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碳纤维是当今世界的“新材料

之王”，飞机、汽车、自行车、鱼竿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能看到碳

纤维的身影，但是复合材料废弃物

中碳纤维却极难回收再利用。

“10 年前我们选择的是一个冷

门研究方向，但科研本质是希望能

够解决现实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化

学化工学院副教授、复源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斌说，10 多年

来，她一直专注于攻克碳纤维复合

材料废弃物新型裂解回收与高值化

再利用技术。

与碳纤维回收技术“结缘”

在日本读完博士后的杨斌，于

2003 年回国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

从事材料化工领域的科学研究。

在 2008 年 C919 大飞机项目落

户上海,同时上海交通大学向上海

市发改委申请到大型民机创新工程

项目这样的机缘下，杨斌有了经费

可以自由选择研究的方向。在充分

考察市场后，杨斌发现国内碳纤维

复合材料废弃物回收技术还是一片

空白,而今后必将是不可或缺的。

“当时就想通过自己的科研，攻克

碳纤维复合材料废弃物回收技术难

关 ，从 而 为 行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服

务。”杨斌说，她不会刻意选择热门

的行业，而是会选择长远看有意义

的事情。

杨斌介绍说，碳纤维复合材料

在制造过程中的报废率很高，其中

包括过期预浸料、不合格制件及边

角料等报废料，据行业统计，碳纤维

复 合 材 料 的 报 废 率 达 到 了 30%-
50%。“一般的报废料中含有 65%以

上的碳纤维，如何把这些报废料中

价格昂贵的碳纤维回收再利用，是

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杨斌说。

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9 年，我

国碳纤维用量是 3.78 万吨，全球用

量是 10.37 万吨。“此外，碳纤维用量

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2018 年我国

用量增长率是 32%，2019 年是 22%，

而全球的平均增长率是 12%，我国要

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增长速度。”杨

斌说，如此广阔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的需求市场，让她更坚定了要在这

个领域深耕下去。

感恩每一份帮助

通过近 5 年多的科研攻关，2016
年，杨斌团队成功研发了国内第 1 项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碳纤维复

合材料废弃物新型裂解回收技术和

装备，并达到国际水平的规模化生

产能力，填补了该项技术国内空白。

“如何将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动

碳纤维复合材料废弃物新型裂解回

收技术的市场应用，是我们在多年

研究过程中一直追求的目标。”杨斌

说，负责协助科研人员将科研成果

产业化的上海交大先进产业技术研

究院也曾试图找到产业化合作方，

但都一直未能如愿，担心这项技术

太超前的投资人，不敢轻易在这项

技术上投资，但杨斌及团队始终没

有放弃。

2017 年 1 月，杨斌和她的科研团

队迎来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好机

会。南通市政府到上海举办招商推

介会，推介会的地点就选在了上海

交通大学。“作为当时参加路演的 10
个团队之一，我们团队路演的‘碳纤

维复合材料废弃物新型裂解回收技

术’项目获得‘最具投资价值奖’。

路演结束后，现场就引起了众多投

资方的热切关注。”杨斌说，推介会

后，南通市的五个区政府都向她的

项目抛出了“橄榄枝”，最终被南通

市通州区贴心高效专业的服务所打

动，于是 2017 年 4 月在南通高新区

注册了南通复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是

非常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交

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南通市通州

区委区政府、南通高新区及南通市

科创投等单位领导，还有众多行业

前辈如中国工程院杜善义院士、中

国工程院李仲平院士、SAMPE 北京

分会主席益小苏教授、中国汽车工

程学会轻量化部杨洁部长、碳纤维

专家北京化工大学徐墚华教授等都

给予了很多帮助、支持和指导；身边

还有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朝气蓬

勃的复源新材团队。正因为有了他

们的给予和支持，让我们更加坚定

在这条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路上一

直走下去。”杨斌说。

“创业很艰苦
我乐在其中”

