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日前从包钢集团特钢分公司获悉，经过一年的技术攻

关，包钢成功开发出工业纯铁用钢，这一新制造技术填补了内蒙

古包头市在钕、铁、硼用工业纯铁市场的空白，实现了包头所有

稀土磁性材料企业就地取材，使生产的原料成本下降 5%到 10%

左右。这一新制造技术已经成功转化，新的纯铁用钢已经在包

钢生产线投产。

“磁性材料行业是包头稀土行业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

业纯铁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业原料，包钢成功开发工业纯

铁用钢，为包头市稀土行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原料支撑，

意义重大。”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梁行方

介绍说。

据介绍，工业纯铁是冶炼钕铁硼的主要原料，占原料的 60%

左右，多年来，包头市的十几家稀土磁材企业一直从外地钢铁企

业高价购入工业纯铁圆钢，不仅材料受限，运输成本也占了很大

比例。

为了让包头稀土企业原料生产不受制于人，包钢特钢分公

司与北方稀土磁材公司用一年时间，在连轧生产线试制工业纯

铁用钢，目前研制成功的直径 50毫米工业纯铁用钢的铁元素含

量达到 99.5%以上，在冲击韧性、导电性、磁感性等方面呈现优

越性能。

据包钢特钢分公司副经理刘见强介绍，该公司生产的工业

纯铁用钢中，铁元素含量较高，一般要求达到 99.5%以上，碳含

量控制在 0.04%以下，锰含量控制到 0.05%以下。这些指标意味

着包钢特钢分公司生产的工业纯铁用钢杂质元素比较少，可以

满足用户的高端需求。

除了直径 50毫米工业纯铁圆钢外，包钢特钢分公司还开发

出工业纯铁高导电电极扁钢，该产品在节能、降耗，尤其是降低

耗电量方面受到电解铝企业的青睐。

目前，在包钢特钢分公司，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在包

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由包钢特钢分公司生产的直径

50毫米纯铁圆钢，正被运入生产车间成为生产原料。

包钢特钢分公司经理陈琳介绍，后续正在开发的其他高附

加值产品都将是包钢特钢分公司的新卖点，不仅填补包头市场

的空白，还将形成与地方支柱产业间的共赢。

（记者张景阳）

填补空白
包钢开发工业纯铁用钢

海正药业—江南大学联合研究院（以下简称

联合研究院）日前正式成立。今后，联合研究院

将发挥双方的优势，围绕重大食品工艺技术创

新，加速功能性营养品、益生菌等健康食品资源

开发应用。海正药业作为国内原料药生产领军

企业，也将投入 4000 万元支持联合研究院运行

发展。

8月 21日，科技日报记者在江南大学采访时了

解到，这是今年来，江南大学继与南方黑芝麻集

团、安徽金种子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合作之后，开

展的第三个千万元级产学研合作项目。

江南大学是如何推进产教融合，加速科技成

果转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校长陈坚

说：“我们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机制创新，搭建科技

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平台，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团队

作用，从过去单一的技术转让变为技术与服务共同

转让，从过去提供技术或产品向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转变，形成多形式、多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合作

新格局，全面提升服务地方、服务产业、服务企业的

能力。”

新型服务平台“四两拨千斤”

“近年来，江南大学围绕地方重点战略性产业

的技术需求，采取点加深、线拉长、面拓宽的思路，

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陈坚说。

江南大学在推进产教融合上，既注重高层次领

军人才的引进，又舍得重大基础研究建设投入。目

前，建有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粮食发

酵工艺与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功能食品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科研平台 8个，针织技术教

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部省级平台 41 个；建有教育

部、外专局创新引智基地（“111 计划”）6 个及国际

联合实验室 21 个，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专业学科优势。

同时，为了让高校这些实验室、研究中心的科

技成果得到快速转化、产生经济效益，江南大学注

重完善产学研协同战略布局，先行先试探索了创建

技术孵化器、技术转移中心、联合研究院、协同创新

中心等新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成为“校地合

作”“校企合作”的纽带。

记者了解到，江南大学凭借专业学科优势与科

研服务实力，建立了江南大学宿迁产业技术研究

院、江南大学（扬州）食品生物技术研究所、江南大

学无锡创新设计研究院等校地联合研究院（所）7

个，与全国 40多个城市及中粮集团、光明乳业等一

批业内重点企业开展全面合作。

新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起到了“四两拨

千斤”的作用。江南大学携手合作企业等单位，

通过机制创新、模式创新，优化了紧密协同的创

新生态系统，实现了创新能力从量变到质变的发

展，有效加速了先进技术的转移、科研成果的转

化，满足了行业和市场的需求，助推相关产业快

速转型升级。

与企业联手推动行业发展

在江南大学酿造微生物学及应用酶学团队成

员范文来教授眼里，高校优势学科团队与行业龙头

企业强强联手，不但能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紧密合作关系，更能擦出更多协同创新的火花，

