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底，一条“华西医生刘进向

医院捐赠1亿元设专项基金培养优

秀医生”的新闻消息，引起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

据了解，去年6月以来，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与宜昌人福药业签署

了“新型骨骼肌松弛药物”“超长效

局麻药”两项专利许可及项目合作

开发合同，总金额为7.5亿元。因两

项合同涉及专利均属刘进教授及

其团队，按照华西医院相关激励政

策，刘进教授个人获得了 1 亿元奖

励资金。

除刘进的科技成果转化成功

以外，今年 7 月，四川大学魏于全

院士团队的新冠疫苗也进入 3 期

临床实验。越来越多优秀的医药

科技成果被点亮“绿灯”，不断地

转化应用，这背后是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的“华西模式”。在

“华西模式”下，越来越多医药科

技成果通过“成果专利许可+合

作开发”、专利转让、作价投资入

股成立公司、医院自行投资实施

转化、医研企合作开发等途径，陆

续落地。

医生亿元捐赠背后
“华西模式”促进医药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日报》10.22
李迪 陈科）

行业机构预测，今年全球汽

车业可能减产 800 万辆，而国内很

多汽车企业也已出现减产或短期

停产的问题。在新冠疫情之下，

芯片这个“小蚂蚁”，为何绊倒了

全球汽车产业这头“大象”？业界

分析，这源于芯片供给端能力不

足和需求增加的双重叠加。

目前，我国汽车芯片国产化

率 不 足 5% ，微 控 制 单 元 芯 片

（MCU）等核心芯片，依然几乎全

部依赖进口。当前，在各类芯片

中，MCU 最为紧缺，发动机、安全

气囊、防抱死系统、车身、高级驾

驶辅助系统等均需使用这类芯

片，一辆汽车搭载有上百个微控

制单元芯片，缺一个芯片就影响

整辆车的生产。

专家表示，芯片的供应链变

革时代到了，这是汽车行业的机

会，也是中国汽车零部件核心竞

争力递增的机会。这需要加快建

设关键共性技术平台，解决“缺芯

少魂”等“卡脖子“问题；需要加速

创新驱动，携手打造整体优势，共

同破解芯片和基础软件等瓶颈问

题，铸就供应链坚实基础。

难题还是机遇？
我国汽车产业如何破解“芯荒”

（《科技日报》10.20
雍黎）

历经 1.4 万海里、79 天的风浪

考验，中国第十二次北极科学考察

队圆满完成了任务。近日，随着

“雪龙 2”号科考船缓缓停靠上海国

内基地码头，科考队成员邵刚连日

来紧绷着的神经也逐渐放松。

在这次科考中，他和 3 名同事

负责的“探索 4500”自主水下机器

人表现出色，成功完成北极高纬度

海冰覆盖区的科学考察作业。这

也是我国首次利用自主水下机器

人在北极高纬度地区开展近海底

科考应用，其成功下潜获取的宝贵

数据资料，将为北极环境保护提供

重要的科学支撑。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国家

就开始研发用于极地考察的无人

水下机器人。我国从 20世纪 80年

代开始进行水下机器人的研发。

近 10 多年来，我国先后研发出“海

极 号 ROV”“ 北 极 ARV”“ 探 索

AUV”等水下机器人，参加了多次

极地科考。我国水下机器人从深

度上实现了从水面到水下 1.1万米

全覆盖，航程上也实现了几公里到

几千公里全覆盖。

水下机器人极地显身手

（《人民日报》10.25
吴月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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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羲和号”成功入轨，我国

