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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伟

烧钱、烧时间“烧”了 60年，

历经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

所四代科学家、两代院士，在中关

村“烧”出一个“高冷”的独角兽企

业——中科富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科富海”）。

这个“高冷”，指的是在财政

部两期重大专项 3.6亿元专款支

持下，中国科学院理化所成功打

破国外技术垄断——研发出大

型低温制冷技术。而作为中国

科学院理化所科技成果孵化企

业，国内第一家、全球第3家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超低

温制冷装备制造与系统解决方

案供应商，中科富海的核心技术

来源于此。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

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在此前结

束的 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之全

球独角兽大会上，中科富海捧回

“2025 年度中国独角兽企业”金

字招牌。这家企业没有前台，没

有董事长办公室导航指引，近

日，本报记者在中科富海见到了

董事长张彦奇。

突破“卡脖子”困境

“多年来，我国在大型低温

制冷领域一直缺乏成熟的氦液

化器产品，相关技术产品几乎全

部依赖进口。”张彦奇向记者谈

起了创业的峥嵘岁月。

一边是我国对稳定、高效的

大型低温制冷系统需求急剧增

加，一边是缺乏大型低温制冷系

统、关键子设备及集成技术。这

是一种“卡脖子”的困境。

为突破系列“卡脖子”技术，

打破国外垄断，成就民族梦想，

早在195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洪

朝生回国后即带领科研团队开

拓新中国的低温事业。从洪朝

生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周远，再到

如今的中国科学院理化所低温

工程与系统应用研究中心，通过

几代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国产

大型低温制冷技术终于获得突

破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0月

至 2014 年 12 月，中国科学院理

化所完成了国家财政专项Ⅰ期

项目任务，研制出国内首套液氢

温区万瓦级大型低温制冷系统，

实现了“10kW@20K”既定目标。

2015年 4月，国家财政专项

Ⅱ期“液氦到超流氦温区大型低

温制冷系统研制”项目启动。经

过 5年多日夜奋战，科研人员在

原有成果基础上，不仅自主研制

出了技术指标为“2500W@4.5K”

和“500W@2K”的大型氦制冷机，

还实现了包括大型低温制冷系

统整机设计体系构建及控制技

术、系列化气体轴承氦透平膨胀

机技术等在内的技术突破。自此，

在大型液氦到超流氦温区制冷技

术上，我国跨入国际先进行列。

针对大型低温制冷装备应

用性强、产业需求迫切的特点，

不同于以往率先实现实验室突

破而后经中试再产业化的成果

转化路径，中国科学院理化所在

该装备研制过程中创造性地探

索出“边研究、边应用、边转化”

的发展模式。

“产出科研成果之日，就是

产品下线之时。”张彦奇介绍说，

以解决国家大型低温工程装备

“卡脖子”问题作为企业发展的

核心使命，中科富海应运而生。

2016年 8月，依托于两期国

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专项核心

技术，在北京市政府和海淀区政

府大力支持下，由中国科学院理

化所、技术团队与管理团队及社

会资本共同发起，创立了北京中

科富海低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 1.3亿元（后更名“中科富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标锁定

实现大型低温制冷装备总体集

成及应用。

国家队的使命担当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

的方向。曾长期在中国科学院

理化所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的张彦奇表示，“大型低温制冷

装备虽然不在‘台前’，但许多重

要工作离不开它。”

