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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昱煜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舟山海洋电子信息研究院院长
他带领团队长期从事海洋大数据核心技术攻关，自主构

建了基于北斗的海洋星网，首次将北斗应用于救生终端与渔
船定位，研制了海洋安全生产专用装备，研发了云边协同的
海洋渔业智能管控系统，形成了全球海洋大数据国产化解决
方案，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海洋大数据关键技术的国
产化。他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进计算与新兴软件”重点
专项总体组专家，浙江省“万人”创新领军人才，2020-2023
年连续4年入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

林君泓
中共党员，舟山市正山智能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

代表、总经理
在他的带领下，正山智能投资4亿元打造工业4.0模式

下的“未来工厂”，深度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知识模型
和能力组件，以数据驱动流程再造，提升企业数字化设计、智
能化生产、绿色化制造、精益化管理和高端化服务水平，其中
智能材料立体库和螺纹套数控柔性生产线为国内首创。

陈云
中共党员，舟山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研发

室、详设室主任
他带领团队成员致力于新船型设计和新能源船舶的制

造，先后攻破了多个船型的压载水改硫改装、巴拿马改装等
项目设计，其中绿色节能支线箱船关键技术研究获中国航海
学会2019年度科学技术一等奖，152K穿梭油轮设计与建造
关键技术研究项目获中远海运重工2015年度优秀科技成果
二等奖。

张明
浙江冠素堂食品有限公司非遗传承人
他是观音饼加工技艺的第四代非遗传承人，为了让非遗

手艺顺应时代需求，他带领团队利用信息化技术改进生产流
程、创新生产工艺，使公司实现了从传统手工作坊到现代化生
产企业的蜕变。2021年他参与的观音饼团体标准制定项目被
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批准为“品字标”团体标准。他先后被
授予舟山市“五一”劳动奖章、舟山市“首席工人”等称号。

吴颖君
中共党员，国网舟山供电公司普陀供电分公司运检室副主任
她潜心钻研电力运检技术，多次荣获国家级、省级创新

奖项。她秉持“精研细实，产学优创”的工作理念，带领团队
攻坚克难、创新创效、屡创佳绩。作为舟山公司生产技能类
五级专家，她多次参与重大项目攻关，在推动企业科技创新、
转型发展、技艺传承、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先后
获得“浙江青年工匠”、国网舟山供电公司劳动模范等称号。

为进一步激发我
区各类创新主体活
力，提升干事创业热
情，近日，区文明办以

“最美创新人”为主题
推选出了 2024年第
一季度“普陀好人”，
具体入选人员及相关
事迹如下：

周慧
浙江中科立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周慧，国家引才计划专家，长期从事高分子材料方面的

基础应用研究。2019年加入中科立德公司后，带领研发团
队致力于开发新型多功能水性锂离子电池粘结剂，突破了
行业技术瓶颈，降低了储能锂离子电池的生产成本，进一步
推进了储能锂离子电池产业化进程，属国内首创，具有国际
领先水平，已通过浙江制造品字认证。

杨友
万邦船舶重工（舟山）有限公司工段长
他牵头组织了多项工装改造以及新型设备、新型工

具的研发与制作，其中率先对进口设备的使用操作人员
及设备维修保养制度进行了优化和改善，通过革新，有效
提高了生产效率，确保了设备的安全和使用率，完成设备
对生产的满足能力，降低了设备维修费用。在公司的13
年间，他带领着工段的同事先后7次获得公司最佳团队
奖，6次获公司年度创新奖。2021年参与完成的超高压
水除锈车项目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2022年获舟山市
“首席工人”称号。

王元波
中共党员，舟山市鑫亚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品质管理部

经理
他发明了主配电板功能测试法，研发出船舶电机综合

检测系统等新型自动化设备，用新技术新工艺为公司解决
生产难题，也为公司培育了一批新生代技术能手。2015年，
由他的名字命名的操作法被普陀区命名为先进职业操作
法。他参与的创新项目中有一项入选2022年“浙江工匠”培
养项目，另有两项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他本人获普陀区
“技术能手”称号。

