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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风采

▶ 晁毓山

千里牵手 情系橡胶
——访茂名宜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创业团队

近日，北京中科富海低温科技有限公司

成功中标南方光源研究测试平台大科学装置

项目，为其提供氦制冷机。南方光源全称为

南方先进光源（SAPS），是继中国首台散裂中

子源之后，布局建设的又一重要国家大科学

装置，未来将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和产业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其中，

氦制冷机是这个大科学装置建设研发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装备。从依靠国外进口，到完全

自主可控，我国低温装备的发展是一个沉淀

了近70年的故事……

从零开始
挺进-269℃的低温世界

1951年，洪朝生回国后带领科研团队开

拓新中国的低温事业。1956年，他带领团队

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能够生产液氢的液化

器，并在1959年成功实现了氦的液化。中国

科学院院士洪朝生团队掌握的这些技术，不

仅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也迈出了我国低

温物理研究的第一步。

20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热能

工程专业的周远，被分配到中科院从事低温

技术研究。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让中国科

学院院士周远引以为豪的是：“以前我国的低

温制冷设备大多从国外进口，现在我国

60%-70%的低温制冷产品不仅实现了自主

研发，还颇具竞争力。”

从学习借鉴国外技术经验，到打破国外

技术垄断，见证这一发展历程的中科富海市

场总监潘勤彦说，这正是在两代院士、四代科学

家带领下，几代人前仆后继、潜心研究的结果。

“2009 年开始，中科院理化所相继承担

中科院重要方向项目。2012 年，2kW@20K
制冷机成功研制出来，这使得国外同类产品

的价格直接下降40%。2014年该型号制冷机

成功应用于我国航天冷氦增压输送系统试验

平台，这一成功应用案例标志着理化所已经

有能力来承担国家大型科研任务，也将在国

内全面展开此类研究和应用。”潘勤彦说。

截至目前，中科院理化所先后承担两期

国家重大科研装备项目，研究液氢至液氦温

区大型低温制冷装备，攻克 20K 万瓦级和

4.5K 千瓦级核心关键技术，并集成成套装

备，实现全国产化。

在低温技术领域实现了技术的自主可

控，成为国家大科学项目的有力支撑。专注

于科技研发的院士、研究人员，开始将目光从

科技研发扩展到成果转化，搭建起成果转化

平台中科富海。

“2016 年中科富海成立于北京海淀，目

的就是将重大的科技成果真正实现产业化，

真正能够满足我国工业领域的应用和国家重

大战略的需求。”潘勤彦说，2019 年，中科富

海创造了一个纪录，国产首台（套）200W@
4.5K氦制冷机出口韩国。在未来，中科富海

还将瞄准 4.5K千瓦到万瓦级以及 2K数千瓦

级的大型制冷机。

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大本营”，中科富

海也从十几人发展到现在上百人的规模，“低

温拓荒者”的队伍不断扩大。科研人员的平

均年纪30岁+。设计、研发、加工、现场集成、

调试，24 小时轮班工作，科研人员将严谨和

专注发挥到极致，将满腔热忱洒向-269℃的

低温世界。

突破“卡脖子”技术
国内首条液氦生产线诞生

低密度、低沸点、惰性，这些特点让氦气

成为十分重要的非可再生战略资源，是航空

航天、科学研究、高科技产业制造等必不可少

的关键气体。

我国天然气田含氦很低，大部分的氦气

都依赖于进口，资源安全形势严峻。提氦，打

破国外“卡脖子”技术，是中科富海的新使命。

2020年 7月，中科富海成功研制出国内

首套液化天然气闪蒸汽（LNG-BOG）低温提

氦装置，打通BOG提氦联调全流程，顺利产

出液氦产品，这是国内首次实现BOG提氦生

产线的产业示范运行。

10月 17日，依托中科院理化所技术，由

中科富海、宁夏深燃众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共

同开发的“BOG提氦装置示范项目”在宁夏

盐池现场通过技术成果鉴定。国内首条液氦

生产线即将实现投产。

项目的验收落地，填补了国内大型低温

领域的空白，为我国战略氦资源开发与保障

提供新的思路，对于提升天然气综合利用效

率、LNG工厂经济效益，保障国内氦气供应、

节约宝贵的氦资源，捍卫国家氦气战略安全

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项科技成果从零开始到自主可控，科

