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公示材料 

 

一、项目名称：绿色低碳建材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 

二、提名者：济宁市 

三、提名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提名书及其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

确认完成人、完成单位排序无异议，相关栏目均符合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委员

会办公室的填写要求。本项目依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

东省重点研发计划支持，解决了绿色建材智能制造所面对的固废建材生产工艺

CO2、固废利用效率低，绿色建材装备智能化水平低，绿色建材制造装备运行

维护与故障诊断成本高等瓶颈问题，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解

决技术问题与主要创新点如下： 

第一，针对绿色低碳建材智能制造所面对的固废建材生产工艺 CO2、固废利

用效率低的问题，建立了新型固废负碳建材规模化生产工艺体系。第二，基于新

工艺研发了绿色建材智能制造关键装备，突破绿色建材智能装备数字化、网络化

和智能化管控技术，实现绿色建材智能装备高技术、高绿色化、高智能化、高可

靠性的多目标协同。第三，研发了绿色建材智能制造管控系统。针对绿色建材制

造装备运行维护与故障诊断成本高等问题，研发了多源信息融合的产线运行状态

智能监测技术，发明了基于深度学习的故障预测与分析方法，开发了故障智能诊

断与预测性维护系统。 

项目共授权发明专利 54 件，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 21 项，打破了国外垄断；

产品销往德国、沙特等 36 个国家和地区，近 3 年直接经济效益 52 亿元。助力我

国减少碳排放 60 万吨/年、处理固废 600 万吨/年，助力建筑领域“双碳”战略实

施、高质量发展。项目成果被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经山东省机械工程学会组织

的鉴定认为，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四、提名等级：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五、项目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等国家战略明确提出发展智能建造、推广绿色建材以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的目标。 利用建筑垃圾等固废，吸收转化 CO2 形成碳酸盐并制备成绿色低碳

建材，实现低能耗、规模化的 CO2 固定封存以及大规模固废资源化，成为“生



态文明”和社会“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先进的工艺

需要高端装备的支撑，因此，迫切需要研制绿色低碳建材智能制造成套装备。 

针对国家战略的紧迫需求，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山东大学等单

位，依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支持，开

展产学研用合作攻关，建立了新型固废负碳绿色建材规模化生产新工艺，基于新

工艺研制了智能制造成套装备，研发了智能运维系统与管控系统，实现绿色建材

智能装备高技术、高绿色化、高智能化、高可靠性的多目标协同，主要科技创新

如下： 

创新点 1：提出了新型固废负碳建材规模化生产工艺与方法。攻克了绿色建

材 CO2 固碳量小、固废利用效率低等难题，提出了二氧化碳矿化与建材性能协同

调控策略，并研发出半湿法-养护法一体化二氧化碳矿化技术及绿色低碳建材成

形工艺，最终形成千吨级工艺包。设计优化了高转化率、性能稳定的材料及低能

耗工艺参数，并开展了千吨级示范装置方案设计。提出了绿色低碳建材生产全生

命周期碳排放评价理论模型，研究了生产工艺关键参数对建材耐久性、强度的影

响，形成低/零碳生产工艺优化策略。 

创新点2：突破了基于新工艺的绿色建材智能化生产关键装备的技术瓶颈。

解决了绿色建材装备智能化水平低等难题，基于新工艺研发了固废自动在线配比、

高强度挤压成型、建材在线飞切等关键装备；构建了整线数字孪生模型，实现了

孪生驱动的产线结构和生产节拍优化；开发了整线的多机协同控制和管控系统。 

创新点 3：突破了产线智能运维与管控系统技术。攻克了绿色建材制造装备

运行维护与故障诊断成本高等瓶颈问题，研发了多源信息融合的产线运行状态智

能监测技术，发明了基于历史数据和深度学习的故障预测与分析方法，开发了故

障智能诊断与预测性维护系统。 

项目共授权发明专利 54 件，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 21 项，形成了绿色建材智

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打破了国外垄断；产品销往德国、沙特等 36 个国家和地

区，近 3 年直接经济效益 52 亿元。助力我国减少碳排放 60 万吨/年、处理固废

600 万吨/年，助力建筑领域“双碳”战略实施、高质量发展。项目成果被人民日

报、山东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经山东省机械工程学会组织的鉴定认为，成果整

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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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完成人

是否为发明
人（标准起

草人） 

第一完成单

位是否为权
利人（标准

起草单位） 

发明专利 基于智能监控

平台的混凝土
制品质量检测

方法 

中国 ZL202
21087

37646 

2022 年 11

月 18 日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山东天意

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刘洪彬;

苏冬青;

刘海龙;

陈德鹏 

有效 是 是 

发明专利 一种检测墙板

模具污浊度的
清理机控制方

法 

中国 ZL 
2022  
10460

76.9 

2022 年 11

月 18 日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山东天意

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陈德鹏;

刘洪彬;

刘革 

有效 是 是 

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图像
处理的墙板生

产质量检测方

法 

中国 ZL 
2024 1 
02639
79.5 

2024 年 05

月 24 日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山东天意
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刘浩然;

刘洪彬;

刘海龙;

董磊;李
稳 

有效 是 是 

发明专利 一种双皮墙自

动化生产线智

能视觉监控方
法 

中国 ZL 
2024 1 
03699
99.0 

2024 年 06

月 18 日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山东天意

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刘浩然;

刘洪彬;

刘海龙;

戚可文;

卓令军;

