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

青海省拟推荐成果项目的公示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联合开展第七届全国职工优秀

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的预通知》（工劳经字[2023]2 号）和青

海省总工会《关于做好第七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申报

工作的通知》（青总办通（[2023]12号）精神，经各级工会自下

而上逐级推荐、资格审查，并经省总工会初评，现将第七届全

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青海省拟推荐成果项目名单

及简介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2 月 28日至 3 月 6 日。如有异议，

请于 3 月 6 日 18:00 前以电话、传真、信函等形式与省总工会

经济技术部（西宁市城东区昆仑路 194 号）联系。

电话：0971-8205917（兼传真）

青海省总工会

2023 年 2 月 28 日



第七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

青海省拟推荐成果项目

1.高倍率 LFP 产品开发成果项目（西宁市总工会推荐，青

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申报）

近年来，锂离子电池作为可持续能源的有效能量存储装置

取得了巨大发展。常用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主要为钴酸锂、

锰酸锂、三元材料和磷酸铁锂，其中磷酸铁锂材料具有结构稳

定、安全性好、超长的循环寿命，已被广泛应用于电动车中。

随着电动车的发展，人们对快充、启停功率等性能的要求越来

越高，对高倍率磷酸铁锂提出更高要求。为了解决磷酸铁锂倍

率低的问题电池厂商联合上游磷酸铁锂材料供应商一直不断在

进行 LFP 倍率性能的提升，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取得以下成果：

1、磷酸铁锂材料的倍率性能已经从 5C 放电容量 100mAh/g 提

升到了 140mAh/g 以上；2、通过技术创新高温循环大幅度提升；

3、项目实施过程中，将青海东台吉乃尔碳酸锂大批量应用到高

倍率 LFP 产品中，促进了青海盐湖经济发展。项目获得 1 项发

明专利，2021 年，项目成果获西宁市第六届职工优秀技术创新

成果一等奖。

2.一种盐湖卤水生产氯化锂的新工艺及装备（省能源化工

机冶工会推荐，青海盐湖集团公司申报）



青海柴达木盆地盐湖锂资源的蕴藏量居全国之首，其中察

尔汗盐湖氯化锂储量为 1204 万吨，是我国最重要的锂资源基

地。超高镁锂比卤水锂资源在盐湖生产过程中都伴随着老卤的

排放而成为闲置资源，实现它们的再利用是柴达木盆地循环经

济路线闭合的关键一环。本项目技术符合国家新能源发展战略、

青海省委“四地”建设相关要求，相比其他提锂技术更为绿色环

保，可在国内外大多数盐湖推广使用，是我省特色优势产业或

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设备。突破了超高镁锂比盐湖卤水

提锂关键技术，解决了超高镁锂比（2000:1）的盐湖锂资源技

术瓶颈。实现盐湖资源循环利用，高效提锂后的尾卤作为溶钾

矿原料循环利用。开发了新型满室床锂吸附装备，塔内死体积

相比传统吸附塔降低了 90%以上。提高单位吸附剂吸附率，锂

洗损失率由 35%降至 20%以下。节约生产工艺用水，实现脱析

液梯级套洗，节约热水用量约 10%。形成绿色节能成套工艺，

老卤浓缩和淡水加热都利用太阳能，是典型绿色节能工艺。

3.高寒地区优质豆科饲草生产关键技术集成与推广（省林

业工会推荐，省林业和草原局申报）

近年来，随着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工作的加强，三江源作为

青藏高原水塔补给源的生态功能进一步凸显。同时，草牧业、

粮改饲等一系列减轻天然草原放牧压力的民生项目成功推进，

人工种草面积不断扩大，对良种良法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该技



术针对青海省天然草场放牧压力过大、禁牧休牧期饲草短缺、

粮草种植争地、重茬连作土地养分不足、饲草品质差、草产品

加工储存运输中营养损失大、饲草良种种源不足、丰产良法配

套性差、示范推广难度大等问题，自 2010 年起不断创新、研发、

完善了高寒地区优质豆科饲草生产关键技术和工艺集成，在有

效解决上述系列“卡脖子”问题的同时，提高了农牧区低产撂荒

土地利用率和土壤肥力，为舍饲半舍饲牲畜提供了大量优质草

产品，改善了牲畜肉奶品质，保障了食品安全，为实现人民的

美好生活做出了应有贡献。核心技术包括：一是创新构建了高

寒地区饲草型豆科种子标准化生产技术体系，技术使用后较常

规技术种子籽粒饱满、活力高、大小均匀，增产率达 6.5%。二

是创新建立了基于生态优先的高寒人工草地建植模式，绿色优

质饲草贮量增加率达 12.1%，饲草营养品质提升 5%，种子用量

减少了 20%，化肥用量减少 20%以上，土壤有机质提升 5%，

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引导农牧户调整粮草种植结构，提高了

