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 强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不 断 提 高 竞 争 力

近年来，我所高度重视知识产
权战略部署，在知识产权和技术
转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成
效。前不久，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对我
所知识产权战略工作做了专门批
示，对我所知识产权工作给予了肯
定。随后，《科学时报》和中科院院网
以“知识产权该如何加强战略策划”
为题，详细报道了我所创新自主知
识产权的一些做法及取得的成绩。

所领导为此强调，相关部门及
各研究室和全体科技人员要高度重
视知识产权的创造、获得和转移、应
用，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知识
产权战略研究和策划，把我所的知
识产权工作更加推向前进。

本期“知识产权专刊”刊登了所
内八位题目组组长撰写的文章。他
们在文章中介绍了有关课题项目的
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实施转移的
情况，希望大家阅读这些文章后能
受到启发，有所收获，并进一步增强
知识产权意识。

干 气 制 乙 苯 专 利 技 术 在 实 施 技 术 转 移 过 程 中 获 得 延 伸 与 扩 展

致 读 者

回顾 804 组的 20 年干气制乙苯专利
技术的创造、保护和实施转移，我们感慨
良多。谈一些体会，与大家交流。

催化裂化（FCC）干气作为炼油厂石
油催化裂化加工产生的尾气，含 20%左右
的乙烯，长期以来，被当成尾气废料烧掉
了。我国年加工石油能力达 9000 万吨（居
世界第二位），副产干气 300 万吨，含乙烯
50~60 万吨，损失是巨大的。为合理利用催
化裂化干气中的稀乙烯资源，同时缓解苯
乙烯供需矛盾，我所和抚顺石化公司联合
开发催化裂化干气制乙苯技术，自 1986 年
开始开发催化裂化干气制乙苯的分子筛技

术以来，至今已经开发了五代专利技术。
第一代技术于 1993 年在抚顺石油二厂

进行了 3 万吨 / 年规模的工业试验，生产出
纯度 99.6%的乙苯，于 1994 年通过中国石化
总公司组织的技术鉴定，鉴定专家组认为该
技术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1998 年，这一
技术被列为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创新性研究
成果。然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第一代干
气制乙苯技术就落后了。面对国际先进技术
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生存机遇的挑战，摆在我
所科研人员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要想保持
催化裂化干气制乙苯的技术优势，就一定要
不断实现自主技术创新。（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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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国立的科研机构，形成和实
施知识产权是我们科研工作的核心。为什
么这么说呢？我们申请经费、购置设备、招
募人才、开展研究的目的是要形成成果、
申请专利、发表文章、撰写专著，总而言之
是要形成各种各样的知识产权；我们与企
业洽谈项目合作、促进成果转化是为了把
我们开发的技术推向市场，应用于生产实
践，最终目标是要实施知识产权。

在现阶段，知识产权问题变得越来越
重要了。在最近几年开展的国内外重大科
技开发合作项目中，我们都深有体会，那
就是知识产权往往成为讨论合作事项的
起点和焦点。我们研发的一些具有极好市
场应用前景的技术，在参与国际竞争过程
中，遇到了国外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强
烈阻击。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需要真正

值；专利技术只有应用到生产实践，才能
参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才能真正发
挥出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

我们正处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机
会和挑战并存。《化物生活：知识产权专
刊》征集到我所科研人员在知识产权工作
方面的一些成功做法和经验，希望能对大
家的工作有所裨益，并愿大家在今后的科
研实践中更多地关注知识产权，提升我们
的工作。 （吴鸣 石瑛）

拿起知识产权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首先，要在我们重点发展的学科领

域，特别是应用研究方面，做好知识产权
战略研究。有了对国内外知识产权状况的
全面战略分析，就可以使我们的科研工作
有的放矢，把握住发展的前沿和热点，能
在竞争对手重重设防的情况下找到突破
的途径。

其次，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知识产权
产出率。对于化物所的原创性工作来说，
除了要申请专利外，还要制定相应的标
准，并争取形成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甚至
国际标准，建立多层次的知识产权体系，
构筑起我们的知识产权堡垒。

再次，要加强知识产权的经营，促进
知识产权的转化。知识产权只有得到实施
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实现科研人员的价

