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锂电池容易起火爆炸，是不少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顾虑之一。为解决这
一痛点，有家渝企用新材料把电池做成了“三明治”，有效破解了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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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观察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在组装制造一台汽车的众多零部
件当中，减震器不像发动机、变速箱那
般“备受关注”，但它却是保障驾驶者平
稳驾驶的“幕后英雄”——无论驱车在平
坦的公路还是崎岖的山路上，减震器
都关联着车辆的操控性、稳定性和舒
适性。

位于两江新区龙盛新城的威巴克重
庆工厂，每天都有大量汽车减震器产品生
产下线，然后运送到长安汽车、长安福特
等周边整车企业进行就近配套。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时代已经到
来，重庆不仅是国内汽车重镇，更是新能
源汽车高产销量区域之一，这是威巴克
选择投资落户重庆的主要原因。”威巴克
重庆工厂总经理陶东明表示，企业入驻
重庆以来，为大量“重庆造”汽车就近配套
减震器，全面融入本地汽车产业供应链
之中。

投资建厂“三选一”
最终落子重庆

10月31日，在威巴克重庆工厂高速
运转的全主动式减震器生产线旁，两名来
自一家整车企业的技术人员边走边看，不
时低声交流，频频伸出大拇指。

“刚才忙着和他们交流产品批量供应
的事情。”接待完客户后，陶东明介绍起工
厂的情况。

威巴克重庆工厂隶属于德国威巴克
公司，于去年7月正式建成投产，占地约
4.37万平方米，生产发动机悬置、底盘衬
套、隔振器和阻尼器等产品。德国威巴克
公司是具有175年历史的德国科德宝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也是全球汽车减震器领
域龙头企业，为众多整车企业提供减震器
产品及服务，在17个国家布局了40个生
产基地和技术中心。

“重庆基地是威巴克在华重要的布局
点之一。”陶东明说，虽然重庆工厂正式建
成投产是在去年，但早在2017年，威巴克
相关项目就已落户重庆，到2020年落户
时，创下生产线当年安装调试、当年投产
运营的行业纪录。

不过，来渝之前，威巴克曾在我国东
部、中部的两座城市与重庆之间进行了

“三选一”的抉择。
“最终选择重庆，一是基于重庆雄厚

的汽车产业基础，二是政府部门贴心的扶
持服务，三是重庆便捷的物流区位优势。”
陶东明称，从近年来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蓬勃发展的趋势来看，威巴克落子重
庆这步棋“走对了”。

数智化生产
让产品指标全行业领先

压装、自动检测……在威巴克重庆工
厂智能化生产车间，每条生产线旁只有几
名工作人员忙碌着，他们只需要负责生产
线的上料、下料和设备程序控制即可。

“传统的减震器生产装备线至少需要
30名工人，现在通过智能化改造，只需几
个人就可以完成。”车间负责人自豪地说，
通过在生产流程中融入数字化、智能化，
产品多类指标实现全行业领先，生产效率
亦大幅提高，并降低了生产成本。

“重庆工厂借助威巴克丰富的制造经
验，实现了可持续生产工艺流程。”陶东明
说，比如工厂建成的全自动表面处理生产
线，可确保产品制造过程的准确性和一致
性，既提高产品质量，亦能实施蓄热式催

化燃烧设备运行，减少碳排放。
陶东明表示，当前企业正计划引入一

条水基型黏合剂生产线，以替代传统溶剂
型工艺，将持续减少产品制造过程中的碳
排放，形成更加环保的生产流程。

顺应新能源汽车趋势
做好新产品研制

进入重庆市场以来，凭借过硬品质，
威巴克减震器产品大量运用于多个整车
企业车型，特别是重庆车企生产的多款汽
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车，都有威巴
克提供的减震器作为配套。

为何威巴克生产的减震器受到市场
青睐？

“产品品质高低决定了市场份额。”陶
东明介绍，比如企业研制的全主动式减震
器，是通过电磁阀和电子控制单元来监测
汽车和车轮的运动，并根据路面条件自动
进行快速响应。这款减震器产品安装在
汽车上，在控制器支持下，能够在1毫秒
内完成信息处理、计算和响应，大幅提升
车辆操控稳定性。

此前，威巴克生产的减震器产品大多
数都是装配在燃油汽车上。近年来，随着

“中国造”“重庆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不断创新问世，威巴克逐渐把新产品研发
的方向，转移到“造车新势力”上来。

“从减震器这个‘小零件’市场需求的
数量变化，可以窥见汽车行业演进‘大趋
势’。”陶东明表示，当前全球汽车行业处
于重大变革“风口”，汽车生产正向着“电
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舒适化”方
向发展，尤其是国内不少新能源车企正在
冲刺高端市场，对顶尖减震器配套有着旺
盛需求。为此，威巴克重庆工厂已经“应
势而动”，顺应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持续
攻关新赛道、研发新技术。