魏庆龙
舟山希诺赛长寿医学中心细胞生产制备总监
他从2022年3月份起主持“干细胞大规模3D培养技

术建立以及应用研究”项目。目前他带领的团队已成功
建立脐带和羊膜两种干细胞3D培养技术，每次培养的扩
增倍数约为13倍，高于2D的10倍扩增，总体扩增倍数可
以达到 5000倍以上，细胞的活率可以达到 85%以上，细
胞纯度在95%以上。其团队凭借该项目成功取得发明专
利1项，填补了我国在研制培养3D干细胞产品领域的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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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按照“四新”（新赛道、
新技术、新平台、新机制）标准，
国务院国资委遴选确定了首批
启航企业，加快新领域新赛道布
局、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去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
围绕加快培育创新型国有企
业，启动实施启航企业培育工
程，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
点遴选一批有潜力有基础的初
创期企业，在管理上充分授权、
要素上充分集聚、激励上充分
保障，加快塑造新动能新优势，
打造未来“独角兽”企业和科技
领军企业。

此次遴选出的首批启航企
业多数成立于3年以内，重点布

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
药等新兴领域，企业核心技术
骨干平均年龄35岁左右。

例如，中电信量子信息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加快建设抗量
子计算的新型安全基础设施，
积极推动量子通信产业化和量
子计算实用化；西安煤科透明
地质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研发
地质垂直领域大模型产品，有
望赋能我国煤矿安全、智能、绿
色开发和地下空间综合利用；
航天新长征医疗器械（北京）有
限公司与北京协和医院开展医
工结合，积极推进面向重症急
救领域的“人工肺”等高端生命
支持设备研制攻关。

（来源：《科技日报》）

为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国务院国资委确定首批启航企业

日前，爱思唯尔信息分析
公司正式发布2023“中国高被
引学者”榜单。本次共计5801
人上榜。上榜学者来自496所
高校、企业及科研机构，覆盖了
10个教育部学科领域中的84
门一级学科。

从机构上看，上榜学者数排
名前五位的机构分别是中国科学
院（537人）、清华大学（266人）、浙
江大学（233人）、北京大学（201
人）、上海交通大学（179人）。

从学科领域看，哲学领域
上榜 11人、经济学领域上榜
132人、法学领域上榜44人、教

育学领域上榜56人、文学领域
上榜42人、理学领域上榜1681
人、工学领域上榜2618人、农学
领域上榜229人、医学领域上榜
712人、管理学领域上榜 276
人。

据悉，榜单从多个维度观
测学者指标，展示了学者的研
究成果在学术或科研领域的影
响力还能展示出中国科研领域
的人才分布现状，呈现出各机
构、高校优势学科构成及学术
影响力，以及在关键技术研究
和各重点领域的顶尖人才。

（来源：《科技日报》）

2023“中国高被引学者”年度榜单发布

再次冲击固态锂电池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
的电动汽车大国，中国锂离子电
池产量和产能居全球第一。统计
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70%的锂
离子电池、99%的磷酸铁锂正极材
料由中国企业生产。

中国锂电池如何保持世界领
先地位？陈立泉心中早有设想：
必须发展固态锂电池。“固态锂电
池依然是未来可再充电池技术的
核心。抓住第一机会才能掌握主
动权。”这一20世纪70年代因各
方条件不成熟而被搁置的理想，
被陈立泉再次提及。他敏锐地察
觉到，是时候再次向固态锂电池
发起冲击了。

发展固态锂电池，有其必然
性。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达到
每公斤300瓦时已接近极限，燃烧
与爆炸等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因
此，未来要想将能量密度提高到
每公斤500瓦时，就必须发展固态
锂电池。由于固态锂电池是用固
态电解质替代液体电解质，能够
避免燃烧和爆炸的危险，安全性
大大提高。

陈立泉说，放眼世界，美国寄
希望于锂硫、锂空等下一代高比
能二次锂电池，同时希望在下一
代锂电池硅基负极和层状多元过
渡金属氧化物材料领域取得突
破；日本、韩国则在硫化物固体电
解质研究方面技术领先、知识产
权积累深厚，在保持优势的同时
不断开拓创新。

“下一代锂电池应是全固态
锂电池。如果我们将全固态锂电
池技术攻克了，再去做锂硫、锂空
电池，相关技术难题就会迎刃而
解。”这一次，陈立泉更加自信。

固态锂电“保持领先”

2013年，陈立泉提出中国固
态锂电池的发展愿景——争取5

年实现产业化。
中国科学院过去数十年的研

究和产业化实践，为这一愿景打
下了坚实基础。为了尽可能利用
现有锂离子电池的生产设备和技
术工艺，陈立泉和团队成员提出
了“原位固态化”的方案：在现有
的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中增加添加
剂，让正负极表面的固体电解质
层变厚，直至液体电解质完全变
成固体。