徐龙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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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 组一直致力于天然气廉价制氢
技术的研究，在合成气制造和氢气分离两
项关键技术上坚持创新，实现了重大技术
突破。主要体现在：

（1）所开发的天然气绝热转化制氢新
技术同传统工业化技术相比，将使装置投
资降低一个数量级以上，生产成本也将明
显降低；（2）采用创新方法制备的复合金
属钯膜取得了重大突破，其性能明显高于
文献报道的结果，标志着 60 年来其技术
水平始终停滞不前局面的结束，在氢分离
方面将具有广阔应用前景；（3）通过天然
气低温重整催化剂和高性能复合金属钯
膜两种关键材料的创新与突破，所开发的
天然气水蒸汽重整制氢新技术，使得制氢
温度同传统工业化技术相比降低摄氏
300 度左右，其制氢成本将大幅度降低。

力 争 创 新 与 突 破 加 强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促 进 氢 能 技 术 的 发 展

（上接一版）在认真分析国内外技术
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把降
低乙苯产品中二甲苯的含量和生产能耗、
提高催化剂和工艺的水平作为新技术的
关键突破点和创新点。通过我所与中国石
化总公司联合，终于开发出催化裂化干气
中乙烯与苯的烃化反应和多乙苯与苯的
反烃化反应分开的第二代技术，于 1999
年在大连投产 10 万吨规模生产装置。同
时我们又开发了气相烃化和液相反烃化
优化组合的第三代技术，赢得了抚顺石化
分公司的青睐。2003 年 9 月 11 日，抚顺石
化分公司 6 万吨 / 年催化裂化干气制乙
苯工业装置开工运行，催化剂的各项反应
性能均优于设计和合同指标，赢得了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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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新技术已经引起中国石油、英国石油
BP 公司等企业界的高度重视。

通过与企业界的合作，我们深刻认识
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实现产业化应用
必需高度重视的问题。我们的具体体会如
下：

一、创新研究成果出国一定要及时
申请专利，注意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刻不
容缓的。当今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世界
各国均希望占领相关技术的制高点，专利
保护已成为人们竞争的焦点，801 组在以
上几个关键技术上均及时申请了发明专
利保护。

二、与企业界的合作，一定要注意知
识产权与新增知识产权的区分。我们的基
础知识产权是原始发明专利，永远属于发
明单位或发明人，在与企业共同合作中所

产生的新增知识产权才可以由合作双方
共享。一个具体案例是，801 组在与英国石
油 BP 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对于我所申请
的发明专利“一种复合金属或合金钯膜及
其制备方法”，BP 公司资助在 30 多个国
家申请专利，但是知识产权仍然完全属于
我所，只有在合作过程中新发明的专利才
由双方共享。

三、与多个企业进行合作，一定要注
意区分合作的领域与内容，避免将来知识
产权纠纷。

总之，801 组在过去的科研工作中，
不仅注重技术的创新与突破，而且加强了
知识产权的保护，从而为其开发的先进的
氢能制备新技术在面向未来的产业化应
用方面奠定了必要和充分的基础。

徐恒泳

石化分公司的高度赞赏。
由于第三代技术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又得到了很好的专利保护，该技术受到了
石化企业的欢迎。仅 2004 年下半年到
2005 年上半年就相继转让给锦西（6 万吨
/ 年生产规模）、锦州（8 万吨）、大庆（10 万
吨）、海南（8 万吨）和华北（8 万吨）石化公
司，技术转让费达 2500 万元，催化剂销售
收入将达 7000 多万元，今年还将继续转
让到安庆（10 万吨）、兰星（8 万吨）等石化
企业。该技术开发成功和在这些石化企业
的推广应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对我国石油资源优化利用、提升
我国石化科技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抑制了国外技术进入中国市场，为我国石
化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我所干气制乙苯技术的实施应
用，企业的进一步需求又再次激发了我们
的科技创新动力。804 组在第三代专利技
术之后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催化裂化干气
催化蒸馏低温烷基化制乙苯”的第四代技
术，进行了中试及新型分子筛催化剂工业

放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又创新性地提出
了“催化裂化干气中稀乙烯与苯自热式变
相催化分离生产乙苯”的第五代技术，再次
引起了中国石油石化界的兴趣和重视。

