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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技系统 2023年全国（上海市）五一劳动奖和工人先锋号风采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智能通信实验室

智能通信实验室团队攻

克海域宽带通信核心关键技

术，针对覆盖广度与通信带宽
难以兼得的技术瓶颈，在超远距
无线干扰抑制等三个方面取得了

系统的理论和技术突破， 核心
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先后应用于普陀、虹口等
11 个区部署的新型城域物联
专网系统中 ，为上海 “一网统
管”要求的“自动”发现提供了
强力支撑。 成果以第一完成单
位获得 2020 年度上海市科学
技术奖励技术发明一等奖。

陈树彬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高功率激光单元技术实验室

副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陈树彬任上海光机所承担

的某重大专项主任设计师，作为
项目负责人之一，率领团队攻克
大尺寸激光钕玻璃连续熔炼批

量制备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国际
先进，部分指标国际领先 ，仅我
国和美国掌握该技术，打破了国
外的技术封锁和产品禁运。

研究成果获得 2000 年上海
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16 年
上海市技术发明特等奖、2017 年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22 年中
国科学院杰出成就奖。2022 年带
领团队封控作战 88 天， 高质量
地完成某重大专项任务。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化学药物研发中心杨春皓课题组

杨春皓课题组秉承导师谢

毓元院士奉献、 学以致用的科
学家精神，建立了基于化学反应、
基于抗肿瘤热点靶标、基于活性
等 70多个小分子类药化合物库，
从中发现了一批结构独特、机制
新颖、 具有进一步研发价值的
杂环先导化合物， 在国际杂志
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

以此为基础， 与肿瘤药理
学丁健院士 /缪泽鸿/蒙凌华团
队紧密合作， 发现了三个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肿瘤候选靶

向新药，均已实现成果转化。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航天激光工程研制团队

航天激光工程研制团队研

制的空间冷原子钟，随“天宫二
号”载人航天飞行器发射成功，
成为国际上首台在轨成功进行

科学实验的空间最高精度冷原

子钟， 在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
统、深空探测、引力波测量等系
列技术和科学发展做出重要贡

献， 入选中科院改革开放四十
年 40 项标志性重大科技成果。

2022 年，项目团队克服疫
情封控、物资紧缺等困难，完成梦
天实验舱总计 8 个科学实验柜
中 2 个重要载荷的研制任务。

虞赉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第七〇八研究所
中国船舶集团首席专家

虞赉是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上海领军人才、辛一心船舶与海
洋工程科技创新奖获得者。

作为我国集装箱船设计领

域的知名专家，带领团队填补了
国内集装箱船领域的众多技术

空白，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和市
场垄断，改变了目前世界箱船技
术发展韩日独大的格局，实现了
技术追随转向技术引领，确立了
中国在国际超大型集装箱船的

市场领先地位，为实施海洋强国
战略，抢夺国际高端船舶市场制
高点做出了突出贡献。

姜兆华
上海市激光技术研究所

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姜兆华 30 余年坚守科研一
线岗位，在激光精细加工、激光多
媒体演艺等领域深入研发与探

索 ， 先后主持科研项目近 40 余
项，获发明专利授权 14 项 ，实用
新型专利授权 23 项，发表论文 20
余篇，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根据国家战略发展和市场需

求，聚焦激光加工产业，深耕汽车
制造领域， 积极推动激光科技与
文化创意融合， 对于特色激光应
用技术的突破、 解决行业技术瓶
颈、 带动产业能级提升做出了重
要贡献，实现了科技成果转化，推
动了激光技术产业应用。

陈凡胜围绕国家重大需求长

期从事星载大型红外相机的研制

工作， 先后主持国家重大工程型
号项目、国家基金委面上项目、军
委科技委重点项目等 16 项课题。

主持研制我国首台红外相机

并装备 4 台， 担任我国可持续发
展科学卫星一号卫星副总师并主

持主载荷热红外成像仪的研制，
性能达国际先进水平 , 是该领域
的杰出代表。 入选国家 “万人计
划”青年拔尖人才、获得国防科技
“卓越青年”科学基金支持，所带
领的科研团队获得国家技术发明

一等奖、中科院杰出成就奖。

陈凡胜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工程三室研究员

卫星副总师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体细胞克隆猴团队

团队主要从事非人灵

长类的体细胞克隆技术和

模型构建， 取得了多项国
际领先的研究成果。

利用核移植技术在国

际上首次构建 体 细 胞 克

隆猴 ，并进一步利用该技
术得到了 BMAL1-/- 基因编

辑猴的克隆子代 ，为基于
体细胞克隆技术的基因

编辑猴模型构建奠定了

基础。

团队主要从事深海矿

产资源开发的基础研究、关
键技术攻关以及工程化应

用研究。
先后承担国家十三五、

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工信
部高技术船舶科研计划、中
船集团公司科技创新与研

发专项及上海市科委国际合

作等项目 20余项， 研制的关
键装备完成了我国南海首

次深海采矿联动海试验证。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上海分部
深海采矿装备研制团队

团队积极响应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服务
上海打造全球科创中心建设

重要布局，实现产研院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平台的有序衔接。

以打造国家重要战略

科技力量为导向，产研院与
9 家科研单位共建， 联手推
动 10 多个创新平台的转型
发展。 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
率、增强对科技创新和产业
发展的支撑力。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综合管理部

团队坚持科研与实践

应用的紧密结合，把科研的
配方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

新型导电银浆包括新

能源汽车玻璃用导电银浆、
印刷线路板（PCB）用导电银
浆、超低能耗真空玻璃用导
电银浆等，其中汽车玻璃用
导电银浆应用推广到福耀

集团、耀皮集团等汽车玻璃
上市公司，并长期处于国内
龙头的地位。

核工业第八研究所
新材料导电浆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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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工人先锋号

全国工人先锋号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