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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丙珍 　 女 ，化工系统工程专家 。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５日出生 ，江苏省无锡市人 。 １９６２ 年毕
业于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 ，获副博士学位 。
清华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后期起致力于化工系统工程新学科的建设和工

业应用 ，创建了教学科研基地 。 围绕化工 、石化
企业全厂能源和资源的优化利用 ，展开研究和
参与攻关 ，不少创新性成果在工业实践中得到
了应用 ，主要有 ：在国家“九五”攻关项目中 ，解
决了大型石化装置在线优化的关键问题 ，实现
了从离线优化到在线优化的技术跨越 ；开发出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乙烯工业裂解炉模拟优化

工程化软件 ；为复杂过程系统的故障诊断等发
展了具有逻辑推理 、定性决策和定量计算功能
的化工智能系统 ；提出了考虑灵敏度要求的换
热网络优化综合方法以及全厂能量系统集成的

数学模型和求解策略 ，在炼油厂节能改造中效
益明显 。获全国科技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国

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省 、部级一二等奖 ５ 项 。
发表论文 １７２ 篇 。 ２００５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 。

我出生在丙子年 ，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
姐姐 ，我父亲叫陈绍浚 ，原籍浙江诸暨 ，曾经上
过大学 ，后来因为家境不好 ，辍学只身来到无
锡 ，在一家老乡开的印刷所里谋了个差使 。 我
母亲叫赵文英 ，是小学老师 。 我出生不久 ，抗战
爆发了 ，不久来了日本兵 ，无锡成了沦陷区 。我
的童年就是在日寇占领的惊恐中度过的 。 全家
好不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 ，生活有了希望 ，不幸
的是 ，１９４６ 年 ，在我 １０ 岁的时候 ，肺癌夺走了
我父亲的生命 ，家里顿时一贫如洗 。 少年丧父 ，
家道中落 ，一下子就懂事了 。 当时我已经在无
锡的辅仁中学读书 ，我要继续读书 ，家里没钱 ，
只能靠自己优良的学习成绩争取到免除学费的

机会 。
１９４９ 年 ，迎来了无锡的解放 ，１９５２ 年我高

中毕业 。 辅仁中学的六年 ，使我养成了良好的
学习习惯 ，掌握了有效的学习方法 ，更重要的
是 ，我在学习中找到了乐趣 ，找到了自信 。 哥哥
姐姐参加了工作 ，挑起了养家的重担 ，都支持我
上大学 ，后来录取在天津大学化工系 。 全家东
拼西凑了 １０ 几元钱 ，第一次离家来到了陌生的
北方 。

在天大读了一年我被选拔去留苏 。 １９５３
年进了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 。 １９５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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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国留学 ，被分配在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
学院无机系学习 。 ５０ 年代是中苏友好关系的
全盛期 ，我们到处受到苏联同学 、苏联校方和苏
联人民热情友好的对待 ，留下了终身的美好
回忆 。

１９５９ 年 ，大学毕业 ，获苏联工程师学位 。
回到国内又被选拔进一步留苏深造 。 对于祖国
人民节衣缩食两度派我出国留学的感恩之心 ，
是我青年时期的学习动力 。 这样 ，我在 １９５９ 年
底又回到了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 ，在“化工
过程和设备”教研室开始攻读副博士学位 。 我
的导师是卡萨特金教授 ，我的论文选题是“精馏
和吸收设备及传质动力学研究” ，着重在理论上
建立气 —液传质的模型 ，探求强化传质过程的
途径 ，为设计提供依据 。 １９６２ 年夏天 ，我提前
半年通过了论文答辩 ，导师和答辩委员会都给
了很好的评价 ，获得了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 。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使我在开展科研方面 ，在专
业人才的培养方面都有了亲身的体验 ，奠定了
我一生工作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 ，使我树立了强
烈的事业心 ，把从事科学研究 ，强化化工过程 ，
作为我未来的终身事业 。