共同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江南大学生物系统与生物加工工程团队长

期致力于解决发酵工业中存在的关键工程技术

难题，解决了丙酮酸发酵法制备关键技术并实

现产业化。该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并被国际著名发酵公司日本味之素购买，成为

该公司自 1908 年创建以来从中国购买的第一个

发酵技术。

江南大学化工学院光聚合技术及先进涂层团

队与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公司开展合作以来，从基

础材料开发着手，从 10万元合同起步，帮助企业系

统解决技术瓶颈问题、产业化发展问题等，并帮助

企业于 2016 年成功登陆深圳创业板。至今，该团

队已成功参与培育了 3家上市公司。

纺织服装学院蒋高明教授领衔的纺织技术创

新团队与卡尔迈耶集团等国际大公司开展合作，建

成了国内最大的经编 CAD 系统开发应用平台，装

备出口 16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余家企业，为近千家

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培训了 3500 多名技术人员。

如今，在江南大学，类似这样的协同创新重点科研

服务团队，已超过 100个。

陈坚告诉记者，2017 年，学校完成科技成果转

让、许可、作价投资和技术开发、咨询服务项目

1300多项，转让金额达到 3.5亿元。

优势学科团队与行业龙头企业碰出火花

江南大学成果转让一年收了3.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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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仅为0.334纳米的石墨烯具有一系列优良特

性：是有史以来被证实的最结实的材料，强度是钢的

100多倍；是已知材料中电子传导速率最快的材料；透

光率97.7%，透光最好，导热率最好。作为一种具有优

异的电、热、力、光等性能的二维材料，石墨烯在新能

源、电子、航空航天、国防科技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

潜力，是被科学家公认的下一代革命性、战略性材料。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 2006 年就开

始研究石墨烯，彼时的石墨烯离“走红”还早。10

年的创新研发成果为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的成

立打下了基础。2016 年，中国航发集团公司和北

京市政府联动，共同出资 10亿元成立研究院，打通

石墨烯研发的技术端和产业端，这是全国第一个

省级石墨烯制造业创新中心。

王旭东是研究院的院长，也是年轻团队里最

年长的“80 后”，“成立两年多来，在石墨烯应用技

术领域，我们已经完成了 12项科技成果转化，累计

完成科技成果转化合同 7.5 亿元，执行了 4.5 亿元。

这么短的时间达成这样大数额的知识产权转化交

易，在材料领域是十分少见的。”这让王旭东很骄

傲，“研究院建成了全国第一个石墨烯创新技术中

心、第一条面向工程应用的石墨烯应用技术中试

基地。这个中试基地共有 18 个实验室，英国正在

准备建设的国家级石墨烯工程创新中心就以我们

研究院的中试基地为蓝本。”

“从老研究院所中‘另立炉灶’，使命的变化是

最根本的。”王旭东说，“老院所立足国家重大需

求，国家需要在哪里就打到哪里，有太多不计得失

奉献所有的故事。新的研究院则被期望可以突破

老体制的天花板，既要科技创新又要转化实际应

用，为新旧动能转化提供新能量。”

核心技术的攻克离不开年轻人，科研英雄的诞

生需要土壤，从以需求带动技术到以技术创新成果

转化为本，研究院希望成为这样的土壤。“我们不断

思考如何实现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转化，不让研发

成果变成一堆锁在柜子里的纸。真正建立一个有活

力的、能把人的潜能激发出来的新型机构。”王旭东

表示。

不让研发成果只是锁在柜子里

石墨烯是一种典型的军民两用材料。据王

旭东介绍，在军民融合的倡导下，研究院有一部

分科研人员专门做军用技术开发，作为国防重

点实验室，技术领域涉及飞机、发动机等特殊材

料，并由此扩展到船舶、航空航天、核工业等领

域。另外一部分科研人员则进军国民经济主战

场，进行新能源电池、铝合金电缆等民用材料的

开发。

研究院在石墨烯产业化生产方面的成绩，吸

引了包括两位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和诺贝尔奖

获得者康斯坦丁·诺沃肖诺夫在内的国外 3 个高

水平科研团队。今年 5 月，研究院与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合作，建设中英二维材料国际产业中心

（即诺贝尔奖工作站），利用国际资源推动石墨烯

生物医药和石墨烯传感器等领域的研发和产业

发展。作为研究院的主要客户之一，宁夏汉尧石

墨烯储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给出了“技术先进、

成熟度高、与实际生产结合紧密、易于转化”的

“五星好评”。

身为石墨烯行业的一份子，王旭东对这一新材

料的“由冷转热”感触很深：“2010 年，石墨烯的发

现者获得诺贝尔奖，石墨烯市场迅速吸引无数资

本，在国内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既为石墨烯产业的

繁荣带来机会，也埋下隐患，“有些人对石墨烯的研

究和了解不够，却盲目进入市场，发展状态不理

想。他们将自身的失败归结于石墨烯技术，甚至唱

衰石墨烯。”

