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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融的玻璃液自由流淌到锡面上，均匀摊

开，在拉边机作用下慢慢变薄。退火冷却后，

经过裁切，最终形成原板宽近2米、厚6毫米

的质量较好的玻璃……1971年 9月，我国第

一条浮法玻璃生产线建成投产。这种浮法玻

璃工艺与英国“皮尔金顿浮法”、美国“匹兹堡

浮法”齐名，成为全球三大浮法工艺之一。同

年，100多名科研人员响应国家号召，从北京

南迁至安徽蚌埠，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

院（原国家建材局蚌埠工业设计研究院）自此

在这里扎根。

到了本世纪初，产业发展对玻璃材料的要

求迅速提升。20多年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建材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

究总院党委书记、院长彭寿带领团队锚定先进

玻璃材料“主赛道”，开展硅质原料提纯、玻璃

成分及配方设计、新型熔化、超薄成型等一系

列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工程化与产业化，研

制生产出众多世界领先的玻璃新材料，实现全

球高端玻璃技术工程与高端玻璃装备占有率

均超65%，让中国浮法玻璃从追赶走向超越，

推动中国建材集团由传统建材企业向无机非

金属材料原创技术策源地转变。

一个信念
“一定要把中国的玻璃事业做上去”

走进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能够直

观真切地感受到玻璃的“无处不在”和“千变万

化”：厂房外墙上的玻璃，涂抹4微米厚的碲化

镉光电薄膜后，就变成可导电、可发电、可回收

的半导体材料，完成光电转换和电能供应，实

现“有光就有电”；实验室里，30微米柔性可折

叠玻璃弯折寿命突破100万次，按照1天折叠

100次计算，可供折叠屏手机使用超过27年；

锥形瓶中盛放着中空的微米级玻璃粉体，粒径

为5至150微米，密度最低仅为水的1/10，成为

深海探测装置的关键浮力材料……

超薄电子玻璃、TFT—LCD（液晶显示器）

超薄浮法玻璃基板、30微米柔性可折叠玻璃、

铜铟镓硒发电玻璃、碲化镉发电玻璃、疫苗用

中性硼硅玻璃管、空心玻璃微珠……这些成果

都来自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作为一

家1953年成立的国家级科研院所，它既见证了

我国玻璃工业的发展历程，也承载着自主创新

的重要使命。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玻璃产量首次实现

世界第一。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玻璃

在技术和品质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

距，并且到了本世纪初，这种差距还有被进一

步拉大的风险。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

首席专家张冲回忆：“当时我国玻璃的产量比

较大，但是像汽车玻璃原片、高等级建筑用玻

璃都做不了。”

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发展进步，新的玻璃

品种开始涌现，国民经济对高品质玻璃材料的

需求日益提升。“整个行业发生了颠覆性变

化。”张冲举例，“当时，刚刚兴起的太阳能发电

电池需要玻璃，显示产业由CRT（阴极射线显

像管技术）向平板显示转换也需要玻璃，而这

些高端玻璃基本被国外厂商垄断。”

当时作为国内玻璃材料方面的重要研究

机构，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只能进行一

些普通浮法玻璃生产线设计，在高端玻璃领域

基本上是“一张白纸”。面对转型要求，必须瞄

准新兴领域，做高品质的

玻璃。

这是一个必须“跳

高”才能够得着的目标。

院里不少人心有疑虑：

“研发、工程进行转移缺

乏基础”“新品种根本就

没设计过”“人才、装备底

子太薄”……彭寿就任院

长后瞄准目标、毫不动

摇：“没有资源我们去找，

没有人才我们自己培

养。但是大家要坚定信

心，一定要把中国的玻璃

事业做上去。”

