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1972年生，漢族，中共黨員，現

為山東華魯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

席主任技師。作為高技能人才，獲國

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榮獲「全國技術

能手」、「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三八

紅旗手」、「山東省首席技師」、

「齊魯工匠」、「泰山產業領軍人才

（產業技能類）」等多項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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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鋼鐵叢林穿梭鋼鐵叢林 攻克核心技術攻克核心技術
化工化工「「女超人女超人」」孫一倩孫一倩：：

從一名普通操作工成長為享受國務院政府

特殊津貼的化工「女超人」，山東華魯恒升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首席主任技師孫一倩投入了近30年超乎常人的努力。她在

幾十米高的鋼鐵叢林裏鑽進爬出，於無數個夜晚加班到天明，每日穿梭於實驗室、生產車間和

設計院之間，成為名副其實的行業難題「終結者」，奠定多項化工產業創新成果和技術專利在

行業領先的地位。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濟南報道、圖：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1993年中專畢業後進 入 華 魯 恒
升，孫一倩起初只是一名
普通的操作工。雖然在工
作之前就對電視上戴着安
全帽的帥氣女工心生嚮
往，但當真正面對塔罐如
林的設施和閃閃發光的儀
錶時，她在興奮之餘亦有
一絲忐忑，深感書本知識在
實際工作中的單薄。
工業化工的基礎保障是裝置
安全穩定運行。孫一倩的化工生
產過程控制崗，便是主要負責上述
工作，也是化工生產中人數最多的一
個工種。在工作不久後的一個夜班，孫
一倩正和師父在操作室監控系統運行，突然
間所有照明全部熄滅，廠房內外一片漆黑，機器
的轟鳴聲戛然而止，一切都變得異常安靜。孫一倩回
憶，當時她嚇得一動也不敢動，但師父卻迅速拿出事故燈從容處
理，緊張但不忙亂。很快來電了，系統又重新開啟。「我從心底
裏佩服師父的那份從容和擔當。既然選擇了幹化工，我就要成為
師父那樣的人。」孫一倩事後這樣激勵自己。
從那以後，她虛心向老師父請教，細心摸索工藝數據。為了便
於觀察師父操作調節控制和對應的操作參數變化，即使是上夜班
她也經常一站一夜。2年後，她成為同期進廠青工中的第一個主
操作手。「自己能控制一套裝置安全穩定運行的興奮和快樂，讓
我深切感受到了技能賦予我的力量！」

日工作逾12小時 成功啟動DMF裝置
20世紀末，隨着國際聚氨酯產業向中國的轉移，DMF（二甲
基甲酰胺）發展前景廣闊。2000年，華魯恒升建設首套有機胺裝
置，這是企業從無機化工拓展到有機化工，尋求跨越發展的一個
項目。孫一倩作為主力被抽調到新崗位參與生產線的啟動。當時
孫一倩所在的企業，既要面對國外企業技術封鎖，也要面臨國內
行業競爭。面對一切未知，她晚上挑燈研究流程，白天和同事一
起研究啟動生產線方案，歷時整整3個月，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
上，最終完成首套DMF裝置啟動，並一次開車成功。
當時孫一倩的孩子只有11個月，為了保證全身心地投入工
作，她咬牙把孩子送回了河北老家。當兩個月後她終於抽出空去
看孩子時，孩子卻怯生生地躲在姥姥背後，已經完全不認識媽媽
了。
經過反覆摸索，孫一倩逐步掌握了獨特的控制操作法，使有機
胺蒸汽消耗下降近30%。僅此一項就使每噸產品生產成本降低
400元（人民幣，下同），一年增效3,000萬元。在孫一倩和同事
們的不斷探索和革新中，短短5年間，將DMF裝置產能提升到
23萬噸，使華魯恒升成為全球最大的DMF製造商，質量和消耗
指標也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這意味着我們已經基本掌握了
有機胺的生產技術，領先於同行。」
憑藉豐富的操作經驗，孫一倩還在2009年11月舉辦的第二屆
中國石油和化工行業技能大賽中，取得了兩個單項第一和個人總
成績第一的好成績，成為全國技術能手。

「走火入魔」摸索技術 睡覺也不忘工作
2010年，華魯恒升決定研發試驗5萬噸煤製乙二醇工業化項

目。孫一倩被指派參
與工藝包和操作流程
優化。乙二醇產品
主要用於生產合成
纖維、化妝品和炸
藥等，最大用途是
用於製造服裝的上
游原料聚酯纖維，
該原料被稱為「服
裝面料之母」。但是
煤製乙二醇生產工藝
被國外嚴密封鎖，如果
想上馬項目就必須依靠自
力更生搞研發。為了盡快摸
索出這套新裝置的控制技術，

