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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提名公示表 

项目名称 百万吨级甲醇制烯烃成套技术设计与优化 

提名单位 河南省 提名等级 
科技进步一等

奖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 

知识

产权

（标

准）类

别 

知识产权

（标准）具

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标准

编号） 

授权（标

准发布）

日期 

证书编号 

（标准批

准发布部

门） 

权利人

（标准起

草单位） 

发明人（标

准起草人） 

发明

专利

（标

准）有

效状

态 

实用

新型 

一种含氧化

合物制低碳

烯烃反应器 

中国 2012203
42436.5 

2013.01.
23 

2667882 

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

公司、中

石化洛阳

工程有限

公司 

陈俊武;刘

昱;乔立功;

陈香生;施

磊;张洁 

 

有效 

发明 

含氧化合物

制烯烃工艺

反应生成气

预处理方法

及设备 

中国 2008100
49467.X 

2013.02.
27 

1142307 

中石化洛

阳工程有

限公司 

陈俊武;刘

昱;施磊;乔

立功;张洁;

梁龙虎;陈

香生;赵予

川;董利萍 

 

有效 

发明 

一种低碳烯

烃气体的分

离方法 

 

中国 

2010101
88717.5 

2014.03.
26 

1369245 

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

公司、中

石化洛阳

工程有限

公司 

陈俊武;刘

昱;王雷;施

磊;乔立功;

张洁;梁龙

虎;李海瑞 

 

有效 

实用

新型 

一种含氧化

合物制取低

碳烯烃装置 

中国 2012203
42679.9 

2013.02.
27 

2726931 中国石化

集团洛阳

石油化工

工程公司 

乔立功；陈

俊武；刘昱；

施磊；陈香

生；梁龙虎；

张洁 

 

有效 

发明 

一种降低含

氧化合物制

烯烃装置能

耗的方法 

中国 2011102
53698.4 

2016.01.
13 

1917550 

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

有限公

司、中石

化洛阳工

程有限公

司 

乔立功;汤

红年;施磊;

陈俊武;刘

昱;张洁;昌

国平;李海

瑞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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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 

一种甲醇转

化制取低碳

烯烃气体的

分离方法 

 

中国 

2008102
31483.0 

2008.12.
14 

1113431 

中国石化

集团洛阳

石油化工

工程公司 

陈俊武;刘

昱;王雷;施

磊;乔立功;

张洁;梁龙

虎 

 

有效 

发明 

一种含氧化

合物制低碳

烯烃副产物

中碳四及更

重组分的转

化工艺 

2012102

57538.1 

2008.7.

26（分案

提交日

2012.7.

17） 

2016.6.

8 

 

中石化洛

阳工程有

限公司 

陈俊武;刘

昱;施磊;乔

立功;张洁; 

梁龙虎;陈

香生 

有效 

发明 

一种降低含

氧化合物制

烯烃装置能

耗的方法 

中国 2011102

53681.9 

2011.8.

25 

 

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

有 限 公

司、中石

化洛阳工

程有限公

司 

施磊;乔立

功;汤红年;

陈俊武;刘

昱;张洁;昌

国平;李海

瑞 

有效 

实用

新型 

一种气体进

料分布器 

中国 2008200
06211.6 

2008.11.
26 

1137456 

中国石化

集团洛阳

石油化工

工程公司 

张世成;刘

昱;陈俊武;

顾月章; 

施磊;梁龙

虎;乔立功;

李丽 

 

过期 

实用

新型 

一种卧管式

第三级旋风

分离器 

 

中国 

2007200
92965.3 

2007.11.
17 

1113431 

中国石化

集团洛阳

石油化工

工程公司 

张世成;刘

昱;陈俊武;

顾月章;施

磊;梁龙虎;

乔立功;李

丽;陈香生;

田永成 

 

过期 

 
 



 3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陈俊武 排名 1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中国科学院院士、正高 

工作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DMTO 工程技术开发和工程设计总指导： 

1、 指导制定 DMTO 工业化工程技术开发设计原则和工业化各阶段的设计方案； 

2、 指导制定首套百万吨级规模的 DMTO 示范装置的工程设计方案、流态化试验和开工准

则，指导解决大型化 DMTO 装置的工程技术难题； 

3、 指导制定烯烃分离工艺方案； 

4、 指导工业装置运行数据分析和设计优化讨论； 

5、 对本技术第 1、2、3创新点有直接贡献。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刘昱 排名 2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正高、国家设计大师 

工作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DMTO 工程技术开发技术负责人、DMTO 工程设计项目总工程师： 

