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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耕理论研究，近5年来，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构建起煤矿瓦斯煤尘爆炸特性及传播理论体系；

他专攻技术与装备研发，研制了无焰泄爆装置、爆
炸隔离阀等，为工业粉尘爆炸危险场所除尘器的安全防
护提供装备；

他注重科研成果转化，主持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项
目创收3500余万元，为企业创造利润超过2000万元……

他就是中国煤炭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工
安分院副院长、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司荣军。

“重庆有优秀的科研平台，发展潜力巨大”
可燃气体与粉尘爆炸是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领域

爆炸灾害的主要形式。此类爆炸破坏力大、控制难度
高、波及范围广，给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
胁。为防止爆炸事故发生、减小事故灾害范围，针对气
体粉尘爆炸防治的研究格外重要。

司荣军进入这个行业从事研究已经20余年。他介
绍，自己从事的气体粉尘爆炸防治工作，主要研究气体
粉尘爆炸理论，提出预防和控制爆炸的技术，革新可燃
气体、粉尘爆炸的预防和控制技术及装备。

2007年，司荣军在山东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
间，因“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来到重
庆，从事点火能量与环境条件、气体与气固之间的耦合
效应研究。博士毕业后，司荣军决定留在重庆。他说：

“重庆是个适宜生活的城市，我所在单位有优秀的科研

平台，发展潜力巨大。”

成果应用于全国300余座煤矿和50
多家工厂

司荣军所在团队研发的成果在全国300余座煤矿和
50多家工厂除尘系统得到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只有揭示爆炸机理和传播规律，才能研发出有效
的防护技术和装备。”司荣军表示，在气体粉尘爆炸防治
方面，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两

者要实现转化需跨越重重阻碍。其中最主要的难题就
是实验室与现场工作状况差异较大，所产生的实验结果
有些不能直接用于真实现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司荣
军所在团队通过对比分析，设计了特殊环境爆炸特性测
试装置、工程尺度系列爆炸管网等实验装备，让实验室
环境高度拟真现场真实生产状况，减少可能存在的误
差。

将开发火灾爆炸危险感知及预警平台
最近几年，司荣军所在团队主要从事煤矿瓦斯煤尘

爆炸隔抑爆装置及区域联控技术研究。他表示，这项研
究可以将爆炸灾害范围控制在有限区域内，形成区域联
控。通过一系列研究，团队得出了瓦斯煤尘爆炸传播过
程中爆炸压力、爆炸火焰等关键表征参数的变化规律和
基于爆炸传播规律及主动隔爆装置自身性能特点；确定
了高能主动隔爆装置的安装位置关系、启动阈值等关键
技术参数等。研究结果表明，司荣军所在团队研发的高
能主动隔爆装置，性能稳定、可靠，能够对煤矿井下一定
条件下的瓦斯爆炸诱导沉积煤尘爆炸事故进行有效隔
爆，为煤矿井下瓦斯煤尘爆炸事故的智能化控制提供了
重要理论及技术支撑。这项研究结果已于近期发表在
核心期刊《煤炭学报》上。

司荣军表示，为适应国家对煤矿智能化发展的需
求，下一步将重点开发火灾爆炸危险感知及预警平台，
构建协同运行的智能防控体系，大力提升煤矿本质安全
水平。

司荣军：

专攻气体粉尘爆炸防治 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重庆科技报实习记者 胡玲玲

忙碌，是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制所呼吸道与新发传
染病防制科科长宿昆的常态。

长期工作在传染病防控一线，宿昆被称之为医学
“侦探”，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他发现了重庆
首例无症状感染者；始终坚守在抗疫一线的他，在疫情
防控最吃紧的时候，奔波于重庆17个区县，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和现场防控，从源头上控制疫情继续传播。他先
后被评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重庆市优秀
共产党员。

7月9日，宿昆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肩上
的担子更重了，但既然是党员，就应该顶得上去，不忘初
心，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发现重庆首例无症状感染者
宿昆还清楚地记得：2020年1月24日，除夕，市疾

