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合交流 发展创新 

——“我为融合发展做贡献”文化建设主题月活动感想 

支撑部门党支部 吴美玲 

大连化物所与青岛能源所两所融合发展是实现我所良性循环发

展难得的历史机遇，我所可借助大连化物所这个优势平台，取长补短，

加强沟通，实现青岛能源所跨越发展。在两所融合发展的新形势下，

对中试中心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中试中心的一员，结合我

所实际提出以下思考，希望能有助于服务所内团队，支撑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 

一、中试中心取得的成绩回顾 

中试中心是研究所支撑模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自组建以来针

对中试放大过程中的共性瓶颈问题和科研活动中工程技术需求开展

了科研装备、工程装备研制、工程设计、工程咨询、系统集成等一系

列开放服务活动。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心初步具备了工程技术服务、

配套保障服务、系统集成与技术转移转化等工程技术开发能力，取得

了一些成功经验。 

1、结合团队工程需求，抽丝剥茧，找出理论创新到技术创新涉

及的技术问题主线。围绕研究所一三五总体发展部署，配合团队开展

中试项目设计、控制与系统改造、机械加工、中试平台搭建等保障服

务，在此过程中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升级，推进了研究所中试与产业化

平台的建设与发展。例如，在沼气团队产业化服务过程中，我中心围

绕生物燃气领域物联网技术开发空白的现状，结合团队工程需求，进

行了“基于物联网的生物燃气云平台”开发，系统一经开发完成即获

得用户的好评，在新疆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山西、宁夏、甘

肃、湖北等地区连片应用推广，并通过了山东省科技成果鉴定；2016



年本系统又升级应用于国内最大的青岛平度南村秸秆生物燃气产业

化工程。 

2、与科研团队分工协作，细化技术内涵，落实技术要素，实现

理论模型向工程技术模型的转化。例如，在大相比有机液膜两相萃取

分离装置开发过程中，中心针对团队提出的针套针鼓泡油膜生成技术

原理，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种气泡辅助有机液膜发生器”，

完成 1m3/规模 2 级萃取-1 级反萃中试系统，实现了技术成果的原理

性实验；在此基础上，为了满足大相比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推广条件，

适应现场废水处理量大、盐度低、固体颗粒物含量高等水质特点，又

进行了“气泡液膜发生器”、“油水分离器”等关键部件的改进设计，

将中试装置中易腐易堵的针套针油膜生成方案改为精密组件内穿聚

四氟管嵌套方案，完成了 10m3/天规模放大装置开发调试，并通过了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鉴定。 

3、精细设计，认真施工，确保工程元素的落实，实现技术构想

和技术工程目标。为推动科技成果的技术应用突破，中心在“硼同位

素模拟移动床色谱分离技术”、“氧化-生物可控降解薄膜技术”、“微

藻养殖与烟道气 CO2固定与减排技术”、“沼气智能监控与物联网开发”

等技术领域围绕产业应用需求，在前期中试技术开发基础上，开展工

程项目工艺系统设计、控制、机械设计、平面布置、设备管道、土建

等施工设计与设备加工、施工安装与系统调试，打通了技术产业化上

下游衔接，获得了市场的初步认可，推动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示范。 

二、中试中心发展的问题分析 

尽管中心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但我们也深刻意识到中心未来的

发展还面临着若干制约其创新跨越、持续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对接团队服务，人员短缺，工程技术力量相对薄弱 



