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项目的公示 

 
根据《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关于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国科

奖字〔2018〕41 号）要求，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名，我单位申报的 2019 年国家技术发明

奖项目“人造板连续平压生产线核心控制技术”有关情况按照相关要求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19 年 1 月 10 日至 2019 年 1 月 17 日。 

公示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示项目的创新性、先进性、实用性及推荐材料的真实性

和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完成单位及排序持有异议的，可以书面形式提出，并提供必要的证

明材料。为便于核实查证，确保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处理异议，提出异议的单位或者个人

应当表明真实身份，并提供联系方式。凡匿名异议和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 

特此公示。 



一、项目名称：人造板连续平压生产线核心控制技术 

二、提名者及提名意见 

提名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提名意见：人造板连续平压机热压板同步升降、钢带调偏和钢带拖动同步是我国一直未

能突破的三项关键技术，使得我国没有制造出自主产权的人造板连续平压机。2009 年由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新技术研究所牵头，协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山东

建筑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单位组成

的联合攻关团队，历时十年时间，在这三项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打破国外对人造板连续

平压机核心控制技术垄断的壁垒。本项目团队研发的人造板连续平压机热压板精确同步跟踪

技术、上下钢带同步跟踪技术、钢带精确动态调偏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且优于国外

同行业技术参数，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本项目技术已应用于江苏、广西、广东、山东等省份

的人造板生产企业，年产量均在 30 万 m3 以上，总产值达 30 多亿元人民币，为我国人造板

行业连续平压机生产线生产与制造做出了贡献。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三、项目简介 

连续平压机生产线给我国的人造板制造业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最大程度的减少了人工

劳动强度，达到智能化、清洁化生产，产品合格率达到 97%以上。据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的

中国人造板产业报告数据显示，我国人造板产品总量的 90%以上来自连续平压机生产线。 

连续平压机的热压板同步升降、钢带调偏和钢带同步三项控制技术是平压机控制的核心。

我国一直没能突破这三项技术，因此未能制造出完全知识产权的平压机。本项目提出前，国

内外仅有迪芬巴赫和辛北尔康普能够制造平压机，并且垄断全球市场已经近 20 年。我国 80

年代开始引进，在经过十几年的探索未见突破的情况下，上海板机厂、亚联、捷成白鹤先后

与德国合作生产平压机，但控制核心技术完全由国外提供。 

热压板升降精准同步是平压机制造难以突破的瓶颈之一。在 40m×2.44m×0.2m 的热压板

上，由 170 个油缸控制升降。升降时，每个油缸的前后左右误差不能超过 3mm，否则会造

成连接结构件损坏或阀体受冲击，导致损坏。钢带同步是连续平压机制造的瓶颈技术之二。

紧绷在主从动辊上的钢带间距达 40m，由于悬链效应使上下钢带在中间部位接触。若同步误

差≥1mm，会造成上下钢带表面接触而划伤或导致产品出现虎皮纹。钢带调偏是连续平压机

制造的技术瓶颈之三。人造板连续平压机最高时速可达 1500mm/s，上下钢带偏离主从动辊



的距离不得超过±3cm，否则会使上下环形钢带飞出主动辊，导致重大事故。 

2009 年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新技术研究所牵头，协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

工业研究所等 6 家单位组成联合攻关团队，开展人造板连续平压机三大控制技术瓶颈的探索

与研究，历时十年取得突破。本项目的核心技术已经被应用到中国福马集团制造的连续平压

生产线上。中国福马集团（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唯一能够制造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连续平压机的大型央企，且连续平压机的核心技术由本项目团队研发。同时，通过

技术提升与老旧设备改造，项目的核心技术已推广到江苏、广东、广西、山东等省份，累计

产值已达 31.6 亿元。项目取得关键技术的水平和程度如下： 

1. 热压板精准同步升降控制技术。实现液压阵列精准群集同步，同步偏差≤±0.3mm。

与国外技术相比精度提高 70%。 

2. 环形钢带精准同步控制技术。实现精准同步控制，跟踪误差≤±0.1mm，超过国外产

品水平。 

3. 钢带动态精准调偏技术。实现精准钢带调偏，下钢带左右误差≤±0.5cm；上钢带左

右误差≤±2cm。超过国外产品水平：上钢带 83%、下钢带 33%。 

四、客观评价 

人造板连续平压机的热压板精准同步跟踪控制技术、环形钢带精准同步控制技术、钢带

调偏技术三项核心技术是连续平压机控制的核心和关键，不突破和掌握这三项技术就不能制

造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连续平压机。德国的迪芬巴赫和辛北尔康普是掌握这三项技术仅有的