张彦奇介绍说，航空航天特

别是科研院所的大科学工程，如

重离子加速器、散裂中子源、人

造小太阳都会用到低温技术，一

些民用医院的核磁共振设备（包

括一些电子行业设备）也会用到

低温技术。

“现在，我们90%以上的低温

制冷产品实现了自主研发。”张

彦奇说，在国内，中科富海是少

数几家能够做到负269摄氏度低

温工业化技术的企业之一。在

国内新增低温项目中拥有80%以

上的市场占有率。

2017 年 11 月 21 日，是值得

纪 念 的 日 子 。 中 科 富 海 首 套

200W@4.5K 大型氦制冷机系统

出口韩国商业合同正式签约。

此前，韩国使用的K-STAR超导

低温系统，主要从全球领先的英

国林德公司和法国液化空气集

团进口。

“韩国方面发现，此前进口

产品不仅价格较高且售后服务

也与需求不匹配，而这恰恰给我

们的大型低温制冷系统出口提

供了机会。”张彦奇表示，此次大

型氦制冷机系统的成功出口，打

破了国外低温企业长期垄断国

际低温市场的局面，还标志着中

科富海依托中国科学院理化所

多年积累的大型低温制冷系统

核心技术逐步走向成熟，得到了

国际合作伙伴的肯定和信任。

2019 年 11 月 15 日，同样是

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国首

个以天然气为原料、结合现有

LNG 工厂开展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商业化提氦项目——中科

富海 BOG提氦项目完成全工艺

段调试，取得突破性进展。

张彦奇介绍说，深燃众源

LNG 工厂地处西北地区的宁夏

盐池，距离银川市150公里，交通

物流不便，自然条件较为恶劣。

同时，提氦项目对管道、设备以

及运行的精度要求极高。这些

客观条件为安装调试带来了极大

困难，且该项目为国内首套，工程

化过程中遭遇了安装、检测、上游

气质组分变化等各类挑战。

历时 3个月，中科富海与深

燃众源联合调试团队在现场紧

张攻关，最终获得突破性进展：

核心工艺调试达到设计参数，低

温 分 离 段 实 现 含 氢 粗 氦 大 于

96%，纯化后液氦产品实现最高

产能 42 升/小时，氦气提取率约

98%。

2020年 7月 21日，国内首次

实现 BOG提氦生产线的产业示

范运行：经过两年多的研发攻

关，中科富海打造的国内自主可

控的 BOG提氦生产线顺利产出

液氦产品。“这代表中国科学院

理化所大型低温科技成果产业

化取得又一个里程碑式突破，也

表明中科富海的技术和工程实

力不断增强，各类产品日趋成

熟，在解决我国大型低温装备及

氦资源‘卡脖子’难题上实现了

跨越的一步。”张彦奇说。

朋友圈不断扩大

“我们两条腿走路，服务国

家战略是‘本分’，实现商业价值

是‘本能’。”在张彦奇看来，企业

要想活下去和活得好，除了在技

术和产品创新方面坚持长期主

义，还要在商业化道路上不断自

我“造血”。

“2020年是一个收获的小高

峰。”张彦奇说，这一年，中科富

海的成绩单可圈可点。

彼时，中科富海已生产/交付

10余台（套）大型氦制冷机、液化

器，相关产品被应用于可控核聚

变、粒子加速等大科学工程项

目。其核心大型低温制冷装备

已得到主流客户的广泛认可，市

场份额逐步攀升，具备同国际领

先品牌同台竞争的实力。

这一年，中科富海先后签约

松山湖实验室 70L/h氦液化及低

温工程项目、南方光源低温试验

系统 850W@4.5K制冷机、先进能

源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测试

低温系统1kW@4.5K、高能量密度

平台4kW@4.5K氦制冷机项目。

这一年，中科富海与加拿大

签订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1.5吨/天氢液化设备销售合同，

这是继 2019年首次出口大型氦

制冷机产品至韩国后的第二笔

海外订单，也是我国大型氢液化

设备首次出口海外市场。

这一年，由中金资本基础设

施基金领投，深创投、中关村科

学城等 12家投资机构跟投的数

亿元A轮融资资金陆续到位，为

中科富海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

大的推进力。

2022年 1月 20日，中科富海

（中山）低温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集成制造的1.5吨/天氢液化设备

出口加拿大，实现中国首套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氢液化装备出

口，打破了以往液氢技术及核心

装备被国外“卡脖子”局面，实现

了从被限制到自主研发、再到亮

相国际市场的华丽转变。

“发展到今天，除了在北京

总部设立研发基地与业务开发

中心，我们还在国内其他地区成

立了包括中科富海（杭州）气体

工程公司、中科富海（中山）低温

装备制造基地等 20余家分/子公

司机构。”张彦奇说。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谈到未来规划，张

彦奇坚定地表示，“坚持‘实现

让低温环境、绿色能源、国家战

略资源、工业气体保障自主可控

’的初心和使命，中科富海一直

在路上。”

独角兽故事汇独角兽故事汇

截至目前，中国独角兽企业409家，位居全球第二；独角兽企业总估值约1.5万亿美元，

硬科技独角兽企业融资能力强劲……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也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视

角。透过掌握更多“独门绝技”的独角兽企业，可以看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和

巨大潜力。即日起，本报推出“独角兽故事汇”系列报道，讲述我国科技领域独角兽企业在

这个充满创新与激情时代的鲜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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