控中心突然接到报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确诊3例新
冠肺炎病例，均为本地居民，感染来源和感染场所不明，
请求市疾控中心技术支持。

当天傍晚，宿昆就带队赶赴石柱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他们发现在这3例病例中，首例病例是超市服务员，
第二例和第三例病例是夫妻。3人都是本地人，发病前
14天没去过疫情地区，并且超市服务员和夫妻病例没有
任何交集。

他们究竟是怎么被感染的呢？感染源又在哪里呢？
宿昆带领其他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对3人进行了深入

调查，对3人发病前14天的工作、生活轨迹以小时为单
位进行详细排查，并没有发现他们接触过确诊或疑似病
例，而且首发病例和夫妻病例没有任何关联。

溯源工作陷入了死胡同。就在大家反复讨论，一筹
莫展的时候，宿昆根据其他传染病的特点大胆提出新冠
病毒可能存在没有症状的感染者，并当即决定从这个方
向入手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位在武汉打工的返渝
人员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他没有任何症状，但患病夫妻
曾与他一起吃过饭，有密切接触，问题很可能就出在他

身上。
随后，他们对这名男子进行采样。果然，其核酸检

测显示为阳性——该男子是一名无症状感染者。对其
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他曾经去过首例病例工作的超
市。他们之间的传播链条被逐一摸清。

就这样，在疫情防控最吃紧的时候，他奔波于重庆
17个区县，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防控。

为850国的早期案例，这个发现对深入认识新冠病
毒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为重庆和全国防控策略的
进一步优化提供了依据。

梳理第一手疫情调查总结
2020年1月26日，大年初二，返回市疾控中心的宿

昆并没有休息，而是连夜完成了新冠肺炎疫情现场流行
病学调查和现场防控内容、步骤和经验总结。

“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是个细活。”宿昆说，患者在发
病前去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这些信息要非常准确，

需要慢慢唤醒他们的记忆，一点一点梳理。调查一个病
人顺利的可能两个小时左右，有些细节的调查需要花上
两三天甚至更长时间。

这对全市各个区县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防控
技术指导都是宝贵的经验。很多基层工作人员给宿昆
打电话咨询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宿昆的电话24小
时开机，半夜铃响是经常的事。宿昆说，有一天他接了
100多个电话，最长的通话有1个多小时，手机一直在充
电情况下通话。

“我习惯用左耳接听电话，但连续3天后，我突然发
现左耳听力急剧下降，有时甚至听不到声音了，后来我
换成右耳接听电话，再后来不得不换成免提模式，过了
好多天才慢慢恢复。”宿昆说。

必须扛起肩上的责任
其实，习惯了奔波和忙碌的宿昆，对家庭始终抱有

歉疚和遗憾。
2020年1月19日至24日，是大儿子住院手术的日

子。但是，他缺席了。
宿昆签好字，等不及儿子完成手术，就返回工作岗

位，成为市疾控中心第一批奔赴疫情现场的应急队员。
大儿子的术后恢复和陪护完全落到妻子身上，家里的小
儿子也只能托人照顾。

从2020年除夕夜一直到3月6日，宿昆几乎没有回
过家，他说：“不是在疫情调查现场，就是在去现场的路
上，还挤出时间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宣教，发动群防
群控，常常只能在赶路的途中眯眼休息一会儿。”

“我不是英雄，只是必须扛起肩上的责任。”宿昆说，
自己出生在河南一个普通家庭，当时他和哥哥一起念大
学，家中压力很大。正是在党组织的帮助和母校的支持
下，自己多次获得奖助学金，才完成了学业。

“党的培养之恩，母校的教育之恩，不能忘。唯有忠
于党，为人民、为社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做自己力所
能及的事，方能心安。”宿昆说。

宿昆：

不放过传染病蛛丝马迹的医学“侦探”
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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