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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程学会   

            中纺学[2017]64号 

关于公示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向中国科协推荐

第十二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提名人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根据中国科协相关文件（科协学函管字〔2017〕115 号）

的要求和规定，中国纺织工程学会面向各团体会员单位、专业

委员会及省级纺织工程学会启动了第十二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提名人推荐工作（中纺学[2017]57 号），经过推荐和评议，

向中国科协拟推荐的提名人为程博闻和张清华二名同志，现将

候选人及其简介（见附件）予以公示。公示时间：2017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6 日。公示范围：被题名人所在单位及推荐机

构、中国纺织工程学会。 

如对上述人选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与中国纺织工程学会

学术处以实名方式联系。 

受理电话：010-65917711，65972191 

传    真：010-65016539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延静里中街 3号主楼 6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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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白琼琼  刘 军   

电子邮箱：ctesxueshuchu@126.com 

 

附件：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拟向中国科协推荐的第十二届光华工

程科技奖提名人及其简介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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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拟向中国科协推荐的 

第十二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提名人及其简介 

（被推选人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序） 

被提名人之一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称 推荐单位 

程博闻 男 1963.1 天津工业大学  

副校长 

教授 天津工业大学 

简介：程博闻长期致力于纤维材料及其产业用纺织品的科研与教学工作。面

向我国在环保、国防、能源等领域对纺织新材料的重大需求，以产业用纤维

新材料为先导，以新型非织造材料关键技术为核心，以产业用纺织品的创新

为重点开展研究，主要成就和贡献如下： 

1.破了功能纤维材料的一系列关键制备技术，建立了成套产业化集成技

术，实现了国产功能纤维生产技术的提升。 

他解决了纤维用纳米功能材料制备、多相体系纺丝成形、纤维加工等系

列科学与技术难题，揭示了纤维功能组分对纤维性能（导电、抗菌、吸附）

的影响规律，形成了功能纤维复合纺丝设备与生产线设计、功能涂覆复合纤

维生产、产品性能评价等成套产业化集成技术，成功实现了复合导电纤维、

天然抗菌功能纤维、吸油纤维、柔性无机纳微纤维的产业化；建立了科学有

效的纤维、纤维集合体与制品的性能测试与评价体系；此外，建成了中国第

一条高性能中空纤维反渗透膜中试生产线。 

上述研究成果，复合导电纤维和吸油纤维相关的技术指标均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领域的空白，获得 2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其他成果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天津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技术发明奖 1项；发表 SCI收录论文近 60篇，申报授

权专利 15项。 

2.建立了以直接纺丝成网为核心技术的新型非织造材料制备体系，引领

相关理论、技术与产业的发展。积极参与国家、区域和行业的发展战略研究，

成绩显著。 

他重点研究直接纺丝成网为核心技术的新型非织造材料制备原理与新技

术、纤维集聚体结构设计与应用的关系、非织造设备装备等。 

针对熔喷非织造材料制备技术的发展瓶颈，他揭示了电荷储存机制和驻

极材料过滤机理，合成了纳米磁性多面体倍半硅氧烷（Fe3O4-POSS）驻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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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了纳米掺杂双组分熔喷耐久驻极纳微纤维非织造材料制备技术，开发了

短纤插层复合熔喷非织造材料制备技术，研发了层间复合协同增效熔喷非织

造材料制备技术，开发出了一步法熔喷微/纳交叠纤维非织造材料制备技术，

分别实现了高效、低阻非织造过滤材料、高弹耐压复合熔喷非织造材料、兼

具电、磁双驻极效应和优异抗菌性能非织造防护材料和复合熔喷非织造保暖

材料产业化，产品远销欧美，在甲流等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系列保暖材料已装备全军部队，极大地提升了我军的单兵机动能力；显著提

升了我国纺丝成网非织造技术和装备水平，对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结构

调整、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发明了溶液喷射纺和静电溶液喷射纺规模化微纳米纤维制备技术，解决

