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D打印文创产品。“建材树”吊坠寓意：中国建材标志有序排
列，象征着中国建材大家庭里的成员公司互为支撑、相互扶持，诠释
了集团“中建材一家”的文化氛围。在此基础上设计成大树形状，展
示了中国建材多年发展取得的累累硕果，集团的企业从四面八方聚
合成一股力量，让这棵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再造辉煌。

奋进“十四五”企业巡礼·中国建材 Z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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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周育先在接受“对话新国企”融
媒体访谈时讲到，党领导的 100
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建材集团也从一穷二白成为
全球最大综合建材产业集团。在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我们发
现每种材料背后都蕴涵着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关怀，蕴涵着社会发展
的需要，蕴涵着几代建材人攻坚克

难、自立自强的故事。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走

进玻璃工业的国家级科研院所之
一——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
研究院（以下简称“蚌埠院”），去
解锁一系列新玻璃产业创新发展
的故事。记者了解到，这家新中
国首批国家级科研院所和综合性
甲级科研设计单位，隶属于中国
建材集团旗下的凯盛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科技”），
凯盛科技是以蚌埠院为核心企

业、以玻璃新材料为主业的国家
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凯盛科技努力打造玻璃新材
料“3+1”战略布局，打造“显示材
料+应用材料”“新能源材料”“优
质浮法玻璃+特种玻璃”三大上市
公司平台，打造世界一流中国玻
璃新材料研究总院，已成为行业
领先、享誉国际的高科技企业集
团。作为核心支撑的蚌埠院，在
中国建材集团战略引领下，在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材集团总

工程师、蚌埠院院长彭寿带领下，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以技
术创新推动转型，以产品创新提
高效益，创造多项“中国首创、世
界第一”的玻璃新材料成果。
2020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
徽考察期间高度肯定了蚌埠院的
创新成果，特别强调：“安徽这几
年在量子通信、动态存储芯片、陶
铝新材料、超薄玻璃等领域实现
并跑领跑的成绩”。

受习近平总书记肯定的超薄

玻璃，是基于科技成果创新和产业
孵化为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巨大价
值。超薄玻璃通常指超薄电子触
控玻璃，是电子信息显示产业的核
心材料，能够广泛应用于手机、电
脑、电视等显示终端，在终端产品
应用中，玻璃材料越薄，透光性和
柔韧性就越好，重量也就越轻。但
是玻璃太薄又极其易碎，如何才能
兼顾玻璃的薄度、强度和韧度？以
往，这样的技术只掌握在少数国外
企业手中。 （下转Z04版）

（上接Z01版）
“十三五”以来，山东工陶院

积极探索技术成果转让（许可）、
作价入股等成果转化模式，目前
已累计实现了20余项技术成果的
转 移 转 化 ：自 主 开 发 的 交 流
1100kV、±1100kV、±800kV特高
压棒形支柱瓷绝缘子和瓷芯复合
支柱绝缘子，产品综合技术性能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是国内唯一通过
IEC/C130认证的电瓷企业；高纯石
英陶瓷坩埚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制备技术，目前是全球第一家制
造出并成功装载800KG硅料的坩
埚；凭借先进陶瓷增材制造技术还
开发了一系列产品，人体骨骼、人
工关节、陶瓷牙齿等，这些都是正
在认证阶段的先进医疗材料……

氮化硅陶瓷：打破垄
断的科技“瞪羚”

氮化硅陶瓷是烧结时不收缩
的无机材料陶瓷，是一种重要的结
构材料，具有一般金属材料难以比
拟的耐磨、耐蚀、耐高温、抗氧化
性、抗热冲击及低比重等特点，可
以承受金属或高分子材料难以胜
任的严酷工作环境，具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现代工业利用氮化硅陶瓷
的结构特性将其制造成轴承、汽轮
机叶片、机械密封环、永久性模具
等机械构件。中国建材集团旗下
中材高新氮化物陶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氮化物公司”）自上世纪
70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先进技
术陶瓷的研究和生产，氮化物公司
继承了中国建材集团多年来的研
究成果和优势资源，专注于氮化物
陶瓷结构功能的应用技术研发及
科技成果产业化，是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2020年入选“瞪羚企业”。

氮化物公司总经理孙峰介绍，
氮化物陶瓷的应用非常广泛，中材
高新氮化物的产品也涵盖很多种
类：比如轴承就有高速机床主轴轴
承、机器人轴承、汽车发动机轴承、
混合动力汽车绝缘轴承、航空航天
发动机轴承、大型医疗装备轴承、
风力发电机绝缘轴承等；水泥、火
电行业用耐磨陶瓷风机是将氮化
硅陶瓷粘接在风机过流部位的表
面，以提高工作面的耐磨、耐冲刷
性能，是传统高铬铸铁或喷焊材料
寿命的150倍以上；氮化硅材质的

