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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项目公示 

（公示时间 2021 年 1 月 20 日-25 日）   

一、 项目名称 

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及应用关键技术 

二、 提名者：临沂市科学技术局 

三、 提名意见 

该项目以消除人居环境甲醛等有害物质污染，营造绿色健康安全人

居室内环境为目标，项目针对我国的人造板产业甲醛污染和化石资源依

赖问题，历时十余年，开展无醛蛋白基胶黏剂制备与应用技术研究，形

成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及人造板生产关键技术体系，并实现了大规模工业

化生产。该项目在环保型人造板及其制品生产技术上有重要创新，总体

技术水平和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1.开发了耐水与防霉植物蛋白胶黏剂，创制无醛耐水及防霉植物蛋

白胶黏剂新产品； 

2.构建了植物蛋白预凝胶化、可控降解与分子重组等技术增韧增强

体系，提高植物蛋白工艺适用性； 

3.发明高活性交联剂交联与耐水胶乳增强技术，攻克了植物蛋白胶

黏剂常温固化技术难题； 

4.解决了植物蛋白胶黏剂低成本与高性能相矛盾的难题，提高植物

蛋白胶黏剂产品竞争力； 

项目获得发明专利 39 项，形成年产 95 万立方的生产能力，获得了

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近 3 年销售 83.28 亿元，新增利税 10.48 亿元，

新增就业岗位 900 余人。 

通过项目技术实施，有力推动了我国人造板行业的提升，整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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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促进了我国木材加工产业化科技进步。 

提名该项目为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四、项目简介 

人造板及其家具地板制品是人居环境甲醛污染的主要来源。项目以

从根源上解决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问题及传统胶黏剂原料的化石资

源依赖问题，保障人居环境空气质量安全及人造板产业可持续发展为目

标，以豆粕、棉粕、菜粕等为主要原料，开展无醛蛋白基胶黏剂制备与

应用技术研究，经十余年攻关，形成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及人造板生产关

键技术体系，并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1.突破植物蛋白胶黏剂耐水与防霉技术，创制无醛耐水及防霉植物

蛋白胶黏剂新产品，实现了耐水植物蛋白胶黏剂及人造板的规模化生产。

首次合成多个高活性交联剂，实现了植物蛋白胶黏剂的定向与可控交联，

攻克了植物蛋白胶黏剂耐水性差的技术难题，生产胶合板的耐水胶合强

度达到 1.58 MPa，耐沸水胶合强度达到 1.20 MPa。创制硼酸盐、植物多

酚、金属离子及壳聚糖协同防霉技术，实现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及其人造

板制品的低成本高效防霉。 

2.创新植物蛋白粕复配与无机材料增强技术，解决了植物蛋白胶黏

剂低成本与高性能相矛盾的难题，极大提高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及其人造

板产品市场竞争力。集成低成本菜粕、棉粕、大豆分离蛋白残渣植物蛋

白与豆粕的协同效应，通过凹凸棒土等无机材料降成本增性能，植物蛋

白胶黏剂耐水胶接性能提高 16-41%、成本降低 10-35%，综合胶接性能

及成本与改性脲醛树脂相当。 

3.发明植物蛋白预凝胶化、增韧、可控降解与分子重组技术，攻克

植物蛋白胶黏剂工业化应用中工艺性差的技术难题，极大提高了人造板

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设计合成植物蛋白预凝胶剂、超支化水性聚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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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仿生交联剂，创制出高初黏性植物蛋白胶黏剂，板坯预压时间缩短 50%