在这个目标的牵引

下，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

究总院招聘规模一下扩

大了几倍，给研发人员提

供可与北京、上海比肩的

薪资待遇；同时开始筹划

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积

极承担各级课题任务。

但是大家深知，要想把技

术“跑通”，还是要靠项目

带动，经受市场的检验。

三次跨越
每一步都充满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高端浮法玻璃一直依赖进

口。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充分发挥科

研开发以及工程化、产业化优势，在关键技术

研发和应用上进行攻关，提出了浮法玻璃微缺

陷控制、低能耗制备新方法，成功开发出世界

最大规模日熔化量1200吨的玻璃生产线核心

技术与成套装备，让我国第一次用自己的工艺

生产出满足汽车和高等级建筑需求的玻璃。

经过持续攻关，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

院的装备、技术和管理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

很快奠定了自身的市场地位，并为福耀集团等

知名企业提供了汽车玻璃原片核心技术与成

套装备。

太阳能事业同时也是玻璃事业。当时，太

阳能多晶硅电池开始出现，中建材玻璃新材料

研究总院在广东东莞建设我国第一条光伏玻

璃生产线。

玻璃性能的不同，使得研制生产几乎又要

“从头开始”。玻璃液的黏度跟以前不一样，铁

含量低，玻璃透光率高，原来设计的一套东西

就难以适应。经常是原料投不进去，熔化后又

到处都是玻璃液，板拉出来质量没有保证，每

一步都充满挑战。

当时国外已有比较成熟的工艺，但国内

才刚刚起步。面对压力，中建材玻璃新材料

研究总院创新性地开发出了更具前景的工艺

路线。东莞产线建成投产后，又经过多次迭

代，团队建成了全球首条日熔化量1200吨光

伏玻璃生产线，推动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快

速发展。

几年间，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的年

销售额增长至上百亿元。实力壮大起来，“研

发、工程化、产业化”也形成了良性循环。但团

队并没有止步，这一次，他们的目光瞄向了性

能要求更苛刻、生产技术更复杂、工艺难度更

高的显示玻璃，并且决心用中国自己的浮法工

艺来生产。

起步晚，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团队又一次

开始了艰辛而漫长的攻关历程：2014年，0.33

毫米；2016年，0.15毫米；2018年，0.12毫米，

这也是当时世界上最薄的触控玻璃……在超

薄电子触控玻璃领域不断突破，团队将中国浮

法工艺再次带到了产业前沿。短短4年，他们

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就增长到40%。

面对显示玻璃由厚到薄、由小到大、由薄

到柔、由有到精的发展趋势，团队意识到，要想

真正取得显示玻璃领域的“话语权”，高世代

TFT—LCD玻璃基板是必须攻克的技术难关。

作为液晶面板上游的关键战略材料，高世

代TFT—LCD玻璃基板核心技术及其市场长

期被国外公司垄断。面对这条最有发展潜力

也是最艰难的新赛道，团队全力以赴、分秒必

争，要的是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世界先

进水平。

高世代TFT—LCD玻璃基板科技攻关的

过程就是与颗粒“战斗”的过程。所谓颗粒，指

的是玻璃表面2至10微米的极微缺陷。产品

刚下线时，每片玻璃的颗粒多达上万个。团队

在几十个参数变量中，寻求多个参数的匹配。

他们早上讨论工艺和参数，夜里出结果，每天

分析、总结参数变化，寻找规律、提出对策建

议，进行改善，再分析下步如何走，最终硬是将

每片玻璃的颗粒数量降到40个以内。

2019年8月，我国首条8.5代TFT—LCD

玻璃基板生产线在蚌埠一次性引板成功，项目

也由烤窑升温、联动调试阶段正式转入试生产

阶段，为产品批量下线奠定了坚实基础。自

此，我国成为全球为数不多掌握高世代TFT—

LCD玻璃基板生产技术的国家之一。

三链融合
让科技和产业“双向奔赴”

多年来，团队规模越来越大，产值、营收不

断提升，但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仍然在

玻璃领域保持着专注。在浮法玻璃新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曹欣看来，深厚积累和有

序传承始终是这个团队的特色，正是有了长期

的沉淀，才能不断延长研究链条、拓展研究覆

盖面。

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还坚持面向

产业优化浮法工艺，让科技和产业“双向奔

赴”。“材料是产业的重要支撑，材料只有面向

产业、与下游产业‘适配’，才能不断迭代优化，

越做越好。”曹欣说，该院通过构建创新链、工

程链、产业链“三链融合”新模式，有效支撑了

信息显示、新能源、半导体和高端装备等领域

对先进玻璃材料的需求。

在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科研人员

既可以选择从事应用基础研究，也可以承担产

业转化任务。“我们建立了分门别类的考核评

价体系，允许双向选择。”曹欣说，“对于偏基础

的研究，我们设置了阶段性和连续性的考核标

准，给予自由度，鼓励‘试错’；在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方面，我们也有诸如‘生产线要拉起来’

‘哪些指标要验证通过’等标准。此外，我们还

推出了项目跟投、超额利润分红等新措施，来

鼓励创新创造。”

玻璃是典型的热工生产过程，贸然停工会

造成很大损失。因此，玻璃生产线经常需要

“连轴转”。这也是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

院科研人员多年来的工作状态。“我们保持科

学探索的兴趣和好奇心，坐得住‘冷板凳’，多

问几个‘为什么’。”6年前，在重点实验室做基

础研究的朱明柳转岗到8.5代TFT—LCD玻璃

基板生产一线，在攻关过程中眼镜甚至被烤化

了两副。

“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成为材料研

究和创新的重要趋势，不断催生新的学科前

沿、科技领域和创新形态。”彭寿表示，“现有的

团队要不断提升壮大，不断适应深化与信息科

学、能源科学、生命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的交

叉创新，开展前沿技术探索，为集成电路、显示

技术、智慧医疗、空间科技等未来科技和产业

发展提供支撑。” （人民日报记者 谷业凯）

努力实现科技和产业“双向奔赴”
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团队研制生产出一系列世界领先的玻璃新材料

科技日报合肥6月3日电（记者 吴长锋）

记者27日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获悉，该院固体所能源材料与器件制造研究部

蒋长龙、杨亮研究团队成功制备出可以多色超

长室温磷光发射的碳化聚合物纳米点材料，磷

光余辉最长达到49秒，在防伪标识和信息加密

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相关研究日前

发表在《先进科学》期刊上。

磷光产生的机制复杂，磷光现象在低温下

更为明显。室温磷光材料的应用领域广泛，但

开发室温磷光材料面临一些困难，因为这些发

光材料的分子需要具备特定结构和性质才能

实现长寿命发光。同时，制备过程需要严格的

条件和技术，以确保材料的纯度和稳定性。因

此，寻找室温磷光材料是一项复杂而具有挑战

性的科学研究任务。

据介绍，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新方法，制

备出具有从蓝色到绿色的多色超长室温磷光

发射的碳化聚合物纳米点材料。这种新型室

温磷光材料在肉眼可见的磷光余辉时长上最

长达到了 49 秒，磷光量子产率最高达到了

19.5%，并且具有出色的抗光漂白性。

这项在多色长寿命室温磷光发光材料方

面的新进展为科学界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也

为防伪和信息加密等领域提供了创新的解决

方案。例如，可以将这种材料应用于高安全性

的防伪标签，通过其独特的磷光特性来验证产

品的真伪。

新型室温磷光材料可持续发光49秒

彭寿（右一）在指导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