我所立足该技术的自主开发，使专利
技术在实施转移中得到不断的延伸和扩
展。我们已经形成了催化裂化干气制乙苯
系列发明专利技术，并先后在美国等 11
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20 余
项，还有 20 多项专利等待授权，在我国石
油化工行业完全占据了国外同类产品曾
经占有的市场。截至 2005 年年底，通过对
该专利技术的许可使用，中国石油公司和
中国石化公司先后批准，在国内开工建设
7 套共计 56 万吨规模的干气制乙苯装
置，加上已经建成的抚顺、大连和锦州 3
套年产共 22 万吨规模的装置，利用干气
制乙苯技术生产乙苯的能力将达到 78 万
吨，销售收入可达近 80 亿元人民币。

我们从实践中总结出一条经验：科技
创新、专利保护和技术转移是804 组坚定
不移的主题。



在 合 成 乙 醇 等 一 碳 化 学 研 究 中 的
1973 年的石油危机提醒人们，世界

石油资源即将面临枯竭，促使世界各工业
国家寻求替代石油的其它资源，兴起一碳
化学研究的热潮。1975 年美国联碳公司
Wilson 报道了在负载的铑催化剂上可以
从 CO 加氢选择性地生成乙醇等二碳含
氧化合物，受到广泛的关注。各发达国家
相继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竞相开展研
究，寻求改进负载型铑基催化剂的制备方
法，期望得到能满足工业化要求的具有良
好活性和选择性的催化剂，申请了不少的
发明专利。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后期，805 组
把从合成气（H2 和 CO）制取乙醇等二碳
含氧化合物和汽柴油作为课题组的主要
研究方向。合成乙醇的研究进展很快，受
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得到国家计委的大力
支持，被列为国家“八五”重大科技攻关项
目。1996 年，我们在重庆垫江天然气化工
总厂成功地完成中试任务，试验结果受到
国内外科技界和企业界同行的关注，有来
信来电的，有来访的，有希望参加合作或
技术转让的，有些领导部门和企业的领导
对此表示关心。随着石油行情的变化，特
别是石油市场价格的攀升，对此结果的重
视程度不断地升高。由于我们的技术及时
申请了发明专利，国外的一些公司接踵而
来寻求与我们合作。2004 年英国石油 BP
公司邀请 805 组的科技人员访问英国，在
伦敦帝国理工大学建立了一套催化剂的
反应评价装置，由该大学的教授主持评价
我所制备的催化剂，取得与我所相同的结
果，证明了我所的研究结果是可以重复的
和可靠的，促进两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协议，加快了该技术的“研究－开
发－市场”的进程。在和 BP 公司的合作
中，我们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又立

即申请了几项 PCT。在这近 20 年的研究
中，805 组就合成乙醇等二碳含氧化合物
的研究共申请了中国发明专利 7 份，德国
专利、欧洲专利、美国专利、日本专利各一
份和覆盖世界主要国家的国际专利两份，
并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

合成汽柴油的研究，由于国际石油价
格曾一度处于较低的价位，合成油的竞争
力一时不够高，造成经费来源缺乏而暂时
停顿。当油价攀高，合成油具有足够竞争力
的时候，805 组不失时机地重新恢复该项
目的研究，并把催化剂体系由铁系转变为
钴系。由于承担该项目同志的积极努力和
创造性的艰辛工作，以及有前期一碳化学
合成催化剂制备技术的知识积累可借鉴，
很快就研制出性能优异和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催化剂。我们与中石化公司合作，于今
年夏天在浙江宁波镇海建立起年产合成油
和腊（高级润滑油原料）3000 吨的中试装
置，一次投产试验成功，取得令人鼓舞的好
结果。中石化公司已决定开始 200 万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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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业示范装置的设计。
回顾一碳化学研究开发近 20 年的历

程，我们的体会有以下两点，提出来与大
家交流：

一、在研究中注重创新，并形成具有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在我们开始合
成乙醇研究的时候，尽管有那么多国家的
许多科学家致力于该项目的研究，申请了
不少的发明专利，发表了许多的论文，但
没有一个国家进行过催化剂及过程的工
厂中间扩大试验，说明研究的结果离工业
化的要求还有距离。我们不可能依靠模仿
别人的结果或方法取得成功。我们的研究
能较快地取得领先于世界的结果在于在
工作中注重新问题和新方法的探索，发现
了影响催化剂性能的新规律，从而制备出
性能更加优异的催化剂。