以上，对 20-30% 高含水率单板预压时间降低至 1-2 小时。创制植物蛋

白胶黏剂交联剂交联、单宁酸氢键及金属离子配位等多重键合增韧技术，

长链环氧化合物柔性交联技术，以及聚氨酯弹性体增韧技术，固化胶膜

韧性提高 168%。创制植物蛋白粕酶解及超声与高压均质处理技术，提高

蛋白质反应活性，降低植物蛋白胶黏剂黏度，改善胶黏剂的施胶特性和

渗透性，实现植物蛋白分子重组。胶黏剂固体含量 40%，黏度降低 50%，

人造板强度提高 20%。 

4.创新高活性交联剂交联与耐水胶乳增强技术，攻克了植物蛋白胶

黏剂常温固化技术难题，拓展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应用范围。首创耐水胶

乳包覆交联剂协同增强植物蛋白胶黏剂技术，开发出单组分高性能常温

固化植物蛋白基胶黏剂，解决了集成材用胶黏剂成本高、双组分操作复

杂的问题，胶黏剂成本降低 43%，集成材胶接强度提高 21%。 

项目获得了多项重大创新性成果，促进了我国人造板产业结构调整

升级与技术进步，对实现我国人造板产业高质量发展及满足人民对健康

美好生活向往的重大需求具有里程碑意义。成果已在多家人造板骨干企

业推广应用，近三年销售额累计达 83.28 亿元，利润 10.48 亿元；新增就

业 940 余人。 

成果获中国发明协会创新发明奖一等奖 1 项、山东省企业优秀创新

成果一等奖 2 项、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奖二等奖 1 项，授权发明专利 39

件，发表研究论文 73 篇。 

五、客观评价 

六、知识产权情况 

成果获中国发明协会创新发明奖一等奖 1 项、山东省企业优秀创新

成果一等奖 2 项、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奖二等奖 1 项，授权发明专利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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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发表研究论文 73 篇。 

七、推广应用情况 

八、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单位：山东千森木业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协调各参加进行项目开发及实施，在项目

开发、生产技术完善和市场推广应用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对本项目推广应用的贡献：积极组织、协调各参与单位实施项目开

发及技术完善；共同开发耐水植物蛋白胶黏剂，形成了植物蛋白胶黏剂

及人造板生产关键技术体系，并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第二完成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作为项目第二完成单位，协调各参加单位，组织相关研究人员进行

项目申请与实施，在项目研发、技术完善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贡献：创制无醛耐水及防霉植物蛋白胶黏剂新产

品；创新植物蛋白粕复配与无机材料增强技术；发明植物蛋白预凝胶化、

增韧、可控降解与分子重组技术；创新高活性交联剂交联与耐水胶乳增

强技术。 

对本项目推广应用的贡献：积极组织、协调各参与单位实施项目研

究内容；现了耐水植物蛋白胶黏剂及人造板的规模化生产，推进项目技

术的应用推广。 

第三完成单位：山东农业大学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积极参与项目实施，协调与项目第一完成

单位的关系，在项目研发、评估、应用推广等方面有重要贡献。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贡献：开发基于棉籽粕蛋白的胶黏剂制备技术和

人造板绿色胶接技术，有效利用农业剩余物，丰富了木材胶黏剂用植物

蛋白原料的品种，显著提高木材胶合产品的环保性能和产品价值，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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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木材工业以及农产品加工实现环保、安全的技术升级目标，提供了有

力科技支撑。 

对本项目推广应用的贡献：积极推进项目在相关木材加工企业应用，

促进专利成果的转化，积极推进项目技术的应用推广。 

第四完成单位：南京林业大学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积极参与项目实施，协调与项目第一完成

单位的关系，在项目研发、评估、应用推广等方面有重要贡献。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贡献：参与开发高预压性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技

术，推动无醛释放人造板的工业化生产。 

对本项目推广应用的贡献：积极推进项目在相关木材加工企业应用；

多次举办企业技术及管理人员培训班，培训大批技术及管理人员，推进

项目技术的应用推广。 

第五完成单位：德华兔宝宝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作为项目技术主要完成单位，积极参与项目的实施，服从第一完成

单位的安排，协调与其他完成单位的关，在项目技术开发与推广方面有

重要贡献。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的贡献：优化了无醛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技术，

协助解决了植物蛋白胶初粘度与涂布性之间的矛盾，在低成本与高性能

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对本项目推广应用的贡献：积极配合各单位实施研究内容，为本项

目提供了资金、生产线、人力支持，积极将项目研究成果用于企业产品

技术升级，对项目推广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七完成单位：山东堡珍家居板材有限公司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积极协调、推动项目的实施，在项目研究、

中试、应用推广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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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项目科技创新贡献：  

1.优化植物蛋白胶黏剂、胶合板生产工艺及后处理工艺;  

2.开发出无醛实木力学板生产技术，完善无醛胶合板应用推广配套

技术 。  

对本项目推广应用的贡献：  

积极配合项目研究、中试和产业化推广相关工作，为本项目提供了

生产线和相关人力支持，推进项目技术进行产业化中试、完善、应用与

推广工作；组织举办技术及管理人员培训班，推进项目技术的应用推广。 

第八完成单位：千年舟新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项目技术主要完成单位，积极参与项目的实施，服从第一完成

