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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天大获6个一等奖 囊括2个技术发明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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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为天津电视台《天津新闻》截图 

天津大学代表在会场留影（摄影 王建泽） 

  本站讯（记者 朱宝琳）3月26日，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天津礼堂举行。市委书记孙春兰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

黄兴国主持会议。市领导崔津渡、尹德明、段春华、朱丽萍出席。副市长何树山宣读表彰决定。2012年度，本市共有236项科技成

果获天津市科学技术奖。天津大学部分获奖代表参加了奖励大会。市领导同志为获奖代表颁发获奖证书。天津大学32项成果获奖，

其中22项为第一完成单位，包含一等奖6项、二等奖9项、三等奖7项，天津大学一等奖总数和获奖总数均为全市各申报单位之首。 

  本年度天津市共评出2个技术发明一等奖，分别由天津大学机械学院教授王天友主持完成的“内燃机气道变压差测试技术与应

用”和自动化学院教授夏长亮主持完成的“高效能电机传动系统控制技术及其应用”2个项目获得。由机械学院教授王太勇主持完



成的“基于多层次监控和三级加工自优化的可重构数控系统及其应用”，由材料学院副教授徐连勇主持完成的“超(超)临界机组关

键高温设备完整性与寿命评估技术及应用”，由化工学院教授唐致远主持完成的“大容量、高安全性锂离子电池的关键技术及其应

用”，与由建工学院教授练继建主持完成的“复杂长距离输水工程水力调控技术及应用”4个项目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当今，如何减少环境污染、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已成为社会热点。内燃机是目前应用范围最广的动力装置，消耗我国石油总量一

半以上，是城市大气主要污染源。内燃机节能减排势在必行，而气道作为内燃机的“咽喉”，是控制进气量与气流运动形式的关

键，气道流动性能的优劣显著影响油耗及排放水平。据了解，具有很高难度的气道测试核心技术曾长期被国外垄断，且国内生产线

上缺乏必要的检测手段，致使气道生产一致性难以保证，节能减排效果大打折扣。天大“内燃机气道变压差测试技术与应用”项目

提出了变压差气道稳流试验方法，测试效率超过国际同类技术10倍以上，实现了气道测试用于“生产线在线检测”进而保证产品一

致性的重大突破。该项目还研制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气道试验台，并进行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创新，切实保证了测试精度与测

试效率。该项目已完全自主掌握了内燃机气道测试评价的核心技术和设备，使我国内燃机的“咽喉”不再被国外扼制，已广泛应用

于潍柴动力、东风汽车、天津一汽、长安汽车、长城汽车等52家主流汽车、内燃机生产科研单位，气道试验台市场占有率近95%，

成为相关企业进行气道开发和生产质量检测的关键技术设备，提升了我国内燃机行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推进了内燃机节能减排。 

  为缓解能源与环境问题，我国制订了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的行动目标，但仅通过淘汰落后产能等方式难

以实现上述目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研究开发高效能电机传动系统对于缓解能源瓶颈制约、建设节能型社会意义重大。“高效能

电机传动系统控制技术及其应用”发明了一整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能电机传动系统控制技术，开发了高效能电机传动系统产

品，提高了电机传动系统运行性能。该项目成果已在冶金、矿山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开发的新产品具有运行效率高、调速范围

宽、转矩波动小等优点，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基于多层次监控和三级加工自优化的可重构数控系统及其应用”项目针对复杂数控装备的集成监控、可重构数控系统流水线

架构和三级加工自优化与控制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在国内外首次提出并研究基于可重构、多层次集成监控和三级加工自优化的

数控流水线架构，并开发了全新的2-6轴联动控制可重构数控系统，已获得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和两项软件著作权，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该成果已实现产业化运作，并推广到福建威诺数控、鑫菱机床厂、威海东云数控机床、天地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依托该成果

的“天大精益数字化制造产业园”项目已于2011年在天津海河科技园区奠基建设，占地面积100亩，可实现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规

模。 

  发展高效洁净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是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而蒸汽温度和压力的提高使得高温管道等设备的服役环境

更加恶劣，频繁的早期失效事故引起的机组非计划停运往往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对设备进行科学准确的评估与预测，避免

突发性的早期失效，是保证机组安全运行的关键。“超(超)临界机组关键高温设备完整性与寿命评估技术及应用”项目推动了我国

超(超)临界机组高温部件寿命评估与延寿技术的发展，解决了超(超)临界机组目前面临的早期失效难题，不仅可保证机组的安装质

量，而且减少了不必要的返修，减少机组因非计划停运和检修周期超期带来的发电损失，对机组的安全经济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近

三年来，该项目开发的寿命评估软件与延寿技术在全国10个省市的16个电厂得到应用，经济效益达2.3亿元。 

  如何解决动力电池的安全性、容量、使用寿命和比能量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动力锂电池发展的关键。“大容量、高安全性锂离子

电池的关键技术及其应用”这一项目针对上述问题和难点进行了十几年的研究与开发，应用人工神经网络理论和容错控制技术，在

理论研究和产业化过程中解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特别是在大容量、高安全性锂离子电池及其相关材料的制备方面取得了创新性

的突破和进展。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先后共获得国家发明专利9项，发表论文200多篇，其中SCI收录76篇，EI收录69篇；项目的相关

成果分别通过天津市科技成果鉴定，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的一项核心国家发明专利在2009年获天津市专利发明金奖。相关

成果已在多家企业获得应用。 

  “复杂长距离输水工程水力调控技术及应用”项目针对长距离调水工程水流惯性大、输水建筑物种类多、水流衔接条件复杂、

冰期输水等前沿技术难题开展了10余年的长期研究，首创单孔或多孔并联分段低压（保水降压）输水结构，提出了输水水力仿真和

优化控制（非冰期）技术、冰期输水水力控制及冰害防治技术和突发污染事故下输水工程应急调控技术。该项目通过教育部组织的

专家鉴定，总体技术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项目已应用于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和天津干线、引滦入津、引黄济津、南水北调东

线、宁波白溪引水、昆明掌鸠河引水工程等，提高了工程安全性，节支增收约3.0亿元，为提高重大输水工程冰期输水能力提供重

要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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