创业是一条充满挑战又极其艰

辛的道路。杨斌既要兼顾学生的学

业，同时还要处理公司事务。上海

南通两地跑，300 公里的车程，一周

来回两三趟，是杨斌创业初期的常

态，但她却乐此不疲，觉得生活更加

充实又富有挑战。

“都说创业九死一生，甚至是九

十九死一生，创业企业倒闭是常态，

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不倒是我每

天都在思考的事。做对的事，把事

情做对；充分发挥好团队力量，将每

个人的长处发挥到极致，我相信结

果会让人满意！”杨斌笑着说，她也

有发愁的时候，一直以来，碳纤维复

合材料废弃物的有效分类与收集都

是行业面临的问题，希望新材料废

弃物回收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尽快

出台，让这个行业更加规范健康地

发展。

“可能我天生是个乐天派，哪怕

遇到再大的难题，总是从容去面对，

解决一个难题的过程不就是我们自

身能力提升的过程么。”在杨斌看

来，似乎没什么事能难得倒她，她也

把这种乐观“传染”给了公司员工。

“总是能看到员工们脸上挂着笑容，

开心地工作着，能帮助公司里的每

个年轻人实现他们的梦想和价值，

是我最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杨斌

说。

谈及未来公司的发展，杨斌认

为专注做一件事很重要。“公司的定

位是专注于做回收，就是怎么把废

弃物中的碳纤维提取出来，这个既

然是我们家的‘绝活’，我们就会把

它 做 好 做 精 ，专 注 一 件 事 才 能 做

好。”杨斌说。

宁波健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医

疗器械领域的一匹黑马，公司的经导管

人工三尖瓣置换系统，突破了依靠支架

支撑固定瓣膜的现有技术，用于治疗病

变的三尖瓣瓣膜，手术风险大幅降低，

疗效显著提高。

“要做就做别人没有做过的。”这是

公司总经理曹鹏当初率领宁波健世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启二次创业时的豪

言壮语。

如今，他不仅做到了，还挽救了一

个又一个三尖瓣疾病患者。他说：“让

创新科技守护人类心脏健康，这是我们

的宗旨。”

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曹鹏是内蒙古人，典型的北方汉

子。他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生物

医学工程系，毕业以后，他去了法国留

学，获学术研究型（PHD）博士学位。

留学归国之后，曹鹏去GE医疗，当

了一名科学家。

而彼时，宁波健世团队正在研发主

动脉瓣膜置换系统，这后来被曹鹏称之

为“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产品，是跟在

别人后面走。”

几年过去了，曹鹏在他的岗位上小

有成就。但宁波健世却始终进展不大，

公司发展遇到瓶颈。

一次机缘巧合，宁波健世的投资人

结识了曹鹏。曹鹏在医疗领域的专业

见解和卓越的才识，很快便被投资人所

赏识。

在投资人的极力邀请下，2016 年，

曹鹏正式加入宁波健世，当起了这家公

司的掌舵人。

如何带领团队更上一层楼，实现更

大突破？这是当时摆在曹鹏面前最棘

手的问题。在曹鹏看来，跟着别人后面

做永远做不强，要做就做创新的、别人

没有做过的。于是，他带领团队开始研

发三尖瓣置换系统，开启了“二次创

业”。

这在当时是全球都没有出现的产

品。曹鹏说：“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工

作，招新人、找融资、找医生，不停地提

出方案、验证方案，然后再改方案，如此

不停地循环往复。”