二、在研究取得进展的时候，我们及
时地申请了相关的发明专利保护。在这经
济发展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没有自主知识
产权就无法保护我们创造发明和合法的
技术经济权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
国家为了发展工业购买外国的技术，付出
了多大的代价！我国的多少产品在出口
中，多少次因侵权而被外国公司要求索
赔！今天中国的或外国的企业之所以看好
我们的成果就是因为它是创新性的有知
识产权保护或能取得知识产权保护的研
究成果。

我国的经济在迅速发展，我国的科技
在进步，让缺少知识和知识产权的痛苦的
岁月快快地过去，让我国成为能不断创
新、善于创新和拥有越来越多知识产权的
科学强国和经济强国！

丁云杰 罗洪源

自 主 创 新 和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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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类氧化过程是国民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也是
石油化工等过程的核心技术。
在纤维、塑料和橡胶等石油化
工“三大合成”产业中，选择氧
化产品，如醇（包括一元醇、二
元醇）类、酚类、醛类、酮类、酯
类和酸类等，是化纤、塑料等关
系国计民生产品的重要有机化
工原料。

目前国内许多需求量大的
工业产品对外依赖度高，大型
生产工业装置为引进国外技
术，没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产品
进口和扩产改造费用很高，应
用和发展受到限制。因此开发
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有机催化
氧化新技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以环己烷氧化为例，目前
国内现有的五套大型装置均为
成套引进技术，共计花费了几
十亿美元的技术引进费用。国
外跨国公司如 DMS、大赛尔、
杜邦等为了实现技术垄断，不
仅申请了大量的环己烷催化氧
化国际专利，还专门申请了相
关的中国专利。

为了突破外国技术的封
锁，我们在深入研究分析环己
烷氧化机理和仔细比较现有金
属催化剂的优缺点的基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临床上诸多
疾病都会使血液中出现大量的异常物
质，血液净化是清除此类物质的有效
手段。据统计，全世界每年血液净化产
品的销售额超过 500 亿美元。尽快研
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血液净化产
品，打破国外对我国血液净化市场的
垄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年前，1809 组率先在国内开展
了免疫吸附血液净化材料的开发和研
制工作，成功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蛋白 A 免疫吸附血液净化材
料。该免疫吸附柱的基本性能与德国
费森优斯产品相当，而生产成本仅为
其国内销售价格的二十分之一，大大
降低了血液净化材料的成本。此技术
目前已有两项国家发明专利获得授
权，并有其它多项专利正在申报和受
理中。蛋白 A 免疫吸附柱在多家医疗
单位完成了 200 多例病人的临床治
疗，对系统性红斑狼疮、二次肾移植、
高 PRA 肾移植、肾移植急性排异、脂蛋
白肾病、肺出血－肾炎综合症、高冷球
蛋白血症等多种疑难病症具有良好的
治疗效果。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在血液净化
医用材料方面的研究水平，1809 组在
深入研究的同时，积极寻找该技术实
现产业化的合作伙伴。因为只有走技
术转移实施产业化这条道路才能实现
高技术的价值，与国外同类血液净化
产品相抗衡，真正降低血液净化材料
的成本。我所研制的血液净化创新研
究成果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山东省威海市的威高集团积极与我所
取得了联系。威高集团是中国医疗器
械行业的骨干企业、国家“863”产业化
基地、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血液净化材料在医疗器械中的特
殊性决定了这项成果的产业化主体必
须是专业化的高新技术企业，而威高
集团正是技术转移的理想合作伙伴。
经过与山东威高集团的多次商讨与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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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过大量的试验筛选，先后开发出了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纳米金属氧化物催化剂体系和有
机非金属催化剂两类多个品种的新型环己烷氧
化催化剂体系。申请有关发明专利 5 件，还在
国际重要杂志上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

为了使专利成果能较快地转化为生产力，
几年来与中石化巴陵分公司密切合作，克服多
项技术难题，先后完成小试、模试和侧线放大实
验，取得了较好的试验结果。形成了烃类选择氧
化新技术，为石油化工传统工业改造和技术升
级、资源节约、减轻污染和实现清洁生产提供了
技术支撑。