两家企业，因此垄断全球市场近 20 年。直到项目团队在这三项技术上实现突破并制造出我

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连续平压机，制造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连续平压机，证明材料详见附件

2.7 福马连续压机横向课题合同。附件 2.7 是申报团队对老旧连续平压机设备技术升级改造

成功后与中国福马集团（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技术开发合同。合同规定： 

1、福马集团的 8 名工程技术人员并入项目团队，在团队中学习、培训；开发团队由本

项目的第一完成人负责。 

2、福马集团每制造出一条连续平压机生产线将付给项目团队 10 万元作为知识产权回报。 

第一完成人带领 38 名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历时 1 年零 8 个月完成了连续平压生产线上

的铺装、预压、成型、飞锯和后处理等系统的控制程序。控制系统程序由 27000 多个数字量

控制点、12000 多个模拟量控制点构成，并研究开发了 8000 多个控制算法模型，总程序代

码超过 280 万行。同时，团队第一负责人主持设计了液压系统、电控系统、拖动系统、配电



系统和电路控制系统的设计。设计资料和图纸超过 2 万页，详见附件 7 连续平压机生产线

电控、拖动、配电等设计资料，即附件 7.2-7.9。 

对老旧设备升级改造后的经济效益和连续平压机运行使用与运行情况的证明材料详见：

附件 3.1 丰林亚创人造板有限公司证明；附件 3.2 安徽池州丰林木业有限公司应用证明；附

件 3.3 广西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证明；附件 3.4 广西百色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证明；附件 3.5

丰林亚创（惠州）人造板有限公司证明，老旧改造生产线截止到目前最长已达 7 年。 

本项目的《人造板连续平压机的热压板精准同步跟踪控制技术》、《环形钢带精准同步控

制技术》、《钢带调偏技术》三项核心技术的技术指标分别达到：≤±0.3mm、≤±0.1mm 和

≤±0.5cm（下钢带）、≤±2cm（上钢带）。证明材料详见国家木工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出具的鉴定报告附件2.2国家木工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连续平压机热压板同步升降检测报

告；附件 2.3 国家木工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连续平压机上、下钢带同步检测报告；附件 2.4

国家木工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连续平压机钢带调偏检测报告。三项技术参数要求详见国家

林业行业标准附件 2.1。本项目三项技术指标均高于国家林业行业标准中规定的相应指标。 

本项目使用单位的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3.1 丰林亚创人造板有限公司证明，主要评价内容

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新技术研究所连续压机关键技术研发团队，在为我厂老旧连续

平压机技术升级改造过程中，使用团队研发的《热压板精准同步升降控制技术》、《环形钢带

精准同步控制技术》、《钢带动态精准调偏技术》三项核心技术，改造完成后，连续平压机运

行良好，液压阀、比例调节阀和钢带的寿命都有所延长，设备运行良好，生产效率大幅度提

高，生产技术达到行业先进水平。具体效果如下：技术改造提升后，热压板同步升降系统精

度、油缸与热压板连接结构件、比例调节阀寿命较大幅度的延长。具体体现在生产线中修与

大修时检测 161 个液压缸与热压板的连接结构件往常需要 1 天多的时间，但现在几小时就能

完成 161 个油缸连接结构件的检测与加固。过去使用的 161 个进口比例调节阀大约 2-3 年就

需要进行更新，而现在连续平压机生产线已经连续运行了 7 年，所有比例调节阀未见损坏，

且都在使用中。设备技术升级前经常出现热压板由于升降不同步导致连接件将热压板拉拔损

坏，更换热压板的周期长使得整条生产线停产。经过技术升级改造后，截止到目前连续平压

机已经运行 7 年没有发生过热压板损毁事故。技术升级改造前，连续平压机的上下钢带一般

在 3-5 年需要更换一次，技术改造升级连续运行 7 年后连续平压机的上下钢带仍未出现较大

裂纹和喇叭口现象，目前仍在正常运行中。技术改造升级后到现在为止，连续平压机已经运

行了 7 年，上下钢带表面仍未出现影响产品质量标准降低的明显划痕，目前上下钢带仍在正

常运行。 



团队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连续平压机热压板精准同步跟踪控制技术、环形钢

带精准同步控制技术、钢带调偏技术三项核心技术，经过近十年的生产运行验证，三项核心

技术的指标已经达到或超过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实际证明我国已经能够生产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国产连续平压机。 

