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姓田，油田的田。”

他血脉流淌着石油基因，时刻不忘记自己是

油田人。

他是石化技能大师、中石化江苏油田工程技

术服务中心连续管项目部总工程师田明。

一封跨越 1800 公里的感谢信

这是一封跨越 1800 公里的感谢信：田明团

队帮助解决了茂名石化 260 万吨/浆态床清焦解

堵世界难题。

茂名石化 260 万吨/年 JTC 渣油加氢装置，

全球两套、国内首套，价值数十亿元，将劣质原

油、渣油变为轻质油。这套装置精贵，每年创效数

亿元。由于故障停工，装置出现油渣沉积，底部结

焦堵塞反应器。

这是一道世界级难题，国内外没有成熟解决

方案。得知田明是石化技能大师，茂名石化便向

中石化江苏油田工程技术服务中心求助，希望帮

助解决这一难题。

收到求助后，田明立即带领团队赶到中石化

茂名分公司。此前，国内外不少专家团队来过，但

一直未能有实质性突破。

3 天成功贯通反应器 A 焦炭层，3 天贯通反

应器 B、C 焦炭层，田明团队凭借精湛的技术，解

决了破焦难题，为渣油加氢装置完成抢修打下了

坚实基础，帮助茂名石化减少损失上亿元。

“整个施工过程既像第一次吃螃蟹的人要

胆大心细，又有点像瓷器店里打老鼠，要精细施

工、格外小心，更何况炼化板块都是高温高压、

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田明说，“当时对方求助

时，我们虽没有 100%把握，但这么多年来，我

们一直就是这样迎着困难而上，不断探索解决

问题。”

田明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想不到

的办法，困难越大越向前。”

“学好一门技术，端牢自己的饭碗”

今年 58 岁的田明，17 岁到油田工作，从作业工、测试工、仪

表工、井架工、大班、电器大班……到现在连续管项目部总工程

师，经历过 10 多个不同岗位，始终坚持在野外工作一线。同期

一起参加工作的工友，大多已转岗到后勤部门。

初中时田明成绩优秀，一直担任班长，本可以继续念高中，

将来可以考大学。但因兄弟姊妹多，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想早

点参加工作。父亲建议他考油田技校：“我们国家需要石油，学

好一门技术，才能为国家作贡献，才能端牢自己的饭碗。”

“学好一门技术！”这句话烙在田明心中，并成为他今后工

作中努力向前的动力。

田明在新疆参与西部大开发试油测试，别人轮休探亲，带

回的是土特产，而他背回的却是几十公斤重的氮气增压泵，没

白天没黑夜泡在工房琢磨，利用假期完成了“氮气泵的改进”等

技术成果。

试油是石油勘探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俗称给油藏做“B
超”。需要利用射孔弹射开套管，使油藏流体流进井筒，再借助

井下压力计、测试器完成测试，求取油井的产能、储量等参数，

是石油勘探最重要的施工环节之一。但射孔弹爆炸瞬间产生

的巨大冲击压力波，经常使同在井下录取资料的压力计因瞬

间压力过载而损坏。如何保护压力计降低损失，是行业的普遍

难题。

下班后回家的田明一直在苦苦思考，因为突然起风，房门

“啪”的一声被吹关上。他一下豁然开朗：“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不

就像风一样吗？”他设计出独特活门装置，爆炸时的冲击波被

“活门”瞬间关在外面，实现了压力计的保护。

在“压力计过载保护器”创新成果的基础上，田明继续完善

并形成“试油测试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创新项目，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

“第一次爬井架”的故事

在至今 41 年的职业生涯中，田明被授予的荣誉不胜枚举，

获得过“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7 中国年度十

大国匠”“中石化技能大师”“江苏大工匠”……但是他却特意向

笔者介绍起自己第一次爬井架的故事。

那是 2003 年 12 月，他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施

工，当时野外施工环境的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二三十摄氏

度。班长因为受凉感冒挂水，无法继续爬井架。在试油岗位中，

井架工非常辛苦，要经常爬上近 20 米高的井架进行作业。这

个岗位属于高空作业，对技能要求高，而且要具备较强的心理

素质。

看到班长患病，田明主动挺身而出：“我来上，我是单位的

人，单位的事就是我的事情。”

开始爬井架，田明体验到为什么有同事望而却步，冷风刺

骨，刮在脸上如刀割。此外由于是首次上井架，因为紧张腿肚

子发酸，很快田明第一次试爬就失败，下来重新调整。在向班

长请教、做好保护措施后，田明再次试爬……经过多次调整和

适应后，克服恐高、酷寒等种种困难，他终于登顶完成了施工

作业。

“后来经过多次锻炼后，不但不害怕，而且爬起来的速度更

快更熟练，甚至还摸索出一些技巧出来。”田明说，困难是个人

成长的最好磨炼，战胜困难的动力是责任和勇气。

15 年前，中国石化江苏油田成立了第一个工人层面的工作

室———“田明劳模创新工作室”，最初只有 5 人，如今已发展到

24 人。这里是集思广益、交流切磋的平台，更是攻克难题的“尖

刀班”，累计培养出 10 名高级技师，形成创新成果 150 多项，直

接创造经济效益数亿元。田明的徒弟周瑞介绍，师傅在传授技

术的同时，更强调要有责任心，时刻要牢记单位的事情就是自

己的事情，不要畏惧困难，大胆去实践。

“成绩和荣誉是结果，只能代表过去，唯有精神和信念通向

未来，可以薪火相传。”田明说。

4
姻2025年3月 10日 星期一

姻责编：赵彩娥

姻投稿：kxdbnews@163.com物

■

嵇
尚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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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孙九林开始从事

