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

使低碳技术、绿色经济和低碳生活

成为广泛流行的社会话语。 尽管

人们就碳排放对气候变暖的影响

存有争议，但陈俊武认为，采取预

防性对策十分必要。 他说：“不能

因为有争议就不研究，我是能源与

化学方面的专家，研究碳排放是我

的责任。 ”

说干就干，他广泛搜集海量的

国内外资料，按照我国中长期发展

规划，先算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

等各行业的能源消费量，再核算出

相应的碳排放量。 终于在 2010 年

至 2012 年连续 3 年发表 10 余篇

论文，出版 24 万字的《中国中长期

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

一个过了杖朝之年的老人，全

凭一颗赤子之心，连续 3 年发表这

么多论著，其满腔热忱不得不让人

感佩！ 更令人惊叹的是， 陈俊武

2011 年 8 月在 《科技导报 》第 15

期发表的卷首语文章中写道 ：

“2021—2035 年的过渡期二氧化

碳排放指标宜早日研究，建议峰值

年排放约 110 亿吨 ， 并出现在

2030 年以前，争取 2035 年在 100

亿吨以下。 ”———这一数据与国家

在 2014 年北京 APEC 峰会期间宣

布的数据非常吻合。

出成果那三年的艰难困苦，助

手陈香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有

一次，明明约好了半个月会稿，谁

料，半个月后，陈俊武几乎推翻了

原定内容的三分之一，要求增加许

多新观点，陈香生想不通：“您怎么

不早说？又要返工！”陈俊武心平气

和地解释说：“在碳减排方面，我们

都是新手。 我们的数据要 10 年不

落后！ 这半个月又查到了一些新

资料，要加进去，介绍给读者！ ”陈

香生的埋怨一扫而光，敬佩之情油

然而生。

对看不见的读者用心良苦，对

看得见的徒弟同样关切。 1991 年，

陈俊武举办了为期一周的高工研

修班，小试牛刀。 此后 10 年间，由

陈俊武领衔的催化裂化装置专家

培训班分别在大连、广州、北京各

办了一期。

第三期高研班学员宫超回忆，

培训完毕，自己交了 200 多页的大

作业，有一天还接到院士电话，那

头，陈俊武说：“你的作业第几页第

几项第几个数据不对。 ”

“我当时用计算机做的大作

业，花了 6 个多月时间，回去一查，

还真错了！ 瞬间，对院士佩服得五

体投地！ ”宫超说。

对陈俊武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远不止宫超一人。 全国工程勘察

设计大师刘昱动情地说： “陈院

士亲授课程， 不仅使我们在催化

裂化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方面有

了很大的收获， 而且在思维方法、

分析能力、 实践经验方面也有了

较大的提高。”

中石化洛阳工程公司总经理

办公室秘书李小爽还记得 ，2016

年陈俊武将 6 年来指导郑州大学

从事能源替代研究的 18 万元报酬

悉数捐出，设立郑州大学研究生优

秀论文奖励基金；1994 年，他捐赠

个人所得 4 万元奖金，在单位设立

青年优秀科技论文奖励基金；1994

年，他资助新安县一名贫困生到复

旦大学求学，直到对方毕业……

驾驶员陈涛跟记者聊起一些

趣事： 有老友从外地来洛阳探望，

“陈院士在电话里跟人家说， 坐公

交车来家，不让我开车去接，因为

不是公事”。下班时，陈俊武总把办

公室的打印机、电脑等电器关掉并

用布盖好才离开；打印资料，特意

缩小字号， 一面 A4 纸上常常有 4

页的内容，而且是双面打印……

接受采访 ，93 岁的陈俊武感

慨：“我现在身体跟思维还都可以，

有生之年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努力，

为党和国家尽一些绵薄之力。业余

嘛，最想去埃及看看，但是会给女

儿添麻烦，算了。 我已经感觉很幸

福了，知足常乐！ ”

客厅小茶几上， 记者看见，除

了《洛阳晚报》，陈老还在读《杜甫》

《康震讲苏东坡》《儒林外史》《寻路

阿富汗》等。他说：“不能动身游历，

多看看书报也是好的，风声雨声读

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

事关心。人的一生很短，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 我一直认为， 奉献小

于索取， 人生就暗淡； 奉献等于

索取， 人生就平淡； 奉献大于索

取， 人生就灿烂。”