研工作者们走了近 70年。科技具有叠加式

进步的特点，随着创新环境的不断完善，科技

成果转化链条的逐渐完整，相信未来，在我国

低温技术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更多突破。

在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能源及节能环

保行业总决赛上，宁夏神耀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获得

成长企业组第一名。这是宁夏企业首次斩获奖项，

也是本届大赛唯一来自我国西部的行业总决赛冠

军。

“这次参赛，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技术

和市场的雄厚实力，获得第一名是极大的荣誉和激

励。公司将坚定信心，在行业领域继续争做排头

兵，为新能源及节能环保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宁夏

神耀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崇国表示。

十大员工持股试点企业之一

宁夏神耀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3
月，其前身是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

神华宁煤化工分公司“神气”创新工作室。

神华宁煤集团是神华集团与宁夏国有资本运

营集团合资设立的大型煤化工企业，全球单套规模

最大的 400 万吨煤制油项目就是由神华宁煤集团

投资建设。神华宁煤集团在 400 万吨煤制油项目

实施过程中充当“国家示范实验室”，联合一批国内

企业进行了 10年艰苦卓绝的技术攻关，完成 37项

重大技术、装备及材料国产化任务，日投煤量 2200
吨干粉气化技术就是 37项重大技术之一，最终形

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加压气化炉“神宁炉”。

“神宁炉”具有煤种选择范围广、碳转化效率

高、合成气收率高、运行稳定、环境友好等特点，被

国家能源局列入煤炭安全绿色开发、清洁高效利用

先进技术与装备拟推荐目录，不仅打破了国外的技

术垄断，还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但是，神华宁煤集团清楚地认识到具有轻资

产、技术驱动、人才密集特征的“神气”创新工作室，

与神华宁煤集团传统的煤化工业务有着本质区别，

如果继续留在集团内运作只会制约其发展，同时也

很难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为此，神华宁煤集团一直想把“神气”创新工作

室剥离出来成为独立运营的公司，进行“神宁炉”干

煤粉气化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同时引进员工持股。

经过神华宁煤集团的积极努力和充分准备，在神华

集团的支持下，神耀科技被纳入国务院国资委首批

确定的十家员工持股试点企业。

不仅仅是机缘巧合

“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推广煤粉加压气化

技术即‘神宁炉’。虽然公司名头很大，但在成立之

初却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公司设

立在宁夏，没人愿意到宁夏工作。从 2017 年公司

成立，一直到 2018年 4月，一年多时间公司都没招

到人。当时公司也有一种考虑，是不是将公司设在

北上广更合适。总之，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后

来也是机缘巧合，我决定到神耀科技发展。”刘崇国

介绍说。

离开北京，到宁夏去发展，难道仅仅是机缘巧

合？其实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刘崇国离开北京

到宁夏去发展，有三点很重要。一是为了实现自己

的抱负；二是神耀科技是国务院国资委十大员工持

股试点企业；三是国有企业员工可以持股。

“员工持股是国有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

的一个重要探索，是国有企业‘做优做强做大’的需

要。”刘崇国表示，神耀科技不仅承载着国企改革的

希望，还将为煤气化技术研发和推广、培养科技研

发人才搭建良好平台。

“目前公司拥有员工 35人，初步具备一定的规

模。2018年9月，公司接到了第一笔7000万元的订

单，当年年底又接到了一笔订单。2018年，公司订

单接近 1亿元，这大大提振了公司员工的士气，也

为 2019年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崇国

介绍说。

看似意外实则顺理成章

“大赛云集了行业内的顶尖企业，能获得总冠

军，实感意外。”刘崇国站在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领奖台上有点激动。但是在评委们看来，神耀科