信息科学与技术在资源环境领域的应

用研究工作。那时，国家正在开展国土

规划，需要用计算机管理资源环境数

据，由于国内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所有

的工作需要从零开始，工作的难度可想

而知。接到了这个任务的孙九林没有退

缩,而是将目光从中国转向了全世界，他

了解到，美国用计算机管理银行账户。

这个发现，给孙九林的科研带来了启

发，“我找到了研发的切入点。”对于当

时的研发过程，孙九林用短短的一句话

进行了总结。

“我们用了不到 1 年的时间，提出了

建立我国国土资源数据库的总体方案，

并选择西南三省一市做试点。1985 年，

我国第一个国土资源数据库终于建成。

该数据库总体技术方案和软件系统被

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推广到全国各省区

应用，从而使我国资源环境领域的信息

化建设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提到这个

数据库，孙九林的眼中闪过自豪的光芒。

而作为这个项目的带头人，孙九林在喜

悦之余，又投入到了他热爱的信息科学

研发领域。

20 世纪 80 年代，孙九林首次提出

我国资源信息管理体系和分类编码、区

域开发模型体系、统计型空间信息系统

模式等，他用非凡的成绩在自己的大数

据之路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取得了具

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中国黄土高原国土

资源数据库及信息系统”“自然资源综合

开发决策信息系统”“自然资源数据库”

等多项科学大数据领域的重大成果，均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为中国的

信息科学在资源环境中的应用作出了开

拓性贡献。同时，他提出的建设“国家国

土资源信息系统总体方案”，成为当时国

家提出要建设的 24 个经济信息系统之

一。

勇于挑战 敢于担当

在孙九林的手中，科研是一支书写

奇迹的笔。而这支笔，在 20 世纪 90 年代

的农业领域展现了它的力量。

当时，中国的数据研究还在路上，国

家提出了用遥感技术实现农作物估产这个

新课题。面对新的挑战，孙九林再次出发，

“科研工作不同于其他的工作，勇气、耐心、

创新才是科研的真谛，所有的事情都要经历

从不懂到精通的过程，科研也是如此。”

面对着这个课题，孙九林很慎重，在

他看来，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历史，农业

乃国之根本，关系到国计民生，“我想的

最多的，就是怎样才能把零散的农业数

据收集、管理和广泛应用。”

在那段时间里，孙九林经常独自一

人在屋中走来走去，一方面考虑如何高

效收集数据，另一方面思考如何有效管

理和应用。他带领团队深入研究，在农业

信息化领域里用心播种。功夫不负有心

人，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历时 5 年，我

国的农业信息领域传出捷报———我国第

一个“多品种大面积遥感估产实用系统”

建成，并投入运行。

对于遥感估产系统，孙九林说了这

样一番话。“遥感估产系统在国际贸易中

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通过估产，就可以

预估他国某种作物的产量，从而预估他

国的进出口量，对农业生产有重要的指

导作用。”

深入探索 数据共享

2001 年，从事多年数据研究的孙九

林，以“农业信息工程专业”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农业、轻纺与环境工程学部”院

士。荣誉并没有让他满足现状，而是继

续从事大数据研究。

对他而言，数据是社会发展的重要

资源，数据源于社会，并要回到社会，只

有互动，才能促进中国大数据资源的循

环、发展和应用。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获取的数

据资源没有实现价值最 大化，其中 ，

数 据 的 流 通 是 它 发 挥 价 值 的 钥 匙 。

没有这把钥匙，就打不开数据资源

社会化的大门。因此，要加大数据的

流动性。

在孙九林看来，数据资源只有在流

动中才能体现真正的科学、经济和社会

价值。越是数据发达的时代，越需要让数

据共享，“大海之所以孕育万物，就在于

其流动性，数据的海洋也要保持这种流

动性。”为此，孙九林主持了“国家科学数

据共享工程规划”，并选择地球系统科学

领域进行实施。

我国也因为缺乏可真正运行的地球

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造成了数据资

源的重复投资和浪费，减缓了向地学强

国迈进的步伐。

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孙九林组织来

自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天文学等

领域的 40 多个单位 400 多名学者经过

10 多年的通力合作、锲而不舍、终于突

破了分散科学数据资源共享的难题，建

立了持续共享机制，找到了集成方法，制

定了标准规范，解决了关键技术，建成并

运行我国“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国家

平台”。平台为重大科研项目、民生工程

等提供了数据服务；盘活了分散在单位、

团队、个人手中的大量的科学数据资源，

创建了东北亚合作研究网络，建立了连

接美国、俄罗斯、欧洲、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的国际数据交换网络，影响力辐射到

全球。

平台通过国家“十五”“十一五”的试

点和建设，2011 年经科技部、财政部认

定，成为 23 家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之

一。并获 2014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入选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成就展

