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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2016年度中纺联科技教育奖项在京颁发 
 

纤维材料创新是最大亮点 
 

记者  席萍  陶璐璐  周培 
 

 

    本报讯(记者 席萍 陶璐璐 周培)11月 23日下午，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主办、纺织之光科

技教育基金会协办的“纺织之光”2016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教育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隆重举行。大会颁发了 2016年度中纺联科学技术奖、“纺织之光”2016年度中纺联教育教学

成果奖、“纺织之光”2016 年度中纺联教师奖和学生奖，以及针织内衣创新贡献奖，埘行业内推

动行业科技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者进行了表彰。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王天凯，原会长杜钰洲，会长孙瑞哲，党委副书记兼秘书长、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高勇，中纺联副会长、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夏令敏，

党委副书记陈伟康，纪委书记王久新，副会长徐迎新、陈大鹏、李陵申、杨兆华、孙淮滨，中纺

联原副会长陈树津、张延恺、徐文英，以及中纺联各专业协会负责人，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纺织行业企业获奖代表纠 500人出席颁奖大会。 

    在大会颁发的 2016年度中纺联科学技术奖项目中，“大褶裥大提花机织面料喷气整体织造关

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等 12项成果获中纺联科学技术一等奖，“原色纤维混配呈色的全色域

纱线制造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等 46项成果获中纺联科学技术二等奖，“超高强高光洁特种纺织品

制造关键技术”等 56项成果获中纺联科学技术三等奖。“超弹贴身针织面料的研究与开发”等 11

项成果为“纺织之光”2016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针织内衣创新贡献奖。“纺织之光”2016年

度中纺联纺织教育教学成果奖项目共 101 项。其中，“基于校企共同体的工作室个性化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与实践”等 17 项教学成果获一等奖，“‘赛、课、证融通，学做案导学导做’教学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等 32项教学成果获二等奖，“技能竞赛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融合互联，实现动画

专业生校企三方共赢”等 52项教学成果获三等奖。 

    2016年“纺织之光”教师奖和学生奖获奖情况是:崔荣荣等 21名教师获纺织之光教师奖，东

华大学郭建生获纺织之光教师特别奖；彭灵慧等 147人获纺织之光学生奖，天津工业大学马友伟

和江南大学余光华分别获得纺织之光学生特别奖。 

    李陵申在表彰大会上分析说，今年的科技教育奖呈现以下四个突出特点。一是纤维材料高新

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纤维材料的创新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变革具有先导作用，其创新成果也是今年

纺织科技奖的重头戏。由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完成的“千吨级干喷湿纺高性能碳

纤维产业化关键技术及自主装备”项目，建成了国内首条千吨规模 T700/T800级碳纤维生产线，

产品对提高我国军用高性能碳纤维自主保障能力，支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由山东英利实业有限公司、保定天鹅新型纤维制造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的“万吨级新溶剂

法纤维素纤维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打破了国外同类产品的生产技术垄断，显著提升了

我国新溶剂法纤维素纤维的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 

    二是高性能功能化产业用纺织品技术创新取得重要进展。近年来，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快速发

展，已成为纺织行业发展新的经济增长极，为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由东华大学等单

位完成的“医卫防护材料关键加工技术及产业化”项目，针对医卫用纺织防护材料的高屏蔽性、

舒适性和低成本等核心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开发出了功能型医卫纺织材料，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显著提升了我国医卫用纺织防护材料的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由浙江理工大学等



 

第 2页 共 2页 

单位完成的“垃圾焚烧烟气处理过滤袋和高模量含氟纤维制备关键技术”项目，对烟尘过滤材料

的高滤效、低阻力和长寿命等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三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取得明显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是支撑绿色制造、推动绿色发展的

重要技术保障。由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的“聚酯酯化废水中有机物回收技术”项目，

针对聚酯酯化废水中有机物组成极其复杂、汽提后废水 COD 含量高等关键技术难题，开发出与

聚酯装置规模及工艺相匹配的系列化技术和装置，解决了废水中有机物回收率低的难题，极大地

降低了废水 COD排放。该技术已应用在 1137万吨的聚酯装置上，为促进化纤行业低碳减排、清

洁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由海盐海利环保纤维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的“高品质差别化再生聚酯纤

维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项目，将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运用于再生聚酯纤维生产，创新

并集成高品质差别化再生聚酯纤维产业化生产关键技术及装备，建成国内外规模最大的 15 万吨/

年的废弃聚酯瓶片加工清洗生产示范线和 20万吨/年再生聚酯纤维生产示范线。 

    四是技术标准的国际化取得突破性进展。技术标准是支撑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国际贸

易的重要规则。由中纺标检验认证有限公司等单位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制定了“ISO143892014

纺织品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四氢呋喃法”国际标准，统一了全球对纺织品中邻苯二甲酸酯的检测

方法，是近 20 年来首个中国标准国际化的成果，实现了我国由跟随采标到主导制定国际标准的

重大突破。 

    今年的纺织教育教学成果和教师奖、学生奖获奖项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方法与模式改革、学生能力培养、实践性教学等方面，充分体现了我国纺织

服装行业在教学改革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2016 年针织内衣创新贡献奖的 11 个项目中，其科技含量和创新点较往年有所提高，拥有发

明专利的项目达到 21个，占申报项目总数的 65.6%。获奖项目集中代表了针织内衣行业在智能生

产、新原料应用、无缝成型产品的研发、功能性针织产品开发等方面的创新成果。 

    在谈到我国纺织科技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时，李陵申指出，我国纺织工业发展步人深度转型升

级的新常态:全球纺织产业与贸易呈现新格局，国内外纺织消费市场蕴含新空间，纺织与互联网融

合催生新变革，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形成新局面，纺织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新要求。面对一系列新形

势，行业的科技工作要围绕当前科技发展的新形态与新趋势，抓住国内消费需求升级的契机，加

大信息网络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行业科技发展注入新动能。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已表彰奖励纺织科技奖 1185 项、优秀教师和学

生共计 3503名、优秀教学成果奖 881 项、针织内衣创新贡献奖 78 项、应用基础研究 43 项、科

技成果推广 93 项、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 135 人、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 11 人及 16 家获奖

单位。 

    会议还为“2015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者孙德荣、胡广敏颁发了证书，并为纺织之光科

技教育基金会捐赠企业康平纳、中纺联检测中心、中国纺织教育学会颁发捐赠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