孫一倩幾乎到了「走火入魔」的
狀態。

為了測試和改進工藝，孫一倩經常在幾
十米高的鋼鐵叢林裏鑽進爬出，裝置裏面上萬個

點位，她幾乎全部親手觸摸操作過。有一次深夜加班回家，孫一
倩累得躺在沙發上不知不覺就睡着了。孩子想叫她回房間睡，孫
一倩迷迷糊糊地坐起來就問「是5萬噸嗎」，孩子跟爸爸抱怨
說，「我媽只有工作的時候，智力才比較正常」。
經過無數汗水、甚至淚水的淬煉，公司5萬噸裝置也成功投產
運行，而開發建設50萬噸煤製乙二醇項目又即將開始。為了保證
項目設計和工業化生產的無縫銜接，公司委派孫一倩直接參與設
計開發的全過程。
帶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孫一倩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50萬噸

項目的設計建設中。從2016年年初到2017年年底，整整兩年，
孫一倩大部分時間都在外出差。2018年9月30日晚，孫一倩親手
加入最後一種原料，緊張觀察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數據變化，一
切正常！裝置成功啟動！孫一倩難掩激動的心情，眼淚忍不住流
了下來。更令其高興的是，她在設計過程中進行的一些工藝優
化，在裝置運行中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其中一項改造每年可降
低9,000萬元運行成本。

從業近30年來，孫一倩穿梭於實驗室、生產車間和設計院
之間，將研發、設計技術和生產控制技術技能充分融合，走
上了技能複合型人才發展之路。她表示，「不要給自己設
限，限制你的從來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的思維高度。不要
高估了問題的難度，低估了自己的潛能。心有多大，舞台就
有多大。化工行業充滿挑戰，每當自己攻克難關，就是最有
成就感的時候。」

不斷提升自我 獲逾10國家專利
隨着行業的不斷發展，孫一倩也在不斷提升自我。多年

來，她自修了中國石油大學化工工藝專業的專科和本科課
程，學會了全英文的化工設計軟件，研發了國內最大的年產
30萬噸的碳酸二甲酯工業化試驗裝置……取得了10多項國家
專利，榮獲近20項國家級、省、市各級榮譽。
她還把多年積累的經驗傳授給年輕人，帶出了40餘名專業

技術人員和高素質技能人員，以她名字命名的「孫一倩國家
級技能大師工作室」，在全國、省、市級等多項石化行業技
能大賽中榮獲團隊一、二等獎。
作為中共二十大代表，孫一倩感到非常光榮和自豪，同時
也感到沉甸甸的責任。她表示，「這些年我感受最深的是國
家對我們技能人才越來越重視，特別期待二十大以後我們煤
化工行業會發展得越來越好，技能人才也會有更大的舞台，
更好地發揮出我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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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塔查看設備
落地面方覺後怕

2019 年，孫一倩接到新的任
務，由她牽頭開展乙二醇聯產碳酸
二甲酯新工藝研發。碳酸二甲酯是

近年來頗受國內外化工界重視的新型化學品，被譽為
當今有機合成的「新基石」。

孫一倩和同事們經過小試、中試、工藝包開發和工
程化設計，於2021年10月建成年產30萬噸碳酸二甲
酯工業化試驗裝置，投料當周就採出電子級產品，成
功應用於鋰電池等高端領域。

優化流程設置 提高產品純度
其間，為了提高反應效率，孫一倩帶領同事對中試反

應設備內件進行設計改造。作為設計者，孫一倩需要親

自鑽到高塔設備內部測量查看。由於她個子比較矮，從
設備外殼上的人孔鑽進去，要裏面一個人接着，外面一
個人拉着。站在30多米高的塔設備平台上，風稍微大
點，就能感覺到明顯的晃動。孫一倩回憶說，在平台上
時因為專注於設備改造，並沒有太多關注外面的情況，
只是下意識地抓緊了平台欄杆。可從塔上下來一放鬆，
就頓時感覺到後怕了，腿和胳膊不由自主地發抖。

項目運行後，為了進一步提高產品質量，孫一倩通
過增加一根管線優化流程設置，把產品純度從
99.994%提高到99.997%。隨着中國新能源汽車的蓬勃
發展，鋰電池及其上游電解液、溶劑產品需求快速增
加。華魯恒升碳酸二甲酯裝置投產後，一舉改變了市
場格局，目前已佔到全國25%的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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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一倩每孫一倩每
日穿梭於實日穿梭於實
驗室驗室、、生產生產
車間和設計車間和設計
院之間院之間，，攻攻
克了不少核克了不少核
心技術心技術。。

◆孫一倩在裝置調試
中深入塔體檢測。

◆孫一倩把多年積累的經驗傳授給年輕人，帶出了40餘名專
業技術人員和高素質技能人員。

◆◆孫一倩孫一倩（（中中））與同事不斷摸索改革工藝與同事不斷摸索改革工藝，，多次破解行業難題多次破解行業難題。。

掃碼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