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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了关键材料，就卡住了
整个产业链“咽喉”。在今年一
季度浙江温州全市技改投资创
新高的大背景下，不少企业和地
区把推进材料转型升级，作为经
济新增长点加以培育扶持，实现
了制造业的“弯道超车”。

在华峰产业园区工厂内，一
条条新上马的自动化生产线衔
接默契，一罐罐聚氨酯“黄金原
液”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出来。

一罐聚氨酯（PU）原液在平
常人看来似乎并没有多少价值，
而在华峰新材料公司技术人员
眼中，一罐高品质聚氨酯原液能
够为企业发展带来无限动力。
东莞东英鞋材厂，是当时广东省
最大 PU 原液用户，早在 1997
年，华峰工作人员拿着华峰的
PU原液去敲门的时候，对方的
态度是非常不信任的。为此华
峰技术人员在该厂试验车间里
一待就是数天，硬是把鞋底性能
相关的试验全都做了一遍，终于
以过硬的产品质量赢得了肯
定。使华峰PU树脂在广东的市
场占有率从零激增到60%以上。

在温州，华峰只是众多温商
深耕新兴材料的一个靓丽缩
影。当下，一直以传统制造业为
支撑的温州，正在发生微妙的变
化——不少企业家纷纷看好科
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新材料
项目。特别是在高分子材料、特
种金属材料和高端金属材料等
领域，不少温商崭露头角，成为
全市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支

柱。据统计，温州规上工业企业
新材料产业产值超过90亿元，
创造的产值占全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左右。
以华迪钢业、浙江丰业、青山控
股等企业为代表的产业群，主导
产品不锈钢无缝管就占全国市
场份额的60%以上。

自成立伊始，俊尔新材料公
司就组建研发团队，深耕新材料
创新领域。目前拥有50多项国
家级新产品、省高新技术产品和
省级新产品项目，一跃成为全省
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技术较强的
改性工程塑料研发和生产企业。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虽然这
几年新兴材料产业的热点效应
在扩散，但新材料产业在温州依
然处于起步阶段。其中，行业规
模普遍偏小、产业人才缺乏、产

学研相脱节、缺乏产业园区“大
平台”支撑成为新材料产业发展
的主要掣肘。

其中，温州新材料行业中小
企业居多，很多企业没有能力也
不愿意在专利和技术方面投入
更多，被挡在专利大门之外。不
少业内人士指出，如果关键设备
和原料都要从国外进口，那么大
部分挂“高科技”之名的企业只
能做些下游应用开发的“低科
技”工作。

为改变困局，在《温州市新
材料产业发展规划(2014—2020
年)》中，温州提出在强化企业科
技创新驱动、加强新材料关键核
心技术研发攻关、提高科技成果
产业化率上深谋文章，这也是温
州未来新材料行业实现快速成
长的“三部曲”。按照该规划，温

州新材料产业发展将以现有材
料工业和鞋、服、电工电气等传
统产业为基础，通过新材料的研
发和广泛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并依托海洋、矿产等特
色资源，通过政府引导、市场选
择，培育若干新兴产业，打造经
济新增长点。

在实施路径上，温州将通过
政府引导，鼓励龙头企业率先应
用新技术、新工艺，创建行业新
标准，促使企业保持行业的技术
领先地位；鼓励以龙头企业为核
心建设新材料产业小微园区，引
导新材料小微企业“入园进区”，
加强与行业龙头企业在生产、质
量、标准、管理等方面的协作和
融合，为小企业发展壮大提供成
长环境，形成相对合理的企业规
模梯队。 （来源：温州网）

日前，烯碳铝合金锭坯从上
海烯碳金属基复合材料工程中
心的生产线成功下线，标志着这
一复合材料的中试取得成功。
这也是上海市石墨烯产业技术
功能型平台推出的首个拳头产
品，它解决了传统铝合金刚度不
强的问题，有助于我国航空、高
铁、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步入轻
量化时代。

随着低碳、绿色、节能、减排
的理念深入人心，轻量化成为高
端制造领域必然地发展方向，铝
合金以其低密度、高比强、易加
工成形而得到越来越广的应用，
飞机、高铁等纷纷穿上了铝合金

“外衣”。比如国产大飞机C919
就用铝锂合金为自身减重，铝锂
合金在机体结构的占比达到
7.4%。

“衣服”轻则轻矣，但有容易
变形的弊端，究其原因，是铝合
金的刚度不够。工业界通过添
加各种材料来补足强度，铝锂合

金、铝陶合金都是发展方向，加
入碳纳米管、石墨烯等新型增强
相形成铝基复合材料更被普遍
看好。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张荻教授表示，碳纳
米管及石墨烯具有卓越的力学
性能，其密度只有钢材的1/6，强
度却超过钢材的100倍，刚度与
自然界中最硬天然金刚石接
近。只要有少量的碳纳米管及
石墨烯被均匀分散到铝合金基
体中，就能部分取代昂贵的合金
元素，还能在保持铝合金良好的
加工性能基础上极大提高其强
度、刚度等力学性能。

前景被看好，但这一技术路
线却迟迟不见进展。早在1997
年，日本科学家就开始了碳纳米
管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研究，近
十年均收效甚微。张荻说：“碳
纳米管的直径不及头发丝的千
分之一，石墨烯的厚度更是不到
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要把它们
一根根在铝合金中分散开来又

不被损伤破坏，着实困难。”
张荻擅长向自然要灵感，他

借鉴贝壳“珍珠母”的叠层结构，
最终开发出“微纳叠片粉末冶
金”这一独创的仿生复合技术：
先将铝制成微纳片状粉末，再与
碳纳米管和石墨烯在微观尺度
下均匀复合成为“砖”，然后通过
工艺控制，像垒墙一样形成“砖
砌式”叠层结构的烯碳铝基复合
材料。

实验室的成果最终是要被
用的，为了走通科技成果转化之
路，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市石墨
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组成上
海烯碳金属基复合材料工程中
心，开始了产品中试。为了容纳
项目核心设备，石墨烯平台为该
项目提供了600平方米、挑高11
米的厂房，并改造了地基和电
路。他们还从世界上各种石墨
烯粉末中挑选出最适宜添加在
铝合金中的一种。截至目前，工
程中心已经形成年产能20吨的

中试生产线，可制备单重达 0.5
吨的锭坯，并研发出中强、高强、
超高强等系列高模量烯碳铝合
金。

张荻表示，烯碳铝合金从
技术制备到生产设备具有完整
的知识产权，替代现役铝合金
构件预期减重可达10%—30%，
轻量化效益十分显著，该技术
水平和综合性能均世界领先。
上海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
台总经理梁勇表示，工程中心
已联合中航工业、中国航天科
技、中国中车集团等国内应用
单位，开展烯碳铝合金在飞机、
航天运载器结构、“标准动车
组”列车、新能源汽车等装备上
的应用验证。下一步，烯碳金
属基复合材料工程中心将进一
步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对接上
海市优势产业，加快开展应用
研发和推广，率先实现新型烯
碳铝合金材料的优先突破。

（来源：中国粉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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