农牧民劳动生产效率。三是创新集成了高寒地区人工草地全程

机械化建植技术，首次开展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与配套机具研

发，完成了多元人工草地种+管+加+收一体的全程机械化技术

集成，建立了草产品质量评价体系。四是创新开展了绿色成果

示范三级六点协调推广模式，仅 2019-2021 年在全省 9 个县域

累计推广种植面积 55 万亩，实现总经济效益 12139.07 万元，



年经济效益 4046.4 万元，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显著。获科技

成果 2 项，技术规程 6 项，发表论著 10 项，授权专利 2 项，登

记软著 1 项。2019 年获得农业部“农牧渔业丰收三等奖”，2022

年获得国家农业农村部农牧渔业丰收奖三等奖，2022 年获得中

国草学会第五届草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4. 换流站直流控制系统切换逻辑优化（国网省电力公司工

会推荐，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申报）

青藏直流联网工程是国家计划 2010 年西部大开发新开工

的 23项重点工程之一，柴达木换流变电站作为该工程的“心脏”,

于 2011年 11月投入试运行，对促进青海、西藏经济社会和谐

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系统切换逻辑严

重故障将会导致直流闭锁，损失柴拉直流输送至拉萨负荷。目

前直流控制系统切换逻辑验收、调试方法单一，只验证单系统

故障和两套系统同时故障时系统切换顺序和动作后果，对系统

切换逻辑验证不到位、不彻底，验收调试很难发现系统切换逻

辑本身的缺陷及隐患，尤其在极限情况下系统切换逻辑缺陷及

隐患。而严重的缺陷及隐患将会导致直流单极闭锁等重大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创新团队对直流控制系统切换逻辑进行了

优化，降低直流因系统切换引起的直流闭锁。创新团队对直流

控制保护系统切换逻辑结构、动作原理、动作过程及动作结果

进行研究并提出优化改进方案。发现并治理两处由控制系统切



换逻辑引起的会导致直流系统闭锁的重大隐患。换流站控制系

统切换逻辑优化研究成果应用对于社会科技进步和国家政治稳

定都有积极的影响，目前已在±400kV 柴达木换流站、±400kV

拉萨换流站、±800kV 锦屏换流站应用。获 2015 年第七届全国

电力职工技术成果“二等奖”；2015 年国家电网公司职工技术创

新优秀成果“一等奖”；2018 年国家电网公司职工技术创新“双

越之星”优秀成果奖“银奖”；2022 年全国第二届电力企业班组

创新创效项目“优秀奖”。

5.“电子级多晶硅成套制备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黄河

上游水电公司工会推荐，黄河上游水电公司新能源分公司申报)

该项目围绕微电子单晶用多晶硅产品制备和产业化应用，

自主研发了副产物四氯化硅高效循环利用技术、三氯氢硅气体

分离提纯技术、高纯多晶硅制备和质量控制技术等一系列核心

自主技术，建立了高于 SEMI 标准的检测实验室，形成了一套

完备的电子级多晶硅检测方法和质量控制指标体系；项目产品

的质量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完全满足集成电路用硅单晶的

要求，填补了国内空白，彻底打破了国外市场垄断。2020 年该

项目成果荣获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6.绿色勘查水文地质钻探自动化泥浆循环净化装置研制与

应用研究装置项目成果（省自然资源工会推荐，省环境地质勘

查局申报）



水文地质钻探自动化泥浆循环净化装置是适应青海省生态

文明建设、水文地质井钻探绿色勘探需要，由青海九零六工程

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高校于 2019 年研制完成。该装置

主要针对水文地质钻探施工过程中：现场开挖自然沉降泥浆池

易造成环境破坏，泥浆污染现场；人工捞砂作业难以完全清除

岩屑，造成钻头寿命缩短、钻速降低，甚至卡钻事故；泥浆不

能循环回收利用，施工成本高等问题。创新性地采用模块式设

计技术开发了绿色勘查水文地质钻探自动化泥浆循环净化装

置，并为泥浆固控和泥浆配置配备了半/全自动控制系统，实现

了装置自适应钻机泥浆循环的需要而自动调节处理能力。同时

为适应青海高寒作业需要，存浆罐还预置有自动加热管，确保

高寒地区泥浆的正常循环。现场应用表明：该装置可清除

≥150um 泥浆固相颗粒，含砂量的平均优化率达到 25%，处理

效果稳定，保证了水文钻井施工中固态粒径的严格控制和泥浆

的循环重复利用。钻头的工作寿命可延长 7～10％，钻速最大

可提高 29%。该装置的使用，克服了传统水文地质钻探施工过

程中开挖泥浆池的需要，避免了开挖泥浆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也减少了后期泥浆处理和施工现场生态修复的投入。在装置研

发过程中，项目团队已申请获批实用新型专利 2 项，发表中文

核心期刊论文 2 篇，进入实质性审查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