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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 2024 年“揭榜挂帅”项目 
申报指南 

 

一、晶圆隔离膜用复合材料及助剂开发 

（一）拟解决技术难题 

1.如何改善填料在塑料基体中的分散性。 

2.高分子抗静电剂在浅色/透明半导体塑料中的应用，提高

长效抗静电剂与聚合物基体的相容性，在较低（15%）的添加量

下达到所需的抗静电效果。制备永久抗静电剂。 

3.永久抗静电剂用于半导体塑料的原理，降低永久抗静电高

分子复合材料对温度的敏感性，在低湿度环境下保持良好的抗静

电效果，开发不含金属离子、酸根离子的长效高分子抗静电剂。 

（二）交付成果与技术指标 

1.交付成果： 

（1）高分子基永久抗静电剂设计与制备总结报告 1 份。 

（2）永久抗静电高分子复合材料研制总结报告 1 份。 

（3）永久抗静电高分子复合材料应用评估报告 1 份。 

（4）交付满足应用要求的 PE 隔离膜实物 1000 张。 

2.技术指标： 

（1）与各种高分子材料具有优异的匹配性能，在聚合物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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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中分散性好。 

（2）高分子基永久抗静电剂添加量为 10-15% 时得到的聚

合物复合材料的表面电阻为 10ˆ7-9。 

（3）永久抗静电高分子复合材料的有效期≥36 个月。 

（4）PE 隔离膜交付件需满足湿电子化学品标准（金属离子

<2 ppm; outgas<5 ppm; 阴离子<50 ppb）。 

（三）时限要求：2024-2026 年，共 3 年 

（四）拟资助系统外单位总经费：不超过 500 万元 

二、高强高模碳纤维热固性上浆剂开发 

（一）拟解决技术难题 

复合材料的界面状态是影响其性能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上

浆剂是影响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界面性能的重要因素。上浆剂既

要能保护纤维，提高纤维后道加工性能，使碳纤维易于收卷放卷

等使用过程，而且可以对碳纤维起到保护作用，增加其耐磨性，

使其在加工过程中免受机械损伤，同时提高碳纤维和基体树脂之

间的界面结合强度，获得有效且牢固的碳纤维-树脂界面，提升

复合材料综合性能。 

针对 M55J 级高强高模碳纤维和航天用树脂开发出合适的上

浆剂，解决因高强高模碳纤维表面惰性高导致与树脂基体界面作

用较弱的问题，提高碳纤维-树脂复合材料层间剪切强度；此外

还需解决因高强高模碳纤维大片晶结构造成纤维脆性大容易损

伤起毛的问题，提高碳纤维的集束性和耐磨性，同时需保持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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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纱性满足复材制备过程要求。 

（二）交付成果与技术指标 

1.交付成果 

（1）高强高模碳纤维热固性上浆剂技术配方。 

（2）稳定 5 批次的高强高模碳纤维热固性上浆剂（固含量

≥20%，每批次至少 30kg）。 

2.技术指标：  

（1）上浆剂原浆浓度≥20%，常温存放保持稳定状态时间≥3

个月。 

（2）在常温存放时间≥7 天的条件下，2%浓度浆液中树脂沉

降量≤10%。 

（3）针对 M55J 级碳纤维，上浆率 1.2-1.8%，上浆后碳纤维

起毛量小于 30mg/50m。 

（4）针对 M55J 级碳纤维，碳纤维-树脂复合材料 0°拉伸

强度≥1800MPa,0°拉伸模量≥320GPa，层间剪切强度≥60MP。 

（三）时限要求：2024-2025 年，共 2 年 

（四）拟资助系统外单位总经费：不超过 500 万元 

三、碳纤维热塑性上浆剂开发 

（一）拟解决技术难题 

碳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界面状态是影响其性能的重

要因素，尤其是碳纤维表面与界面两者间的相互配合与协同作用，

直接影响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界面性能。碳纤维表面呈惰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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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所用上浆剂类型和树脂体系开展表面改性。尤其是应用于

分子间作用力较弱的热塑性树脂体系时，需要进一步强化碳纤维

表面物理与化学结构，以获得适配的沟槽尺度和官能团种类等结

构与性能特征。上浆剂既要能保护纤维，提高纤维后道加工性能，

使碳纤维易于收卷放卷等使用过程，而且可以对碳纤维起到保护

作用，增加其耐磨性，使其在加工过程中免受机械损伤，同时提

高碳纤维和基体树脂之间的界面结合强度，获得有效且牢固的碳

纤维-树脂界面，以提升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针对聚苯硫醚PPS、

聚芳醚酮 PAEK 树脂，开发满足上述树脂加工温度的上浆剂以及

表面改性技术，与上海石化碳纤维相匹配，满足编织和预浸料加

工、展纱等工艺要求，要求织造工艺的稳定性好，毛丝少等;提

升 CF/PPS 板材和 CF/PAEK 预浸料的界面性能，CF/PPS 板材压缩

性能、面内剪切性能、冲击后压缩性能，CF/PAEK 预浸料面内剪

切模量等满足指标。 

（二）交付成果与技术指标 

1.交付成果 

以聚苯硫醚(PPS)、聚芳醚酮(PAEK)等热塑性树脂为基体，

获得适配上海石化 PAN 基碳纤维的表面改性技术以及批量上浆

剂产品。 

（1）热塑上浆剂技术配方。 

（2）表面改性工艺数据集。 

（3）稳定 5 批次的热塑上浆剂(按 10%固含量算，每批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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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50kg)。 