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造板连续平压机控制技术是连续平压机生产制造技术的关

键与核心，其技术指标达到或超过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目前我国已经开展国产材料或设备应

用于连续平压机的生产制造，例如我国的鞍山钢铁总公司研究钢带国产化已经三年，并取得

突破性的进展，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连续平压机的钢带即可国产化。同时连续平压机拖动系

统的上下直径为 3 m 左右的主从动辊的生产制造，我国也在尝试国产化，热压板目前已基本

上实现国产化。因此如果钢带和主从动辊实现国产化，就能使国产连续平压机的价格从现在

的 8000 万元（目前国外连续平压机价格在 1.5 亿元左右）降低到 6000 万元以下，使得我国

人造板行业的设备制造在国际上有更强的竞争力。  

五、应用情况 

本项目的热压板精准同步升降控制技术、钢带精准同步控制及钢带调偏技术在丰林集团

4 条生产线上进行示范应用，老旧国外生产线应用本技术进行技术提升后年产均已达到 30

万 m3 以上，3 年来累计产值已达到 24.2 亿元，广西得力生产线三年累计产值 7.4 亿元，项

目总计经济效益为 31.6 亿元。 

除此之外，本项目技术已应用在我国自己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连续平压机上，目前

已经在广东、广西、山东、江苏等省市应用，产值均在 30 万 m3/年以上，为我国人造板行

业连续平压机生产线的生产与制造做出了贡献，其中： 

广西得力生产线为八尺（幅面宽 2400mm）人造板生产线，已满负荷运行。产品厚度已

从 3mm 到 20mm，完全达到国外连续平压机的生产效率。 

江苏宿迁生产线为八尺（幅面宽 2400mm）人造板连续平压生产线，年产已经达到 30

万 m3，连续平压机的运行速度最高已经达到 1500mm/s。 

广东连续平压机生产线（幅面宽 2400mm）已投入正式运营，年产人造板已经基本达到

30 万 m3 的生产能力。 

山东连续平压机生产线（幅面宽 2400mm）已结束调试运行阶段，正式运行已近两年。 

此外国内另有十几家和国外几家公司正在和中国福马集团洽谈连续平压机生产的制造

与引进工作。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 

应用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 
应用 

起止时间 

应用单位 

联系人/电话 
应用情况

中国福马集团 项目控制技术 2010-2018 朱军/13914043587 投产 

广西得力木业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控制技术 2010-2018 邓总/13978822020 投产 

丰林亚创（惠州）人造板有限公司 项目控制技术 2009-2018 王高峰/0771-4016666 投产 

安徽池州丰林木业有限公司 项目控制技术 2014-2018 魏云和/0771-4018628 投产 

广西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 项目控制技术 2014-2018 王高峰/0771-4016666 投产 

广西百色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 项目控制技术 2014-2018 王高峰/0771-4016666 投产 

江苏宿迁生产线 项目控制技术 2009-2018 杨健/13906106217 投产 

山东森强密度板有限公司生产线 项目控制技术 2013-2018 苗虎/13811493142 投产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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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专利 

人造板连续平压

机上下钢带的同

步方法及系统 

中国 

ZL2014

1000629

2.X 

2015.10.07 1812430 

木 材 工

业 研 究

所 

周玉成 

张星梅 

苗虎 

张国梁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一种模块化结构

的连续平压机 
中国 

ZL2011

1019079

9.1 

2013.11.27 1312792 

林 业 新

技 术 研

究所 

周玉成 

张国梁 

安源 

侯晓鹏 

张星梅 

徐佳鹤 

王艳伟 

刘鑫钰 

苗虎 

闫承琳 

潘斌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一种多组液压缸

动态同步运动控

制方法 

中国 

ZL2016

1082858

5.5 

2017.12.19 2743001 

木 材 工

业 研 究

所 

张星梅 

周玉成 

葛浙东 

侯晓鹏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加工板

材的辊盘式连续

平压机 

中国 

ZL2011

1019079

8.7 

2013.11.06 1298339 

林 业 新

技 术 研

究所 

周玉成 

张国梁 

安源 

侯晓鹏 

张星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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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排名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贡献 

