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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海峰：助推工业废油产业 打造绿色处理基地
本报见习记者 魏星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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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海峰，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工商大学废油资源化技术与装备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工商大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市青年
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巴渝学者特聘教授，重庆市青年骨干教师，重庆市优秀博士
论文获得者，全国分离机械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中国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副理事长等。

长期从事废油资源化装备与技术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庆市科技重点专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项目20余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3项），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30余项。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论
文80余篇，被SCI、EI收录50余篇，撰写出版废油学术专著2部，教材2部，获国际
国内发明专利授权15项。

润滑油，被誉为现代工业的“血
液”。目前全世界润滑油每年消耗量约
为4000万吨。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润
滑油消费国，仅在2017年润滑油表观
消费量就达673.9万吨。一提到“油”，
重庆工商大学废油资源化技术与装备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龚海峰便有
说不完的话。今年是他从事废油处理
相关研究的第18个年头。

“润滑油在使用一定的时间后，由
于物理、化学或人为等因素，生成废矿
物油或工业废油。然而，常规的分离过
程只能脱除废润滑油中的大部分杂质，
一方面副产高污染残渣，另一方面得到
的再生油也不能满足越来越严格的润
滑油基础油标准。因此，使用后的润滑
油如得不到合理的处置利用，不仅成为
环境污染的危险废物，对大气、水源和
土壤等生态安全构成极大威胁，而且还
会造成矿物资源的极大浪费。”一走进
废油处理中心，龚海峰便激动地为记者
介绍。面对这位多年来醉心废油处理
的科研人员，记者不由得对他的科研历
程产生了好奇。

打破“破乳动力学研究”
瓶颈

2003年，龚海峰硕士毕业，被特招
入伍，成为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军事油
料应用工程系的一名教员，从此便与

“油”有了不解之缘。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在涉足乳化

油液高压脉冲电场破乳动力学研究的
初期，是龚海峰最艰难的时候。

2006年，龚海峰开启了在解放军
后勤工程学院油气储运工程专业的博
士生涯。其间，他主要从事乳化油液高
压脉冲电场破乳动力学的研究。对于
该研究，龚海峰面临了种种难题：其一，
尽管当时国内外关于电破乳研究比较
多，但都基本停留在实验观察阶段，破
乳动力学研究文献相当匮乏；其二，由
于微液滴流体力学方面涉及的计算比
较多，对研究人员多学科背景提出了相
当高的要求。然而破乳动力学问题无
法突破，对于油液破乳的工程参数设计
就没有科学支撑，从而就会影响电破乳
技术的工程化应用。当时，学术界多数
研究选择借助仿真软件，鲜有人从事解
析计算和算式推导的工作。

2008年的一个冬夜，龚海峰彻夜
难眠，最终，在现实与意志的博弈中他
下定决心：从建立脉冲电场激励破乳动
力学方程入手，解决微液滴在黏性流体
中伸缩变形受到的阻力解析表达式的
问题。龚海峰说：“没有参考，没有基
础，没有头绪，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必须解决！”半年多的时间，他不舍昼夜
翻阅资料、文献，浏览中英文文献多达
千份，未知的结果常常让他倍感焦虑，
纠结万分。龚海峰谈笑道：“所幸英文
阅读能力提高了不少。”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查阅资
料过程中，英国一本研究界面力学的专
著给了龚海峰启发。然而，相关的计算
和公式推导，远远超出了他的知识储
备，诸如椭球谐函数、Stokes流理论等
一系列新名词。龚海峰抱着“不破楼兰

终不还”的决心，一头扎进实验室，大半
年时间，光是草稿纸就用了数千张，终
将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相关成果发
表在2009年《化工学报》上，为后期的
高压脉冲电场作用下乳化油液滴非线
性振动动力学理论研究铺平了道路。

探索多源废油的安全处
置和高效利用

重庆地处三峡库区腹地，是“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也是渝新欧
国际铁路大通道的起点。据统计，重庆
工业废油产生量约为30万吨/年，其中部
分进入土壤和下水道，另外一部分被非
法收运后采用土法炼油方式来处理加

工，呈现废油资源浪费、二次污染严重、
危及人类生存及城市安全趋势，且工业
废油总量和影响远远超过餐饮废油。

工业废油中含有大量添加剂，牌号
混杂，其炼制工艺比石油炼制复杂很
多，难度也更大。目前，国内常采用的
废油再炼制工艺，95%以上为高温裂
解，即将废原料油在常压下加温到
500℃，让油液从液态变成气态，冷凝
为液态，生成具有臭味的劣质柴油。此
方法存在诸多弊端：一是将高附加值的
润滑油内变成了低附加值的柴油，浪费
资源；二是大量重金属、添加剂等被高
温裂解排放到大气中，具有致癌危险；
三是过高的炼制高温破坏了油品本身
的很多性能，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四
是高温裂解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害

气体，同时残余渣油量大，即使将渣油
用于筑路最终也会回到土壤、水体环境
中，造成污染。

龚海峰说：“国内外较先进的减压
蒸馏—溶剂精制或加氢精制等工艺也
不能对废润滑油进行全组分利用，只能
提取部分中间馏分来生产润滑油基础
油，蒸馏产物减压渣油馏分并未得到妥
善处置和高值利用。”

虽然工业废油处理面临巨大的挑
战，但方法总比困难多。2019年，龚海峰
带领团队依托重庆工商大学废油资源化
技术与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
等单位，联合攻关，以工业废油高效利
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为核心，开展工

业多源废油全组分安全处置和高值化利
用关键技术研究。通过建设中试和工业
示范装置，在千吨级、万吨级工业装置上
完善工程技术基础和达到应用示范，对
于三峡库区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推动“长
江经济带”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团队还从工业废油的危废和
资源双重属性出发，对不同来源工业废
油及其蒸馏渣油等产物的产出和加工
利用过程中特征污染物的释放迁移和
阻断情况进行定性定量监控，对现有工
业废油安全处置及工业化利用工艺的
安全性和技术经济性进行系统评估，开
展工业废油全组分安全处置和高值化
利用关键技术研究，解决了现有的减压
蒸馏—溶剂精制或加氢精制等工艺无
法使渣油馏分得到高值利用的技术难

题，并应用示范。突破了废油资源化过
程中结焦以及催化剂中毒等技术瓶颈，
实现了工艺稳定、技术经济和环境友好
的工业废油全组分安全处置与高值化
利用，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废
油渣油资源化小试线即将建成运行，为
我国工业废油实现真正安全处置及实
现“吃干榨尽”迈出坚实一步。龚海峰
对此激动地说：“建成后，每年预计处理
8万~10万吨工业废油，将成为西南地
区规模最大的废油绿色处理基地。”接
下来，龚海峰和团队将整合国内优势废
油处置企业，建设万吨级渣油全组分资
源化工艺线，并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助
推我国工业废油产业技术实现跨越式
发展。

深谙教育之道，助力人
才培养

龚海峰不仅是深耕科研的求知者，
还是教育领域的引路人。龚海峰表示，

“人才培养，不仅仅要解惑，更要为其拓宽
学习路径，加强知识成果转化。”他重视有
潜力的青年才俊，不仅引导他们进入重要
科研项目，为他们提供条件开展科学研
究，还选派他们去知名科研机构学习，申
报国家项目外请专家进行辅导等。

“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着一个平
凡的角色，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我们需
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龚海峰告诫
学生，科学研究充满未知与不确定，切
不可急功近利、走马观花，要脚踏实地，
且要勇于追梦。

▲龚海峰（穿白衣者）指导学生科学实验。
▶龚海峰（右一）和学生进行课题讨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