陈俊武最爱苏东坡的诗 ：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

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

计东西。” ———寥寥几句， 又何尝

不是他对自己的人生总结呢？

第二化学厂前身是日本人所建的石

炭液化厂， 采用德国的煤高压液化加氢

技术制造汽油和柴油；日本二战战败后，

该厂停产，部分设备被拆毁；1946 年，国

民政府改称第二化学厂。抚顺解放后，恢

复生产，并于 1952 年改称石油三厂。

“在厂里，我喜欢提意见，比如说，鼓

风机稍加改造， 一小时就能节电 25 度，

两台鼓风机就是 50 度，相当于全车间用

电量的一半。 领导对我的各种新奇想法

也很肯定，所以，不管哪个车间，我都喜

欢跑。 ” 陈俊武仿若回到了那段青葱岁

月，笑颜质朴而纯真。

1956 年，石油工业部抚顺设计院成

立，抽调三厂的陈俊武任工艺室副主任；

3 年后， 他被任命为大同煤炼油厂的工

厂设计师。 同年，大女儿陈玲出生，出生

不久连续几天高烧不止。 同样是 “第一

次”，同样是责任，他选择了大我。妻子吴

凝芳说：“你去大同吧，孩子有我呢！ ”时

至今日，陈俊武觉得，自己亏欠家人太多

太多，说完，眼眶里潮潮的。 他拿起一张

纸巾撕成两半，一半擤完鼻子扔了，一半

握在手心待用。

炼油行业有“五朵金花”：流化催化

裂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以及

相关的催化剂添加剂等 ， 这五项也是

1961 年炼油科研会议明确的重点攻关

任务。1962 年、1964 年，陈俊武两次赴国

外考察流化催化裂化工艺和炼油厂。

回国时， 陈俊武的行李中没有一件

“洋玩意”， 却装了一大批精心收集和复

印的资料，还有他密密麻麻记满文字、数

据和图形的 15 本笔记本。 其中，既有重

点考察的催化裂化技术， 又有其他炼油

技术。有同事感慨：“陈工，你这简直是天

书！”的确，在陈俊武的笔记本上，不仅有

中文，还夹杂着英文、俄文、德文以及各

种简写、缩写和代号……

1965 年 5 月 ， 我国第一套自行设

计、自造设备、自行施工安装的流化催化

裂化装置投料试车运行。 反应器和再生

器巨大的筒体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整个

装置如同盘旋的巨龙般雄伟壮观。 3 天

后， 清冽芳香的高品质汽油从管道汩汩

而出。 经测定，产品全部合格，达到最高

的轻质油收率。 成功了！ 那一刻，中国炼

油工业重大技术一步跨越 20 年，飞跃进

入世界先进水平。

因河南油田勘探需要， 抚顺设计院

迁至河南。 在洛阳市竹园沟，一间 15 平

方米的板房就是陈俊武的新家， 墙上透

风、屋顶漏雨。妻子吴凝芳上班的地方在

10 多公里外一个油库工地，陈俊武也经

常出差。用妻子的话说：“他只要说出差，

马上就得走，什么也拦不住。 ”

对母亲的这句话， 小女儿陈欣后来

深有体会。 有一天，陈欣骑自行车上班，

被出租车撞倒，膝盖粉碎性骨折，需住院

治疗。陈俊武赶到医院，看着女儿脱口而

出的第一句话却是：“这下麻烦了， 我还

急着出差呢！ ”回忆起这段往事，陈欣由

衷地说 ：“这就是我爸 ， 工作永远第一

位。”父爱如山。从外地回来后，陈俊武天

天挤公交往医院给女儿送饭。

“工作第一”的陈俊武，不喜欢经验

主义， 主张实践出真知，“科研人员不讲

可能怎么样 ， 一定要是什么样就什么

样”。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带队成功研发

了新型的同轴式催化裂化装置。 兰州炼

油厂希望采用这项技术建设一套年加工

50 万吨的催化裂化装置，却遭到了有关

方面的质疑：“有可能出事故”“有可能爆

炸”“有可能……”

石油工业部专门召开论证会， 陈俊

武当场立下军令状 ：“出了问题 ， 我负

责！ ”最后，设计方案获通过。1982 年，兰

州炼油厂装置顺利建成投产， 当年就收

回 4000 多万元的投资， 该技术获 1984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同样是 1982 年，上海高桥炼油厂要

