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冯瑄 殷聪 史米可

昨天，在东钱湖畔的宁波国际会议中心，群星璀璨。
在第十四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第十四届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获得者朱高峰以新型工
业化为题，分享了他对我国工程科技发展趋势的深刻见解。

朱高峰是我国通信技术与管理专家，祖籍宁波镇海。
他曾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个晶体管 60 路载波系统

工程，负责总体设计的中同轴电缆 4380 路载波通信系
统，打破了国际上对我国的通信技术封锁，填补了国内
空白，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此外，他还在全国长
途自动电话网构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我国通信技
术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虽然已经 88 岁高龄，但朱高峰依然密切关注前沿
领域科技创新和我国产业发展动态。

专访中，朱高峰院士对产业创新、院士工作站及校
企合作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其中，谈及产业创新，朱高峰表示：“要以企业为
主体，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让企业来评估产品能否生
产、盈利，让科研院所来提供技术指导，这样才能形成
一个完整的创新链。”

另据了解，朱高峰将此次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奖金
全部捐出。

这位宁波籍院士
把奖金全部捐了

二十六位院士聚宁波二十六位院士聚宁波

““工科气质工科气质””城市拥抱工程院院士城市拥抱工程院院士

记者 殷聪 冯瑄

昨日下午，参加第十四届光华工
程科技奖座谈会的 40余位国内顶尖专
家学者，来到宁波路宝科技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参观。

路宝科技究竟有何魅力，引得一
众顶尖专家学者造访？从一些细节
里，也许能窥见端倪。

痛定思痛的技术创新

不少市民肯定刷到过这样的视
频，大跨度桥梁在遇到大风等恶劣天
气及有重载车辆经过时，会发生特殊
的变位，甚至剧烈晃动。

这种情况下，位于桥梁端与端之间
的伸缩缝，就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伸缩缝，尤其是大型桥梁伸缩装
置，虽然看似不起眼，但此前很长一
段时间，一直被国外龙头企业垄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高速
公路开始大规模兴建。路宝科技创始
人、首席技术官徐斌敏锐察觉到，交
通领域是一个难得的创业风口。特别
是了解到当时我国桥梁伸缩装置“清
一色”是国外进口的产品后，徐斌更
加坚定了实业报国的信念。

国外企业能做的，国内企业肯定
能做。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徐斌经人介
绍，买下了某研究所的无缝伸缩缝专利
技术。随后生产的第一批伸缩缝，在
1995年成功应用到沪宁高速公路上。

“但买来的技术，终究没能经受
住考验。”徐斌坦言，由于技术不成
熟，应用在沪宁高速公路上的伸缩缝
不到一年就出现了大面积损坏。300
多万元的投入打了水漂，徐斌四处举
债，企业“九死一生”。

国内无技术可用，国外技术严格
封锁，企业陷入绝境。但这没有吓倒
徐斌，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徐斌在
失败中也意识到，技术必须依靠自己。

于是，他带领初创团队，几乎见
桥就爬、见桥洞就钻，调研分析了世
界上桥梁伸缩装置的现状，向全球专
家讨教，潜心研发。

1999 年，徐斌随国内桥梁领域
权威专家参观国内某重点工程国外伸
缩缝厂家现场施工时，专家参观团被
远远拦住不让靠近，理由是担心技术
被“偷”。

“虽然倍感屈辱，但谁叫我们技
不如人呢？”徐斌说，这更加坚定了
他的决心，一定要研发出国产的桥梁
伸缩装置。

机遇垂青有心人。随着我国桥梁
跨度越来越大，桥梁变位运动的复杂程
度越来越高，再加上车流量大，重载车
辆多等现实国情，进口产品越来越难以
适应我国桥梁需要的抗冲击性和耐久
性，导致桥梁伸缩缝损坏状况频发。

与此同时，徐斌与研发团队持续
攻关，坚定走自主创新之路。

2002年，路宝科技研发的RB单元
式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被首次试用。
该装置采用梳齿结构、每米一块的模块
化设计，首创简支轴转变位技术，能主
动顺应中大桥梁自由度变位，提高了伸
缩装置的使用寿命、行车舒适度和安全
性能，一举打破了国外垄断。

2008 年 5 月，当时的世界第一跨
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通
车。该桥全线采用了路宝科技研制的
单元式多向变位桥梁伸缩装置，总价比
进口产品报价少了一半多。更让徐斌感
到自豪的是，大桥通车至今 15年，伸
缩装置主部件实现了“零更换”。