单位的安排，协调与其他完成单位的关，在项目技术开发与推广方面有

重要贡献。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的贡献：优化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细木工板和地

板基材工艺，克服植物蛋白胶黏剂低成本与高性能相矛盾的难题，提高

胶黏剂预压性能。 

对本项目推广应用的贡献：积极配合各单位实施研究内容，为本项

目提供了资金、生产线、人力支持，积极将项目研究成果用于企业产品

技术升级，对项目推广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九完成单位：中关村人居环境工程与材料研究院 

作为项目技术主要完成单位，积极参与项目的实施，服从第一完成

单位的安排，协调与其他完成单位的关，在项目技术开发与推广方面有

重要贡献。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的贡献：优化了无醛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技术，

协助开发高效防霉和增强一体化系列技术，在耐水性与耐霉变方面做出

了相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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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完成人情况 

项目团队自 2005 年以来，持续开展相关研究与产业化推广工作。 

项目第一完成人张世锋，系第二完成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

技术学院教授，整体负责。 

项目第二完成人李建章，系第二完成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

技术学院教授，对项目创新点 1-3 有实质贡献。 

项目第三完成人高强，系第二完成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技

术学院教授，对项目创新点 2-4 有实质贡献。 

项目第四完成人毛安，系第三完成单位山东农业大学 林学院副教

授。提出棉籽蛋白胶黏剂制备工艺与人造板绿色胶接工艺，开发出适合

工业化生产的无醛棉籽蛋白基胶黏剂应用新技术，为植物蛋白胶黏剂制

备及应用关键技术的工业化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项目第五完成人郭永胜，系第一完成单位山东千森木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研发中心主任。重点解决植物蛋白胶黏剂产品应用与市场推

广等工作；为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及应用关键技术的工业化推广应用做

出了重要贡献。 

项目第六完成人罗晶，系第四完成单位南京林业大学讲师。作为项

目的完成人，积极参与项目实施，在项目研发、评估、应用推广等方面

有重要贡献。 

项目第七完成人李晓娜，系第四完成单位南京林业大学助理研究员，

为植物蛋白胶黏剂工业化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项目第八完成人任崇福，系第七完成单位山东堡珍家居板材有限公

司行政经理、技术部负责人。参与制定研究计划和方案，参与技术应用

与推广，协助解决无醛胶黏剂及制品性能及成本间平衡投入该项技术研

究工作，与第五完成人郭永胜共同申请获得项目相关授权发明专利 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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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开发新产品 4 个。 

项目第九完成人赵金平，系第九完成单位中关村人居环境工程与材

料研究院院长。参与植物蛋白胶涂布性、耐水性等方面的技术研发与应

用，协助解决了植物蛋白胶初粘度与涂布性之间的矛盾，在低成本与高

性能方面，以及功能性涂料在地板、家具、重组装饰材壁材上的工业化

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项目第十完成人毕海明，系第八完成单位千年舟新材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技术部负责人。优化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细木工板和

地板基材工艺，克服植物蛋白胶黏剂低成本与高性能相矛盾的难题，提

高胶黏剂预压性能，对项目环保性胶黏剂在胶合板、细木工板的应用，

以及功能性涂料在地板、家具等木制品上的工业化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项目第十一完成人秦向东，系书香门地（上海）美学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部经理。优化无醛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地板基材工艺技术，大

幅提高产品合格率，对植物蛋白胶黏剂在研发及应用推广中的关键技术

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项目第十二完成人詹先旭，系德华兔宝宝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生产技术总监。为植物蛋白胶黏剂工业化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不超过 10 件） 

知识产权

（标准）

类别 

知识产权（标

准）具体名称 

国家 

（地

区） 

授权号

（标准

编号） 

授权（标

准发布）

日期 

证书编号 

（标准批

准发布部

门） 

权利人

（标准

起草单

位） 

发明人

（标准起

草人） 

发明

专利

（标

准）有

效状

态 

第一完

成单位

是否参

与 

第一完

成人是

否参与 

发明专

利 

植物蛋白胶

粘剂及制备
中国 

ZL200

91009

2011.1

2.07 

国家知

识产权

山东

千森

张世锋、

李建章、
有效 是 是 

http://cpquery.cnipa.gov.cn/javascript:;
http://cpquery.cnipa.gov.cn/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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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由该

植物蛋白胶

粘剂制备的

改性胶粘剂 

1307.