2016年，物理所孵化的北京卫
蓝新能源公司（以下简称卫蓝新能
源）成立，使原位固态化技术实现
了产业化。2018年，能量密度每公
斤300瓦时的固态电池进行装车试
验。2019年，卫蓝新能源固态电池
产品在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和安全
性等方面均为世界第一。

愿景的实现需要攻坚克难，
为此，物理所团队持续奋斗着。

2013年，中国科学院启动战
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变革性
纳米产业制造技术聚焦”，物理所
研究员李泓担任其中长续航动力
锂电池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纳米
硅负极材料得到了支持。2017
年，溧阳天目先导电池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成立，纳米硅负极材料
在工程上加速发展，并最终实现
了大规模量产，为我国锂离子电
池能量密度超过每公斤360瓦时
作出了贡献。

李泓解释说，与石墨材料相
比，硅碳作为负极材料优势更佳，
硅材料的理论质量比容量最高可
达每克4200毫安时，远大于石墨的
每克372毫安时，是目前已知负极
材料中理论比容量最高的材料。

“可实用化的固态电解质材
料、固固界面问题，以及使用固态
电解质材料后现有正负极材料能
否在电池中发挥得更好，过去液
态电解质不能用的正负极材料是
否有重新应用的机会，是否有新正
负极材料更适应固态电解质……

这些都是需要广泛深入研究的问
题。”李泓说。

“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想做
的全固态锂电池，今天应该可以

‘复活’了。”黄学杰感到很欣慰，
他们在做一件被事实证明越来越
好的事情。“可能还需要10到15
年的时间，全固态锂电池会被越
来越多的企业和用户接受，这一
代电池性能与安全性将会成倍提
升。”

为了加快这一进程，陈立泉呼
吁，锂电池企业应尽快与科研单
位和原材料企业合作，解决应用
新的电池材料及电池体系的科学
技术和工程问题，在短期内生产
出高能量密度的合格电池产品。
同时，要破除对国外装备和技术
的迷信，尽快用先进国产设备“武
装”锂电企业，增强我国锂电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学术界、工程界、
产业界联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
究紧密结合，加快研究成果产业
化进程。”

如今，当年的3人小组已经发
展成百人大团队，固态离子学与
能源材料课题组也成为物理所历
史上唯一成功“复活”的课题组。

尽管在所有储能技术中，锂离
子电池能量转换效率最高、综合
性能最好，但锂资源供应存在挑
战。目前我国70%的锂资源依赖
进口，供应链上存在风险，且难以
同时满足交通、智能电网和可再
生能源大规模储能的需求。

“一旦在供应链上出现风险，
对我们损害极大，我们必须开辟
新赛道，开发不受资源限制的电
池体系。钠离子电池是一个极佳
选择。”物理所清洁能源实验室主
任胡勇胜研究员说。

中国科学院提前布局钠离子
电池基础研究，在国家需要的时
候能够挺身而出，物理所团队提
出多种新型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含铜基氧化物）和负极材料（煤

基碳材料）。两年时间里，国内首
个钠离子软包电池和圆柱电池在
物理所相继诞生。

2017年，基于物理所核心正
负极材料的知识产权，国内首家
钠离子电池企业中科海钠应运而
生。

2019年3月，世界首座100千
瓦时钠离子电池储能电站在江苏
溧阳诞生。2021年6月，研究团队
在山西太原推出全球首套兆瓦时
钠离子电池光储充智能微网系
统，并成功投入运行。2023年12
月，团队向南方电网交付十兆瓦
时钠离子电池用于储能系统试制
验证和性能评估。

“我国钠离子电池不论是在材
料体系和电池综合性能等技术研
发方面，还是在产业化推进速度、
示范应用以及标准制定等方面均
处于国际前列，已具备先发优
势。”胡勇胜说。

如今，距离最初陈立泉开启电
动汽车电池材料研究已过去近半
个世纪。几十年来，材料更新、技
术迭代，物理所打造了一个又一
个电池新高地。唯一不变的，是
一代代科研人员勇攀高峰、敢为
人先、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精神
血脉。

在一次电动汽车论坛上，陈立
泉再次描述了他对电池未来发展
的期望：“固态电池大干快上，引
领电动中国；钠离子电池并驾齐
驱，助推能源互联。”

2024年新年前夕，国家主席
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互联网，发表了二〇二四年新年
贺词。其中提到，新能源汽车、锂
电池、光伏产品给中国制造增添
了新亮色。中国以自强不息的精
神奋力攀登，到处都是日新月异
的创造。

中国的锂电池正突破重围、势
不可挡。

（来源：《中国科学报》）

中国锂电池“突围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