为“重庆造”汽车配套减震器

德企威巴克全面融入重庆汽车供应链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佘振芳

近年来，锂电池起火爆炸问题层出不
穷，成为很多消费者不愿购买电动车的主
要原因之一。

为啥容易起火？遇到激烈碰撞时，电
池内部的纯金属集流体破裂，会形成几十
甚至上百微米的毛刺，刺穿隔膜，导致短
路，从而引发热失控。

如果将纯金属集流体替换成不易破
裂的材料，能否解决这一难题？

重庆金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美），历时近10年研发，将这一设想
变成现实，用新材料把电池做成“三明治”，
破解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起火爆炸难题。

开发“三明治”材料

直击锂电池爆炸痛点

金美为什么要研发这种新材料？这
要从2015年说起。

那一年是业界公认的新能源汽车发
展“元年”，锂电池产业方兴未艾。3月，一
则三星手机在充电时爆炸的消息，牵动了
整个产业的神经。

“必须开发新材料，解决锂电池安全
性问题，否则未来将面临发展瓶颈。”当
时，河南人臧世伟与某行业头部企业在设
备方面有紧密合作，得知对方有这样的需
求后，萌生出跨界创业的想法。

客户提出的设想是，将锂电池内传统
的铝箔和铜箔集流体，替换成“金属—高
分子材料—金属”三层复合结构，以高分
子材料为“夹心”层，上下两面沉积金属铝
或金属铜，如同“三明治”。

这样一来，电池受到激烈碰撞时，具
有弹性的高分子材料薄膜层能起到缓冲
作用。内部发热到一定程度，熔点比金属
低的高分子材料会变软、熔化，就会为电
芯增加一道高分子“保险丝”。而且，复合
集流体无法产生大规模金属毛刺，可规避

热失控，从而避免爆炸。
臧世伟带着核心成员，全国各地找设

备、找材料、找人才，制样品、搞研发，2年
后在安徽创立公司，形成试生产能力。

“没想到，搞原始创新研发这么难。”
臧世伟感叹。2018年初，以PET（聚对苯
二甲酸乙二醇酯）为基材的复合铜集流体
样品下线，送到客户实验室封装测试，却
遭到“当头一棒”。

产品正常情况下至少要保证2000次
充放电循环，而样品在500次循环后，性
能就出现大幅下降：拆开后才发现，中间
那层基材被熔解，直接塌陷了。

当时，在研发方面已“烧”了3亿多元
的臧世伟，感觉“眼前一黑”。

攻克技术难关后

产业化成了“拦路虎”

既然PET不适合作为“三明治”的基
材，那就换材料。

纸膜、PI……几乎所有符合要求的高
分子材料，团队都找来试了一遍。那段时
间，大家昼夜不分，以生产车间为家。

大半年过去，上千次实验后，团队终于
发现，以聚丙烯为基材，可拥有较高的耐冲
击性，还能抗多种有机溶剂和酸碱腐蚀。
问题迎刃而解，还带来意外收获——以6
微米的复合铜集流体为例，除了上下1微
米的铜，中间4微米是高分子材料，相比
传统集流体重量减轻60%，节约材料成本
近50%，能量密度提升5%—10%。

2018年底，金美第一代产品——6微
米铜复合集流体和10微米铝复合集流体
正式下线，并实现第一次3万辆电动车装
机，投入欧洲市场。

“抓紧上量。”客户对装机结果很满
意，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安徽工厂生产能力有限，金美四处寻
求能拓展生产研发基地的地方。彼时，重
庆、四川、厦门三地同时向这家企业抛出

橄榄枝，而重庆深厚的工业底蕴吸引了臧
世伟。2019年9月，金美落地重庆，次年
下半年厂房装修投用。

落地重庆以来，金美累计在设备和研
发方面投入超10亿元。“从小批量到大批
量，绝非从1到2这么简单。量产的难度
占到整个开发的90%以上。”臧世伟说。

瞄准千亿级市场

将重庆工厂打造为产能输出基地

这种创新产品，生产设备的研发和组
装以及工艺开发，全靠自己摸着石头过
河，遭遇挫折是常有的事。

设备组装好后的第一次生产，就让大
家傻了眼——产品要么变形、要么穿孔，
全是废品。

到底哪儿错了？大家将设备拆掉，经
过复盘，发现关键问题可能出在沉积系统
的镀膜工艺上。

金美采用的是物理气相沉积法镀
膜，铜的汽化点是2567℃，铝的汽化点是
3550℃，而高分子材料的熔点却在120℃
左右，这就导致金属还没汽化，高分子材
料往往就已经熔掉了。