技获奖是“顺理成章”。专家们一致认为，“与干煤

粉激冷流程气化技术相比，神耀科技利用煤炭生产

洁净的高温合成气，同时采用高效的废锅流程换热

系统回收高温合成气和熔渣的显热，其综合能效提

高 8%，技术含量较高，节能优势明显，是国家鼓励

的煤炭资源高效清洁利用技术，在市场上也具备一

定的竞争力。这样的高科技含量技术能有效破解

行业痛点难点问题。获此殊荣，实至名归。”

据了解，神耀科技在推广技术的同时，还形成

了“以先进的煤粉加压气化技术+高温合成气辐射

废锅冷却技术”为核心的知识产权集群，为企业创

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目前，神耀科技在大力推广干煤粉加压气化技

术（“神宁炉”）的同时，着力开发更加安全、高效、节

能、节水的干煤粉半废锅流程气化技术（“神宁炉

Ⅱ”），并推进示范项目落地。“具体而言，就是利用

煤炭生产洁净的高温合成气（CO+H2）的同时，采

用高效的废锅流程换热系统回收高温合成气和熔

渣的显热，副产高压饱和蒸汽。”刘崇国介绍说。

▶ 本报记者 李争粉

创业英雄

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董事长彭剑锋：
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命题是什么？无论规模大小，活下去，并保持持续地成长是

企业的最高战略。市场不承认明星，只承认持续的胜利者、成长者。企业家始终都被

成长所困扰，创业时如何规模成长，做到规模以后，思考如何持续成长，如何有效、有

品质地成长……企业战略本质上是成长战略，企业管理就是成长的管理。

梧桐树资本合伙人童玮亮：
企业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关键点：种子天使期的关键点是产品，方法是单点突

破。成长期的关键点在于运营，提升效率。扩张期的关键点在于管理，方法是建立机

制，补足自己的最短板，复制模式，迅速扩张。成熟期，关键的是资本，要借助资本的

力量去投资并购，整合产业链。

不惑创投创始合伙人李祝捷：
以前，互联网强调流量为王，实际上互联网本质是效率优先；零售业强调渠道为

王，事实上数据才是核心，谁能够全方位掌控数据，谁就能提高效率；创业公司曾强调

增长为王，但很多公司在高速增长中死掉了。我们看问题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

要听风就是雨。

乐百氏、今日资本创始人何伯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始人的心态决定一切，要想公司越做越好，创业者必须处

理好三大关系：企业成功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个人喜好同企业文化的关系、创业者跟