和“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对孙九林而言，平台就是数据共

享的钥匙，为了让这把钥匙拥有更多

的能动性，他们自主研发了首套全服

务化的分布式科学数据共享软件，具

有海量数据动态管理、站点故障自恢

复、跨平台部署、可二次开发与个性化

定制等特点，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平台

突破了海量地学数据高效存储与优化

检索、分布式安全统一访问、网络共享

知识产权保护等三大关键技术，率先提

出了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标准参考

模型，研制了可扩展的地球系统科学数

据分类、编码、集成与服务等相关规范，

形成多项国家标准，为不同学科、不同

类型的地学数据的一致性集成和统一

服务奠定了基础。

科研没有止境，孙九林一直秉承初

心，奋斗在大数据时代的前沿。“在信息

化时代，数据就是一切。”这就是孙九林

眼中的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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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的山西

中涂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一位年

仅 38 岁却已在科研一线深耕了 15 年的

高级工程师———高伟。他曾获得山西省

科学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山西省专利二

等奖等诸多荣誉，在交通道路标线领域

成果斐然。谈及参与研发的道路标线涂

料，高伟眼中满是期许：“希望它们能切

实减少交通事故，全力保护车辆与人身

安全。”

高伟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自幼便

展现出优异的学习成绩，对物理化学更

是兴趣浓厚。“上学时，最期待的就是做

实验，那些奇妙的化学反应，让我深深着

迷，总觉得 45 分钟的实验课时间太短

了！”2006 年，怀揣着对科学的热爱，他

顺利考入西安工业大学，毅然选择了材

料工程专业。

大学 4 年，实验室成了高伟的第二

个家。他整日与各类材料、实验器皿为

伴，时常因专注实验错过午饭时间，肚

子咕咕叫也浑然不觉。在他看来，材料

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其

每一次突破都推动着人类物质文明迈

向新高度。

2010 年，大学毕业的高伟踏入山西

中涂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此与道

路标线结下不解之缘，开启了深入研究

的征程。每当看到自己研发的材料历经

混合、研磨、过滤等工序，一袋袋、一桶

桶走下生产线运往世界各地，高伟心中

便涌起无限自豪。“我参与研发的产品

已远销赞比亚、埃塞俄比亚等海外国

家，在提升道路通行能力、改善车流行

驶条件、保障交通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

山西中涂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

科研人员打造了高规格实验室，这让高

伟如虎添翼。冷塑型双组分道路标线涂

料，便是他参与研制的王牌产品。这款产

品历经千百次实验才成功问世，一举打

破国外产品垄断，为公司开拓了广阔市

场。“过去，冷塑型双组分道路标线涂料

依赖进口，如今我们生产的产品不仅能

完全替代进口，部分性能更胜一筹。”高

伟介绍道，在山东某高速路面的混凝土

桥面微表处理后出现局部脱落问题，使

用这款产品施工仅 1 小时后，道路便恢

复通行。

此外，融合微表处理和电荷相斥技

术的抗污标线涂料，以及针对高寒高海

拔地区水泥路面的高韧性高附着高耐磨

涂料等，都凝聚着高伟的智慧与汗水。如

今，山西中涂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

通过三体系认证和首家 CCPC 交通产品

认证，涂料年产能达 20 万吨。其核心产

品冷塑型双组分标线涂料在港珠澳大

桥、冬奥会配套高速京礼高速等重点工

程中大放异彩，享誉海内外。

高伟的努力与付出收获了累累硕

果。他参与研发的“一种高亮标线涂料及

其制备方法”荣获全国科技成果研究中

心一等奖、山西省第二届发明专利二等

奖；“一种道路标线用热熔涂料”获山西

省第三届发明专利三等奖；“耐久型高亮

标线制备方法”获山西省科学技术发明

二等奖。

在高伟的带领下，科研团队持续发

力，助力公司将技术链延伸、拓展至新型

地坪材料、路面快速养护材料等其他表

面处理材料领域。目前，高伟手握 21 项

专利，涵盖树脂、底漆、双组分标线材料、

热熔型标线材料、水性标线材料、反光玻

璃珠、地坪材料和路面修复材料等多个

产品类别。

展望未来，高伟表示：“我将持续探

索新技术，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更领先

的新产品。”

■ 科学导报记者 马骏

高伟：科研赋能交通新材产业

谦和，如沐春风，这就是学生和同事

们眼中的孙九林。沉浸在大数据研究几

十年，从最初的初露锋芒到后来的洗尽

铅华，无论哪个时期的孙九林，对大数据

的热爱从未改变，即使是在信息化刚刚

起步阶段，他也对大数据的未来充满期

待。梦想落进现实，不能只靠想象，为此，

孙九林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用默默的耕

耘为中国的科技大数据发展贡献力量。

K 科技英才
keji ying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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