输料风机叶片陶瓷衬片，耐磨损性
能优于传统氧化铝衬片，使用时间
可达3—5年，是氧化铝衬片的3—
5倍，从而减少停机次数，提高输
料风机运行效率；水泥选粉机输料
口采用氮化硅陶瓷衬体，与传统氧
化铝陶瓷衬体相比，可降低50%以
上的检修难度和更换频率，减少至
少50%的维修成本，可达到1年一
次检修，6年一次更换，有效提高
设备的运营效率。

“我们目前是世界第三、国内
唯一能够实现热等静压氮化硅陶
瓷批量制造技术的企业，拥有很多
打破国外垄断的关键技术。”孙峰
说，“比如，我们研制的使用在电动
汽车、混合动力汽车、高铁、电机驱
动模块等应用场景的第三代半导
体高导热氮化硅陶瓷基板，打破了
日本东芝、电气化学、丸和、京瓷的
垄断；用于高档汽车轮毂低压铸
造、金属溶液热电偶保护管、加热
器保护管的最长1500mm氮化硅
结构件，打破了日本京瓷、三井公
司在国内的市场垄断。”

“现在我们的对标企业是日
本东芝材料、京瓷和美国的coor-
stek，这些都是世界一流的工业陶
瓷巨头。”孙峰说，“我们氮化物公
司也在争创世界一流。”

高精度先进陶瓷3D
打印：将科技创新融入
中华传统文化

山东工陶院3D打印研究中

心还在国内率先突破了深色陶
瓷光固化技术难题，开发出打破
国外垄断的高精度先进陶瓷打
印机。传统的陶瓷成型方法依
赖复杂模具，加工成本高、开发
周期长、生产效率低，不利于产
品的更新换代。3D打印是快速
成型技术的一种，是一种增材制
造技术。它是以数字模型文件
为基础，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
一层一层地堆叠材料，从而获得
三维空间上的实体。与传统的
减材制造（车、铣、刨、磨、钻）和
等材制造（铸造、锻造）相比，3D
打印节省材料成本和材料加工
时间，更加容易制造精细的物
品，是一种可实现个性化、超复
杂结构的新型制造技术。

山东工陶院3D打印研究中
心主要面向航空航天、生物医疗
等高端制造领域，开展复杂结构
异形陶瓷部件的研究开发、先进
陶瓷3D打印设备及其耗材的开
发等，建立了完整的材料研发和
产品中试生产线，拥有原料处
理—3D打印—烧结—后处理—
高精度检测等一系列工艺装备，
率先突破深色陶瓷光固化3D打
印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与国
外先进陶瓷 3D 打印设备对比，
山东工陶院研发的设备打印尺
寸更大，精度更高，厚度可调范
围更大，成本更低。

先进陶瓷材料结合3D打印
技术，不仅在国防、医疗等领域
有广阔应用，也可实现复杂结构
文创类产品的设计制作，让先进

技术更好地贴近大众生活。山
东工陶院结合3D打印技术突破
了传统制造和工匠制造产品形
状有限的局限性，设计了独具特
色的陶瓷文创类产品，传播集团
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山东工
陶院下属的3D打印体验馆位于
淄博市陶瓷博物馆（国家一级博
物馆），是淄博市政府支持设立
的淄博市唯一集科普、创客、技
术交流于一体的3D打印互动平
台。

创新赋能发展：确保
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同
时瞄准国民经济主战场

中国建材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周育先强调，山东工陶院要
进一步加强技术交流，不断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规模
化、产品低成本化，在确保高质量
完成国家重大任务的同时，瞄准
国民经济主战场，平衡好产业

“大”与“高”之间的关系，确保山
东工陶院持续向好发展。

中国建材集团拥有26家科研
院所，3.8万名科研人员，15000项
有效专利，最近集团在研究科技成
果分类办法，在过去基础建材、新

材料、工程技术服务等领域A类、
B类创新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
形成使创新成为材料产业投资集
团长期盈利的坚强支撑的商业模
式，出台了意见指引，比如能满足
大众需求的C类成果，整合各类资
源，多方合作，大幅提升技术转移
的质量，缩短转移周期，使科技成
果转化为社会创造更大财富。

山东工陶院总经理王重海说，
“山东工陶院将以集团C类科技成
果转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
以及山东省先进陶瓷创新创业共
同体的建设为契机，重点开展陶瓷
透波材料、陶瓷防隔热材料、污水
处理用陶瓷平板膜、大气治理用陶
瓷纤维膜、气凝胶隔热材料、固体
氧化物燃料电池等产业化项目，以
创新赋能发展。”

依托国家工业陶瓷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为进一步发挥在先进
陶瓷领域的产业引领及行业服
务功能，山东工陶院积极探索分
院建设模式，推进分院建设，目
前已完成萍乡分院和内蒙古分
院建设，通过分院来复制山东工
陶院在先进陶瓷研发方面的经
验，复制在淄博与地方政府的合
作模式，同时探索具有地方特
色、能够发挥地域优势的院所发
展新样板。

山东工陶院：古老的陶瓷工业 诞生坚固的创新力量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玻璃材料产业连创世界之最

采用氮化硅陶瓷衬体的水泥选粉机输料口

本报记者 梁隽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