回到刚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祖国 ，感慨
万分 。 ２６ 岁了 ，一直在读书 ，还没有为国家做
过事 ，也没有为养家出过力 。 这种对社会的亏
欠感 ，在我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使我确定
了我的人生目标 ：不讲待遇 ，不讲索取 ，但求更
多地回报于人民 ，更多地奉献于国家 。

回国后被分配在北京石油学院炼制系加工

教研室工作 。 当时正是大庆油田开发不久 ，炼
油设备急需改造 ，以提高处理能力和加工质量 。
石油部从国外得到了浮阀和舌形两种新型塔板

的样品 ，下达给石油学院进行研究开发 ，实现工
业实用 。领导上让我集中精力专职从事这项重
要的研究工作 。 开发新型塔板正是我的专长 ，
虽然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 ，但科研工作进展顺
利 。 通过实验室研究 ，这两种新型塔板很快在
炼厂得到了实际应用 。 大冬天在东北的炼厂工

地 ，冒着刺骨的寒风爬上塔顶 ，钻进塔身 ，熟悉
工艺流程 ，参加安装调试开工检测 ，使我在生产
第一线得到了实际锻炼 。 随后石油部将此项技
术在全国炼厂推广 ，为此我们为设计院提供了
完整的设计数据和资料 ，同时还推出了一批高
质量的论文 ，这项成果后来得到了全国科技大
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 从此以后 ，石化行业成了
我终身服务的领域 。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的学术生涯 ，１９６７
年在东炼参加建厂劳动 ，整天挖土运沙 。 一年
以后 ，石油学院搬迁到山东 ，先是建校劳动 ，后
来为几十公里以外的一家小化肥厂做设计 ，算
是有点专业的内容 。 那时每天早出晚归 ，来回
骑车要花二个多小时 ，有一次自行车被挤在两
辆大卡车中间 ，差一点丧命轮下 ，现在想起来还
有点后怕 。

１９７２ 年年初 ，告别了工作将近十年的石油
学院 ，调入了清华大学化工系 ，从事教学工作 。
后来工宣队分配我参加“班办大学”的教学 ，当
一个班的班主任 ，期间还被派往北安河农村插
队半年 。

粉碎“四人帮”不但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
也是个人人生的一大转折点 ，生活逐渐恢复了
常态 。 我和我的几位同事将目光转到了国外
７０ 年代化学工程的发展历程 ，一门新的学
科 ——— 化工系统工程正在崛起 ，英 、美 、日 、苏都
出现了一批学科的带头人物 。我们自信看准了
方向 ，为自己确立了“两赶”的目标 ，即要把“文
革”耽误的十年赶回来 ，与国外的十年差距要赶
上去 。

１９７８年受原化工部委托 ，我们和天津大学
化工系联合编写了全国第一本枟化工系统工程枠
教材并举办了全国第一次“化工系统工程”学习
班 。 与此同时 ，还积极面向企业寻找课题 。
１９７９ 年先后在燕山石化公司东方红炼油厂和
齐鲁石化公司胜利炼油厂完成了换热器网络优

化的科研项目 。 这是国内化工系统工程的首个
重要工业应用成果 ，获 １９８２ 年北京市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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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在申报国家奖时由于推广不够 ，仅获
得了 １９８５ 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 当时我认
为 ，为了推动学科发展 ，应该尽快抢占国际学术
界的一些制高点 ，同时力争开拓更多的应用领
域 ，这些任务与推广已有的成果比起来 ，更加重
要 ，更加艰巨 。

８０ 年代初 ，我和同事们把化工系统工程引
入石化企业的管理领域 ，针对企业中管理层与
生产层之间缺乏有效协调的问题 ，提出了带有
信息反馈通道的闭环生产管理模式 ，并据此开
发了石化企业生产多层次优化协调模型及算

法 ，推动了运行 — 管理一体化 。 这一工作在专
著枟石化企业优化管理枠一书中得到了全面深入
的论述 ，所开发的生产计划优化软件系统在齐
鲁石化公司和胜利炼油厂分别得到实施 ，取得
显著的经济效益 。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我被派往美国做访问学者 ，
我选择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化工系的韦茨贝格教

