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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从液压远望海洋——孕育中国新未来的大摇篮
周浩涛 ，吴勇文，徐铭泽，王向飞，梁明远

（兰州理工大学，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文章以传统液压为依，结合时代发展潮流，首先分析我国传统液压行业的问题，其次介绍海水液压的特点及我国

在这一领域所获得的成就，接着简述两位老师在海洋领域上的研究成果，最后总结得出当下我国海洋局势复杂多变，为有效

掌控我国海域，海洋开发刻不容缓，新青年一代应响应国家号召，投身祖国海洋事业，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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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流体传动与控制方向的学生，我希望未来的研
究方向和职业发展与流体相关。确切的说，我渴望能将所学
的理论知识用于传统之外的新领域，新环境：海洋。相信很
多大学的老师及在行业多年的老一辈人都了解兰州理工大学
的液压专业曾经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独树一帜的，虽然困于地
理环境，学校专业难以有进一步发展，但因此尤为重视基础。
好的基础是一切成功的开端。所以我希望液压元件能够应用
于海洋，甚至实现用海水代替传统介质液压油。

一、传统液压
存在即是合理的，液压油作为工作介质已有一百多年的

历史，它既然能存在并沿用于至今，则必然有它存在的价值，
但我们也不可忽略它的缺点：由于泄漏导致容积效率下降的
能量损失及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国产母机制造精度低及国外
高精密零件制造技术的垄断使国内难以生产高精密零件进而
造成类似的现象在我国尤为普遍）。特别是在当下，绿色环
保作为发展新潮流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而这势必会对传统
工业带来巨大冲击与影响。可以说传统工业再不改变则将难
以跟上发展潮流，不断丧失竞争力最后只有消亡。这是大势，
无法改变，可以看到近几年国家为响应这一大潮推出的“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和“五位一
体”战略总布局等的政策。这些新政的推广在我国已初见成效：
大烟囱悄然消失，河道里有记忆中的小鱼小虾隐约出现。

二、水液压
（一）优势

面对这样的局势，我觉得每一个工业人要随时保持忧患意
识，积极做出改变，响应国家号召。而对于本专业，我校杨老
师说过，直接以天然水作为液压工作介质的水液压技术具有安
全、与环境相容、经济、等优异的绿色特性，可以最大限度的
满足人们对于安全、经济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渴求，符合可持
续发展的需要，已成为当今国际液压技术领域的前沿课题，在
采矿业、钢铁工业、农林机械、海洋开发等各个领域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因此，我认为将海水作为一种清洁无成本的介质
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索，研究并奋斗一生的新领域。

（二）难点
虽然水液压技术前景广阔，环保，但也存在缺陷，其中腐蚀、

密封、摩擦副配对等问题一直是其研究热点。在我看来，当下
海水液压的基本问题有五大方面：1. 海洋环境具有高温度，高
湿度，高盐度，的恶劣条件，如何有效解决海洋环境对于金属
零件的严重腐蚀；2. 如何保证海水液压系统工作时的安全，密
封及降低其能量损失；3. 用海水作为工作介质时，如何有效去
除海水中的杂质却又不影响泵的正常工作；4. 用海水作为工作
介质时，如何使海水实现液压油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包括润
滑，防腐及油膜支撑等；5. 用海水作为工作介质时，如何设计
整个系统以保证工作时的稳定性，准确性及快速性。

（三）突破
综上，我坚信如果能有效，合理及低成本地解决以上问题，

则海水液压的进一步研发，推广及应用将不再是问题。目前，
我国对于海水液压有突出成果的有浙大，华科等知名高校的
研究人员。此外，相关的新技术及国家计划也推动了海水液
压的发展，为方便对比，将部分研究成果归类到下图中。

三、交流
（一）固液复合润滑防腐剂

在这些研究中让我感到记忆尤深的是，有幸与来我校宣
讲的中山大学罗教授有一个深入交流。教授的科研项目：基
于动静态防腐相结合的固液复合润滑防腐涂层已取得巨大成
功。这种涂层在海洋环境下能保证一般金属长时间抵抗海水

腐蚀且其厚度只有 30 微米。这样的厚度要是能在未来实现微
米级上的个位突破，那么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举个例子，
如果能将这种涂层应用于高精密零件的配合面上，则有可能
实现在对零件做防腐处理以延长使用寿命的同时，又不影响
配合面间相互运动，仍能保证整个系统正常工作。举一反三，
我觉得单从这一点出发，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有可能改变整
个工业，尤其是对液压元件这类高精密元件在海洋环境下的
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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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阻设计
事实上，液压元件的发展在设计，制造，应用上是极其

具有广度和深度。这里我们若是放下在海洋中如何去开发应
用液压元件的思索，单从现状，整体考虑传统液压元件及系
统在未来的落脚点，则也可以发现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比
如如何有效降低系统工作时的能量损失，即液压油在系统中，
特别是流经元件时的局部阻力和沿程阻力所造成的能量损失。
这些损失由于设计缺陷和加工误差往往难以避免，积少成多，
对于国家工业可以说是一笔巨大的浪费，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几十亿。所以如何有效解决这样类似的问题，亦是我关注的
重点。幸运的是，本次宣讲除了中山大学，还有西北工业大
学到场，通过对胡教授研究方向的初步了解，我觉得胡老师
在基于各种流场下的减阻研究让我收益非浅。我认为如果能
将这份成果应用于以流体相关的领域，如远洋运输，液压元
件等，则其影响亦是具有极大意义和价值的。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只是个人拙见，但却也包含了一名当代大学

生对于祖国海事的期望。海洋开发不仅是机遇，亦是挑战。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发现，研究及应用必然面对大量未知的
困境，而正视，挑战，跨越它们，才正是每一位一线科研人
员不懈追求的最终目标。我们新青年一代不仅要向他们学习，
同时也要时刻准备投身于祖国一线，传承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特别是当下国家为应对激烈国际局势而大力推广的“南海战
略”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我们更应该响应国家号召，
在海洋这一大环境下发展包括军工，民用，运输等各个技术
领域做出贡献，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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