2.技术指标：  

（1）热塑性上浆剂在原浆浓度下常温存放保持稳定状态时

间≥6 个月；在常温存放时间≥7 天的条件下，2%浓度浆液中树

脂沉降量≤10%。 

（2）针对上海石化 SCF35 级碳纤维，表面 C 活增加≥30%，

织造工艺的稳定性好，上浆率 0.8-1.2%，碳纤维起毛量＜

20mg/50m。 

（3）(SCF35 级)CF/PPS 板材:压缩强度≥560MPa，面内剪切

强度≥60MPa，面内剪切模量≥3.5GPa,冲击后压缩强度≥230MPa。 

（4）(SCF35 级)CF/PAEK 板材:面内剪切模量≥4.60GPa，面

内剪切强度≥45.0MPa。 

（三）时限要求：2024-2025 年，共 2 年 

（四）拟资助系统外单位总经费：不超过 500 万元 

四、智能穿戴用 HNBR 及其制品开发 

（一）拟解决技术难题 

齐鲁 HNBR 与阿朗新科 HNBR 相比，在硫化后存在制品异味较

大的问题。需要研究异味来源，提出解决异味问题的方案。 

（二）交付成果与技术指标 

1.交付成果 

（1）HNBR 制品异味溯源分析报告。 

（2）无异味 HNBR 生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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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要的装置改造方案。 

2.技术指标：  

（1）HNBR 制品异味：PV3900 气味试验标准最新版气味值≦

3。 

（2）在解决气味的基础上，保证成品胶性能不降低： 

硬度：≤75。 

拉伸强度：≥14MPa。 

拉断伸长率：≥180%。 

压变性能：≤25%（150℃*70h,A 型试样）。 

（3）智能穿戴制品其他指标： 

UV 测试:色差小于 3.0，无脱色、无变色、无龟裂。 

人工汗液测试:无气泡，色差小于 3.0。 

摩擦测试:变形量 2mm 以内，左右末端无撕裂。 

（4）成本控制：生产成本不显著增加。 

（三）时限要求：2024-2026 年，共 3 年 

（四）拟资助系统外单位总经费：不超过 500 万元 

五、高强型对位芳纶制备技术开发 

（一）拟解决技术难题 

1.加强对 PPTA 聚合体分子结构设计及调控、高分子合成结

构表征、凝聚态结构设计和控制技术研究，建立高强型对位芳纶

纺丝原料筛选标准及评价分析方法（分子量分布、端氨基含量等）。 

2.制备高强型对位芳纶的纺丝工艺技术、过程分析控制方法。 



7 

3.提高束丝中各单丝均匀性技术，如 666 或 1000 根单丝，

各单丝之间的差异在±3.0cN/dtex 以内。 

（二）交付成果与技术指标 

1.交付成果 

（1）原料筛选标准及评价分析方法（分子量分布、端氨基

含量等）。 

（2）采用仪征化纤粉体制备高强型对位芳纶的技术解决方

案及研究过程。 

2.技术指标：  

（1）800D-1500D 纤维断裂强度≥23.5cN/dtex。 

（2）初始模量≥600cN/dtex。 

（3）断裂伸长 3.5±0.7%。 

以上技术指标需要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三）时限要求：2024-2025 年，共 2 年 

（四）拟资助系统外单位总经费：不超过 500 万元 

六、高盐环境厌氧氨氧化脱氮效能提升研究 

（一）拟解决技术难题 

厌氧氨氧化技术是新型高效脱氮技术，用于高氨氮废水的脱

氮可最多节省 40%的动力消耗、100%的有机碳源、45%的碱度。目

前，如炼化催化剂生产过程排放、酸水汽提装置排放的高氨氮废

水均需低成本处理技术对现有汽提工艺进行优化，其中催化剂生

产外排的高盐高氨氮废水盐含量 4-7%、氨氮 7000-10000mg/L,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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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成本高昂，处理难度大，高盐环境（盐含量 3-5%）下厌氧氨氧

化菌难增值、容积负荷低。因此还需解决以下问题： 

1.高盐环境厌氧氨氧化菌增殖及处理效能受抑制的机理。 

2.高盐环境厌氧氨氧化菌增殖及处理效能提升的途径及机

理。 

3.高盐环境厌氧氨氧化菌增殖及处理效能提升的具体技术。 

（二）交付成果与技术指标 

1.交付成果 

（1）高盐环境厌氧氨氧化菌增殖及处理效能受抑制的机理、

提升途径及机理。 

（2）高盐环境厌氧氨氧化菌样本、具体增殖方法及处理效

能提升方案。 

2.技术指标 

催化剂生产废水氨氮 1800mg/L、盐含量 3.0-4.5%（SO4
2-

16000-20000mg/L、除 NH3-N 以外，Na
+
占其他阳离子总量的 95%

以上），需开展现场中试，采用厌氧氨氧化技术处理，反应器进

水可适应氨氮浓度 1800mg/L，厌氧氨氧化贡献的脱氮负荷达到

1.5kg·N/m
3
·d 以上。 

（三）时限要求：2024 年 5 月-2026 年 5 月，共 2 年 

（四）拟资助系统外单位总经费：不超过 5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