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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计划》高校转化项目登记表 

日期 ：                                                      编号：QT1311GC 

项目名称 烘房风机回转可调控引导送风装置 
所
属
领
域 

□ 先进重大装备 □ 新材料 □ 新能

源□ 生物医药 □ 电子信息制造 □ 

新能源汽车 □ 海洋工程装备 □ 软件

和信息服务 □ 民用航空制造 ■其它 院校名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盖章） 

项目成熟度 
□已实现产业化，产品供不应求   ■已实现小批量生产，产品有市场需求  
□已通过中试鉴定      □处在中试阶段  

技术水平 □ 国际领先  ■ 国际先进   □国内先进   □一般水平 

推广范围 ■ 国际推广  ■ 国内推广   □ 区域推广   □ 特定地区推广 

知识产权状态 
□ 授权国外有效发明专利       ■授权国内有效发明专利  

□ 国内有效实用新型专利       □其它知识产权 

项目获奖情况 

上海市第十八届优秀发明选拔赛二等奖 

上海市第二十一届优秀发明选拔赛三等奖 

中国国际工业博会技术交易潜力奖（银奖） 

各 类 基

金 

资 助 情

况 

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基金 

是否具有以下

资料 

□ 项目可行性报告   □ 查新报告   □ 鉴定证书   □ 检测报告   □ 认定证书 

■ 用户意见 

课题组简介：（概述研发优势和成功案例等。） 

课题组是在长期从事先进干燥技术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由严平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领衔，主要成员有

曹伟武教授、钱尚源研究员和何发江副教授等，分别从事热能工程、传热流动、机械设计等专业研究，

学科结构合理互补。从上世纪九十年起，课题组即与木村、制药、食品等行业的干燥领域合作，研究节

能环保的干燥新技术，曾研制利用太阳能对药品、食品进行干燥的新装备，取得成功。对木村干燥烘房

的研究更是持续至今，将木材干燥行业的主要装备―烘房从原来的能耗高、干燥效率低、干燥质量不均

匀、结构笨重的烘房改造成轻型快装结构的烘房，进而实现烘房内气流可控，大大降低了能耗，提高了

干燥效率和干燥质量，取得了发明专利，得到了行业的高度认可。课题组已建成干燥试验室，有试验烘

房，具备完善的测试和试验研究的条件，与行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并有工业性试验应用基地。 
项目简介：（项目背景、政策导向、应用领域和服务对象、项目进展情况、成熟程度以及项目预计产业

化周期、项目鉴定或产品检测报告的结论性表述。如是生物医药项目，写明是否具有临床批文和药证等

文件。） 

原木在成材过程中必须干燥以保证木制品的质量，烘房是木材干燥作业的重要装备，也是木材加工

过程中的主要耗能设备，其耗能量约占总能耗的 40%～70%，在节能降耗成为基本国策的今天，如何降

低干燥能耗成为行业急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原有烘房不仅能耗高，而且烘房内干燥气流正反向流动传热

很不均匀，操控不好极易影响板材干燥质量，进而影响企业经济和社会效益，为解决长期困扰木材干燥

领域的关键问题，课题组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技术，取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新型干燥技术已完成实验室试验和现场试验，并已在实际应用，是一项已取得实际成效的成熟技术，目

前正在准备查新、鉴定及用户实际应用情况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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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点：（项目的技术特征和优势，可与国内或国际现有技术进行比较。） 

新型节能干燥技术针对原烘房建筑笨重、保温性差、烘房内热风气流正反向流动传热不均匀、能耗

大、质量达不到干燥工艺要求等问题，研发了新型节能干燥烘房，其特点是：1、独创烘房内多台风机

同步回转供风技术，保证正反向热风气流均匀稳定；2、独创可调控引导送风技术，保证供风气流、速

度、方向可调控；3、轻型快装结构烘房技术，保证烘房气密性好，使保温性能上升，建筑能耗降低；4、
烘房内置结构调整，取消了金属或混凝土吊顶，使烘房升温速度快，提高干燥效率，且保证木材进出烘

房方便快捷。 
上述技术的应用，使烘房达到干燥工艺要求的最佳工况，有效提高了干燥效率和质量，新型烘房与

原烘房能耗比较：对 50M3烘房，每年可节省电费 44210 元，节能达 60%以上，且干燥质量大大提高，

达到出口标准。该技术取得二项发明专利，为国内首创，填补了国内空白，国际上也无同类产品。 

市场前景：（市场规模、市场占有率、市场进入壁垒、市场竞争等状况。） 

烘房是一种常用于木材、化工、药品、食品和农副产品等干燥领域的重要设备，是整个加工系统中

的主要耗能设备，市场规模是很大的。上海中等规模的木材加工企业一般有 4~6 座烘房，大企业一般有

10 几座烘房，小企业也有 2~3 座烘房。全国木材加工企业更多，迄今为止，已在沪、浙、皖、冀等地

多家企业推广应用。问题是作为高校研究人员，市场推广技术欠缺，宣传力度不够，“助推计划”实施

将给我们最有效的大力支持。本项目技术已得到行业公认，推广应用不存在壁垒，有很强的市场能力。 

经济和社会性效益： 

1.该项目产业化最低投资金额，包括研发投资，生产资料投资，流动资金等； 

2.对环保和能源要求，土地或厂房面积要求，所需职工人数； 

3.根据最低投资，预期投产后三年内能达到的年产值 、年销售值、年利润； 

4.投资回收期限（年）。 

 

本项目是木材加工企业或其他行业中用于干燥的重要设备―烘房的新建或改进技术，一座 50M
3
烘房

投资约 15万元，改建约 5万元。投资回收期 0.5-1年，1名烘房操作技术人员可同时管理 10座烘房，

1座 50M
3
烘房占地面积约 35 M

2
，新型节能烘房符合节能环保要求。 

 

案例：上海森大木业有限公司设备初投资 32.7 万元，由于采用新型烘房技术，因烘房干燥周期缩短，

产品质量提高等，使整个企业一年新增利润 86.40 万元，新增销售额 2160.00 万元；产量 16800.00 万

元。 

合作要求：1.合作方式、对合作方及合作价格的要求。 

合作方式、对合作方及合作价格的要求等具体情况面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