“我们的产品一炮打响，赢得了
市场的高度认可。”徐斌说，如今路
宝科技的产品已被成功应用在港珠澳
大桥、南沙大桥、五峰山公铁大桥、
非洲第一大桥莫桑比克马普托大桥等
众多“世界之最”工程上，在大型伸
缩装置市场占有率超过60%。

“持续创新才能持续进步。市场
应用，是实现创新价值和检验技术水
平的最有效途径。”在徐斌看来，只
有产品不断迭代更新，才能巩固发展
优势。

从跟随到超越的关键跨越

破解伸缩缝难题，让徐斌对创新
研发信心大增。

但在钢桥面铺装领域，中国仍被
国外公司牢牢卡住脖子。交通运输部
相关负责人到路宝调研时，曾对徐斌
说 ：“ 我 们 的 伸 缩 缝 不 再 受 制 于 人
了！但还有不少技术难关有待攻克，
比如钢桥面铺装也是桥梁界的世界难
题。你有创新思路、会钻研，要是能
研发出我们自己的钢桥面铺装技术，
你对国家和行业的贡献会更大。”

专家的信任和鼓励，激发了徐斌
再度挑战世界难题的雄心。

从 2008 年开始，路宝科技潜心
钻研 10 余年，先后投入超两亿元，
自主研发出全新的 ECO 改性聚氨酯
铺装系统技术。

这是一种完全“不含沥青”的铺
装技术。它采用新型冷铺工艺和高分
子新材料，具有内聚力强、韧性好、
温度适从性优、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不仅如此，由路宝科技自主研发
的铺装成套施工装备，首次实现了钢
桥面的抛丸、底涂、拌合、摊铺、撒
布、标线全过程流水作业，解决了原
有沥青铺装高排放、高能耗、多层施
工养生等痛点。目前，该铺装技术除
在桥梁领域应用外，已经在包括城市
道路、广场、隧道、机场路面等多个
领域进行了应用。

自 2015 年以来，该技术已被成
功应用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上海闵浦
大桥、温州瓯江北口桥、武汉杨泗港
桥等几十座特大桥工程，大连周水子国
际机场、沈阳桃仙机场、天津滨海国际
机场等32个机场，上海北青公路、329
国道宁波段等重载大交通量路段中。

“要做，就做到最好。我们的目
标是要让改性聚氨酯类材料成为继水
泥、沥青后，大面积多领域使用的基
建材料。”徐斌说，要和水泥、沥青

的地位相提并论，就需要在他们的短
板上寻求突破口，创造特有的地位和
使用价值。

如何在各种恶劣环境下，保证桥
面、机场跑道以及重载道路平顺、安
全、耐久，是尚未解决的世界性难题，
也是给改性聚氨酯类材料预留的机会。

徐斌告诉记者，聚氨酯类材料可
以通过配方调整，以化学手段对高分
子结构进行优化设计，改变材料的强
度和韧性。目前，成型后的 ECO 聚
氨酯路面在抗压强度达到水泥路面的
同时，柔韧性变形性能超过沥青路面，
兼备“硬而韧”的特点，同时满足了重
载交通和柔性桥面大变形的需求。

“经过长期的研发，我们的聚氨
酯类材料已经耐得了高温、扛得了低
温，而且铺装效率更高。”徐斌说，
目前，他们的材料已通过零下 40 摄
氏度的性能测试。

创业 30 年来，徐斌有很多次机
会可以让企业多元化发展，但他始终
坚定地走专精特新之路。

“此次邀请院士、专家走进路宝
科技，目的也是为了向更多学科的专
家讨教研究未来智能化桥梁结构件、
新型路面材料、装备发展的方向。”徐
斌说，今年是路宝科技成立第 30个年
头。“三十而立”的路宝科技会坚守
初心，“向心而立”，更“向新而行”。

40余位顶尖专家学者
因何被这家甬企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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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活动现场。。（（活动组委会供图活动组委会供图））

莫桑比克马普托大桥莫桑比克马普托大桥。。（（企业供图企业供图））

朱高峰院士朱高峰院士。。
（（活动组委会供图活动组委会供图））

新闻多一点

在宁波，路宝科技这样的故事并非个例。
2016年，工信部启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

