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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0年，金山科
技就与成都开始了密切的合
作。”5月19日，金山科技集
团董事长王金山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这样说道。

王金山称，自己和四川
的缘分可追溯到20年前。
1998年，王金山白手起家
创办了金山科技，他看准了
国际前沿的 MEMS 技术
（微机电系统技术），这是研
发胶囊内镜最关键的技术。

在造访中国几所顶尖学
府无果后，2000年初，王金
山慕名找到了时任电子科技
大学信息材料工程学院院
长，如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

“当时MEMS技术全球
都才起步。”王金山回忆，最
开始，李言荣没怎么说话，听
他阐述了对MEMS技术的
理解、公司的基本情况等以
后，李言荣站起来说：“即便
在美国，现在都没有太多人
了解MEMS技术，你能讲得
这么清楚，我很佩服。需要
什么，我来支持你。”

从那时开始，金山科技
就开始与电子科大的电子
工程学院、机械学院等保持
密切的合作关系。“公司在
电子科大、川大也招聘了很
多人才。那时，大家很想赶
紧把胶囊内镜研发出来，困
了就打地铺，吃住都在实验
室。”王金山说。

凭着这股狠劲，金山科
技在2004年研发出了中国
第一个、全球第二个胶囊内
镜，打破了发达国家在这一
技术领域的垄断。

此后，金山科技与四川
的合作愈发密切。“四川人
口基数大、临床资源丰富，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有很多病例，从2012年开
始，我们公司就和华西一起合作，后来新桥医院
也加入进来，开发新型国产氩气高频电刀。”王
金山告诉记者，在华西医院、新桥医院等单位丰
富临床资源支持下，研究团队陆续推出了三代
电刀产品，在消化道肿瘤微创切除技术方面取
得显著成绩。

“公司的医疗技术研究院有300多位高端医
疗人才，不少人才是四川引进过来的，其中不少人
已成为公司骨干。”王金山还就如何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提出了“建机制、撤围墙、市场化、
破政策”的12字建议。他认为，在成渝合作的新
进程中，两地相关部门要建立完善的工作机制，加
强规划对接和项目谋划，务实推动一体化发展取
得成效；通过体制机制一体化逐步破除两地内部
行政壁垒，如在市场准入、注册认证等方面，建立
持续、稳定、高效的协调机制，共谋发展；强化要素
市场化配置，政策上要有突破，促进两地一体化发
展。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80后科学家史浩飞，
来重庆已快9年。这9年
中，他的工作重心只有一
个——石墨烯，不仅是要
做出最好的石墨烯材料，
还努力让石墨烯从实验室
走向市场。如今，他不仅
是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
术研究院微纳制造与系统
集成研究中心主任，也是
国内石墨烯材料研究的领
军人物。

2011年，史浩飞加入
中科院重庆研究院。

2013年初，国内首片
15英寸的单层石墨烯在
重庆诞生，达到国内最高
水平，也让更多人开始关
注石墨烯这种新材料。

作为一种由碳原子组
成的单原子层平面薄膜，
石墨烯是目前已知的最
薄、最坚硬、室温下导电性
最好，并拥有优异光学和
热学性能的纳米材料。可
以用来作为手机、可穿戴
设备的柔性触摸屏，还可
以用来做芯片等。

正是看中石墨烯未来
的应用前景，史浩飞团队
的成果也引来了投资。
2013年，重庆墨希科技有
限公司成立，并落户重庆
高新区，史浩飞也成为公
司的首席科学家。当年12
月，全球首条大面积单层
石墨烯薄膜生产线建成并
投产；2015年3月，全球首
批量产石墨烯智能手机在
重庆发布，当年实现2万台
销量……在重庆，石墨烯
在不断探索从实验室走向
市场，从产品到商品。

不过，史浩飞的研究并
非一帆风顺。一方面，他感
受到国外同行技术竞争的
压力；另一方面，石墨烯还

处于前沿的基础研究阶段，走向市场还面临很多
困难。为此，他们既想方设法做出更好的石墨烯
材料，也绞尽脑汁把石墨烯材料应用到产品中。

于是，泡在实验室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
一项实验开始之后，要持续20多个小时，他们
就不能停下来。好在辛苦的付出，终究得到了
回报。他们制备出的石墨烯，在某些性能指标
上已经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新材料本身以及微纳加工工艺的突破，仍
是史浩飞带领的团队研究的重点。近年来，他
加强了与电子科大、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研
究团队的合作，加快石墨烯应用研究的步伐。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推进，今后我
们将与成都的科研团队展开更多合作，让石墨
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往产业链下游发
展，推动完整的石墨烯产业链形成，让石墨烯拥
有更大发展。”（本文图片为重庆日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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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齿轮打了35年交道
的重庆大学副校长王时龙
教授，近段时间都在忙着
进行人机物虚实融合决策
技术的研究——把计算机
的大容量存储能力、快速
计算能力与人的决策能
力、思考推理能力、突发灵
感创新能力有机结合，各
取所长，让工厂里的自动
化生产线变得更智能，甚
至发展成为无人工厂。

说起与齿轮结缘，王
时龙的故事还颇具戏剧
性。上高中时，他喜欢画
画，也喜欢物理，在填报高
考志愿时，看到重庆大学
机械制造工艺设备及自动
化专业，以为专业名称中
的“工艺”是与艺术相关，

“机械制造”与物理相关，
于是就报考了重庆大学。
进校之后才发现和自己想
象的并不一样。虽说是误
打误撞，但自己也很喜欢，
于是就一直干了下来。

过去，我国大规格齿
轮加工机床都依赖进口。
一旦航母等传动系统出现
故障，没办法维修，很可能
就变成一堆“废铁”。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
的奋斗目标。”这是王时龙
的座右铭，他也一直在践
行。

2006年，通过联合重
庆机床集团、重庆齿轮箱
有限公司等齿轮行业领军
企业，在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等支持下，王时龙带领团队研发出国内首台
大型全数控高效滚齿机，研制复杂修形齿轮精
密数控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打破国外技术封
锁和垄断，满足了航母、汽车、大型风电等国家
重大需求。这项成果获得了2018年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在实现我国大型齿轮加工机床技术实现自
主可控之后，工业化与信息化高度融合成为他
关注的重点。这种高度融合，不仅是让制造装
备智能化，还要让制造出来的产品智能化。

目前，他正在牵头承担科技部启动实施的新
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人机物虚实融合的复杂
制造协同控制与决策理论方法研究”。他相信，随
着5G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智能化的飞速发展，具
有实时感知、信息融合、自主决策、精准执行、反馈
优化等特点的无人工厂将得到广泛应用。

如今，在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背景下，作为重庆大学
副校长的王时龙，也在思考如何作出高校应有
的贡献。

“今后，重庆大学的国家级科研平台，包括
已有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将聚集到位于大学城
的重庆大学虎溪校区，积极推动和加速科学城
创新资源的聚集。”他说。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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