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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重大科研项目时全力以赴、力
求突破，项目结束后，李池台回到天津
继续工作生活。1972年，他从天津大学
调至山东化工学院（现青岛科技大学）
任教。几年后，又被调至原胶南化肥厂
任副厂长，分管设备管理工作。
　　不论身在何处，李池台都没有停
下科研的脚步。调至化肥厂不久，李池
台就发现了小氮肥造气流程存在的问
题。于是，他每天抽出大量时间蹲守在
车间内，观察工人的操作步骤。从原料
的投放到产品的产出，每一个环节都
不放过，通过实地观察、与工人深入交
流，他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在此后几年时间里，李池台着眼
于小氮肥的不合理工艺，主持设计了造
气吹风热气能回收系统，使该项技术
在我国首次实现工业运行；创新设计
新型余热集中回收流程，减少了造气
工段的附属设备，提高了造气炉的发气
量。此后，该流程在山东、安徽、河南等
省的30多个小氮肥厂投入运行，效益显
著，成为小氮肥厂重要造气流程之一。
　　在学术领域，李池台凭借深厚的
专业知识和独到的见解得到业界广泛
认可。他著有《小氮肥设备》《密封垫
圈》两部著作，其中《小氮肥设备》在
1979年被山东省化工局选为小氮肥厂

领导干部学习班的讲义，助力推动行
业发展。此外，他还发表了11篇学术论
文，内容涵盖小氮肥工艺、化学工程等
领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技术创新方面，李池台同样出
色，拥有15项专利，涵盖小氮肥工艺、
设备等多个方面。1988年，李池台获评
高级工程师，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2000年入选“青岛高级专家信
息库”。
　　退休后，李池台仍然关心科研事
业，坚持每天阅读科研书籍，积极为企
业解难题。“科研并不是一时的热情，
而是需要长期坚持和付出。”李池台说。

　　从年轻时的“09科研组”成
员，到全国海水淡化会战中的关
键人物，再到后来在小氮肥工艺
流程改造上的创新，李池台用他
的一生诠释了一名科研工作者
的初心与使命。
　　如今，李池台已是一位满头
银发的耄耋老人，但他对科研的
热爱却丝毫未减。退休后，他依
然保持着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渴
望，不断充实自己，与年轻一代
的科研工作者交流心得，甚至亲
自参与一些设计。
　　科研不仅是一项技术工作，
更是一种精神追求。李池台用实
际行动践行了一名科研工作者
的责任与担当。许许多多像李池
台这样的科研工作者，用自己的
智慧和汗水，书写着科技强国的
壮丽篇章。相信李池台的故事将
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科研事业，
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图 本报记者 陈蔚

　　“这种情况，你需要检测一下
送风的造气炉与煤气系统之间是
否完全隔离。”近日，家住西海岸
新区隐珠街道的李池台正通过电
话远程指导外省的一家化肥厂进
行技术排查。
　　李池台与这家化肥厂的经理
因该厂使用其专利而结缘，至今
已有25年之久。如今，该厂经理遇
到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还是愿意
向李池台请教，李池台也毫不吝
啬地倾囊相授。
　　“我与科研打了一辈子交道，
即便退休后，科研也始终是我生
活的重心。”83岁的李池台是一名
退休高级工程师，尽管年事已
高，但他仍旧保持着对科研的热
爱。阅读最新研究文献、参与相
关设计、与年轻科研工作者交流
经验心得……在科学研究的道
路上，李池台的脚步从未停歇。

　　“我196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毕业
后留校任教，大概是1970年，我接到通
知，和化工机械教研室其他10多名教
师共同组成天津大学‘09科研组’，承
接从空气中分离二氧化碳这一研究课
题。”李池台回忆道。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二氧化碳吸
收剂。”李池台说，吸收剂不仅要能够
吸收二氧化碳，还要在简单条件下与
二氧化碳分离。这就要求吸收剂既要

安全可靠还要具有高效和可重复利用
的特性。经历多番讨论后，小组最终确
定了此次研究课题的吸收剂。
　　在此次科研攻坚过程中，不仅有
吸收剂的选择，还有设备材料的选择、
内部结构的设计等众多关卡。
　　“轻快、小巧是最初对研究成果的
外观要求。由于设备内会进行反应，还
要充分考虑到反应时可能产生的诸多
因素的变化，这使得设备既要满足小

型化需求，还要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李池台说，在内部结构的设计上，他们
选择采用多圆勺状分布器和圆筒状铁
丝网填料的高效塔器，让吸收剂均匀
地附着在填料上，充分接触从中通过的
混合气体，以便更好地吸收二氧化碳。
　　试验、记录数据、分析、调整参数、
再试验……李池台和组员们一同克服
了一道道关卡，历时大半年，终于将设
备制造、调试好后发出。

　　“能够用技术为国家和人民服
务，我感到很荣幸。”当问及李池台对
周围人不知晓他参加过“09科研组”
的事情是否感到遗憾时，他摆了摆手
笑着说，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已不
是第一次，每一次参与都要肩负起对国
家、对人民的责任，并非为了个人荣誉
或名声。
　　1967年，26岁的李池台便被选中
参与由国家海洋局组织的全国海水淡
化会战。全国多系统、多专业、多学科
的科研人员共同攻关，按照分工，李池

台所在的青岛会战点主要进行反渗透
法的研究，主要任务是研制性能优异
的反渗透膜，并制作反渗透海水淡
化器。
　　为加快推进研发进程，青岛会战
点的研发团队分为制膜和设备两组，
其中，李池台担任设备组组长。“从制
膜到高压设备设计制作、运行，海水淡
化是一套全流程的技术研发工作。”李
池台说，从参数设置到设备设计再到
样机承压试验、流体动力及脱盐率测
试，处处充满未知的挑战。

　　为尽快完成会战任务，李池台夜
以继日地画图、制作、试验，一心扑在会
战上。虽然他是本地人，却很少回家，
还经常把休假的机会让给外地的同
事。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试验后，在设
备组和制膜组的密切配合下，终于完
成了日产1吨淡水的板式反渗透海水
淡化器的设计。“这个设备开创了国内
反渗透海水淡化法的先河，为海水淡
化规模化应用奠定了基础。”李池台长
吁一口气说，“我没有辜负国家对我
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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