因为没有人在前面蹚路，健世生物

科技面临的风险很大、压力也很大。很

多时候，团队前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

后来发现效果却并不理想。

2018 年 9 月 22 日，这是一个被曹

鹏清晰地记在心底的日子。这一天，

世界首例经右心房三尖瓣介入瓣膜

LuX-Valve 手术在上海长海医院顺利

实施，救治了一名无法实施外科手术

的三尖瓣重度返流患者，术中使用的

正是健世生物科技研发的国际首创的

经导管人工三尖瓣置换系统，这标志

着我国三尖瓣介入置换治疗技术迈向

新的里程碑。

要知道，三尖瓣疾病是一种常见的

心脏瓣膜病，逾 90%患者为继发性三尖

瓣关闭不全。

“我们的产品解决的是目前临床上

最棘手的问题，给了这些患者希望。”曹

鹏说，因此大量的病人找到医生寻求更

好的治疗，很多国际上的医疗专家找到

他们寻求合作。

截至目前，健世生物科技的产品已

经救治了 30 多名这样的病人，临床效

果很好。下一步，健世生物科技经导管

人工三尖瓣置换系统将实现量产。

治病救人
就是最大的获得感

从一家国际知名企业进入一家名

不经传的创业企业，曹鹏看重的是什么

呢？

“我看重的是能够进入瓣膜领域，

尤其是心脏瓣膜领域，这是一个中国在

医疗器械方面能够缩小与国外差距的

巨大机会。”曹鹏表示，“在主动脉瓣膜

置换系统研发上，我国比国外晚七八年，

但是在二尖瓣、三尖瓣置换系统研发和

生产方面，我们可以跟他们站在同一起

跑线，甚至是领跑。”

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条没有人走

过的路，每天都可以做很多创新的工

作。这在曹鹏看来，是最能够让他开心

的事情了。

创业是“九死一生”的考验，但是在

曹鹏看来，治病救人是一项伟大的事

业，任何困难在此面前都是微不足道

的。

作为医疗器械企业负责人，曹鹏经

常会在医务工作一线接触到很多医生，

他亲眼目睹了这些医生为患者所做的

付出，深深地被这种情怀所感染。“其实

我们也是从事医疗工作，我们就希望利

用自己的知识，用科技去改变医疗，为

这些医生提供更多的工具、方法和手

段，能让他们更好地治病救人、救更多

的人。”曹鹏说。

之所以能够清晰得记着 2018 年 9
月 22 日这个日子，不仅是因为这是健

世生物科技研发的国际首创的经导管

人工三尖瓣置换系统，被用于世界首例

经右心房三尖瓣介入置换手术的日子；

还因为它成功救治了一位病人，一位用

过去手段无法救治的病人。

“知道消息的那一刻，我感觉太振

奋了！而且一年之后那位被救治的患

者回到医院随访，状态非常好。”至今回

忆起来，曹鹏仍显激动。

誓做世界级的
医疗器械巨头

曹鹏是一位富有团队精神的企业

掌舵人。他始终记得，健世生物科技任

何的一点成就都不是他一个人所取得

的，而是整个团队凝心聚力，一起完成

的。

他说，一位好的管理者依赖于团队

的支持。“很多人不惜降薪也要来到健

世生物科技，就是怀着做一番事业而

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将这件事做成。”

曹鹏说。

对于创业企业来讲，资金困难是常

有的事。为了节省经费，曹鹏和同事出

差在外，能省则省，刚开始都只住百元

以下的宾馆。但是到了公司要做实验、

搞研发的时候，他却着实大方，投入一

点也不马虎，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在曹鹏与团队艰苦卓绝的努力下，

公司发展蒸蒸日上。目前，公司已开发

出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系统、经导管

三尖瓣置换系统、经导管二尖瓣置换系

统及经导管二尖瓣修复系统，其中三尖

瓣与二尖瓣产品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拥有 40多项中国专利和 10多项国际专

利。

2016 年，公司参与的“动物源组织

或器官免疫原性消除及防钙化技术”项

目获得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

同年“微创介入主动脉支架瓣膜系统”

项目成功获得宁波市工业重大专项-
生命健康项目资助；2019 年，公司获第

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行业

总决赛成长企业组二等奖，再添一“国

字号”殊荣。目前，公司已经与国内多

家知名三甲医院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同世界

巨头相提并论，但是我相信，随着公

司的发展，我们终究有一天会与他们

比肩，甚至超过他们。”面对未来，曹

鹏底气十足。

创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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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崔彩凤报道

