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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石油二厂北催化车间
门前立有一块石碑，书有“中国
第一套流化催化裂化装置——
1965年5月”字样。这座被称为
中国炼油工业“五朵金花”之一
的装置凝结了许多石油工作者
的辛勤劳动，陈俊武就是这套装
置的设计师。

这位头发花白、面容清癯的
91岁老者，每天清晨上班时段一
定准时穿过熙攘的人流，前往位
于涧河西畔的中国石化洛阳工
程有限公司办公大楼。“国家进
入新时代，我虽然年纪大了，体
力差了一些，还是能继续做些贡
献的。”陈俊武说 。

这朵“金花”，创造了炼油化
工技术领域的多项“共和国第
一”，为我国流化催化裂化技术
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做出了开创
性贡献。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
幻，他始终坚守着热爱祖国、忠
诚事业的家国情怀，始终站在国
家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据了解，流化催化裂化是炼
油工业的关键技术，具有投资
少、操作费用低、原料适应性强
等特点，是石油精炼中最重要的
转化工艺之一。当时，这类装置
在全世界不过几十套，技术被层
层封锁。

1959年，横空出世的大庆油
田给国家提供了充足的原油，但
当时国内的炼油技术却跟不上
形势发展的需要，使用的大多是
当时苏联的技术，不能对原油进
行有效深度加工，也无法从中炼
取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轻质油

产品。
“这就像有了上好的大米，

却依然吃不上香喷喷的白米
饭。”陈俊武打了个形象的比喻。

当时的中国，急需独立自主
研发炼油新技术。

然而，装置应该是什么样
子，怎么设计，怎么制造？受命
担任我国第一套流化催化裂化
装置设计师的陈俊武心里却不
太有底。怎么办？那就摸着石
头过河，消化资料、分析计算、对
比论证，边学边干、边干边学。
陈俊武常常一天伏案十几个小
时，脑子里全是数据和方案。

和这种热火朝天的工作状
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和同事
艰苦的生活状态。

1962年，全国正处在“大跃
进”后的困难时期，参加项目设
计的工作人员每天的伙食几乎
是滴油不见。“当时，北京设计院
的领导经常向我们‘道歉’：‘同
志们都很辛苦，伙食不好，中午
熬白菜，晚上白菜熬，很对不起，
但是实在没有办法。’”他说，科
学报国，就是要有牺牲精神，咬
着牙也得熬过去。

紧张工作3个多月后，主要
技术方案已经完成。当年6月
初，国家科委决定选派人员赴
国外考察，陈俊武名列其中。
然而，那时工厂还处于停工状
态，尽管先进的技术摆在眼前，
却没有任何人指导，能看到的
只是从没见过的庞大塔器和英
文资料。因为需要学习的太
多，时间紧迫，陈俊武没有一天

休假和娱乐，只是争分夺秒地
工作、工作。

“湛蓝的海岸、白沙滩，那
么好的风光，一次都没有去过。”
结束考察回国时，陈俊武的行李
中没装一件洋货，鼓鼓囊囊全是
密密麻麻记满了学习心得的20
多个笔记本。资料只可作为参
考，设计还是要靠自己去完成，
特别是主要设备必须由我国自
行研制。上百套仪表，数千个大
小阀门，近两万米粗细管线，都
要在设计中做到准确无误、万无
一失。

回国后的陈俊武，面对的依
旧是千头万绪、重担千钧，“我们
的创新精神，就是那时候培养出
来的，老不满足现状，老要创
新。”在陈俊武主持下，1963年
1000 多张设计图纸完工，1964
年开始施工备产。

1965年5月5日，当清晨的
第一缕霞光拂过地平线，位于抚
顺石油二厂南端的60万吨/年流
化催化裂化装置展现出钢筋铁
骨的雄姿。历经4年多的艰苦
攻关，这个由我国自主开发、自
行设计、自行施工安装的第一朵

“金花”一次投产成功，带动我国
炼油技术一举跨越20年，接近
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庆贺，石油部和抚顺石
油二厂领导招待全体工作人员
吃了一顿饺子，厂区里一片欢呼
雀跃，陈俊武却没有吃上这顿具
有历史意义的饺子。

“那天正好轮到我值班，我
没能去。”他轻描淡写地回忆道。

中宣部授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时代楷模”称号——

以身许国绘“金花”

近日，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向
全社会宣传发布陈俊武的先进
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陈俊武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顾
问、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技
术委员会名誉主任，是我国著名
炼油工程技术专家、煤化工技术
专家、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

人。1961年冬，石油工业部决定
抽调科研、设计、制造、基建和生
产等方面的骨干力量，自力更生
开展流化催化裂化、铂重整、延迟
焦化、尿素脱蜡及有关催化剂、添
加剂等5项炼油工艺新技术攻
关，尽快改变我国炼油工业技术
落后的面貌。这5个项目，后来
被称为炼油工业“五朵金花”。

经过不懈努力，陈俊武推动
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

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作
出开创性的贡献，鲐背之年，仍
然奋战在科研一线。他淡泊名
利、甘为人梯，为国家培养一大
批高水平石化专家，资助多名贫
困学生和优秀青年。荣获“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等称号，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
明奖一等奖。

