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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东北大学牵头，舞阳钢铁、宝钢、山钢、中船重工七二五研究所、中科院金属所等国内20家单位参与承担的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高强度、大规格、易焊接海洋工程用钢及应用”正式立项，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王昭东教授担任该项目负

责人。此项目是国家科技部“重点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化重点专项”首批优先启动的项目之一，项目的实施将实现我国高端海洋平台用钢品

种自给能力达70%以上，最大寿命提升50%以上，为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的物质基础保障。 

    海洋是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竞争的制高点。以最大限度利用海洋为目的的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技术开发等已上升至各国最高层次的战

略规划和决策范畴。我国是海洋大国，但远不是海洋强国。海洋工程用钢铁材料是拓展海洋空间、开发海洋资源的物质前提，是提升海洋国防实

力、维护海洋权益的物质保障。海洋施工装备长期处于风、浪、流、蚀等恶劣环境中，服役周期长，所用钢材必须具备高强韧、抗疲劳、抗层状

撕裂、高耐蚀等性能。 

    目前，我国海洋施工用钢关键部位的特殊品种如高级别特厚钢板，大壁厚无缝管、大规格型钢等仍需进口，海洋平台用厚钢板的焊接效率及耐

蚀性能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较大，高端钢铁材料自主保障能力较差，制约了我国大型海工装备的整体设计和建造水平。 

    针对我国海洋工程用钢生产面临的瓶颈，项目将致力于建成一批国际一流的海洋工程用钢高水平科研基地、产业化示范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使我国海洋工程用钢研发与应用整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屈服强度、厚度、焊接线能量等方面实现国际领先；建立我国海洋工程用钢强韧化

与组织调控、腐蚀与防护、服役性能评价3个理论体系；攻克大断面制锭/坯、高渗透性轧制、特厚板高强均匀淬火、一体化组织性能调控、厚板

大线能量焊接、大规格异型材制备等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和装备，并实现工业化应用；开发出高强韧特厚钢板、大壁厚无缝管、大规格型钢、高级

别锚链钢、高耐蚀粉末冶金制品等系列关键海洋工程用钢产品或原型产品，示范应用千吨以上，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支撑中国海洋用钢标准的形

成。 

    据悉，项目牵头单位东北大学在高质量、低成本冶炼和轧制技术，重大冶金装备研发及产业化方面特色鲜明，在高性能钢开发及组织性能控制

等学科领域具有雄厚实力，自主研发的成套装备技术和高级别钢种在国内半数以上大型钢企推广应用。近年来，东北大学在海洋工程用钢铁材料

开发方面成果显著，相继主持了863计划项目--海洋平台用高锰高强韧中厚板及“钛/钢”复合板研究与生产技术开发（国拨专项经费2755万

元）、“海洋石油平台用高强度、厚规格钢板生产的关键技术及原理”及多项企业横向重大项目。 

    项目参加单位包括宝钢等 5 家我国主要海洋用钢产品生产企业；北京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5家我国重要海工钢研发、焊接技术及焊材

开发单位；中船重工七二五所、中科院海洋所、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等5所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海工钢性能评价、腐蚀与防护研究单位；上海外高桥

（981平台）、大船重工（982平台）等5家我国主要的海工装备设计、建造与认证单位，项目团队具备全链条设计研发能力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能力。 

 

背景链接： 

    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简称《方案》），明确提出我国将整合原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形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根据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及科技发展优先领域，凝练形成若干目标明确、边界清晰的重点专项，从基础前沿、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到应用示范进行全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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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 

    重点专项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组织实施的载体，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围绕解决当前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和突出问题、以目标为导向的

重大项目群。其中“重点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化重点专项”重点专项总体目标为：以提升大宗基础材料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整体竞争力为出

发点，以国家重大工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为牵引，着力解决重点基础材料产业面临的产品同质化、低值化，环境负荷重、能源效率低、

资源瓶颈制约等重大共性问题，推进基础性原材料重点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通过基础材料的设计开发、制造流程及工艺优化等关键技术

和国产化装备的重点突破，实现重点基础材料产品的高性能和高附加值、绿色高效低碳生产，从而提升我国基础材料产业整体竞争力，满足我国

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急需，为我国参与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与竞争提供支撑，实现我国材料产业

由大变强、材料技术由跟跑型为主向并行和领跑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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