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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鲁企企获获两两项项科科技技进进步步一一等等奖奖
我省共有28个项目获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本报济南1月9日讯（记者 张頔）
1月9日，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在北京举行，我省有2 8个项目荣获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数量比
2013年增加了三分之一。我省的浪潮集
团有限公司和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
所主持完成的两个项目分别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

浪潮集团主持完成的“高端容错计
算机系统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是近年
来计算机领域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科技大
奖。上台领奖的浪潮集团首席科学家王
恩东介绍,项目成果天梭K1系统是中国
第一台高端容错计算机，最大可扩展32

颗处理器，每分钟能够完成几百万次联
机事务处理，可用性达到99.9994%。天梭K1
使得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3个有能
力研制32路高端容错计算机的国家。

山东康平纳集团主持完成的“筒子
纱数字化自动染色成套技术与装备”项
目，是我国纺织机械行业获得的第一个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上台领奖的山东
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队范介
绍，该项目装备实现了100多台套设备、
2000多个参数在线检测、实时全流程闭
环控制，超过了德国、意大利等国际先进
技术水平。

在总计318个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

中,我省共斩获28项，相比2013年度的21
项增长了3成。28个奖项中包括1个国家
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参与完成），2个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主持完成），17个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个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5个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在获奖项目中，山东悦龙橡胶科技
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超深水半潜式钻
井平台研发与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特等奖；浪潮集团主持完成的“高端容
错计算机系统关键技术与应用”和山东
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主持完成的“筒子
纱数字化自动染色成套技术与装备”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
来25人获奖，其中有3位是咱山东老乡。
2006年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李振声是淄博人,

他被誉为“小麦之父”。2008年得主王忠诚
是烟台人,是我国神经外科领域的开拓者、
我国显微神经外科创始人 ,有“万颅之魂”
之誉。2013年得主张存浩是无棣人，为推动
化学激光领域的快速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此外，2012年得主郑哲敏,原籍虽是
浙江鄞县,但生于济南。 本报记者 张頔

3位最高奖得主是咱老乡

相关链接

浪潮研发的天梭K1系统经受住一系列检验

破破国国外外垄垄断断，，让让信信息息传传输输不不出出错错

当我们在机场
办理登机手续时，在
银行取款存款时，用
手机和远方亲友通
话时……都离不开
信息数据的传输。这
少不了高性能、高可
靠的高端容错计算
机。此前高端容错计
算机只有美日两国
能够生产，而由浪潮
研发的天梭K1系统
却打破了这种垄断。

康平纳集团染纱车间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控制

染染纱纱机机器器代代替替人人，，用用工工减减七七成成

提起纺织印染，
人们往往会想到染
坊里工人穿梭于染
缸之间挥汗如雨的
场景，但记者来到位
于泰安的山东康平
纳集团采访时却发
现，这里的染纱车间
已实现了全流程自
动化控制，技术人员
动动按钮就能完成
一系列工序。

第一台天梭K1已稳定运行1500多天

高端容错计算机项目总设计师、浪潮
集团首席科学家王恩东介绍，作为专门承
担关键应用系统的系统平台，高端容错计
算机一旦出现停机事故，将会严重伤害客
户业务，甚至在社会经济层面造成影响，所
以，能够提供99 . 999%的高可用性，可以7
×24小时不间断运行是高端容错计算机最
基本的应用需求。

从可用性的角度看，研制高端容错计算
机就像用积木来搭一个摩天大厦，必须开
发一套完整的容错技术来消除每个可能出
现的问题，保证系统运行的连续性。天梭
K1容错技术经受住了实际应用的检验，第
一台应用的天梭K1系统迄今为止已经连
续运行了1500多天，十分稳定。

研发自主平台事关国家信息安全

在天梭K1问世之前，国内使用的高端容
错计算机受到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和国际厂
商的市场垄断，中国的核心系统和机密数据
长期以来运行在国外的平台上。进口设备在
技术上完全不可控，2013年爆发的斯诺登事
件证明美国正在利用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后
门对中国进行信息窥探和攻击，这一现状甚
至给国家战略竞争造成了被动。

“研发高端容错计算机不仅是企业发
展的需要，也是国家信息安全的需要。”王
恩东说，“一开始我们起的项目代号是K2，
这是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代号，攀登
难度要远远高于珠峰。”在研制天梭K1过
程中，浪潮申请发明专利126项，其它知识
产权389项。

本报记者 张頔

本报记者 张頔
工人搬一天，机械手两次就能完成

康平纳集团董事长陈队范介绍，以毛纺
厂起家的康平纳从2006年开始考虑在染纱
环节能否实现“机器换人”的技术升级。

“以前染色是个辛苦活，在高湿的环境
中，一个工人每天要搬运8-10吨的筒子纱。”
陈队范说。康平纳实现了染纱自动化之后，染
料调配实现电脑控制，筒子纱搬运用上了一
次能负载5吨物料的机械手，整个染纱车间在
安静地运行，只有一两位技术员在常规巡视。

“综合算下来减少用工可以达到70%以上。”
陈队范介绍，全流程自动化使一次合

格率由80%提高到95%以上，染色生产效
率提高10%-15%。在同样的生产规模之
下，可以实现节水27%，节约蒸汽19 . 4%，
节电12 . 5%，减少污水排放26 . 7%。

去欧洲考察后决定研发机械

康平纳最早是做毛纺起家的，研发
纺织机械的想法最早源于陈队范的一次
海外考察经历。2002年，陈队范计划引进
一套进口设备来提高生产效率，于是去
了欧洲考察。参观了几家机械厂商之后，
在感叹外国纺织机械性能优良的同时，
陈队范还被这些成套设备的高价震动了
一下。

回国后陈队范开始四处联系科研机
构。在产学研的积极对接之下，康平纳集团
和机械总院的重点实验室组建了“纺织染
整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从2006年到
2012年，经过长达6年的攻关，生产线终于
组装成功，并拿到了32项自主知识产权，企
业累计投入一亿三千多万元。

康平纳集团的自动化车间里，只能见到巡视员。
本报记者 张頔 摄

王恩东展示天梭样机。本报记者 张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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