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对象创新价值、能力、贡献摘要

王文海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历经 30 年持续攻关迭代，取得了全集成工业自动

化控制系统、高端控制装备及系统设计开发平台、高安全成套专用控制系统、广

域协同可编程自动化控制系统、内生安全关键控制系统等系统性创新成果。 1)

研发成功自主可控的高端控制装备及系统设计开发平台，为重大工程高性能控制

系统的设计开发提供了硬件平台技术和软件平台技术。2)创建了高安全成套专用

控制系统的体系架构，提出了硬件系统、软件系统和工程系统的系列安全技术与

控制系统安全架构，成功研制出综合安全的成套专用控制装置及系统，各项安全

性指标超过国际主流品牌。3)攻克了广域协同可编程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总体设计、

复杂动态场景的全生命周期安全运行等技术难题，研发出可编程自动化控制装置

及系统，主要性能指标优于国际主流品牌。4)研发了工控系统全生命周期内生安

全主动防御大平台。成功解决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对工业控制装置

及系统的迫切需求，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工业控制系统技术体系和装备体系，各型

控制系统在冶金、能源、石化、环保等领域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应用 20000 余套。

王国胤 多粒度认知计算是候选人在国际上提出的一个认知科学、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的交叉学科前沿研究方向。候选人从精确数学和非精确数学这两条互补的学

术思路，研究不确定性知识的描述模型、生成模型、发现方法等基础理论问题，

形成“不确定性知识的多粒度发现理论模型与方法”基础理论创新成果；在网络

空间安全、智能社会治理、智能制造等行业应用中，攻克多粒度特征表达、高价

值密度小数据与低价值密度大数据融合分析、网络空间信息的多粒度认知理解、

多工序一体化生产智能管控的大数据建模等难题，取得一系列关键技术创新成果，

特别是，在网络空间大数据智能安全的应用任务中取得突出成效，该应用成果得

到多位中央领导重要批示（保密任务）。主持 2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 1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应邀作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特邀

大会报告 30 余次，组织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10 余次。候选人领导的多粒度认知

计算研究团队 2022 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领导的网络空间大

数据智能安全实验室 2023 年获批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刘付成 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操控飞行器 GNC 技术创新团队”负责人，

带领团队瞄准在轨服务与维护和深空探测两大战略领域，聚焦“轨道机动航天器

导航、制导与控制”核心技术，潜心攻关 20 年，形成了独立自主的理论方法和

技术体系。成果直接应用在我国首次自主火星探测，国内首次在轨服务与维护等



多个飞行验证任务，形成了覆盖行星际、远距离、近距离、超近距离的航天器自

主精准轨道机动能力。针对制约我国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关键核心产品“甚高精度

星敏感器”面临国外发达国家严格禁用的卡脖子难题，带领团队突破了低频误差、

高频误差和动态误差抑制等一系列难题，研制成功全国产化的甚高精度星敏感器，

在高分五号、天绘二号等多个国家型号重大型号中成功应用，填补我国甚高精度

星敏感器空白，实现了国产甚高精度星敏感器自主可控。团队已成长为我国轨道

机动航天器自主制导导航与控制理论研究、技术攻关、工程应用的骨干力量。

刘国友 从事功率半导体技术工作 30 余年，先后主持与承担国家重大科研课题

与产业化项目 10 余项，突破了高压 IGBT、大功率晶闸管和 SiC 等“卡脖子”

技术瓶颈与国外长期市场垄断，支撑了轨道交通和智能电网等高端装备创新发展

与产业安全，为我国大功率半导体产业由跟跑、并跑到局部领先做出了开创性和

系统性的贡献。近 3 年来，承担了高铁芯片等“卡脖子”技术课题，聚焦新一

代高铁 IGBT 芯片、大尺寸 IGBT 芯片及其超大容量压接封装、超薄片超精细沟

槽 IGBT 芯片、SiC 芯片及其高温封装等技术，主持研制了 3300V 和 6500V 高

压沟槽栅 IGBT 芯片、600A/4500V IGBT 芯片与 3600A/4500V 压接 IGBT、车规

级高功率密度 IGBT 芯片与模块、3300V 全 SiC 模块等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新增年销售收入超过 20 亿元，支撑了千亿级高铁、电网和新能源汽车等高

端装备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与产业安全，为交通强国、能源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做