1、 制定满足甲醇制低碳烯烃（DMTO）技术工程开发的技术方案，解决工程开发过程中的

技术问题； 

2、 确定工业化各阶段的设计方案，指导工业化装置的开车、运行、试验和总结等工作； 

3、 制定世界首套百万吨级规模的 DMTO 示范装置的工程设计方案、流态化试验和开工准

则；解决大型化 DMTO 装置的工程技术难题，指导首套 DMTO 装置的开车、运行工作； 

4、 制定烯烃分离工艺方案和工程设计方案，指导首套一体化 DMTO 装置的开车、运行及

总结； 

5、 主持工业装置运行数据分析和设计优化讨论，确定优化方案并组织实施； 

6、 对本技术第 1、2、3创新点有直接贡献。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刘中民 排名 3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中国工程院院士、正高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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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组织编制设计工艺包基础数据，提出工业化装置设计的原则性要求； 

2、参加设计评审，对设计提出建议； 

3、参与工业装置运行数据分析和设计优化讨论； 

4、对本技术第 1、3创新点有直接贡献。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王国良 排名 4 

行政职务 党委书记 技术职称 正高 

工作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主管并组织 DMTO 工程技术开发和设计工作；协调解决工程技术开发及首套示范装置设计

和建设中的难题，推进了 DMTO 工业化示范装置的成功运行。 

2、对本技术第 1、2、3创新点有直接贡献。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乔立功 排名 5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正高 

工作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DMTO 工程技术开发、DMTO 工程设计工艺审核人： 

1、 参与制定满足甲醇制低碳烯烃（DMTO）技术工程开发的技术方案，解决工程开发过程

中的技术问题； 

2、 参与确定工业化各阶段的设计方案，指导工业化装置的开车、运行、试验和总结等工

作； 

3、 参与制定世界首套百万吨级规模的 DMTO 示范装置的工程设计方案、流态化试验和开

工准则；解决大型化 DMTO 装置的工程技术难题，指导首套 DMTO 装置的开车、运行工

作； 

4、 参与制定烯烃分离工艺方案和工程设计方案，指导首套一体化 DMTO 装置的开车、运

行及总结； 

5、 进行工业装置运行数据分析和设计优化讨论，确定优化方案并实施； 

6、 对本技术第 1、2、3创新点有直接贡献。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施磊 排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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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副高 

工作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DMTO 工程技术开发、DMTO 工程设计工艺负责人： 

1、 参与制定满足甲醇制低碳烯烃（DMTO）技术工程开发的技术方案，解决工程开发过程中

的技术问题； 

2、 参与确定工业化各阶段的设计方案，指导工业化装置的开车、运行、试验和总结等工作； 

3、 参与制定世界首套百万吨级规模的 DMTO 示范装置的工程设计方案、流态化试验和开工

准则；解决大型化 DMTO 装置的工程技术难题，指导首套 DMTO 装置的开车、运行工作； 

4、 参与制定烯烃分离工艺方案和工程设计方案，指导首套一体化 DMTO 装置的开车、运行

及总结； 

5、 进行工业装置运行数据分析和设计优化讨论，确定优化方案并实施； 

6、 对本技术第 1、2、3创新点有直接贡献。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王雷 排名 7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副高 

工作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DMTO 烯烃分离工艺与工程技术开发、烯烃分离工程设计工艺负责人： 

1、参与制定烯烃分离工艺方案和工程设计方案； 

2、具体负责工艺流程模拟、工程设计、编写操作手册、参与指导工业化装置开车和装置标

定等工作； 

3、参与工业装置运行数据分析和设计优化讨论并实施； 

4、对本技术第 2 创新点有直接贡献。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张世成 排名 8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正高 

工作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DMTO 工程技术开发及首套 DMTO 工业生产装置设计的设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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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解决工程开发过程中的设备技术问题；设计了最关键的反应器及再生器； 

2、 参与工业装置运行设备问题分析和设计优化讨论； 

3、对本技术第 1、3创新点有直接贡献。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张晋峰 排名 9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正高 

工作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DMTO 及烯烃分离工程开发及首套 DMTO 工业生产装置设计的管道设计负责人； 

1、参与解决工程开发过程中的管道专业技术问题； 

2、负责 DMTO 装置及烯烃分离装置设备平面布置、管道布置、管道选材、管道应力分析的

优化、标准化和模块化工作； 

3、对本技术第 1、2、3 创新点有直接贡献。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马广明 排名 10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副高 

工作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DMTO 工程技术开发及首套 DMTO 工业生产装置设计自控负责人； 

1、参与解决工程开发过程中的自控专业技术问题； 

2、参与工业装置运行自控问题分析和设计优化讨论； 

3、对本技术第 1、3 创新点有直接贡献。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梁龙虎 排名 11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正高 