6 

局 木业

集团

有限

公司 

高强、周

文瑞、桑

子涛 

发明专

利 

一种改性植

物蛋白胶粘

剂及其制备

方法 

中国 

ZL201

21047

9870.

2 

2012.1

1.22 

国家知

识产权

局 

山东

千森

木业

集团

有限

公司 

张世锋、

李建章、

李红艳、

周文瑞、

高强 

有效 是 是 

发明专

利 

一种改性植

物蛋白胶黏

剂及其制备

方法 

 

中国 

ZL201

81020

9225.

6 

2015.3

.25 

国家知

识产权

局 

北京

林业

大学 

张世锋、

康海娇、

王钟、赵

叔军、李

建章 

有效 是 是 

发明专

利 

一种木材单

板微波干燥

装置及干燥

方法 

 

中国 

ZL201

51073

3603.

7 

 

2020.5

.08 

国家知

识产权

局 

山东

林业

科学

研究

院、山

东千

森木

业集

团有

限公

司 

李长贵、

吕雷昌、

李牧、朱

文成、刘

联合、杨

庆山、郭

永胜 

有效 是 否 

发明专

利 

纤维板用无

醛脱脂豆粉

基胶黏剂及

中国 

ZL201

41080

1962.

2018.0

6.08 

国家知

识产权

局 

北京

林业

大学 

高强、李

建章、罗

晶、张继

有效 是 是 

http://cpquery.cnipa.gov.cn/javascript:;
http://cpquery.cnipa.gov.cn/javascript:;
http://cpquery.cnipa.gov.cn/javascript:;
http://cpquery.cnipa.gov.cn/javascript:;
http://cpquery.cnipa.gov.cn/javascript:;
http://cpquery.cnipa.gov.cn/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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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制备方法 7 芝、张世

锋、周文

瑞、陈

惠、张伟 

发明专

利 

木材及棉纤

维处理剂、

其制备方法

及应用 

中国 

ZL201

61010

8606.

6 

2017.1

0.27 

国家知

识产权

局 

山东

千森

木业

集团

有限

公司 

张世锋、

李建章、

高强、周

文瑞、桑

子涛 

有效 是 是 

发明专

利 

一种人造板

用无醛复合

胶黏剂及其

制备方法 

中国 

ZL201

71033

2752.

1 

 

2020.6

.26 

国家知

识产权

局 

山东

农业

大学 

毛安、李

琪 
有效 是 否 

发明专

利 

一种接枝纳

米阳麻纤维

晶须改性脲

醛树脂胶粘

剂及其制备

方法 

中国 

ZL201

41041

3108.

3 

2016.4

.20 

国家知

识产权

局 

北京

林业

大学 

李晓娜、

高强、李

建章、张

世锋、周

文瑞、张

伟、陈惠 

有效 是 是 

实用新

型专利 

预压机物料

回收装置 
中国 

ZL201

82103

7014.

0 

2019.1

.29 

国家知

识产权

局 

山东

千森

木业

集团

有限

公司 

冉祥良、

叶桂梅、

朱红龙、

杜娜民、

张作全 

有效 是 否 

实用新

型专利 
自动晾板机 中国 

ZL201

82105

2019.1

.29 

国家知

识产权

山东

千森

冉祥良、

叶桂梅、
有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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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7.

7 

局 木业

集团

有限

公司 

朱红龙、

杜娜民、

张作全 

 

承诺：本人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对本项目完成人合作关系及上述内容的真实

性负责，特此声明。 

 