中试中心要走工程化、产业化道路，工程力量还相对薄弱，尤其

是不能像大型设计院、工程公司一样具备相应的资质和多层次的人员

配置，这就导致中心工程技术人员不能全面系统地去支撑，尤其是针

对重大突破项目，仅能提供某一技术层面的服务，因此中心对内外合

作模式还有待深入探讨。 

另外，随着所内中试项目和平台的增加，中试服务面不断扩大，

人员短缺，尤其是技师队伍人手不够的问题越来越凸显，中心不能很

好的深入团队支撑工作，造成工作积压、服务质量下降，亟需解决人

员短缺的难题。 

2、工程技术服务的量化机制和考核不够完善 

中试是产品正式投产前的中间试验阶段，从小试放大到中试过程

中，原料储存、物料输送与计量、搅拌、反应控制、中间测量等均需

要对工艺流程和操作方法的反复验证；而且中试装置开发过程，往往

是小试工艺的放大，为尽可能还原小试工艺，大部分为非标设计；所

以中试开发程序复杂、繁琐、多变，工程技术服务的计量和考核也相

对困难，激励机制不明确，激励动力不足，这一系列问题导致中心工

作亮点不突出，工程技术人员的价值不能有效体现。 

3、过程控制程序建设还不够完善 

为规范和加强中心的建设、运行和管理，中心初步建立了管理运

行的基本组织架构与制度体系，其中包括《中试岗位职责》、《有偿服

务管理办法》、《中试试验区管理规定》、《中试巡检制度》、《中试安全

管理大纲》、《安全标识管理规定》、《中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

和一系列安全操作规程等。这些制度的建设一定程度上为中试技术开

发工作提供了质量保证和安全保证。但在运行中发现，还缺少过程控

制程序和组织监督程序，不能有效控制项目进程和服务质量。 

4、自有知识产权能力建设和对外优势宣传不足 



中心虽然在团队支撑服务、工程装备研制、平台搭建、工程创新

能力建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核心装备开发、国家、省市级

应用技术申报、专利申报等方面不足，还没形成突破意义的优势成果；

在技术信息宣传方面也未引起足够重视，导致中心知名度不高，核心

竞争力没能有效体现。 

三、中心融合发展措施建议 

中试是科技成果向生产领域转化的重要通道和桥梁。两所融合的

新形势下，研究所面向应用的推动力将得到强化，通过与大化所技术

力量协作互补，中心技术能力和服务内涵也将扩大。因此，在后期的

工程服务方面，中心将充分利用融合发展的机遇，围绕研究所一三五

目标和大化所产业化的工程技术需求市场，开展中心的工作定位和布

局，实现中心跨越式发展。  

1、深入制度建设，改进工作机制 

结合中试项目特点，加强各种质量与安全制度的建设，建立较完

善的符合中心发展需要、激励创新的动态制度体系。首先参照现代企

业管理制度，将团队合作模式制度化、流程化，深入控制程序管理，

抓好项目管理工作；其次，通过前置项目审批、设计、采购、施工、

调试等环节过程节点与质量控制，做好技术跟踪和服务，确保项目设

计与建设目标的达标实现；再次，做好工程技术服务计量和考核管理

办法，调动中心工程技术人员的服务积极性。 

2、加强工程技术人才队伍培育及社会化工程技术人才共享机制

建设 

通过引进与培养相结合，加强高级工程师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工

程技术人员的自主培养力度。同时，为了更好的服务团队科技成果的

工程化及产业化，建议加强外协工程技术支撑队伍建设；比如，通过

与社会大型设计院、工程公司合作，设立机械、电气、控制、公用设



备、建筑、结构、水暖、动力工程、化学工程、生物工程、环境工程

等专业领域优秀储备人才库，建立人才共享机制，形成布局合理、层

次多元的人才结构，以弥补中心人员短缺的现状。 

3、创新服务模式，加强支撑服务能力建设 

将服务团队科研成果的工程技术转化为中心目标，按照技术成长

脉络，提供全套工程服务，即参与团队从原理验证-小试装置-中试系

统设计与验证-示范项目设计与验证全过程，携手团队共同制定成果

转化技术方案，确定中试放大系统组成和关键环节技术指标，跟踪产

品制造和系统运行等，确保实现最佳技术目标。鼓励中心科研人员深

入企业调研，定期与企业进行项目沟通、协调及合作研究；对于项目

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能集合企业、课题组及研究所力量，建

立所企资质的融合机制，协同攻关予以解决，以便使科研人员更加关

注科研成果的技术转移，努力提高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程度。 

4、树立技术营销意识，加强对外优势宣传 

面向市场制定技术营销战略，促进技术平台的网络建设及信息流

通渠道建设。通过不定期走访所内团队，对接团队技术需求信息；主

动在科研团队工程项目中积极参与项目工艺选择、设备选型、对外洽

谈等环节，帮助科研团队解决工程技术实际问题，展示中试工程技术

力量和核心价值；通过网站、专业报刊、宣传册、展板等方式加强中

心技术优势宣传。 

5、开展核心技术、核心设备开发，加强软实力申报  

与科研团队紧密结合，开展核心技术、核心设备开发与推广工作；

围绕所一三五规划实施，在重大突破和重点培育技术产业方向，形成

几项突破意义的成果，争取国家、省市级应用技术立项申报，开展相

关技术攻关；积极进行专利技术申报，推动自有知识产权能力建设，

推动技术成果实现技术转移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