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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宁宁，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
应用化学专业，现任山东滨州智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经
理。

梁宁宁在山东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举办的检验能力评估和滨州
市药监局组织的技能比武中，带领
团队多次取得傲人的成绩。获得
了9项发明专利，71项实用新型专
利，并且以上专利有90%以上都已
转化成功。梁宁宁成功让公司羟
丙基倍他环糊精等产品在CDE和美
国DMF备案，并顺利转A。其主导的

“磺丁基倍他环糊精钠工艺优化及
其相关制剂的药学性能开发项目”
成功入围科技部“科技助力经济
2020”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梁宁宁还参与了省研发项目1
项和博兴县重大科技专项1项，参
加了3项行业标准和7个企业标准
的制定，并在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省级瞪羚企业、省“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等申请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
献。梁宁宁先后获得“博兴县最美
科技工作者”、“滨州市五一劳动奖
章”、“滨州市银狮奖企业最美科技
工作者”、“滨州市劳动模范”等一
系列荣誉称号。

（科普滨州）

李文波2008年毕业后进入滨
化集团，在各岗位上不断磨练，总
结工作经验，各项技能逐步提高，
获滨化集团工种技术带头人、岗位
标兵、突出贡献个人、优秀共产党
员等荣誉称号。

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学习生活
中，李文波都起到了带头模范作
用。曾负责粒碱装置燃烧炉改造
项目，作为烟道气余热利用技改项
目，不仅有效降低了装置蒸汽消
耗，同时也有效优化了东瑞公司的
热水平衡。根据装置日常运行统
计核算，李文波参与的熔盐炉烟道
气余热技改项目，每年为公司节约
蒸汽成本约360万元。李文波在设
备运行控制程序的调试安装阶段，
与设备厂家技术人员积极交流沟
通，结合以往的操作经验，努力将
燃烧控制系统做到完美。

李文波带领团队实现装置运
行周期突破300天的超长记录，造
粒系统运行超过100天，产品消耗
指标、环保指标都优于同行业。他
积极参与公司技改项目，在粒碱产
量、质量提升中做出重要贡献，粒
碱生产创新项目获得2023年滨州
市产品质量提升一等奖。

（科普滨州）

国内最大双臂架变幅式
起重船“二航卓越”顺利完工

滨州市全球全国
“冠军产品”杰出工程师

中国碳监测的“显微镜”来了

山东滨州智源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梁宁宁

滨化集团
李文波

近日，从中交二航局
获悉，由该公司投资、上海
振华重工建造的国内最大
双臂架变幅式起重船“二
航卓越”顺利完工。中交
二航局、南通海事局、中国
船级社、上海振华重工四
方代表在南通振华启东海
工基地举行完工四方见证
仪式，标志着该船距离交
付日期已近在咫尺。

据介绍，该船船体总
长 165 米，型宽 52 米，型深
11 米，设计吃水 6.5 米，最
大起重量 5500 吨，最大起
升高度120米，相当于能够
将4000辆小汽车一举提升
到40层楼的高度。

此外，为响应国家“双
碳”目标，该船采用光伏储
能、高效永磁电机等绿色
节能技术，研发应用了智
能运维和作业管理系统。

该船投运后将重点服
务于桥梁工程建设，覆盖

水工工程，兼顾海上风电，
全面提升中交二航局超大

跨径桥梁预制装配化安装
能力。      （科普滨州）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能源消费的持续增
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攀升，导致气候变化问
题日益严峻。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各国纷纷制
定减排目标，并加强碳监测工作。为了更全面地掌
握碳排放和碳汇的动态变化，我国不断探索新的监
测技术和方法，低成本地基无人机协同碳观测网络

（Low-cost UAV Coordinated Carbon ob‐
servation Network，LUCCN）便应运而生。

实验中的地面观测设
备 和 无 人 机 飞 行 阵 列　　　　　
　LUCCN系统主要由无人
机机群和地面观测设备两
大部分组成。无人机机群
负责动态监测大气中二氧
化碳浓度的变化，通过多
无人机协同的方式提高信
息收集效率；地面观测设
备 则 负 责 整 体 状 态 的 监
测，形成静态与动态、背景
与示踪的互补观测。两者

数据共享，由中央决策处
理系统统一分析并指挥无
人 机 的 下 一 步 飞 行 部
署。

通过结合无人机和地
面 观 测 设 备 的 优 势 ，
LUCCN 系统实现了对小
区域（如工业园区、城市
等）碳排放的高时频、高空
间分辨率监测，为碳监测
领域带来了新的突破。

　LUCCN 系统的工作

原理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无人机动态监测：无人机
搭载高精度二氧化碳浓度
传感器，在空中按照预设
的 飞 行 轨 迹 进 行 动 态 监
测。通过多无人机协同作
业，可以实现对监测区域
内二氧化碳浓度的全面覆
盖和连续观测。

地面观测补充：地面
观测设备负责在固定点位
进行长时间连续观测，以

获 取 背 景 浓 度 的 变 化 情
况。这些数据为无人机监
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补
充。

数据共享与分析：无
人机和地面观测设备收集
到的数据通过无线传输方
式 返 回 中 央 决 策 处 理 系
统。系统对数据进行统一
分析处理，并根据分析结
果调整无人机的飞行轨迹
和监测策略。

相比传统的碳监测方
法，LUCCN系统具有显著
的数据优势。

首先，该系统能够实
现对小区域的高时频、高
空间分辨率监测，填补了
卫星遥感监测在这一方面

的空白。
其次，无人机和地面

观测设备的协同作业使得
系统能够获取更加全面和
详细的监测数据，为科研
人员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研
究素材。

LUCCN 系统具有广
泛的应用场景。该系统可
以用于工业园区、城市等
小区域的碳排放监测，帮
助政府和企业了解自身的
碳排放情况并制定减排措
施。该系统还可以用于生

态碳汇的监测和评估，为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提供
科学依据。此外，LUCCN
系统还可以与其他监测手
段相结合，形成更加完善
的碳监测体系。

（科普滨州）

●LUCCN系统有哪些优势？

●什么是LUCCN系统？

LUCCN系统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