	2021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项目公示
	（公示时间2021年1月20日-25日）
	一、 项目名称
	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及应用关键技术
	二、 提名者：临沂市科学技术局
	三、 提名意见
	该项目以消除人居环境甲醛等有害物质污染，营造绿色健康安全人居室内环境为目标，项目针对我国的人造板产业甲醛污染和化石资源依赖问题，历时十余年，开展无醛蛋白基胶黏剂制备与应用技术研究，形成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及人造板生产关键技术体系，并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该项目在环保型人造板及其制品生产技术上有重要创新，总体技术水平和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1.开发了耐水与防霉植物蛋白胶黏剂，创制无醛耐水及防霉植物蛋白胶黏剂新产品；
	1.开发了耐水与防霉植物蛋白胶黏剂，创制无醛耐水及防霉植物蛋白胶黏剂新产品；
	2.构建了植物蛋白预凝胶化、可控降解与分子重组等技术增韧增强体系，提高植物蛋白工艺适用性；
	2.构建了植物蛋白预凝胶化、可控降解与分子重组等技术增韧增强体系，提高植物蛋白工艺适用性；
	3.发明高活性交联剂交联与耐水胶乳增强技术，攻克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常温固化技术难题；
	3.发明高活性交联剂交联与耐水胶乳增强技术，攻克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常温固化技术难题；
	4.解决了植物蛋白胶黏剂低成本与高性能相矛盾的难题，提高植物蛋白胶黏剂产品竞争力；
	4.解决了植物蛋白胶黏剂低成本与高性能相矛盾的难题，提高植物蛋白胶黏剂产品竞争力；
	项目获得发明专利39项，形成年产95万立方的生产能力，获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近3年销售83.28亿元，新增利税10.48亿元，新增就业岗位900余人。
	通过项目技术实施，有力推动了我国人造板行业的提升，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促进了我国木材加工产业化科技进步。
	提名该项目为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四、项目简介
	人造板及其家具地板制品是人居环境甲醛污染的主要来源。项目以从根源上解决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问题及传统胶黏剂原料的化石资源依赖问题，保障人居环境空气质量安全及人造板产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豆粕、棉粕、菜粕等为主要原料，开展无醛蛋白基胶黏剂制备与应用技术研究，经十余年攻关，形成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及人造板生产关键技术体系，并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1.突破植物蛋白胶黏剂耐水与防霉技术，创制无醛耐水及防霉植物蛋白胶黏剂新产品，实现了耐水植物蛋白胶黏剂及人造板的规模化生产。首次合成多个高活性交联剂，实现了植物蛋白胶黏剂的定向与可控交联，攻克了植物蛋白胶黏剂耐水性差的技术难题，生产胶合板的耐水胶合强度达到1.58 MPa，耐沸水胶合强度达到1.20 MPa。创制硼酸盐、植物多酚、金属离子及壳聚糖协同防霉技术，实现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及其人造板制品的低成本高效防霉。
	1.突破植物蛋白胶黏剂耐水与防霉技术，创制无醛耐水及防霉植物蛋白胶黏剂新产品，实现了耐水植物蛋白胶黏剂及人造板的规模化生产。首次合成多个高活性交联剂，实现了植物蛋白胶黏剂的定向与可控交联，攻克了植物蛋白胶黏剂耐水性差的技术难题，生产胶合板的耐水胶合强度达到1.58 MPa，耐沸水胶合强度达到1.20 MPa。创制硼酸盐、植物多酚、金属离子及壳聚糖协同防霉技术，实现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及其人造板制品的低成本高效防霉。
	2.创新植物蛋白粕复配与无机材料增强技术，解决了植物蛋白胶黏剂低成本与高性能相矛盾的难题，极大提高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及其人造板产品市场竞争力。集成低成本菜粕、棉粕、大豆分离蛋白残渣植物蛋白与豆粕的协同效应，通过凹凸棒土等无机材料降成本增性能，植物蛋白胶黏剂耐水胶接性能提高16-41%、成本降低10-35%，综合胶接性能及成本与改性脲醛树脂相当。
	2.创新植物蛋白粕复配与无机材料增强技术，解决了植物蛋白胶黏剂低成本与高性能相矛盾的难题，极大提高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及其人造板产品市场竞争力。集成低成本菜粕、棉粕、大豆分离蛋白残渣植物蛋白与豆粕的协同效应，通过凹凸棒土等无机材料降成本增性能，植物蛋白胶黏剂耐水胶接性能提高16-41%、成本降低10-35%，综合胶接性能及成本与改性脲醛树脂相当。
	3.发明植物蛋白预凝胶化、增韧、可控降解与分子重组技术，攻克植物蛋白胶黏剂工业化应用中工艺性差的技术难题，极大提高了人造板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设计合成植物蛋白预凝胶剂、超支化水性聚酰胺仿生交联剂，创制出高初黏性植物蛋白胶黏剂，板坯预压时间缩短50%以上，对20-30% 高含水率单板预压时间降低至1-2小时。创制植物蛋白胶黏剂交联剂交联、单宁酸氢键及金属离子配位等多重键合增韧技术，长链环氧化合物柔性交联技术，以及聚氨酯弹性体增韧技术，固化胶膜韧性提高168%。创制植物蛋白粕酶解及超声与高压均质处理...