创业小贴士

创业者必须具备的
创业精神有哪些？

创业很艰苦无妨
谁的创业不艰苦？

让创新科技守护人类心脏健康
访宁波健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曹鹏 ▶ 本报记者 刘琴报道

● 具有理想主义情怀和精神。
一个没有理想、没有梦想、没有抱负
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创业者的，要想成
为一个真正的创业者，一定要有理
想，有抱负，有属于自己的伟大梦想。

● 坚定的信念和坚持的精神。
其实说到创业，不是一时半会的事
情，想成功就得有坚定的信念和坚持
的精神，不坚持不会成功，甚至有时
候一直坚持也有可能不成功。

● 笃定精神。一个创业者一定
要笃定，要知道自己的方向和努力的
目标都是什么，没有这一种精神，只
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到时候也是
一事无成。

● 大胆精神。如果你是一个创
业者，你一定要具备大胆精神，因为
你的大胆可能就更好的抓住了机会，
获得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一
些。

● 诚信精神。不管你做的是小
生意还是大买卖，都要具备诚信精
神，尤其一个创业者，没有诚信你就
无法立足于这个社会。

● 合作精神。没有合作精神，
就不会有团队，没有团队，单纯靠自
己个人是无法完成创业的，你要有合
作精神，必须具备合作精神才能更好
的创业。

创业者说

16 年前，年仅 19 岁的徐维贵从老

家湖南益阳市第一技工学校毕业之

后，应聘到鸿准精密模具（昆山）有限

公司工作。刚开始，徐维贵从事的是

再普通不过的操作工，不同的是，他

刻苦钻研技术、虚心请教师傅，学习

和掌握了各种机械设备的操作技能，

很快就从一名普通操作工，成长为企

业的技术骨干。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在 2012 年首届“江苏省技能状

元”大赛中，徐维贵喜获“状元”。时

至今日，获得嘉奖那一刻的激动与兴

奋，仍会时常浮现在他脑海里。“把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注入到工艺制程

中去，满足产品的各种严苛的尺寸要

求。”他常常这么说，无论从事哪项工

作，工作在哪个岗位，只要勤于钻研，

拥有过硬本领，就一定能够获得认可

和尊重。

从简单到极致，从重复到创新，

徐维贵克服了枯燥和乏味，成为数控

铣加工高级技师。徐维贵清晰地记

得：曾经有一次，他用了半年时间，攻

克了众多模具行业无法加工的只有

头发丝粗细的小槽加工技术，这也为

他从单纯技术工人向高素质“蓝领”

转型打下基础。此外，由他设计并参

与的某项自动化改善项目，使得产品

加工异常率由 5%降至 2%，加工效率

提升 180%，节省投入上百万元。

形成于思，业精于勤。2013 年年

年底，徐维贵从数控加工部调换到产

品开发部，办公场所从一线车间转移

到了产品研发楼，工作也从“模具开

发”向“流程开发”转变。此时的他已

经意识到，所从事的工作不再是一个

人的创新独行，而是要带领更多人参

与研发工作，引领企业创新发展。得

益于长期的实践操作，徐维贵带领团

队申请了 14 件实用新型专利。

在同事眼里，徐维贵不仅是从车

间里走出的技能大师，也是培养年轻

人才的教导员。他编写的《探针与宏

程序的使用》一书，是技术人员培训

的专业教材；以其名字命名的技能大

师工作室，成为数控铣加工培训的专

业课堂，培养出 300 多名技能人才。

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着不平凡

的职责，诠释着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一路走来，

徐维贵深有感触地说，前方的路很

长，就是要用“工匠精神”锻造精彩人

生。

徐维贵：生产一线“炼成”的技能大师
▶ 许嘉

图片来源：昆山高新区

创新风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