通过几年来的实践，我们深刻地体会到：
1）要想在传统技术领域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必
须依靠大胆创新；2）具有扎实的基础科学理论
是创新突破的前提；3）有了创新成果要及时取
得专利保护，并在此基础上及时与有实力的企
业合作，把技术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谈，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并于 2004
年 12 月 21 日举行了我所与山东威
高集团战略合作及技术转让签约仪
式，同时，我们还建立了中科院大连
化物所—山东威高集团血液净化材
料联合实验室。该联合实验室将致
力于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血液净化
生物医用材料和制品，由威高集团
对联合实验室每年提供运行经费，
由我所提供技术支持，进一步推动
血液净化器械及材料的技术进步和
健康发展，在血液净化生物医用材
料和制品领域努力实现进行知识创
新的目标。

2005 年 5 月 22 日，我所又与
山东威高集团在威海签订了“中科
院我所威高生物技术研发中心”协
议书。此协议的签订旨在进一步加
强院地合作，为我所生物技术成果
产业化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2005
年 4 月 9 日，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
了山东威高集团，并听取了陈学利
董事长有关我所研发的血液净化新
产品的工作汇报。胡锦涛主席拿着
我所研发的“血液净化免疫吸附柱”
样本，表达了对该项自主创新技术
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

1809 组在新型血液净化材料的
研发和应用方面做了大量的科研工
作，为我国建立了高端血液净化材
料的研发基地。同时，通过与威海威
高集团的合作，使新的血液净化技
术顺利实现产业化，形成高端血液
净化材料的生产基地，打破了国外
公司对我国的技术垄断。1809 组团
队又在新型血液净化用整体聚合材
料基质、大孔全血灌流材料、模拟配
体等前沿领域开始了新的创新科学
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血液净化技
术的创新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及专
利成果产业化必将为提高我国人民
的健康水平发挥重要作用，为提高
人民生活质量做出贡献。



液 流 储 能 电 池 技 术 的 开 拓 和 推 进

液流储能电池是一种可实现大规模
蓄电的高效电化学储能装置，与其它蓄电
池相比，液流电池系统有以下优点：第一，
能量效率可高达 70～80％；第二，蓄电容
量大，可达数十兆瓦；第三，蓄电容量和输
出功率可分别设计，电堆易于模块组合，
蓄电容量便于调节；第四，寿命长，可靠性
高，充放电时无其它二次电池常有的活性
物质的固相及形貌变化；第五，可超深度
放电而不引起电池的不可逆损伤；第六，
系统选址自由，占地少，系统封闭运行基
本无污染和噪音；第七，电池部件材料便
宜易得，性能稳定；第八，建设周期短，系
统运行和维护费用低。因此，液流储能电
池是规模储能的首选技术之一，并有着广
阔的应用前景。

液流电池在结构上与燃料电池有类
似之处，303 组在燃料电池研究开发方面
的技术积累，为液流电池的研发奠定了更

张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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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 组主要从事催化化学反应工程领
域的研究工作。几十年来，题目组发挥催
化剂研究及工程设计方面的优势，面向国
民经济需求，在承担国家“八五”、“九五”、

“十五”重大项目、企业项目和国际合作的
过程中，一方面注重开发自主创新能力和
知识产权保护，另一方面注重科技成果的
转化和应用。先后申请专利 39 项，并使这
些专利技术在企业得到推广和应用。
在科研工作的过程中，专利技术的形成、
编写和申请非常重要。我们在课题项目的
执行过程中，注意及时总结和整理各种成
果形式，把握主动，保护自主知识产权。例
如：在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大功率
燃料电池氢源”项目中，我们在富氢燃料
重整制氢过程催化剂研发、单元过程优化
及系统集成等关键技术和工艺方面取得
了众多实质性和突破性进展，及时申请了
中国专利 4 项。

在与美国康宁公司进行的天然气自
热重整制氢整体催化剂的研发合作中，重
视知识产权的共享，我们与该公司共同申
请了专利，力求在知识产权保护和转移工
作方面与国际接轨。