新建一套 100 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总

工程师朱人义对陈俊武说：“同轴式构型

很先进， 我想要； 高效再生的烧焦罐技

术，我也想要。能否两者结合起来？”陈俊

武几番研究， 终于确定了一个新方案。

1990 年，这套新装置的模型在北京国际

博览会上甫一亮相，立即引起关注，被赞

誉为“现代科技与美学艺术的融合”。 目

前， 我国采用这种新技术的装置年加工

能力总计 4000 万吨，占国内催化裂化年

加工总量的 20%。

众所周知， 以石油为原料可以生产

出塑料、纤维、橡胶等烯烃产品，把石油

换成煤炭也可以，不过，煤炭制烯烃的瓶

颈在于甲醇制烯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终于突

破了瓶颈， 可从科研成果如何向工业转

化呢？ 为此，大连化物所找到了陈俊武。

陈俊武 8 次奔赴陕西华县 ，3 次前往辽

宁大连，2 次北上内蒙古包头 ， 现场指

导、推进攻关。 2006 年，“甲醇制取低碳

烯烃技术及工业性试验”项目通过鉴定。

2010 年，投产成功。 从中试成功到百万

吨级工业装置产出，前后只用了 4 年。目

前， 用煤炭生产甲醇、 再转化生产的乙

烯，占国内乙烯总产量的近 25%。

超市的背心式塑料袋、 厨房的保鲜

膜、塑料食品袋、婴儿奶瓶、水壶、水桶等

的化学成分都是聚乙烯。 换句话说， 人

们日常使用的每 4 件塑料制品中， 就有

一件是通过煤炭制烯烃的原料生产的。

今年 1 月 13 日 ， “时代楷模 ”

陈俊武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

每次来到人民大会堂， 陈俊武都

有不同的感受。 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

之际， 陈俊武第一次走进新落成的人

民大会堂， 参加全国群英会， 被授予

“全国劳动模范” 称号。 “那时候国

家正处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我真切感受到了我们科技工作者大有

用武之地。”

第二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是在

1978 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

陈俊武参加全国科学大会， 他为之付

出诸多心血的催化裂化项目作为重大

科技成果接受表彰 。 “这次大会提

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大家听

了都非常振奋。”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陈俊武连说 “感动”， “我感到科学

春天已经到来”。

1991 年评上院士后 ， 他多次在

人民大会堂出席院士大会 。 “这是

一个崇尚科学、 尊重知识的好时代，

我要尽心尽力为党和国家多做一些

事情。”

己亥岁末 ， 陈俊武在人民大会

堂， 亲耳聆听了一场关于自己的报告

会。 他由衷地感慨： “其实， 个人的

力量是有限的， 如果说我这些年还取

得了一些成绩， 首先要归功于时代，

我赶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好时代、

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 赶上了追

求 ‘中国梦’ 的新时代。”

回望颠沛流离的前半生， 陈俊武

坚定地说： “无怨无悔！”

上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 军阀混

战 ， 民生凋敝 。 1927 年 3 月 ， 陈俊

武出生在北京一个大四合院里， 排行

老三， 是家中唯一的男孩。

“七七事变” 爆发， 中华民族开

始全面抗战 。 次年 ， 陈俊武小学毕

业， 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父亲陈

训昶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让

儿子上教会学校学英文。 “父亲就是

觉得， 不能再学日文， 应该去教会学

校学英文， 也算是对侵华日军的一种

无声反抗吧。” 陈俊武回忆说。

崇德中学 （现北京市第三十一中

学 ） 第一节英语课 ， 老师用英语讲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我听不懂

啊， 回家就跟父亲说， 我不学英语，

不去崇德上学了！” 小学从未学过英

语的陈俊武向父亲哭诉。

父亲告诉儿子： “不管碰到什么

困难， 只要你肯下功夫， 就能改变现

状。 ———这是我对你的期望！” 这句

话影响了陈俊武的一生。

1944 年 ， 陈俊武凭借优异的成

绩考取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

（后改名为化学工程系 ）。 北大工学

院地处清端王府旧址 ， 为了省钱 ，

陈俊武没有住校 ， 每天走读 ， 并将

学校每月发放给学生的 50 斤面粉扛

回家 ， 和母亲相依为命 ， “家里吃

饭， 母亲知道我的饭量， 适可而止，

不会浪费”。

和陈俊武共事 40 多年的中石化

洛阳工程公司资深专家陈香生告诉记

者， 陈院士食量小， “他小时候吃不

饱饭， 所以即使现在条件好了， 他仍

坚持只吃七分饱， 艰苦朴素惯了。”