诸如此类的技术难点还有很多。团

队对生产流程进行重新开发，调整设备结
构、架构和沉积方式，加上热管理、冷管理
工艺改进，经过近一年时间，才将整套设
备改造完毕。

2021年底，生产线稳步试生产；2022
年开始，产品陆续量产装车，应用于极氪
等品牌车型。也是在这一年，金美有了超
千万元级别的营收。2023年，铜、铝复合
集流体生产工艺全线打通，铝产线优率达
80%以上，铜产线快速爬坡，年产能达到
10GWh电池用量。

“无论产能多少，你们生产线95%的
产品，都归我们！”头部客户放出话来。剩
余5%的产品，金美用来拓展其他客户，包
括消费电池、储能、军工等。

据权威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集
流体材料应用将形成2000多亿元市场规
模。虽然前景可观，产品供不应求，且具
有领先优势，但金美并不满足于现状。

“今年开始，我们将研发转向为设备
标准化和优率提升。”臧世伟介绍，金美计
划将重庆工厂打造成“灯塔工厂”，作为产
能输出基地，实现量产爬坡和产能释放的
同时，进一步推动产品极薄化、极轻量化
开发，未来目标是年产能100GWh电池
用量，产值百亿元。

用新材料把电池做成“三明治”

渝企攻克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起火爆炸难题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11月6日，在
市人力社保局举行的2024年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市人力社
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辛介绍，今年1—10月，全市城镇新
增就业65.8万人，重点群体就业保持稳定。

今年1—10月全市城镇
新增就业65.8万人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11月6日，第
十二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以下简称第十
二届科博会）正式开幕，中冶赛迪、联合微电子、重庆交通大
学等近20家重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组团参展。

据介绍，第十二届科博会举办了战略科技、前沿科技、国际
合作、中国（西部）科学城4个专题展和航空航天国防科技主题
展，其中渝企集中参展的西部（重庆）科学城可谓精彩纷呈。

“你看，这款T-800，是我们基于国产芯片打造的边缘
端视频数据AI计算设备，可同时连接多台摄像机。”走进西
部（重庆）科学城展厅，中冶赛迪信息技术（重庆）有限公司
展台前，该公司解决方案工程师正在为参展商介绍产品，

“这款设备将大幅降低AI场景应用对摄像机自身计算能力
以及网络通信带宽的要求，突破了对国外AI芯片的依赖，已
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智慧城管等八大场景中部署应用。”

在中冶赛迪展台旁边，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微电子产业
技术研究院太赫兹全固态8K超高清无线通信系统也吸引
了不少参展商。该研究院产业部专职工作人员孙竟量介
绍，该成果成功运用于2023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赛事转
播中，实现了无压缩8K超高清视频的超低延时无线传输，
并已推广应用于中电集团、航天科工、兵工集团、华为等10
余家国家科研院所、企业。

此外，记者还在现场看到，响西智能科技（重庆）有限公
司展出微纳米结构光3D检测台，恒之未来（重庆）创新科技
有限公司带来消费级高动态AI仿生机器人开发平台，重庆
医科大学展示了儿童医院标准化儿童患者模型，重庆交通
大学展出水陆两栖管道机器人、陆空两栖机器人等。

重庆企业组团参展科博会
陆空两栖机器人等一大批“黑科技”亮相

工人在重庆金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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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群体
促进青年留渝来渝32.1万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7%
建设“青年西部就业创业首选之城”取得初步成效

793.6万农民工愿出尽出
82.7万脱贫人口端稳就业饭碗
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0.2万人
失业人员就业22.4万人

就业服务
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5.8万人次
完成年度计划的98.4%
与重点产业匹配度达84.1%

创新创业
开展“百万人才兴重庆”等引才活动261场
引进市外人才6.8万人
新招收博士后1031人

全市高技能人才超过174万人
占技能人才总量的31.8%
稳居西部第一

建设7个人才创新创业服务港

智慧监管
劳动用工智慧监管实现全市20人以上企业全覆盖

建立新就业形态一站式劳动纠纷调解中心24个

多举措优化欠薪长效治理机制
“渝悦·根治欠薪”数字应用全域三级贯通

欠薪线索平均办理时间由国家标准60天缩短为14天
1—9月，为3.1万劳动者追发工资4.5亿元

跨省通办
截至9月末——
全市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2665万人
在全国先行全域实施个人养老金，覆盖380万人

川渝联合出台全国首个区域协同社保卡“一卡通”条例
人社领域105项服务“全业务用卡”

推进全国首个跨省域社银合作体系建设
“总对总”合作打造1028家川渝社银合作网点
实现20项高频社保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