工作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 组织并参与工艺工程技术开发工作； 

2、参与该技术的大型化工程技术开发工作和首套大型工业装置技术方案的工程技术开发

工作； 

3、参加该技术的商业化推广应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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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本技术第 1、3创新点有直接贡献。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汪红 排名 12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正高 

工作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DMTO 工程技术开发及首套 DMTO 工业生产装置设计的热工负责人； 

1、创新的将甲醇强制循环气化取热应用在反应器中，进行了再生器内外取热系统优化设计

工作； 

2、 参与工业装置运行热工数据分析和设计优化讨论； 

3、 对本技术第 1、3创新点有直接贡献。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顾月章 排名 13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正高 

工作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DMTO 工程技术开发及首套 DMTO 工业生产装置设计的设备审核人； 

1、 参与解决工程开发过程中的设备技术问题；  

2、 参与工业装置运行设备问题分析和设计优化讨论； 

3、 对本技术第 1、3创新点有直接贡献。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汤红年 排名 14 

行政职务 副总工程师 技术职称 正高 

工作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 组织并参与烯烃分离工艺工程技术开发工作； 

2、 参与工业装置运行数据分析和设计优化讨论； 

3、 对本技术第 2创新点有直接贡献。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叶茂 排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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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正高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 

1、参与部分工艺包基础数据编制； 

2、参与工业装置运行数据分析和设计优化讨论。 

3、对本技术第 1、3创新点有直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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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排名 1 

创新推广贡献： 

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在合作单位前期一系列催化剂和反应工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甲醇制烯烃反应和工艺具有诱导期、反应快速、强放热、催化剂快速失活且需要控制再

生高定碳等特征和要求，通过合理设定放大规模、逐级放大解决一系列工程化问题的再

创新，进行了甲醇制烯烃（DMTO）技术的工程化开发，实现了大型工业化设计，达到了

工业应用的目的。率先在世界上首次使甲醇制烯烃技术成为可实现产业化的成套工程技

术；通过多套商业化装置的运行，解决装置遇到的各种工程技术难题，进行长周期的工

业装置的验证，进行工程技术的持续改进和优化提升；同时开发出适合 DMTO 产品气的高

效烯烃分离的工艺和工程技术，形成从甲醇进料到生产出合格的乙烯和丙烯目的产品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流程的技术覆盖。实现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煤制烯烃产业化。

对国家石油替代的实施和保障国家能源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我国煤炭高效清洁

利用和推动煤炭工业的转型升级。 

主要创新点如下： 

1）率先在世界上首创了完整的甲醇制烯烃成套工程技术，完成了百万吨级商业化装

置的设计，实现了该类技术的全球首次工业化。 

2）创新开发了与甲醇制烯烃（DMTO）高效耦合的烯烃分离技术，形成了反再分离一

体化百万吨级 DMTO 成套技术，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应用。 

3）对 DMTO 工程化技术进行持续改进和优化提升，开发和设计了提高烯烃收率和装

置长周期运行的配套技术，形成了更高效的甲醇制烯烃工程化技术。 

本项目率先在全球实现了甲醇制烯烃技术工业化应用“零”的突破，共获得 10 项发

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归属明晰。 

    至 2019 年 11 月，该成果已投产 14套装置，烯烃（乙烯+丙烯）产能为 791 万吨/年，

市场占有率达 61.9%。已实现技术许可 25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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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刘中民 所 在 地 辽宁省大连市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传    真 0411-84686597 邮政编码 116023 

通讯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 457 号 

联 系 人 杜伟 单位电话 0411-84379172 移动电话 15898192607 

电子邮箱 duwei@dicp.ac.cn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项目主要合作单位，提出甲醇制烯烃流化床工艺路线，合作完成世界首次工业性试验，负责编

制 DMTO 技术工艺包设计基础数据，提出工业化装置设计的原则性要求并参与评审，分析、优化工

业装置运行数据。在项目的后续推广应用阶段，与专利运营商共同进行商业化推广和技术服务工作。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是一个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应用研究和技术转化相结合，

以任务带学科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研究所。2011 年 10 月启动筹建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拥有催化

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甲醇制烯烃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国家级科技

创新平台。自建所以来，造就了若干享誉国内外的科学家及一大批高素质研究和技术人才，先后有

20 位科学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4位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位当选为

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目前，共有职工 1213 人，在所工作的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5人，

引进国家“千人计划”6人。“十二五”期间，大连化物所累积研发支出近 50亿元，取得各类科研

成果 215 项，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50 余项。2013 年，张存浩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2014 年，“甲醇制取低碳烯烃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十二五”期间，累计

申请专利 4002 件，其中发明专利 3725 件，累计专利授权 1278 件；累计申请国外专利 350 余件，

获得国外专利授权 90 余件。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

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