对此，王旭东表示，包括石墨烯铝合金电缆、石

墨烯改性锂电池等在内的所有新产品，在推向市场

的过程中，一定会经受大众信任度的考验，“作为一

个连接前沿科技和市场需求的平台，研究院希望不

仅可以让教授们心无旁骛地做科研，也能让科学技

术走出实验室、走入老百姓的生活，建立大众对石

墨烯的信任，为行业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建立大众对石墨烯的信任

近日，石墨烯导电浆料和石墨烯改性正极材

料项目在宁夏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投产。这

意味着借助银川较低的电价和干燥的气候条件，

石墨烯导电浆料和石墨烯改性正极材料正式在银

川进入批量生产。

新材料由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

研究院）团队研制，经过了一年的中试研究和客

户认证，各项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也是这

家专为石墨烯研发应用而生的研究院最新的落

地项目。 说起成立研究院的难度，王旭东至今感慨：“央

企跟地方政府联手的难度很大，但近年来科技成果

转化的环境越来越好，从上到下有好政策带动，才

能‘梦想照进现实’。”他表示，研究院是传统科研单

位以国家重大需求为使命，在既有体制机制下寻找

新活力的积极探索。

探索的结果超出王旭东的预期。在他看来，团

队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地推动石墨烯的成果转化，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盘活了各方资源：“给予科研

人员虚拟股权、科研自主权等，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吸引研发、市场、产业、资本等全要素进入，提升研

究院的造血能力。”

据王旭东介绍，研究院不是金字塔式的管理，

而是矩阵式的管理，所有人员的固定收入从岗位

来，其他收入从项目来。同时，年轻人在各自的学

术领域有相当的财务自主权，“我们鼓励大家做科

学家而非管理者，不以头衔多为荣，而以多少科技

成果得到转化、创造多少价值为标准。”

做的事很大，团队的人却都非常年轻：管理层

年龄集中在 35 岁上下，科研团队年龄则在 30 岁上

下。100 人左右的团队有五分之一的人员有海外

经 历 ，“ 我 们 希 望 未 来 这 个 比 例 能 达 到 百 分 之

百。让团队所有人都有一定的海外经验，可以帮

助大家拓宽研究视野、提高创新能力、与国外同

行交流研究，最终能顺利将研究成果进行转化。”

王旭东说。

几年来，以 40 多名年轻博士为骨干的核心

创新团队相继突破了大尺寸石墨烯薄膜制备技

术、石墨烯铝合金、石墨烯钛合金、石墨烯隐身

材料等关键技术，形成 40 多个研究方向，累积开

发新材料 200 余项。“针对西部能源资源比较密

集的优势，我们在新疆乌鲁木齐落地了石墨烯

铝合金电缆项目，在银川市落地了石墨烯正极

材料项目，在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落地石

墨烯电子材料项目。”研究院技术部部长李炯利

博士介绍说。

2014 年，研究院的科研人员成功突破石墨烯

铝合金电缆技术，将石墨烯材料加入铝合金，在世

界范围内第一次实现了石墨烯和金属的完美融合，

制备出石墨烯增强或改性金属基复合材料。“目前，

我们已经把这项技术输入新疆的一家企业并成功

实现产业化，今年将累计实现 1000吨生产，但面对

国家每年上百万吨的需求，未来发展空间巨大。”李

炯利信心十足。

在既有体制机制下寻找新活力

在老研究院在老研究院““另立炉灶另立炉灶””

应用市场上他们热卖高冷石墨烯应用市场上他们热卖高冷石墨烯

秀成果

2020年全球石墨烯产业化结构状况预测

534亿元267亿元

372亿元

90亿元

341亿元

91亿元

传统便利店存在管理粗放、劳动密集型、门店选址难、租金

成本高、差异化供应链体系、松散型加盟连锁模式等痛点。而以

消费者为核心，以数据化运作为基础，全产业链和生态体系协同

的智慧零售，有望解决这些痛点。

基于此，由湖南长沙芯城产业园培育的湖南孚利购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孚利购）整合了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图

像识别、聚合支付等现代科技，打造了无人值守智慧店可持续发

展新模式，并拥有了十余项核心专利技术，但要完成专利技术的

布局应用，却面临很多市场困难。

而湖南长沙芯城产业园的“柳枝行动”，给孚利购的核心专

利技术“变现”带来了生机。

得益于柳枝行动“无心插柳”的孵化和扶持，孚利购完成

了基于无人零售的业务标准化体系建设和单店模型，在无人

零售技术、供应链管理、运营模式设计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诸

多积累，同时，迎来了第一期 3000 万元资本的入驻。公司将通

过与恒万投资的战略合作，进军新零售行业的无人智慧便利

店蓝海。

孚利购创始人颜桂锋说，未来 5年，公司拟基于完善的战略

供应链体系和智能运营模式，打造智慧零售系统解决方案，完成

超过万家无人值守智慧门店的运营，实现总营业额逾 100亿元，

市值超 50亿元。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余旭华 李游）

“无心插柳”
让核心专利技术变现

数据来源：华经市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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