动，旨在引导制造业企业十年磨一剑，专注于企业擅长的领域。
制造业单项冠军是引领全球制造企业的第一方阵，是中国制

造的“排头兵”。截至目前，宁波已有83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数量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一。

为什么要做得深、做得精、做得专？一把伞的比喻就十分恰当。
如果你的伞面太大，顶风时的压力就大。但当伞面没有那么

宽时，你就容易抓得牢。
做专、做精才能做特、做新。如今的

宁波，单项冠军企业正茁
壮成长。

工程人员在检查桥梁变位装置工程人员在检查桥梁变位装置。。
（（企业供图企业供图））

吴伟仁院士吴伟仁院士。。
（（殷聪殷聪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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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殷聪 冯瑄 孔锡成

“宁波近年来发展得很快，发展得很好，水平很
高。”昨日上午，在第十四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座谈会上，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说。

在吴伟仁看来，在月球探测、星空探测的过程中，
宁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欢迎更多宁波科研人员、民营企业参与我国探月
工程。”吴伟仁发出邀请。

近年来，从“嫦娥”揽月、“祝融”探火，到“羲
和”逐日、“北斗”指路，“天和”遨游星辰，我国空间
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实现全面突破。

这是宁波抢抓新发展机遇的重要突破口。事实上，
作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宁波正积极参与月球探测以
及星空探测的进程。

在“嫦娥四号”上，确保“嫦娥四号”降落月球并
第一眼近距离看清月球背面神秘世界的“眼睛”——光
学镜头，是宁波永新光学与浙江大学团队合作的成果，
由浙江大学设计，永新光学制造。

在“嫦娥五号”的探月过程中，宁波伏尔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高端大尺寸陶瓷密封环和参与设计的
高性能全封闭内循环机械密封系统，被应用于构成深空
测控网的大型雷达中，作为一项核心关键设备助力“嫦
娥五号”出征探月。这也是我国首次制造出直径 500 毫
米级、能够满足兆瓦级大型雷达应用的机械密封材料。

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

欢迎更多宁波力量
参与探月工程

记者 成良田

东钱湖畔，高朋满座。
11 月 30 日上午，第十四届光华

工程科技奖座谈会举行，26 位院士
齐聚宁波，探讨发展新思路。

这是该奖项首次走出北京、走进
宁波。

光华工程科技奖每两年评选一
次，是社会力量设立的中国工程科技
界的最高奖项，旨在奖励在工程科技
及管理领域取得突出成绩和重要贡献
的中国工程师、科学家。

自 1996 年起，27 年来已有 342 位
工程科技专家及 1 个团体获奖，本届
光华工程科技奖共有40位专家获奖。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光华工
程科技成就奖由宁波籍院士朱高峰获
得，他也是这一最高奖项的第 9 位获
奖者。

光华工程科技奖共设三个奖项，
其中“成就奖”评选标准最高，此前
这一奖项曾多次空缺。朱高峰之前，
有张光斗、师昌绪、朱光亚、潘家
铮、钱正英、钟南山、徐匡迪、彭士
禄八位工程科技专家获此殊荣。

此次回到家乡，朱高峰受到特别
的礼遇。颁奖仪式上，宁波大学学子
献上了象征美好祝福的88朵玫瑰。

记者了解到，在光华工程科技奖
往届获奖名单中，宁波籍院士多达 6
人，分别是郁铭芳、沈昌祥、童志

鹏、陈毓川、徐志磊和陈剑平，可谓
群星璀璨。

作为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和全
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宁波是一
座自带“工科气质”和“科创需求”
的城市。长期以来，宁波十分重视集
聚院士人才资源，积极推动“最强大
脑”与全市产业升级协同融合。

院士与城市，这场双向奔赴，早
已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本届一些获奖院士和专家已与
宁波建立深度合作，聚焦重大关键技
术难题，开展技术咨询、联合攻关，
为宁波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光华工程科技奖励基金会理
事长谢克昌说。

宁波市领导
表示，热切期盼以本次
活动为契机，各位院士专家携手宁
波 、 助 力 宁 波 ， 多 来 宁 波 考 察 指
导、传经送宝，把宁波作为团队的
科研试验地、成果转化地和产业孵
化地。

本次座谈会是光华工程科技奖走
进宁波系列活动之一。其间，还将举
行光华工程科技奖励基金会理事会会
议、光华工程科技奖走进单项冠军企
业等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