大二那年， 同窗好友有亲戚在抚

顺油厂上班， 陈俊武同去参观学习。

“煤都” 抚顺是东北最大的煤炭基地。

日俄战争后， 日本人在抚顺疯狂掠夺

煤炭资源的同时， 也建造了机械、 炼

钢、 炼油等各类工厂。 在抚顺， 陈俊

武第一次亲眼看到日本人留下的页岩

油炼厂 。 先进的设备 ， 令他永生难

忘 。 尤其是一种煤炼油设备 ， 使用

的是德国技术 ， 比书本上学的要超

前不少。

要知道， 那个年代的中国工业基

础十分薄弱 ， 化工也多以轻工业为

主， 包括造纸、 制革、 制糖等。 隶属

重工业的炼油厂给陈俊武带来新奇观

感的同时， 也震撼了他的内心。 那一

刻， 他暗下决心： 挽弓当挽强， 毕业

后投身石油工业， 最好能到抚顺。 然

而， 时局动荡， 陈俊武毕业即失业。

在宝岛台湾铁路局短短工作了 10 个

月之后， 对 “石油梦” 的执着驱使他

想方设法回到了福建长乐。

在祖籍地， 虽有世袭的华林坊可

供栖息， 但陈俊武心中依然放不下自

己的 “石油梦 ”。 1949 年 12 月 ， 辗

转北上的陈俊武将母亲交托给在沈阳

工作的大姐一家 ， 独自前往抚顺谋

职。 白雪皑皑的冬日， 陈俊武乘马车

来到抚顺矿务局。 人事处的一位女科

长拿着介绍信， 对他上下打量， 一介

文弱书生 ， 又是北大毕业 ， 就说 ：

“你去化验室吧， 工作轻松， 环境也

干净。” 可陈俊武不干了， 说： “我

想去第二化学厂， 学习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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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沛流离， 不忘抚顺的石油梦

当场立军令状： “出了问题， 我负责！”

人生到处， 应似飞鸿踏雪泥陈俊武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中国炼油工程技术专家 、 催化裂

化工程技术奠基人 、 煤化工技术

专家， 中国石化集团科技委顾问。

我国从依靠 “洋油 ” 到成为

炼油技术强国 ， 再到 70%的汽油

通过催化裂化工艺生产 ， 陈俊武

功不可没 。 他主持完成国内首套

60 万吨/年流化催化裂化装置自主

开发与设计 ， 主持指导完成同轴

式催化裂化 、 常压渣油催化裂化

等国家重点攻关课题 ， 为我国催

化裂化装置总加工能力跃居世界

第二作出开创性贡献。

陈俊武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 （2 次）、 国家技术发明

一等奖， 被授予 “时代楷模”、 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 “全国劳动模

范 ” “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

等称号 ， 获颁 “何梁何利基金 ”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 主编 《催化

裂化工艺与工程 》 《石油替代综

论》 《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

标研究》 等专著。

人物小传
陈俊武告诫后辈：“科研人员不讲可能怎么样，一定要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

1965 年首套催化裂化装置投产， 后排右二为陈俊武。 ８９ 岁的陈俊武 （右） 现场指导项目。陈俊武 （左） 与学生刘昱交流业务。

年近九

旬 ， 陈俊武

依然坚持参

加运动会。

“您的爱车在加油站加的汽油，70%是催化裂化工艺生产的，这项工程技术的奠基人就是陈俊武。 ”———这是
形容陈俊武科技贡献时用得最多的一句话。

如今，中国的催化裂化加工能力每年近 2 亿吨，仅次于美国的 2.4 亿吨。 1959 年，我国发现大庆油田，但当
时炼油厂的加工能力不足，技术水平落后，就像“看着金灿灿的稻谷，吃不上香喷喷的米饭”。1962 年，陈俊武担任
中国第一套 60 万吨/年流化催化裂化装置设计师，3 年后产出合格油品。

说起聚烯烃，人们也许会很陌生，但如果换个说法，涤纶、锦纶、食物保鲜膜、飞机安全气囊，以及日常使用的
塑料制品等等，是不是很熟悉？ 这些物品的化学成分就是聚烯烃，换言之，人们的衣食住行离不开聚烯烃。 陈俊武
是我国煤基甲醇制烯烃工程技术开发的总指挥，指导完成了甲醇制烯烃技术工程放大及工业化推广应用。我国市
场 90%煤基甲醇制烯烃使用自主研发技术，占全国乙烯总产量的近 25%。

接受采访时，参加工作已逾 70 年的陈俊武说：“人的一生只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应该活得有价值、有
意义。 对社会的奉献应该永无止境，从社会的获取只能适可而止。 我努力这样做了，有了一些贡献，社会也给了我
一定的评价，这就足够了。 ”

陈俊武：不负韶华，以身许国 70年
本报记者 付鑫鑫 通讯员 刘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