太空探测迎来“探日时代”。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全世界

已发射了70多颗太阳观测卫星，聚

焦于太阳黑子、耀斑和日冕物质抛

射的观测研究。而我国目前已经

制定了两个太阳探测计划，分别是

“羲和”和“夸父”探测计划。其中，

“羲和号”实现了我国太阳探测破

冰之旅；“夸父”探测计划则是研制

发射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卫星，对

太阳进行科学观测，计划于明年发

射。此外，我国正在论证后续太阳

探测发展计划。

此次发射的“羲和号”卫星，全

称是太阳Hα光谱探测与双超平台

科学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科学载荷

为太阳空间望远镜。“羲和号”卫

星在轨开展的相关试验，是国际

上第一次在太空进行 Hα 谱线研

究，将显著提高我国在太阳物理

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此外，“羲

和号”卫星采用国际首创的“双

超”新技术卫星平台，实现了载荷

在轨指向的超高精度和超高稳定

度控制。

（《人民日报》10.15
冯华）

我国实现太阳探测零的突破——
“羲和号”来了！

众所周知，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道路

一直坎坷崎岖，加之很多高校科研人

员专注于在实验室里面做研发，并不

擅长将手里的技术推广到市场。这

造成一端是国内大量的科研成果只

“躺”在高校、科研院所的保险柜里，

另一端却是大量先进、高端新材料需

要进口。

“纳米银线优异的可弯曲性，是未

来曲面、可折叠，穿戴等智能终端最

佳的解决方案。”香港科技大学物理

学系教授温维佳总结道，纳米银线是

下一代触控技术的关键。在创办深

圳市华科创智技术有限公司之前，他

花了整整 10年的时间，做了大量基础

研究，具有很高的技术门槛。

2014年，与喻东旭初识时，温维佳

也在找投资方合作，希望推动纳米银

线技术走出实验室。喻东旭说，他最

初并不确信温教授的成果就一定能

够产业化，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在推动这项技术成果转化的过

程，华科创智创始人兼董事长喻东旭

负责公司的市场、资金等日常经营和

管理，温维佳作为公司首席科学家，

专供技术和创新研发。

2018 年 9 月，华科创智在江苏宿

迁生产制造基地投产，这标志着纳米

银线技术产业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温维佳在讲话时曾留下激动的泪水。

打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

是很一件很难的事。华科创智正是

在“技术+市场”的强强联手下，闯过

了一道道难关，最终才实现产业化。

喻东旭说，这个过程，少不了研发团

队的刻苦攻坚，也少不了资金的支

持。该公司初创时，深圳市与龙岗区

政府给予这个创业团队高达 4000 万

元的资助。通过 5 轮融资，社会资本

也成为资金来源的重要支撑。

一项技术要实现产业化，首先需

要明晰产业的需求，并且找到真实的

市场需求，有的放矢。就如喻东旭所

说：“科研成果真正地转化成生产力，

转化到生产上，一是要有市场化机制，

必须转移到企业经营上来，摆脱‘象牙

塔’的心态；二是挖掘真实的市场需

求。”

未来已来，屏连万物。作为一种柔

性新材料，纳米银线被视为新一代人机

交互的关键材料，可大规模用在柔性可

折叠设备、大尺寸触控屏、透明 LED薄

膜、光伏电池等方面。但 2014年以前，

国际上的纳米银线市场，几乎被国外企

业垄断。

“纳米银线技术从实验室到走向产

业化过程中，我们闯过了很多关，比如

技术关、产品关、市场关、资金关、人才

关，关关都是要害。”深圳市华科创智技

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喻东旭说，

华科创智在“技术+市场”的组合推动

下，经过多年潜心研究，逐步挖开了纳

米银线产业的“宝藏”。

走出“象牙塔”
推动纳米银线商业化

在 触 控 手 机 诞 生 后 ，氧 化 铟 锡

（ITO）至今都是触控屏幕材料的主流，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积水化学、日

东电工等企业对ITO材料市场的垄断，成

为中国手机厂商“卡脖子”的难题。

在联想集团工作13年、比亚迪工作

5年，喻东旭对材料在电子行业变革中

起到的颠覆性作用，触动很大。

在2012年前后，中国市场上多次出

现 ITO 紧张的情况。喻东旭回忆道：

“当时，从日本进口的 ITO材料一旦断

货，整个珠三角的手机生产线都要停

工。”

身为华科创智首席技术执行官的

曾西平谈起当年的行业情景记忆犹

新。当时，正处在手机行业大变局的转

折点，智能手机取代功能手机“箭在弦

上”，ITO 材料成为当时手机市场的关

键触控屏幕材料。

当时，ITO 材料的短板，给喻东旭

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一直希望寻找

其他材料来替代 ITO，解决材料“卡脖

子”难题。

2012 年，喻东旭离开比亚迪之后，

开始了创业生涯。摸爬滚打两年后，一

个偶然机会，他结识了香港科技大学物

理学系教授温维佳。

此时，温维佳及他的学生、香港科

技大学博士生曾西平，在课题实验中发

现了表面活性剂对纳米银线生长机理

的影响，取得了将纳米银线在新一代显

示技术应用方面的重要进展。2014年，

温维佳团队的纳米银线材料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纳米银线的导电、透光、弯折性能

好，而且可以使用涂覆工艺生产透明导

电膜，生产成本比 ITO 还低，被看作

ITO材料的最佳替代材料之一。

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喻东旭对纳

米银线新材料未来的发展前景十分看

好。2014年 9月，志同道合的喻东旭和

温维佳带着不足10人的团队，在深圳成

立了华科创智，致力于推动纳米银线商

用化。

万事开头难
直面资金人才关

公司成立了，人才从哪来？资金从

哪来？

喻东旭说，公司创立的启动资金，

来自他个人的300万元自有资金。做材

料研发是很“烧钱”的，经过 2年的研发

后，资金问题就成为第一大难关。

让喻东旭记忆尤深的是，2016年公

司的资金链一度紧张，当时亟待补充后

续研发投入资金，而账面上只剩下几万

元钱。好在深创投领投的A轮融资，解

了燃眉之急。

喻东旭说：“产业化的过程中，需要

不断地花钱投入实验设备，进行千万次

的实验与验证。到后期，设备越投越

贵，像江苏宿迁工厂的涂布生产线，花

了8000万元，早期我们根本不敢想象。”