	3.发明植物蛋白预凝胶化、增韧、可控降解与分子重组技术，攻克植物蛋白胶黏剂工业化应用中工艺性差的技术难题，极大提高了人造板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设计合成植物蛋白预凝胶剂、超支化水性聚酰胺仿生交联剂，创制出高初黏性植物蛋白胶黏剂，板坯预压时间缩短50%以上，对20-30% 高含水率单板预压时间降低至1-2小时。创制植物蛋白胶黏剂交联剂交联、单宁酸氢键及金属离子配位等多重键合增韧技术，长链环氧化合物柔性交联技术，以及聚氨酯弹性体增韧技术，固化胶膜韧性提高168%。创制植物蛋白粕酶解及超声与高压均质处理...
	4.创新高活性交联剂交联与耐水胶乳增强技术，攻克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常温固化技术难题，拓展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应用范围。首创耐水胶乳包覆交联剂协同增强植物蛋白胶黏剂技术，开发出单组分高性能常温固化植物蛋白基胶黏剂，解决了集成材用胶黏剂成本高、双组分操作复杂的问题，胶黏剂成本降低43%，集成材胶接强度提高21%。
	4.创新高活性交联剂交联与耐水胶乳增强技术，攻克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常温固化技术难题，拓展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应用范围。首创耐水胶乳包覆交联剂协同增强植物蛋白胶黏剂技术，开发出单组分高性能常温固化植物蛋白基胶黏剂，解决了集成材用胶黏剂成本高、双组分操作复杂的问题，胶黏剂成本降低43%，集成材胶接强度提高21%。
	项目获得了多项重大创新性成果，促进了我国人造板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技术进步，对实现我国人造板产业高质量发展及满足人民对健康美好生活向往的重大需求具有里程碑意义。成果已在多家人造板骨干企业推广应用，近三年销售额累计达83.28亿元，利润10.48亿元；新增就业940余人。
	成果获中国发明协会创新发明奖一等奖1项、山东省企业优秀创新成果一等奖2项、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奖二等奖1项，授权发明专利39件，发表研究论文73篇。
	五、客观评价
	六、知识产权情况
	成果获中国发明协会创新发明奖一等奖1项、山东省企业优秀创新成果一等奖2项、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奖二等奖1项，授权发明专利39件，发表研究论文73篇。
	七、推广应用情况
	八、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单位：山东千森木业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协调各参加进行项目开发及实施，在项目开发、生产技术完善和市场推广应用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对本项目推广应用的贡献：积极组织、协调各参与单位实施项目开发及技术完善；共同开发耐水植物蛋白胶黏剂，形成了植物蛋白胶黏剂及人造板生产关键技术体系，并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第二完成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作为项目第二完成单位，协调各参加单位，组织相关研究人员进行项目申请与实施，在项目研发、技术完善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贡献：创制无醛耐水及防霉植物蛋白胶黏剂新产品；创新植物蛋白粕复配与无机材料增强技术；发明植物蛋白预凝胶化、增韧、可控降解与分子重组技术；创新高活性交联剂交联与耐水胶乳增强技术。
	对本项目推广应用的贡献：积极组织、协调各参与单位实施项目研究内容；现了耐水植物蛋白胶黏剂及人造板的规模化生产，推进项目技术的应用推广。
	第三完成单位：山东农业大学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积极参与项目实施，协调与项目第一完成单位的关系，在项目研发、评估、应用推广等方面有重要贡献。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贡献：开发基于棉籽粕蛋白的胶黏剂制备技术和人造板绿色胶接技术，有效利用农业剩余物，丰富了木材胶黏剂用植物蛋白原料的品种，显著提高木材胶合产品的环保性能和产品价值，为传统木材工业以及农产品加工实现环保、安全的技术升级目标，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对本项目推广应用的贡献：积极推进项目在相关木材加工企业应用，促进专利成果的转化，积极推进项目技术的应用推广。
	第四完成单位：南京林业大学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积极参与项目实施，协调与项目第一完成单位的关系，在项目研发、评估、应用推广等方面有重要贡献。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贡献：参与开发高预压性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技术，推动无醛释放人造板的工业化生产。
	对本项目推广应用的贡献：积极推进项目在相关木材加工企业应用；多次举办企业技术及管理人员培训班，培训大批技术及管理人员，推进项目技术的应用推广。
	第五完成单位：德华兔宝宝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作为项目技术主要完成单位，积极参与项目的实施，服从第一完成单位的安排，协调与其他完成单位的关，在项目技术开发与推广方面有重要贡献。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的贡献：优化了无醛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技术，协助解决了植物蛋白胶初粘度与涂布性之间的矛盾，在低成本与高性能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对本项目推广应用的贡献：积极配合各单位实施研究内容，为本项目提供了资金、生产线、人力支持，积极将项目研究成果用于企业产品技术升级，对项目推广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七完成单位：山东堡珍家居板材有限公司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积极协调、推动项目的实施，在项目研究、中试、应用推广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贡献：
