来解决寰枢椎复位、固
定问题，通过这种技术，手术死亡率降至0.3%，
挽救了无数患者生命。

周英杰说，自从2002年这种手术开始推广
以来，仅在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每年就有上百
名全国各地的寰枢椎脱位的病人重获新生。目
前，该项目已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临床应
用，全球31个国家广泛推广。

昨日中午，《洛阳晚报》记者联系
上了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国际事
业部总工程师杜闯东。当时，他乘坐

的飞机刚刚抵达以色列，接下来的一段
时间他将参与到当地的项目中。
曾任狮子洋水下隧道项目部总工程师的

杜闯东介绍，广深港高铁是连通珠江三角洲核心
地区的高等级电气化铁路，其中狮子洋水下隧道
是该条线路的控制性工程。该隧道全长10.8千
米、速度目标值时速350千米，作业要求难度很
高，所以被称为引领国内隧道施工从穿江时代向

越洋时代延伸的标志性工程，也被工程界专家誉
为中国铁路“世纪之隧”。

作业难度有多高？杜闯东说，施工时，盾构
机需要在水面下67米作业，承受的压力可想而
知，而且高铁运行的高时速对隧道的稳定性要求
极高，加上作业地质条件复杂，有淤泥层、沙层、
岩石层，在上软下硬的地段施工时，工作人员需
要在压力舱内工作，在这种环境下，施工难度可
想而知。此外，水下隧道建设中，由于长距离掘
进，还遇到了地下防坍和控制变形、水下隧道防
救灾等9项世界级技术难题、挑战，在大家的努
力下，这些难题都被克服。

面对挑战，项目工作人员探索出一套特别的
施工技术，首次采用“相向掘进、地中对接、洞内解
体”的施工方式，简言之即施工中投入四台盾构机，
从两岸向江底相向掘进，在江底地层中完成精准对
接，对接后在原位置对盾构设备进行解体拆除，最
终完成对接段结构施工，这一方式为国内首例。

昨日上午，在一拖集团工艺
材料研究所内，一拖集团副总工
程师李锋军，指着车间里的三台
数字化无模铸造精密成形机说，
这就是复杂铸件无模复合成形
制造的设备。《洛阳晚报》记者看
到，在这间看起来像铁皮房的大
型设备里，台面上是加工时散落
的砂子，一台设备在一个砂块上
正刻画着，仿佛背后有一个大脑
在控制着设备的行走路线。

李锋军笑着说，设备的“大
脑”就是数字化技术。

众所周知，传统铸造方法需
要模具，周期长、成本高，做出来
的铸件精度波动很大。而新方
法最大特点是不需模具，通过数
字化技术，直接加工砂型，然后
将铁水浇注进去，这样出来的铸
件品质更好，而且解决了制造周
期长、成本高和流程复杂等问
题，很适合用来进行新产品的开
发试制。

李锋军为我们算了一笔账，
以一辆四缸柴油机气缸盖的开
发过程为例，采用传统铸造，从
图纸到毛坯件，需要120天，成
本需要60.23万元，而采用他们

的新方法，从图纸到毛坯件仅需
要16天，成本也仅5.78万元。
这样一来，生产周期缩短了
86.67%，成本节约了90.4%，制
造精度也提升了。

不仅如此，这种新型方法与
装备，不仅节能、节材，还很绿色
环保，原料易得，不再需要传统
铸造方法所需的木模和金属模，
铸造工艺设计简单、灵活，开辟
了铸造生产的新方法。

李锋军说，一台拖拉机上有
上万个零件，其中铸件占的比重
较大，也比较复杂。这种新工
艺和装备，不仅仅可以用于拖
拉机、汽车等机械装备制造业，
还可以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军工等更多领域。这种方法与
装备，更适合个性化定制，实现
智能制造。不久的将来，它们
将会有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

新技术不得了 能把煤炭变塑料

名 称 煤制油品/烯烃大型现代煤化工成套技术开
发及应用

奖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一等奖

探 秘

研发高强高导铜合金 基础材料打破垄断

8日晚上7点多，在河南科技大学开元校区，《洛阳
晚报》记者见到了刚从北京领奖回来的宋克兴教授。

宋克兴说，这一项目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是二三
十位教授、近百名硕博研究生共同参与，并和多家院校、
科研机构和企业历经19年协同攻关，才攻克完成的。

宋克兴说，大家都知道铜是应用最广泛的三大金属
材料之一，纯铜具有优良的导电导热性能，但力学性能尤
其是高温力学性能较差。因此，在保持铜合金优良导电
导热性能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其力学性能，
是当初开展这项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动力。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河南科技大学
就成立了铜合金研究团队。通过多年的努
力，宋克兴和团队突破了多项技术难题，开
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制
备加工技术，并应用于我国重大战
略工程急需的四大系列铜合金开
发。成果已在全国12家企业推广
应用。

名 称 高强高导铜合金关键制备加工技术开发及
应用

奖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二等奖

探 秘

突破国际医疗禁区
让手术死亡率降至0.3%

水下67米
攻克中国铁路“世纪之隧”建设难题

名 称 寰枢椎脱位中西医结合治疗技术体
系的创建与临床应用

奖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
二等奖

探 秘

名 称 高速铁路狮子洋水下隧道工程成套
技术

奖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
二等奖

探 秘

创新工艺 让劣质重油“粗粮”变“细粮”

有了“超强大脑”
不用模具就能铸造

名 称 复杂铸件无模复合成形制造方法与装备

奖 项 国家科学发明奖（通用项目）二等奖

探 秘

新材料更坚韧
让轴承寿命延长40%
名 称 超细贝氏体钢制造关键技术及应用

奖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二等奖

探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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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不得了，能把煤炭变塑料
一枚钉用途大，患者康复要靠它

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在进行探讨

□记者 李砺瑾 潘立阁 郭飞飞 通讯员 王三良 刘晓亮 陶建华 余柯/文 记者 杜卿 张怡熙/图

扫二维码，
看“超强大脑”
不用模具就能
铸造铸件

甲醇制烯烃装置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供图）

宋克兴教授（右二）在指导研究（资料图片）

周英杰

20072007年年1111
月月，，狮子洋隧狮子洋隧
道首台盾构机道首台盾构机

““跨越号跨越号””出发出发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延迟焦化控制系统延迟焦化控制系统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李锋军李锋军（（中中））和技术人员探讨工艺和技术人员探讨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