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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钢“手撕钢”创新研发团队

让不锈钢薄到可以论克卖
■ 李建斌

日前，天津大学大气环境与生物能源团队
针对“膜分离法捕集二氧化碳”取得重大进展，
成功研发出新型混合基质膜制备技术，该技术
制备的膜材料具备优异的二氧化碳捕集性能。

如何让膜材料“深呼吸”，提高气体分离效
率，是采用膜分离法捕集二氧化碳的瓶颈难
点。天津大学环境学院大气环境与生物能源团
队创新思路，打破了以水和乙醇作为聚醚嵌段
聚酰胺膜材料制备溶剂的常规做法。他们反复
实验，探究不同溶剂对膜气体分离性能的影
响。实验结果表明，以N-甲基吡咯烷酮作为制
备溶剂，生成的膜材料中碳纳米管分布更加均
匀，“更透气”，有效提升了膜材料气体分离效能
和速率。 （本报综合）

新技术能让二氧化碳
捕集材料“深呼吸”

“我们的钢材现在可以说是在论克卖！几乎和一
张同等面积的百元人民币等值。”说这话时，精带公司

“手撕钢”创新研发团队技术质量部副部长廖席的脸
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

的确值得自豪，能自主生产出这种厚度仅为A4
纸厚度的四分之一的、世界上最薄的不锈钢箔，不仅
将中国不锈钢箔材的制作工艺提高到世界领先水平、
成功打破了国外贸易垄断和技术封锁，而且为“中国
制造”提供了高端基础材料。

挑战0.02毫米

作为当今世界顶级技术产品，厚度0.02毫米的软
态不锈钢精密箔材的“手撕钢”，堪称是钢铁行业皇冠
上的明珠，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第五代移动通信
（5G）、石油化工、计算机等领域。但因工艺控制难度
大，长期被日本、德国等少数国家垄断，我国只能长期
依赖进口。每年进口总额超百亿元，而且被限制只能
进口厚度在0.03毫米以上的材料。

精带公司党总支书记、经理王天翔亲自挂帅，组
织14名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青年业务骨干，成立了

“手撕钢”创新研发小组，挑战0.02毫米。
在思想上首先行动起来。在研发小组的第一堂

党课上，王天翔鼓励大家：“当年李双良老人成功治理
总量达1000万立方米的渣山，说明没有搬不走的大
山，更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科技
优势，青年人一定要勇挑重担，迎难而上，坚决突破被

‘卡脖子’的局面，为太钢打造国之重器锐意进取、奋
发有为，勇挑历史重担。”原太钢治渣顾问李双良是闻
名全国冶金系统的“爆破能手”，把沉睡了半个多世纪
的占地 2.3 平方公里的渣山搬掉，被誉为“当代愚

公”。在李双良精神的感召下，团队成员们愈加锐意
进取、奋发有为。

之后两年中，他们攻克175个设备难题、452个工
艺难题，历经710多次失败，终于突破了钢质纯净度、
产线工艺、控制水平、高等级表面精度、产品性能五大
核心工艺技术，让中国“手撕钢”制造水平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2020年，这个“硬核”团队荣获了第二十四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710多次失败

在“手撕钢”项目上马之前，精带公司的主要产品
是0.5毫米不锈钢材料。从0.5毫米到0.02毫米，在常
人眼中这可以忽略不计的差距，研发团队却没日没夜
地干了两年，经历了710多次失败。

“轧制是首道工序，每往前推进0.01毫米，意味着
辊系配备的推倒重来。20根辊，分为支撑辊、一中间、
二中间，每一根的宽度有6种选择，锥度有5种选择，
每种锥度对应5种锥长，又需兼顾不同的凸度选择。
如此多变量的配比。意味着2万多种可能性。”轧制
作业区主管段浩杰说。这么复杂的轧制过程，断带是
最常见的问题，也是他们最为头疼的问题。

“总是连续断带，确实很绝望。”段浩杰说。不同
于厚板断带一分为二，薄板一旦断带，就会碎成粉末，
只能由瘦小的职工爬进仅有0.4米高的设备，用手抠、
用手抓，把粉末清理出来。

0.1 毫米、0.05 毫米、0.03 毫米，薄一丝，再薄一
丝！2018年年初，0.02毫米的超薄不锈钢精密箔材终
于研发成功。之后，团队又攻克了多项工艺技术难
题，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发640毫米宽的0.02毫米不锈
钢箔材，该产品得到国内科技界权威专家的高度认

可，中国金属学会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定该成果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让“手撕钢”有更多用武之地