周玉成 1 研究员 室主任 
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 

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林业新

技术研究所 

主持人造板连续平压机生产线的

设计、制造与推广应用，三项核

心技术的提出人、发明人和第一

完成人。 

詹满军 2 高级工程师 研发部主任

广西丰林木

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西丰林木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负责人造板连续平压机生产线升

级、改造的现场工作，为项目提

供示范应用基地并积极组织、协

调、调度示范生产。 



马岩 3 教授 主任 
东北林业大

学 
东北林业大学 

负责连续平压机升级改造的机械

系统与电控系统，建模、算法与

PLC 的程序设计工作。 

常建民 4 教授 无 
北京林业大

学 
北京林业大学 

负责人造板连续平压机技术升级

改造的热压工艺数据库的建立。 

张星梅 5 助理研究员 无 
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 

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木材工

业研究所 

第 1 发明人发明专利 1 项，发表

学术论文 5 篇。 

闫承琳 6 副研究员 

人造板机械

标准化室副

主任 

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 

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林业新

技术研究所 

为项目提供相关软件优化设计方

案，以及人造板连续平压机生产

线上与连续平压相关的设备工作

性能指标等。发表学术论文 5 篇。

安源 7 助理研究员 无 
林业新技术

研究所 

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林业新

技术研究所 

负责连续平压机的 PLC 控制系统

程序编制、安装、调试等工作，

发表学术论文 1 篇。 

张国梁 8 副教授 无 
河北农业大

学林学院 

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林业新

技术研究所 

负责连续平压机程序模块设计与

代码实现，并在通讯方面做出了

较大贡献，发表学术论文 4 篇。 

葛浙东 9 讲师 无 
山东建筑大

学 
山东建筑大学 

协同团队其他成员发表学术论文

和发明专的利撰写工作。 

杨春梅 10 教授 无 
东北林业大

学 
东北林业大学 

组织协调 6 条老旧生产线的升级

改造，常年负责现场的安装调试

等工作。 

八、主要完成单位情况及创新推广贡献 

单位 排名 对本项目贡献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新技术研究所 
1 

指导项目团队申请到 1 项 863 项目和 4 项院所基金项目，为项目前期的技术开发与

测试工作提供实验室、大型科学仪器，并帮助项目团队进行推广应用。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材工业研究所 
2 

主要负责科技部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和 863 计划两个国家级项目任务的组

织实施，为项目前期技术开发与测试工作提供实验基地。 

山东建筑大学 3 
参与连续平压机人机交互界面的设计、热压板加热系统 PLC 程序设计、连续平压

机钢带调偏模块程序开发，以及发明专利的撰写工作。 



东北林业大学 4 
完成了连续平压机升级改造的机械系统与电控系统设计、施工与调试工作，并参与

连续平压机热压、拖动与调偏系统的建模、算法和 PLC 程序的设计工作。 

北京林业大学 5 

研究出连续平压机人造板用生物油淀粉胶粘剂工艺配方，初步探索出室内胶合板用

BOSA 的制备工艺，为生物油、淀粉的高效合理利用提供新的途径，为生产无甲醛

释放、价格低廉的室内用胶粘剂提供新方法。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6 

为项目组提供了 7 条老旧连续平压机生产线，使得项目组顺利完成技术的二次提升

和示范应用生产线。 

九、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人造板连续平压机给全球人造板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突破，使人造板生产效率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效率提高了几十倍。但遗憾的是我国未能掌握连续平压机热压

板精准同步升降、上下钢带精准同步与钢带精准调偏三项核心技术，因而未能制造出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连续平压机，全球的连续平压机制造与核心技术控制在德国人手中。 

2009 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新技术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

所、山东建筑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单位组成以本次申报项目第一完成人为首的联合攻关团队。根据攻关内容建立了三个小组：

1、成立由周玉成、马岩、詹满军牵头，张星梅、闫承琳、安源、张国梁、葛浙东、苗虎、

刘鑫钰、杨春梅等 17 位成员组成的实验压机开发团队。2、由周玉成、常建民、詹满军牵头，

李露菲、邢靖晨、虞宇翔、耿晶、崔勇、陈超等 15 人的生物质胶粘剂热压工艺研究团队。3、

由周玉成、姜笑梅、殷亚芳等 9 人组成的木材材性研究团队。 

项目执行期内团队先后通过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新技术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申报 6 个国家或省部级项目并获批，即：863 项目《人造板连续平压机群