了传统微纳米纤维制备技术制备效率低的难题，实现了微纳米纤维规模化制

备技术的突破；开发了聚苯硫醚纤维织物水电解隔膜生产的关键技术，为电

能转化为清洁的氢能提供了非常关键的材料，水电解设备大量出口欧洲；实

现了镍氢电池非织造隔膜材料和柔性无机纳米纤维隔热及有机物功能吸附等

非织造材料的产业化；自主设计了闪蒸纺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细纤维非织造

材料的超临界流体的高温高压纺丝设备，全面形成了相关成套技术与生产工

艺，并进行了工程化放大。 

组织建成了各类国家和省部级创新平台，组建了工大军工研究院，承担

了多项军工重大任务；积极加强与国内相关企业和国际知名大学的合作，积

极参与国家、天津市和行业的相关领域发展战略、规划和标准研究，为我国

由纺织大国迈向纺织强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上述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

进步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3 项、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技术发明奖 1

项，近年发表 SCI收录论文 100多篇，申报授权专利 30余项。2014年获全国

优秀科技工作者，2016年度获得中国纺织学术大奖。 

 
 

被提名人之二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称 推荐单位 

张清华 男 1970.7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副院长 

教授 东华大学 

简介：张清华长期从事聚酰亚胺高性能纤维的研究工作，以纤维制备过程中

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瓶颈”为主要突破口，着力解决聚合物合成、

纤维成形与微结构调控等关键问题。提出并建立了“反应纺丝”制备聚酰亚

胺纤维的新原理和新方法，形成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干法纺丝制备聚

酰亚胺纤维的理论基础和技术集成；以此为基础，建成了国际上首条干法纺



 5 

聚酰亚胺纤维 1000吨级生产线，产品成功应用于特种防护和高温过滤领域，

推动了我国高性能纤维的跨越式发展。遴选为 2014年人社部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入选 2015年科

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6年中国纺织学术带头人。 

近三十年来，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直将聚酰亚胺纤维列为高性

能材料的重要研究方向。为此，被提名人聚焦于聚酰亚胺纤维制备的关键科

学和工程技术问题的研究，以期实现该纤维的规模化生产和应用。主要学术

贡献、创新成果及社会经济效益如下： 

1. 提出并建立了聚酰亚胺干法成形“反应纺丝”的新原理和新方法，构

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干法纺丝制备聚酰亚胺纤维的理论体系。 

干法纺丝则是纺丝浆液通过喷丝孔后，丝条经过 10 米长的高温甬道

（>200℃）使溶剂迅速挥发，生成纤维。与湿法纺丝方法相比，干法成形具

有避免凝固浴、环保、纺速快等优点，但干法成形过程中纤维在高温甬道中

的快速环化反应这一“瓶颈”问题限制了该纤维的规模化制备。为此，被推

荐人提出了聚酰亚胺纤维干法纺丝成形过程中“化学反应”的新概念和新方

法，揭示了干法纺丝动力学模型和纤维微结构调控机制，并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理论体系，颠覆了纤维成形过程中不涉及化学反应的传统纤维制备方法，

解决了后处理等多个工序的难题，提高了生产效率，为纤维“绿色”规模化

生产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2. 建成了国际上首条干法纺聚酰亚胺纤维 1000吨/年生产线，实现了纤

维的差别化和多功能化。 

围绕干法纺丝成形过程中“反应纺丝”这一创新性思路，攻克了纺丝浆

液的合成、纤维干法成形与后处理以及设备的成套化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

自主研制了国际上首套干法纺 PI纤维的成套技术和关键装备，实现生产工艺

集成与装备的高效匹配，建成了国际上首条干法纺耐热型聚酰亚胺纤维 1000

吨/年生产线。 

3. 干法纺聚酰亚胺纤维在环境保护、特种防护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得到成

功应用。 

在环境保护领域，由聚酰亚胺纤维编制的耐高温袋式除尘器，已成功应

用于高温过滤领域，对治理因燃煤、水泥生产、垃圾焚烧等工业产生的 PM10

和 PM2.5 所造成的大气污染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安全防护和紧急救灾领域，

聚酰亚胺纤维在火焰中不燃烧、不熔融，而且没有烟雾放出，由该纤维制备

的消防服装明显提升了消防官兵的自我保护和紧急救灾能力。在国防建设方

面，聚酰亚胺纤维的耐候性是其它聚合物纤维无法比拟的，在国防和航天工

业，高性能聚酰亚胺纤维可用于制造固体火箭发动机壳体，制造先进战斗机、

运输机和航天器的机身、主翼、后翼等部件，可在地面武器系统、舰船、海

陆空战斗武器减重等军控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目前该纤维已成功应用于某型

号战术导弹的内绝热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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