“一种高硫容浸渍活性炭干法脱硫
剂”专利技术的成功实施应用是我们组最
近几年专利技术转移的一个重要内容。上
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没有自己可用于
油田野外作业的干法脱硫剂，长庆油田使
用的是美国的干法脱硫剂，而且只能用美
国的脱硫剂。针对这一情况，我们的科技
工作者，冲破传统思维，大胆创新和实践，
开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硫容脱
硫剂，填补了天然气干法脱硫剂在国内的
空白，而且在价格上也大大低于美国的脱
硫剂，结束了其垄断的历史。现在该技术
已在国内多家油田使用。

“一种高浓度一氧化碳中脱除氧用的

王树东

保 护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推 动 专 利 技 术 应 用

抗毒催化剂及其制备”专利技术是应江西
索普集团的要求研究开发的用于醋酸合
成原料气高浓度一氧化碳净化的，食品级
二氧化碳净化催化剂是应 BOC 公司的要
求研发的，“一种硝酸尾气燃烧升温活性
非均布催化剂”是应沧州大化集团的要求
研发的。这几项技术在研发成功申请专利
后，在这些企业都得到了实际应用，另外，
我们还将“DCL 型燃煤固硫剂”专利技术
使用权转让给了广东粤首公司进行工业
化应用。

专利技术的成果转化为企业带来可
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非常好的
社会效益。

为了更大力度地推进专利技术的社
会化转移，在化物所的有利的政策引导
下，我们还将上述专利技术以无形资产方
式投入公司化运作。我们期待这些专利技
术会获得更大的工业化推广应用。

为坚实的基础。为满足国家在能源安全和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需求，在探索性研究取
得进展的基础上，303 组开展了液流电池
实验样机的研究开发。因为 PSB 采用廉价
的多硫化钠和溴化钠作为电解质，这对于
该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是非常有利的。因
此，303 组最初以 PSB 体系为研究方向，成
功研制出高效催化剂和廉价电极材料并
组装出百瓦级电池组。

在探索研究取得突破的基础上，303
组针对 PSB 的特殊性，进一步优化了电
池关键材料与操作条件，成功开发出千
瓦级和 10 千瓦级 PSB，单电池性能均匀。
为全面了解和掌握国际上研究的应用前
景较好的 PSB 和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的各
自特点，我们组在 PSB 液流储能电池研
究开发的基础上，又成功开发出额定输
出功率达到 10kW，最大放电功率大于 25
kW 的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系统运行稳

定，充、放电循环的能量效率达到 80%以
上。

液流储能电池系统技术通过了国家
科技部组织的专家组的验收和辽宁省科
技厅组织的专家组的成果鉴定，技术达到
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10 kW 级全钒
液流储能电池系统的研制成功对进一步
推进我国高效储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具
有重要意义。在研发过程中，303 组重视
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申报国家
发明专利 4 项，另外两项正在申请和受理
之中。

303 组正在进行 100kW VRB 液流储
能电池系统的开发工作，并重点考察耐久
性和可靠性，同时，为满足产业化的需求，
我们组正在进行低成本液流储能电池关
键材料的研究开发，并正在探讨与企业合
作，开展批量化生产技术，推进产业化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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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是高效无排放的能量转换单元，
可直接将现场化学能转化为电能，而无须经过
低效率的热机过程。近十几年来，作为汽车动力
源的燃料电池受到国际汽车产业界的大力支
持，发展迅速，已经开始了商业化示范。而今后
的十年，则是汽车用燃料电池产业化的关键时
期，一方面需要解决若干科学问题、提升技术集
成水平，另一方面还需要为传统产业链中缺失
的燃料电池产业环节做好铺垫。在这个承前启
后的时间点上，来审视燃料电池的知识产权战
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所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从事燃料电池
研发，是国内较早开展该项工作的单位，在该领
域具有深厚的积累。基于我所在化学化工方面
的学科优势，于上世纪 70 年代自主研制成功两
种型号航天用燃料电池系统，打下了从系统设
计、流场设计、多孔扩散电极工艺，到电催化剂
研制等方面的基础。