	1.优化植物蛋白胶黏剂、胶合板生产工艺及后处理工艺;
	2.开发出无醛实木力学板生产技术，完善无醛胶合板应用推广配套技术 。
	2.开发出无醛实木力学板生产技术，完善无醛胶合板应用推广配套技术 。
	对本项目推广应用的贡献：
	积极配合项目研究、中试和产业化推广相关工作，为本项目提供了生产线和相关人力支持，推进项目技术进行产业化中试、完善、应用与推广工作；组织举办技术及管理人员培训班，推进项目技术的应用推广。
	第八完成单位：千年舟新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项目技术主要完成单位，积极参与项目的实施，服从第一完成单位的安排，协调与其他完成单位的关，在项目技术开发与推广方面有重要贡献。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的贡献：优化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细木工板和地板基材工艺，克服植物蛋白胶黏剂低成本与高性能相矛盾的难题，提高胶黏剂预压性能。
	对本项目推广应用的贡献：积极配合各单位实施研究内容，为本项目提供了资金、生产线、人力支持，积极将项目研究成果用于企业产品技术升级，对项目推广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九完成单位：中关村人居环境工程与材料研究院
	作为项目技术主要完成单位，积极参与项目的实施，服从第一完成单位的安排，协调与其他完成单位的关，在项目技术开发与推广方面有重要贡献。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的贡献：优化了无醛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技术，协助开发高效防霉和增强一体化系列技术，在耐水性与耐霉变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项目团队自2005年以来，持续开展相关研究与产业化推广工作。
	项目第一完成人张世锋，系第二完成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整体负责。
	项目第二完成人李建章，系第二完成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对项目创新点1-3有实质贡献。
	项目第三完成人高强，系第二完成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对项目创新点2-4有实质贡献。
	项目第四完成人毛安，系第三完成单位山东农业大学 林学院副教授。提出棉籽蛋白胶黏剂制备工艺与人造板绿色胶接工艺，开发出适合工业化生产的无醛棉籽蛋白基胶黏剂应用新技术，为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及应用关键技术的工业化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项目第五完成人郭永胜，系第一完成单位山东千森木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研发中心主任。重点解决植物蛋白胶黏剂产品应用与市场推广等工作；为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及应用关键技术的工业化推广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项目第六完成人罗晶，系第四完成单位南京林业大学讲师。作为项目的完成人，积极参与项目实施，在项目研发、评估、应用推广等方面有重要贡献。
	项目第七完成人李晓娜，系第四完成单位南京林业大学助理研究员，为植物蛋白胶黏剂工业化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项目第八完成人任崇福，系第七完成单位山东堡珍家居板材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技术部负责人。参与制定研究计划和方案，参与技术应用与推广，协助解决无醛胶黏剂及制品性能及成本间平衡投入该项技术研究工作，与第五完成人郭永胜共同申请获得项目相关授权发明专利2件、共同开发新产品4个。
	项目第九完成人赵金平，系第九完成单位中关村人居环境工程与材料研究院院长。参与植物蛋白胶涂布性、耐水性等方面的技术研发与应用，协助解决了植物蛋白胶初粘度与涂布性之间的矛盾，在低成本与高性能方面，以及功能性涂料在地板、家具、重组装饰材壁材上的工业化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项目第十完成人毕海明，系第八完成单位千年舟新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技术部负责人。优化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细木工板和地板基材工艺，克服植物蛋白胶黏剂低成本与高性能相矛盾的难题，提高胶黏剂预压性能，对项目环保性胶黏剂在胶合板、细木工板的应用，以及功能性涂料在地板、家具等木制品上的工业化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项目第十一完成人秦向东，系书香门地（上海）美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优化无醛植物蛋白胶黏剂制备地板基材工艺技术，大幅提高产品合格率，对植物蛋白胶黏剂在研发及应用推广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项目第十二完成人詹先旭，系德华兔宝宝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生产技术总监。为植物蛋白胶黏剂工业化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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