2018年以来，0.02毫米的“手撕钢”累计开发应用
逾 50 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70%，吨钢利润达
300%~500%。2020年第一季度，精带公司海外市场
拓展取得新突破，产品出口同比增长70%，其中论克
卖的“手撕钢”一单签订12吨，产品已经交付用户。

“‘手撕钢’代表一种方向，带动了高端制造原材
料的变革，这两年公司每年收入增长速度达80%，但
只是第一步。”王天翔新的打算是不断拓展“手撕钢”
的性能和应用领域，超平、超薄、超硬、超光滑的“手撕
钢”，是他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2020年以来，精带公司在全力稳固现有国内外
市场的同时，不断提高在不锈钢精密带材，特别是箔
材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国内，他们先后与国内
知名企业合作，拓展精密箔材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深
耕新能源领域，新开发柔性太阳能电池衬底用钢、氢
燃料电堆双极板等高端产品；折叠柔性显示屏用系列
产品已与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5G电子
行业无磁新材料正在加速推进。在海外市场，他们一
方面稳定现有韩国、巴西、墨西哥等汽车波纹管市场，
同步新开发印度市场，出口韩国等的药芯焊丝用精密
带材销量大幅增长；电热管及汽车关键零部件用新产
品开发取得实质性进展。

“改革不止，创新不断！”太钢“手撕钢”创新研发
团队有这样的豪情和信心，“作为青年一代的国企人，
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推动‘中国制造’向
着‘中国精造’不断进步。”

日前，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先进制造研
发中心主任张晓昊博士团队成功研制出医疗保健级
高浓度负氧离子生成剂，只需喷洒在房间墙壁上，就
能在墙壁上形成一个均匀致密的纳米颗粒层，从而使
室内墙壁稳定长效地释放高浓度小粒径负氧离子，目
前该成果已获得国家专利。将纳米级电气石粉均匀
致密地附着在物体表面，使它的效果最大化，是这项
技术的一个关键点，相关成果的7篇论文被《物理学
报》《微流体与纳米流体学》等SCI期刊收录。

张晓昊介绍，空气中的分子被电离，产生自由电
子。自由电子的大部分被氧气获取，形成负氧离子。

“城市中负氧离子含量很低，室内更低。要想有
效地增加室内负氧离子浓度，只能‘人工制造’。”张晓
昊说，“我们采用天然极性材料——纳米级电气石粉

为核心原料，研制成高浓度负氧离子生成剂，通过电
气石粉电离空气这样一个纯物理过程产生自由电子，
从而获得负氧离子。”

“我们还采用了特殊的添加剂，利用分子自组装
的原理，使电气石粉在绝大多数壁面上都可以形成较
为均匀致密的分布，有效地提高了电气石粉与空气的
接触面，从而大幅度提高了电气石粉电离空气的效
果。这种负氧离子生成剂可广泛适用于墙面、油漆、
织物、木材、塑料、皮革等常见表面。”张晓昊说。

据悉，这一技术属于国内首创，填补了无色透明
的高效负离子生成材料这一空白。相比于目前广泛
采用的高压电离技术，该技术产生负氧离子的过程不
需能源消耗，小粒径负氧离子占比高，并且有效避免
了高压电力技术伴生臭氧的问题。

近日，新型
地 球 物 理 综 合
科考船“实验 6”
号在广州下水，
预 计 明 年 投 入
使用，将为海洋
科 学 以 及 深 海
大 洋 区 的 极 端
环 境 研 究 提 供
先进的海上移动
实验室和探测装
备试验平台。

新华社记者
黄国保 摄

不需能源消耗 负氧离子实现人工制造
■ 陈 曦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董瑞丰）近日，中国科
学院工程热物理所完成了首台100兆瓦先进压
缩空气储能系统膨胀机的集成测试，推动我国压
缩空气储能技术迈向新的台阶。

储能技术被称为能源革命的支撑技术之一，
已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压缩空气储能具
有规模大、成本低、效率高等优点，具有较大发展
潜力。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有关负责人介绍，该所
较早开展压缩空气储能研究，经过15年努力，建
立起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体系，先后突
破了系统全工况设计与控制、多级高负荷压缩机
和膨胀机、高效超临界蓄热换热等关键技术，分
别于2013年和2016年建成了国际首个1.5兆瓦级
和10兆瓦级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从2017年
起，该所在国际上率先开展100兆瓦级先进压缩
空气储能系统研发工作。

我国完成100兆瓦先进压缩
空气储能系统膨胀机集成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