出了新的贡献。

杨维清 长期从事能量采集、存储与传感一体化自供电监测技术的关键材料与器

件集成应用研究，从“材料开发-器件集成-工程应用”全链条研发了一体化自供

电监测技术，在线监测与控制空间受限重大战略装备关键部件的振动、压力、动

态位移等核心物理参量，为优特钢三辊减定径精密数控可调轧制重大装备、高速

列车转向架、航空发动机等关键部件监测与控制提供了关键核心技术；主持研制

出高效节能优特钢三辊减定径精密数控可调轧制机组重大装备，被认定为 2022

年度四川省重大技术装备国内首台套产品，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实现国产化应

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技术推广应用于梅西河大桥和明月峡长江大桥的结构

健康监测项目，并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主导了多项科技成果转化，转化经费

1899.79 万元。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 项）、JWKJW 重点项目（2 项）

等 10 余项科研项目，总经费 3000 余万元；担任中国超级电容器产业联盟副秘

书长、SusMat 杂志青年编委和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青年委员；承办国内学术

年会 2次(大会主席)，特邀报告 45 次；入选 Stanford-Elsevier 全球全领域

2%Top 科学家。



邹丽 2019 年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是第十七届中国青年女科

学家奖、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担

任“十三五”、“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在海洋工程环境、南海

近岛礁波浪演化理论及工程应用、深海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等方面开展了

系统性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被国际同行评价为“completely different”，“具

有开拓作用”，“useful works with significant results”，“开创了我国

近海岛礁细部波流海洋环境时空不均匀性理论预报的先河”等。主持研制了我国

首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海矿产智能混输装备系统“长远号”，成果被评价为

“该成果技术复杂、研制难度大，技术指标先进，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带

领团队成功在中国南海完成 500 米深海矿产智能混输系统海试，在中国深海采

矿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并入选中国十大海洋科技进展。

张昌金 参与多项国家重点武器型号、运载火箭的研制、生产配套及靶场飞行试

验工作，拥有多年丰富的航天军用型号遥测系统技术、传感器、变换器及测控仪

表设计、开发工作经验。在团队建设上，重视各级人员的梯队建设，充分发挥“老

带新”作用，带领金迈捷技术开发团队在高、精、尖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

绩。公司产品通过航天一院、三院两器评测。主要工作：1. 智能传感技术：智

能传感、智能网络、新一代智能遥测在“智能制造”、“智慧火箭”等国家战略

和技术发展前提下，智能传感器成为技术上的战略重地，带领团队攻克了智能传

感器关键技术点，解决行业痛点。此项技术已在航天一院等航天院所型号上应用。

2.全温区补偿技术：高精度传感器感知采用 TERPS 沟槽刻蚀硅谐振压力传感器

技术比现有压力测量技术提升测量范围、测量精度及稳定性，采用介质隔离结构

提升恶劣环境适用性。3.极限温区测量技术：超低（高）温液位、温度、压力测

量此项技术已应用在产品上，并通过民营商业航天等重要型号产品的验证。4.

特种传感：热流、分层温度、烧蚀、高速雷达定高感知等。航天专用特种传感器

适应特殊航天飞行环境下的温度、烧蚀厚度、热流等遥测参数的测量。特种传感

已应用在航天一院、三院、四院、七院等重点型号产品，并通过飞行试验验证，

可以为航天型号配套。

陈学东 我国机械动力学设计与控制领域专家。38 年来他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在多个 国家重大科技计划资助下，提出多场耦合机械动力学建模、计算与控制

方法，攻克超精装备控精度、动载装备减振动、重载装备增强度等系统技术，在

国内率先研发纳米精度工作台、准零刚度减振器、大型结构动态设计与试验系统

等，应用于国产首台 IC 光刻机、尖端机载仪器、世界首台极地超深钻机及跨域

移动无人系统等 15 类 50 种重大装备，实现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中多个首创或首



次。主要业绩和贡献：（1）发明纳米精度运动系统动力学设计与控制技术，率

先研发光刻机工作台，应用于国产首台 IC 光刻机，实现历史性突破； （2）发

明尖端仪器装备振动抑制技术，研制系列准零刚度减振器并产业化，用于 6 类

22 种装备，IC 光刻机减振器从无到有并跻身国际先进；（3）攻克重载装备结

构动力学设计与试验技术，应用于世界首台极地超深钻机和全球最高综采支架等

8 类 26 种装备，支撑国际领先；（4）突破水陆跨域移动无人系统动力学设计

与控制技术，研制 QT 搭载投放的跨域无人装备，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满足国

家急需。陈学东热爱祖国，学风正派，谦虚务实，为突破“卡脖子”实现国产自

主可控作出重要贡献。

梅生伟 随着大规模风光电力开发，我国电力系统正向新能源电力系统转变，传

统电能的存储、消纳与输送遭遇重大挑战。候选人在如下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非补燃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及核心装备。提出基于压缩热回馈的非补燃压缩空