集控制技术研究》、科研院所专项《人造板连续平压机拖动摆幅精准控制技术》、院所基金《人

造板连续平压机热压板升降系统群集控制技术》、院所基金《人造板连续平压机群集控制技

术研究》、院所基金《基于对称四轴结构的连续平压机驱动控制系统的研究》、院所基金《连

续平压机高速锯切系统的设计与应用》。研究团队先后完成了连续平压热压实验压机的设计、

加工、调试工作，并获得《一种用于加工板材的辊盘式连续平压机》、《一种模块化结构的连

续平压机》、《一种辊盘式连续平压机》三项发明专利。实验压机建成后，团队各项目组在实

验压机上开展各项研究，先后完成《人造板连续平压机上下钢带的同步方法及系统》、《一种

多组液压缸动态同步运动控制方法》两项发明专利和《一种连续热压机管控一体化系统》一



项实用新型专利。同时，团队还完成了 10 种树种人造板、刨花板材料热压工艺研究报告（内

部材料未在附件中给出），从而，为改造老旧连续压机生产线奠定了理论、方法和实践基础。 

上述工作完成后，团队先后完成了广西丰林集团 7 条老旧连续平压机生产线的技术升级改

造。现场安装、调试的研究人员达到 300 多人次。第二条生产线升级改造后团队核心技术日

趋完善，中国福马集团与申报项目团队签订技术合同，创建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连续平

压机。其中，机械部分由福马集团完成，控制部分由项目团队完成。团队主要成员首先对江

苏宿迁的连续平压机生产线进行了技术二次升级改造。达到满负荷生产运行后，团队开发了

我国首台连续平压机，即广西得力生产线的所有控制程序，实现了人造板连续热压生产线控

制系统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承诺：本人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对本项目完成人合作关系及上述内容的真实性负

责，特此声明。 

 

第一完成人签名：        

十、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合作

时间
合作成果 备注 

1 
连续平压机老旧设备 6 条

生产线示范 
詹满军 

2009-

今 

提供 6 条老旧连续平压生产线，压机改

造升级改造并完成生产； 

发表学术论文 3 篇。 

升级改造生

产线提供者

项目组成员

2 

连续平压机控制技术机械

系统改造升级、安装调试

工作 

马岩 
2009-

今 

7 条老旧连续平压生产线压机改造 

发表论文 14 篇 
项目组成员

3 

连续平压机热压工艺及生

物质胶粘剂研究、安装调

试工作 

常建民 
2009-

今 

7 条老旧连续平压生产线压机改造 

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发表论文 2 篇 
项目组成员

4 

连续平压机控制技术升级

改造、自主知识产权控制

系统开发、安装调试工作 

张星梅 
2009-

今 

7 条老旧连续平压生产线压机改造、自主

知识产权控制系统开发、安装调试工作；

发明专利 1 项；学术论文 5 篇 

项目组成员

5 

连续平压机控制技术升级

改造、自主知识产权控制

系统开发、安装调试工作 

闫承琳 
2009-

今 

5 条老旧连续平压生产线压机改造、自主

知识产权控制系统开发、安装调试工作；

发表学术论文 5篇；授权发明专利 2项；  

项目组成员

6 

连续平压机控制技术升级

改造、自主知识产权控制

系统开发、安装调试工作 

安源 
2009-

今 

5 条老旧连续平压生产线压机改造、自主

知识产权控制系统开发、安装调试工作；

发表论文 1 篇；发明专利 3 项（第三发

明人） 

项目组成员



7 

连续平压机控制技术升级

改造、自主知识产权控制

系统开发、安装调试工作 

张国梁 
2009-

今 

5 条老旧连续平压生产线压机改造、自主

知识产权控制系统开发、安装调试工作；

发表论文 4 篇；授权专利 3 项（第 2 发

明人） 

项目组成员

8 

连续平压机控制技术升级

改造、自主知识产权控制

系统开发、安装调试工作 

葛浙东 
2009-

今 

5 条老旧连续平压生产线压机改造、自主

知识产权控制系统开发、安装调试工作；

发明专利 1 项（第 3 发明人） 

项目组成员

9 

组织协调 6 条老旧生产线

的升级改造，常年负责现

场的安装调试等工作。 

杨春梅 
2009-

今 

项目组综合管理骨干，组织协调 5 条老

旧连续平压生产线压机改造、人员分工、

安装调试等工作  

项目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