1969年底，根据国家需要，陈
俊武随石油工业部抚顺设计院搬
迁到位于豫西山区的洛阳市宜阳
县张坞乡竹园沟，从此立足洛阳。

“文革”时期，风雨飘摇，他盯着的
依然是世界炼油工业技术迅速发
展的形势和中国的严峻现实，关心
着怎样研制适合中国国情的低成
本高效设备。

为加工更多的大庆原油，在临
时搭建的简陋板房中，陈俊武和同
事为研制蒸馏-催化裂化联合装置
绞尽脑汁。1972年，这套被称为“一
顶二”的装置在锦州试运成功。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
隆重召开，陈俊武光荣地出席了这
次大会并获得表彰。“邓小平同志
说，以后要主动抓科学技术，而且要
当我们的后勤部长。就是这句话，
让我感到，科学的春天来了。”谈到
40年前捧着红绒面烫金字证书的情
景，陈俊武连说“感动”。

这是时代的鼓舞、国家的重托，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自己从事的
炼油技术领域，特别是催化裂化技
术领域猛追世界先进水平，盯住他
们，咬住他们，不能落后。

同年，陈俊武担任洛阳炼油设
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由他指导
设计的中国第一套快速床流化催化
裂化装置在乌鲁木齐炼油厂试运成
功，第一套120万吨/年全提升管流

化催化裂化装置在浙江镇海炼油厂
开车成功。

1982年，按照陈俊武提出的技
术方案建设的兰州炼油厂50万吨/
年同轴催化裂化装置投产，荣获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全国优秀设计
金奖。同年，他主持承担了包含“大
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技术开发及产
业化应用，采用自主技术建设一套
全新催化裂化装置”两大任务的国
家“六五”攻关任务。

正是在陈俊武等几代人一步一
个脚印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流化催
化裂化技术从一片荒芜到锦绣满
园。目前，我国已经建成有各种类
型流化催化裂化装置上百套，总加
工能力超过1.5亿吨，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催化裂化世界第二大国。流化
催化裂化技术，为我国石油化工工
业及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1990年，62岁的陈俊武已到了
退休之年。这一年，他被授予“全国
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称号，一年后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
（院士）。

“我已经比60岁退休的同志多
工作了30年，今后还会继续思考下
去，继续保持工作状态。”陈俊武胸
中依旧燃烧着激情，装满了计划，

“不能觉得自己得了很多荣誉，就该
歇一歇了，我思想上时刻警惕，不敢
有这个念头。”陈俊武说。

陈俊武祖籍福建长乐，1927年
3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受
到良好的家教和文化熏陶。陈俊武
在中学时期就对化学知识产生了浓
厚兴趣。1944年，17岁的陈俊武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
用化学系。

当时的中国民不聊生，工矿企
业凋敝衰败。1946年，正读大学二
年级的陈俊武到抚顺参观，第一次
见到了日本人留下的煤制油工厂，
中国石油工业落后、处处受制于人
的窘况对他产生了巨大冲击，心中
当即立下志愿，一定要投身石油工
业，用己所学为国家和民族振兴贡
献力量。

为了心中的石油梦，4年大学生
活，陈俊武把青春岁月全部融进一
张张书页和笔记之中。毕业前夕，
陈俊武以《化学工程与我——俊武
求知旅程之一段》为题，把自己几年
来的学习笔记整理装订，分成18类，
各包以封皮，加起来竟有20厘米厚。

新中国成立之初，炼油工业基
础极其薄弱，可谓一穷二白。新生
的人民共和国急需“黑色的血液”为
发展注入生机。大学毕业后，陈俊
武盯着的只有“石油”。

当时，东北是中国重工业最集
中的地方，而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工
业城市，工作生活条件也较为优

越。陈俊武的母亲和家人都在沈
阳，大家都劝他留在沈阳工作。

出人意料的是，陈俊武坚持要
到抚顺去。

他还惦记着当年和同学们在抚
顺参观过的那个煤制油工厂。急国
家所急，想国家所需，这是他最初的
信念，始终不改。

谢绝了亲人的挽留，1949年12
月，陈俊武如愿进入辽宁抚顺矿务
局工作，成为人造石油厂（后更名为
石油三厂）的一名技术员。他一头
扎进车间，将满腔的热忱投入工厂
修复工程中。面对技术资料匮乏、
生产条件简陋的现实，他与技术专
家和老工人一起克服重重困难，为
工厂恢复生产废寝忘食。凭借丰富
的知识储备和勤奋严谨的工作作
风，陈俊武接连完成蒸汽喷射器、蒸
馏加热炉等技术革新任务，逐步成
长为一名青年技术骨干。

1956年 4月，陈俊武加入中国
共产党。

“我的几个姐姐都是共产党员，
我一直觉得共产党的事业是伟大的
事业，我也愿意为了这个事业而奋
斗终生，当初的入党志愿书就是这
样写的。”如今，91岁的陈俊武语气
依然坚定：“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
一天起，我就做好以身许国、一生献
科学的准备了，无怨无悔！”

投身石油工业扎根一线

助力流化催化裂化技术赶超国际水准

炼油工业“金花”诞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