气储能技术原理，主持研制非稳态压缩机、低㶲损换热器、宽工况空气透平发电

机等核心装备，形成完备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主持建成国家储能示范工程“江

苏金坛 60MW/300MWh 盐穴压缩空气储能电站”，效率 62%，国际领先。主持在

建 8 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引领储能产业新发展。二、大容量新能源远距离安

全输送技术：创建了交直流系统脆弱源和高危故障路径快速辨识技术及连锁故障

在线主动阻断技术，研制了交直流系统连锁故障在线阻断系统，应用于西电东送

主要输电通道,保障新能源安全输送功率 1.4 亿千瓦以上。三、大规模新能源高

效消纳理论与技术：创立了工程博弈论，解决了面向新能源电力系统的多主体多

目标不确定系统优化调控的科学问题。研发了新能源电力系统协同自律调度控制

系统，应用于青藏等地 700 多座风光场站，近五年消纳新能源 1300 亿度；全

面支撑青海全清洁能源供电，实现全省连续绿电 35 天，供电区域和时长创世界

纪录。

焦李成 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IEEE Fellow。现

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山学者杰出教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部主任、人工智能

研究院院长、智能感知与图像理解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科技委学部委

员、教育部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第六-七届副理事长、“一

带一路”人工智能创新联盟理事长、陕西省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

长、西安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人社部博士后管委会评议组专家、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1 年被批准为

“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家”、全国模范教师、陕西省西迁精神传承人。焦李

成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积极探索类脑认知机基础理论、智能遥感大数据解译技术



等前沿领域。面向经济主战场，积极参与和主持国家、教育部、陕西省、西安市

等人工智能相关计划的制定，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努力培养人工智能行业的科

技领军人才。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围绕雷达技术展开攻关，成功研制秦岭•西电

遥感脑，服务地方与国家建设。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成功研制导盲杖、眼控轮椅、

AI 校园疫情应急预警系统等。

高功率燃料电池精准制造技术团队 针对燃料电池制造精度低，寿命短、难以满

足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需求的技术难题。团队在长寿命金属极板、高精度电堆及产

业化推广方面取得创新成果：1）提出了“两板三场+不锈钢冲压+低成本涂层”

的双极板中国方案及制造技术，将极板流道深度尺寸控制在 10μm 的国际最好

水平；开发了层内掺杂、层间梯度的低成本耐蚀导电涂层，替代昂贵黄金涂层，

寿命超过 1 万小时，成本降低 90%以上。2）提出了燃料电池高可靠层叠与高一

致装配技术，提升了叠装接触均匀性，使 400 节电堆节间错位≤±16μm、将输

出功率从几十千瓦级及提升到 300 千瓦；研制出电堆高生产率叠装工艺系统，

装配效率提升 12 倍，一次合格率达 98%以上。基于上述技术创新，孵化了上海

治臻、建立国内首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金属双极板全流程产线，近三年作

为唯一供应商累计为上汽、一汽、东风、长城等提供 400 余万副金属双极板，

国内占有率超 80%；在此基础上，孵化出燃料电池头部企业上海氢晨，开发出全

球最大 300kW 燃料电池单堆，功率密度 6.5kW/L 国际领先，形成了年产 1 万

套电堆批量生产线，在上海临港、内蒙古包头、鄂尔多斯等多地推广运营示范，

为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建设做出贡献。

基于超维场技术的高端液晶显示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团队 半导体显示是影响国

计民生的重点行业，对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高端液晶显示

器具有高画质、高色域、高刷新率等优势，已广泛应用到专业办公、日常生活等

各场景，具有极大的市场规模。高文宝带领的基于超维场技术的高端液晶显示技

术研发与产业化团队，主导开展了多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及司内技术创新项目，

基于超维场技术，攻克了高端 LCD 显示产品画面闪烁、光晕以及信号稳定性等术

瓶颈，不断突破显示分辨率及刷新率的行业天花板，全球首发 15.6 FHD 500Hz

＋及 75 8K 288Hz 等极致高刷新率产品，成功实现产业化，产品涵盖笔记本、高

端显示器、电视等，覆盖专业办公、日常生活等各场景，获得国内外众多头部客

户的一致好评，带动了我国显示行业产业链的升级，助力推进国内显示产业技术

飞越，对夯实中国显示产业全球领导者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项目累计获得授权

专利 622 件，截止 2021 年实现了超 180 亿营收，经济效益巨大，巩固提升了

我国半导体显示行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市场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