授作为学术领导人 。 我从事的是一个比较超前
的理论题目“热集成系统的结构柔性研究” ，难
度相当大 ，需要复杂的数学推导 ，还要有概念的
创新 。 一年多的美国进修完成了 ３ 篇质量较好
的论文 ，得到了美国学术界的好评 。 将近 １０ 年
的留苏留美岁月给了我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
推动我确立新的目标 ：做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
果 。 美国之旅还为我奠定了国际学术交流的
基础 。

回国后 ，１９８４ 年晋升为教授 ，第二年批准
为博士生导师 。 ８０ 年代 ，针对石化系统机理复
杂 、不确定因素多等特点 ，主要从事人工智能技
术在过程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 在国家重点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 ，对人工神经网络技术
展开研究 ，构筑了一种具有较高预测精度的基
于多项式逼近理论的二次基函数前向神经网

络 。 利用这一技术 ，在“八五”攻关任务中建立
了催化裂化装置主分馏塔的优化操作模型 ，实
现主分馏塔在线 、开环优化操作指导 ，这一成果
在洛阳炼油厂实际应用 ，取得显著效益 。 此外 ，

还利用所开发的神经网络 ，建立了催化裂化装
置轻柴油凝点 、粗汽油干点和稳定汽油蒸汽压
这三个质量参数的在线实时动态监测系统 ，实
现了从离线监测到在线监测的跨越 ，这一技术
在石家庄炼油厂得到实用 。 这些比较前沿的成
果得到了国外同行的承认 ，１９８７ 年被聘为本领
域内权威性国际学术期刊 Computers &
Chem ． Eng ．的编委 。

从 １９８５ 年开始我历任第七 、八 、九 、十届全
国人大代表 ，每年大会期间我都联络一些代表
提出几项有关科技和教育方面的提案 ，并促成
了河北省与清华大学的省校全面的科技合作 ，
这种合作经历多任省长和校长一直延续至今 ，
合作内容不断扩大 。

１９９１ 年秋赴丹麦技术大学开展合作研究 ，
半年后应邀去瑞士苏黎世工学院和挪威工学院

等地讲学 。
９０年代 ，国家提出了大力发展信息技术 ，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方针 。 经过充分的论
证 ，国家计委批准将“大型骨干石化生产系统控
制及计算机应用技术”列为国家“九五”重点攻
关项目 。 我主持负责其中 ３ 个专题 ，在这项攻
关任务中 ，我和课题组其他成员运用子波理论
开发了异常数据识别和在线数据校正技术 ，从
而攻克了在线优化实施中的主要技术难点 。在
此基础上 ，进一步将开发的在线校正软件与优
化软件组合在一起 ，在兰炼常减压装置上首次
完成了在线优化与先进控制的集成 ，实现了从
离线优化向在线优化的技术跨越 ，这一重大成
果获 ２０００ 年中国石化集团科学技术一等奖 、
２００４ 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科学技术一
等奖 。

２０００年国际过程系统工程执委会决定 ，第
８ 届国际会议（PSE）将由中国承办 ，我被选为
国际组委会主席 。 原定会议在 ２００３ 年举行 ，恰
遇 SARS 肆虐 ，被迫拖延一年 ，许多计划和安
排被打乱 ，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 在中石化领导
的支持下 ，依靠国内外同行的帮助 ，在昆明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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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８ 届 PSE 国际会议 ，被与会者认为是历届
会议中安排得最好 、开得最成功的一次 。

２００４ 年为北京东方化工厂开发出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乙烯工业裂解炉模拟优化工程化

软件 ，该系统能够针对不同的炉型及裂解原料 ，
准确 、快速地模拟计算出相应操作工况下主要
产品的收率以及优化操作条件 ，以改善操作 ，提
高企业经济效益 ，具有很大的通用性 ，与国外最

先进的同类软件相比 ，在计算精度相当的情况
下 ，运算速度较大地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具有很
好的创新性 。

入选工程院是对我过去成绩的认可 ，也是
我的一个新的起点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号召的
指引下我将继续努力 ，争取在本领域内创造更
多的佳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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