对华科创智来说，2017年是一个关

键时点。经过前期小规模市场化，视源

股份在 2017 年推出的会议平台 MAX⁃
HUB，采用了华科创智的纳米银线电容

触摸屏。基于该合作，市场对华科创智

的产品有了更多认知。

而后，华科创智的融资节奏很稳，

如今已经进入 IPO 辅导阶段。喻东旭

说，华科创智共计融资5轮，先后获得深

创投、国科瑞华、大湾区基金等多家投

资机构青睐，最新估值已达23亿元。

在人才关上，喻东旭也颇有感触。

创业的战友们能否同甘共苦，困难时能

否一起扛下去，都是考验。“作为一个创

业企业，公司骨干既是将又是兵，很多

部门都是从 1个人做起的。”喻东旭说，

如今，华科创智已从最开始的 8个人发

展到初具规模的500人。

黑暗中探索
勇闯“技术关”

纳米银线材料是折叠屏和全柔性

屏的关键材料，但在纳米银线的市场中

占据一席之地并非易事。喻东旭说，很

长一段时间内，纳米银线的市场都被美

国 Cambrios 垄断，要想打破这种格局，

就需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如果只是做一些低端的组装，赚

点快钱，实际上没有‘根’。”喻东旭说，

2015年，研发团队最初是在深圳市南山

区 200平方米的实验室里起步，摸索纳

米银线的合成生产和涂布工艺。

说来只有寥寥数语，其实过程很漫长。

有了纳米银线在实验室的研发技

术成果，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扩大产

量，即如何把纳米银线悬浮液率先做到

50升。材料技术能否市场化，这一步是

关键。

“悬浮液从几百毫升到 1升、2升这

个阶段相对容易，但是要放大到 10升、

50升，这就是难题了，因为它的反应条

件不一样，需要大规模的生产、制备，符

合产业化要求。而实验室的环境要求

和产业化要求是不一样的。”喻东旭说。

曾西平也记得在创业之初，为了扩

大悬浮液产量，自己常年往返于香港与

深圳之间。经过上万次的反复实验，到

2015年年底，他们才攻克这一关键的技

术难题。

2016年，华科创智生产出第一代纳

米银线悬浮液，生产出的纳米银线直径

为32-35纳米，长度在30-40微米，此后

每年都实现技术的突破，到2020年的第

五代纳米银线墨水，纳米银线直径做到

了 8纳米，长度达 10-15微米。这大约

是从头发丝百分之一的横切面，缩小到

了五百分之一。

纳米银线从实验室到小试、中试到

量产，再到大规模量产，每一步都走得

很艰难。技术人员要进行大量的实

验，甚至半年过去了都没有任何进

展。“做新材料就像在黑暗里摸索，前

方的道路，全靠自己去照亮。”喻东旭

这样形容道。

突破产品关
打开市场“大门”

“将纳米银线技术走出实验室，实

现产业化”——光有美好的愿景是不够

的，闯过了技术关，随之面对的就是产

品和市场关。

以显示屏为例，据喻东旭介绍，行

业内大小尺寸的划分标准以 43英寸为

界限。在 2016年之前，国内行业里，原

来有的成熟产品基本都是 32英寸以下

或者 27 英寸以下，手机一般都属于 10
英寸以下。向左还是向右？对于初创

期的华科创智来说，这是道难题。

在众多竞争对手涌向小尺寸触控

屏市场的背景下，喻东旭和团队做出了

完全相反的选择——“做超大尺寸的纳

米银线电容触摸屏”。

“手机的 ITO产业已经发展得非常

成熟，再往手机产业发展是走不通的。”

喻东旭介绍说，超大尺寸电容屏不仅充

分发挥了纳米银线的特性，正好也是别

人都没有做的，虽然是一个新的市场，

只要把路“蹚”开了，就是碧海蓝天。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确需要

很大的勇气和魄力。

喻东旭说，进入大尺寸生产领域很

不容易，首先最直观的问题就是，行业

里没有这么大的生产设备，需要专门定

制。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一项

巨额的投入。当然，这并非喻东旭拍着

脑门做的决策。

“确定下来往这个方向走以后，我

们找遍了珠三角、长三角的生产厂商，

一听到我们要定制 86 英寸的设备，人

家都觉得很惊讶，说为什么要做这么

大的颠覆。”喻东旭说，华科创智的工

程师们通过与苏州一家设备厂不断

钻研，开发全流程制造工艺，最终实

现大尺寸电容屏产品批量、稳定生

产，成为国际上第一家量产 86 英寸

电容触控模组的公司。

功夫不负有心人。目前，华科创智

的产品路径，覆盖从上游纳米银墨水、

纳米银导电膜、触控模组、全贴合工艺

到下游的智慧终端，拥有整条产业链的

垂直生产能力。

目前，华科创智已将纳米银线成功

应用在商显、教育、智能终端三大应用

领域，引起世人关注，在纳米银线新材

料技术领域迈入全球行业前三。

“大尺寸触摸显示，正迎来加速发

展的新蓝海。”喻东旭说，“这两年是一

个爆发期，整个终端市场将达到千亿元

规模，我们继续推动纳米银线商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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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技术+市场”双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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