投资者的关系。

来源：黑马创业学院

11月4日深夜，中科伟青云虚拟应用技术有限

公司始创人兼 CEO 苏卫华拉上行李，走出北京的

家，又一次踏上了去往南昌的行程。自公司去年

5 月在南昌成立以来，苏卫华每个月有一半的时

间都在北京与南昌的往返飞行中度过。

“选择走上创业这条路，就深知背后要经历

的艰辛，所以再苦再累也必须坚持。”苏卫华告诉

记者，公司主要从事虚拟/混合现实技术（VR/
MR）的研发与应用，目前，已将 VR/MR 技术拓

展应用到电子竞技、教育、医疗、文旅和党建等行

业领域。

当VR“遇上”游戏

“80后”的苏卫华从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

后，进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从事在线教育平台的

技术研发工作。多年来，他在智慧教育、移动互联

网和VR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发、运营及管理经

验。

2014年，在法兰克福春季国际消费品展上，苏

卫华接触到一款利用 VR 技术开发的射击小游

戏。身临其境的VR体验，让从小就喜欢玩各种电

子游戏的苏卫华激动不已。“当时我就在想，VR技

术算是一项新兴技术，如果能将这项技术与我的兴

趣结合，开发出各种VR小游戏，岂不是一件两全

其美的事。”苏卫华说，从那之后，他便开始关注VR
游戏的研发与应用。

2016 年 10 月，苏卫华在北京设立了北京速倍

云科技公司，主要从事 VR 虚拟感知交互技术研

发。由此，他的人生轨迹改变了，也让他成为了VR
行业的弄潮儿。

2018年10月，2018世界VR产业大会在江西南

昌举行，当时江西省政府向苏卫华的团队抛出了

“橄榄枝”。“基于当时南昌正率先打造全球首个城

市级VR产业基地的目标，我也看到了在南昌发展

VR产业的前景和空间。”苏卫华说，最终他的团队

作为江西省政府招商引资的五家重点企业之一，落

户南昌高新区。

创业总是艰辛的

2019年5月，苏卫华与一名创业伙伴在南昌设

立了中科伟青云虚拟应用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业务

是依托于第三方合作，进行VR技术定制化应用的

开发，致力做一家原创技术创新、应用领先的平台

型科技公司。

“理想总是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苏卫华说，

与很多初创公司一样，资金成了最大的难题。“做技

术研发是很烧钱的，前期的资金问题给了我们很大

的压力。”

除了资金压力，同样摆在苏卫华面前的还有

对人才的困惑。“VR/MR 技术属于新兴技术，这

个领域的国内尖端人才很少。”苏卫华介绍说，

虽然现在国内一些高校开始设立虚拟现实专

业，但目前 VR 领域的人才是无法满足现实发展

需求的。

目前，中科伟青云已同中科院北京专家中

心合作建立 VR/MR 专家工作站，同澳大利亚悉

尼科技大学交通与基建设施研究中心合作建立

VR/MR 博士工作站。在 VR/MR 领域的大空间

多人交互和全身动作捕捉方面拥有核心技术和研

发能力。

在苏卫华看来，一个有愿景、肯

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是最为吸引

人才的，当然公司的文化氛围也很重

要。“公司名称中科伟青云就来源自

三句古诗：伟观天下无，青山遮不住，

云生结海楼。寓意着追求创新、冒

险、极致的企业文化。”苏卫华说，公司

成立一年多时间，目前已经吸引30多

名VR技术研发人才，而且大部分都是

“90后”。

2019年 8月，从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大学哲学博士毕业、拥有多项

VR核心技术和专著的吴迪加入公司

研发团队，担任技术总监。谈到这点，

苏卫华颇为骄傲，毕竟科技领域最稀

缺的就是人才，也最需要那个会“庖丁解牛”的人。

痛并快乐着

创业者，每天都是如履薄冰。“企业运营就像养

孩子，是件很辛苦的事。”苏卫华说，创业中的酸甜

苦辣唯有创业者深有体会，“以前我喜欢玩游戏，

但开始研发 VR 游戏后，我反而没时间玩游戏

了。”

2019 年 11 月，中科伟青云的“VR/MR 全身

动作捕捉大空间定位系统”获得第二十一届中国

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优秀产品奖。“这对我

们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在江西省科技馆虚拟管的

设计方案招标中，我们也脱颖而出，最终中标。”

苏卫华说，公司还参与实施了 VR 看中国项目，

利用 VR 视角，全景立体展示国内 80 余个自然景

观。“公司研发的产品能获得市场的认可，是让

我感到最快乐的事。”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给中科伟青云带

来了很大挑战。“因涉及到与国外研究团队联合

开发的产品，目前很多项目无法如期交付。”苏

卫华说，创业路布满荆棘、不可预知，但他将带领

团队，畅游虚拟世界，将黑科技应用于更多的场景

中，实现静态世界和动态世界的完美融合。

做节能环保领域的拓路人
——访宁夏神耀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崇国

一个“80后”创业者的VR世界
▶ 本报记者 刘琴

大科学工程中的超低温装备大科学工程中的超低温装备
是这样是这样““炼成炼成””的的

草根创业

创业金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