上世纪 90 年代，汽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
电池的研发兴起，我所也是国内较早介入其研
究的单位，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 1kW 氢氧燃料
电池电堆，并成为“九五”计划中国家科技攻关
项目“燃料电池技术”的牵头单位。基于自身的
积累，及对汽车产业规模生产和成本控制本质
的认识，我们坚持在低成本材料基础上构建汽
车用燃料电池的路线，联合国内相关院所，从关
键材料到系统进行自主研发，并于 2000 年研
制成功 30kW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并以
30kW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系统推动了国内首
辆燃料电池 + 蓄电池混合动力的中巴车。这些
电堆以低成本金属薄板为分隔板，当时仅有
1~2 家国际大公司采用该技术路线。期间，我所
已经拥有了近 40 余项发明专利和专有技术，涵
盖了从催化剂等关键材料到蒸发排热等系统工
艺的各个层面。

在进入新世纪之际，国际产业界均乐观地
认为燃料电池汽车可望在 2003~2005 年左右
实现商业化，国内也开始以“十五”国家高科技
计划重大专项形式支持燃料电池汽车的研发。
我们认识到知识产权必须要通过转化才能形成
现实生产力，于 2001 年以 35 项专利和专有技
术转移到由我所发起、联合国内相关投资单位
设立的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燃料电池
的前期产业化准备，并将这些自主创新成果应
用到所研制的汽车用燃料电池系统中。

其时，国内汽车产业并未实质性介入燃料
电池，市场风险较大，而且汽车使用条件下燃料
电池的适应性如何也未可知，具有潜在的技术
风险。结合国际上对氢能重要性的认知，我们和
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开展了“氢能的制备与利

用专利战略研究”的项目，进行了专利战略的专题
调研和跟踪研究，我们通过对 13868 篇专利文献
的分析研究，建立了规模制氢、移动制氢和燃料电
池电极催化剂专利基础数据库，并针对技术及知
识产权的关注要点，提供了在研究、开发和产业化
等方面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历经四年多的汽车用燃料电池系统研发，通
过由我所及新源动力团队密切配合，在产业目标
相对明确的情况下，加快了自主创新的步伐，研制
出不同压力体系的燃料电池系统、燃料电池电堆、
金属 / 膨胀石墨复合双极板、各类 MEA 及复合增
强质子交换膜，坚持低成本材料工艺路线，并配合
完成了整车的实验运行，新申报发明专利 100 余
项，形成了若干专有技术。同时，结合科研开发实
践和国际技术发展趋势，充分认识到汽车用燃料
电池离真正商业化目标仍有一段距离要走，特别
是在动态过程寿命、极端环境条件的适应能力，以
及材料与工艺的成本控制这三个方面，仍有许多
科学性的、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个过程既首
先需要汽车产业的大力牵引，也离不开更加深入
的基础研究与可持续的技术创新这个关键。过去
形成的无形资产，在技术持续创新过程中，在很大
程度上需要进行遴选、有所取舍，而新的基础突破
与技术创新需要源源不断地在产业化过程的各个
环节适时输入，以加速该过程的新陈代谢、减少产
业化过程的风险。

“十一五”末，我们提出了建设该领域可持续
创新能力的构想，由研究基地、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和产业基地分别履行基础突破 / 源头创新、工程放
大 / 产品化开发、批量试制 / 适应与引导市场的使
命，在保护自主创新的同时更着力于推进知识产
权的快速转移。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复以化物
所为技术依托、建设“燃料电池及氢源技术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并于最近对“燃料电池及氢源技术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授牌匾。我们将加强持续源头
创新能力，以专利和专有技术许可使用为主要形
式，将专利技术快速转移到国家工程中心，通过孵
化放大试验最终在产业基地投入应用。我们认为
这种做法，一方面在我国产业界自主的技术创新
能力建设仍需一个过程的情况下，会加速燃料电
池产业的推进过程，另一方面，在目前产学研结合
类中小型企业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也减
轻了企业接受知识产权转移的成本压力。

正如李国杰院士所言“分工与交换是人类社
会进步的动力，理解技术转移的必要性要从理解
分工和交换的意义开始”，如何对待燃料电池技术
转移的问题，需要我们更多地从科研和产业实践
中去归纳，需要更多地基于我国实际国情和自主
创新的精神去分析。我们期待着“Fuel Cell Pow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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