郭富;姬

帅 

有效 是 是 



标准 建筑用轻质隔
墙条板 

中国 GB/T 
23451
-2023 

2023-9-7 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

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 

山东天意
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刘洪彬 有效 是 是 

标准 泡沫混凝土及
制品试验方法 

中国 GB/T 
43487
-2023 

 

2023-12-28 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

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 

山东天意
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刘洪彬 有效 是 是 

标准 数控装备互联

互通及互操作 

第 1 部分：通
用技术要求》 

中国 GB/T 

39561.
1-

2020  

2021 年 7

月 1 日 

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

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 

山东大学 姬帅 有效 否 否 

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计算

机视觉的混凝
土生产异常检

测方法及装置 

中国 ZL 
2023 1 
00845

98.6 

2023 年 5

月 16 日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山东天意

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刘浩然、

朱德举、
姬帅 

有效 否 是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 PC 

构件生产线的

模具自动清理

装置 

中国 ZL 
2021 1 
11120
93.3 

2022 年 12

月 23 日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山东建筑
大学 

陈继文;

黄俊珲;

程杰;姬

帅;杨红
娟;刘洪

彬;贝太

学 

有效 是 否 

发明专利 一种全转动副

模块化机器人

运输平台 

中国 ZL 
2017 1 
10811
65.6 

2024 年 07

月 02 日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山东交通

学院 

张林;单

绍福;王

磊;吴承
格 

有效 否 否 

 

 

 

 

 

  



七、 主要完成人 

姓    名 刘洪彬 性 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完成单位 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的贡献：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为项目负责人，为项目制定技术路线，攻克“四、主要科技

创新”所列创新点 2 研制基于新工艺的绿色建材智能化生产关键装备关键技术难点。 

姓    名 姬帅 性 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完成单位 山东大学 

对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的贡献： 

主要攻克了“四、主要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 2 创新中固废高强度挤压成型、建材在线飞切

等系列装备；构建了整线数字孪生模型，实现了产线结构和生产节拍优化；开发了多机协同控制

和能量管理系统。 

姓    名 陈继文 性 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完成单位 山东建筑大学 

对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的贡献： 

攻克了“四、主要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 2 研制基于新工艺的绿色建材智能化生产关键装备

关键技术难点，研发了固废自动在线配比、建材在线飞切等系列装备。 

姓    名 朱德举 性 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完成单位 湖南大学 

对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的贡献： 

  主要承担绿色低碳建材与智能化生产检测技术的研发，对提名书“四、主要科学创新”栏目

中所列的创新点 1（建立了新型固废负碳建材规模化生产工艺体系）和创新点 2（研制基于新工艺

的绿色建材智能化生产关键装备）做出了贡献。 

姓    名 张林 性 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完成单位 山东交通学院 

对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的贡献： 

完成了“四、主要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 2 中整线数字孪生模型的构建，以及孪生驱动的产

线结构和生产节拍优化；所列创新点 3 中故障预测与分析方法的研究，以及故障智能诊断与预测

性维护系统平台的研发。 

姓    名 刘浩然 性 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完成单位 山东大学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攻克了“四、主要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 2 研制基于新工艺

的绿色建材智能化生产关键装备关键技术难点，开发了整线的多机协同控制和能量管理系统。 

 

  



姓    名 鹿亚珍 性 别 女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完成单位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对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的贡献： 

解决了“四、主要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 2 中固废系列成套装备研发中的尺度优化等问题；研

究了创新点 3 中多源信息融合的产线运行状态智能监测技术。 

姓    名 杨红娟 性 别 女 排    名 8 国    籍 中国 

完成单位 山东建筑大学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贡献：攻克了“四、主要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 2 研制基于新工

艺的绿色建材智能化生产关键装备关键技术难点，开发了整线的多机协同控制和能量管理系统。 

姓    名 赵达 性 别 男 排    名 9 国    籍 中国 

完成单位 山东交通学院 

对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的贡献： 

解决了“四、主要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 2 中固废系列成套装备研发中的尺度优化等问题；研

究了创新点 3 中多源信息融合的产线运行状态智能监测技术。 

姓    名 钟国强 性 别 男 排    名 10 国    籍 中国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对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的贡献： 

解决了“四、主要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 2 中固废系列成套装备研发中的尺度优化等问题；研

究了创新点 3 中多源信息融合的产线运行状态智能监测技术。 

姓    名 刘海龙 性 别 男 排    名 11 国    籍 中国 

完成单位 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的贡献： 

解决了“四、主要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 2 中固废系列成套装备研发中的尺度优化等问题；研

究了创新点 3 中多源信息融合的产线运行状态智能监测技术。 

姓    名 陈德鹏 性 别 男 排    名 12 国    籍 中国 

完成单位 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的贡献： 

解决了“四、主要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 2 中研制基于新工艺的绿色建材智能化生产关键

装备关键技术难点。 

姓    名 许明远 性 别 男 排    名 13 国    籍 中国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对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的贡献： 

解决了“四、主要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 2 中研制基于新工艺的绿色建材智能化生产关键

装备关键技术难点。 

姓    名 赵熹 性 别 男 排    名 14 国    籍 中国 

完成单位 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的贡献： 

主要在“四、主要科学创新”栏目中所列的创新点 2 研制基于新工艺的绿色建材智能化生产

关键装备，在机械结构优化与轻量化设计制造方面做出了贡献。 

 

八、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 1 

单位名称 山东大学 排名 2 

单位名称 山东建筑大学 排名 3 

单位名称 山东交通学院 排名 4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排名 5 

单位名称 湖南大学 排名 6 

单位名称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排名 7 

单位名称 山西省交通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排名 8 

单位名称 新疆新冶建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排名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