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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月 2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
参观了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控股的西部
超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超导线材车间，饶
有兴致地了解了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在
稀有金属材料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2010年 7月 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到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视察，了解了西
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及改革改制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体会。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是上世纪 60
年代建成的我国重要的稀有金属材料
研究基地和行业技术开发中心。“十一
五”期间，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在陕西
省委、省政府及省委科技工委、省科技
厅的关心与指导下，实施“科技兴院、人
才兴院、兴院富民、和谐发展”的战略，
坚持科技创新，成功探索了一条转制院
所发展之路。

5年来，该院先后承担国家“863”、
“973”等重大科研项目 210多项，获得省
部级以上成果及专利 300 多项，建设了
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领先水平的科技创
新平台，攻克了多项重大关键技术，为
探月工程、载人航天等国家重大工程项
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与“十五”末相比，2010年研究院综
合收入再创新高，达到 35.2 亿元，增长
3.1倍，其中科技收入 2.7亿元，增长 5.8

倍；总资产 46.88亿元，增长 2.9倍；缴税
总额突破 1亿元，增长 2.4倍；劳动生产
率 133万元 /人·年。以年均 40%以上的
增速，形成了科研、中试、产业三位一
体、良性循环的发展局面。2010年，西北
有色金属研究院荣获“企业自主创新
类”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成为全国
有色行业中首个获此殊荣的企业。

创新发展模式

转制以来，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一
方面保留了从事应用基础研究和工程
化研究的机构和队伍，依托工程中心强
化科研成果验证能力和技术辐射带动
作用，有力地加速了科研成果向科技产
业转化进程。
另一方面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深

入开展体制机制改革。构造了国有资产
控股、无形资产评估入股、职工参股和
管理层持股多元化产权结构，引入资
本、管理、技术、劳动等要素参与分配的
科学机制，形成了具有知识经济时代特
色的分配制度。

以重大项目推动平台建设

“十一五”期间，该院以“建设先进的
稀有金属材料科技创新基地、培养造就高

层次人才基地和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基
地”为主线，积极申请承担“863”、“973”、
“科技支撑计划”等基础应用研究项目
215项，横向课题 259项。

5年间，该院先后取得省部级以上
科技成果 67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 2
项，省部级一等奖 12项、二等奖 18项，
实现科技总收入 6.8亿元，获授权专利
200多项，发表论文 1100多篇。

先后建成“金属多孔材料重点实验
室”、“超导材料制备国家工程实验室”
等 4 个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十多个省级
创新平台。2009年，该院被科技部认定
为“国家创新型企业”。

加快成果产业化步伐

“十一五”期间，西北有色金属研究

院产业直接融资近 12亿元，形成了由
西部材料、西部超导、西部鑫兴为主体
的“三大六中”公司，初步形成了以钛为
主体的新材料规模化生产能力。2010
年，研究院产业规模突破 30亿元，达到
32.5亿元，较“十五”末增长了 3倍，以
超过 30%的增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依托“13115”工程建设的陕西省超
导材料工程技术中心，实现了“高性能
NbTi/Cu和 Nb3Sn/Cu超导线材”的产
业化，产品性能指标全面满足国际热核
聚变反应堆（ITER计划）技术要求，实
现我国超导材料产业规模化生产零的
突破；陕西省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成
了国际先进的钛无缝管生产线和国内
领先的钛板带材生产线；“大型装备用
层状金属复合材料”产业化项目，攻克
了钛 /钢宽幅复合板制备关键技术，建

成了年产 2万 t层状复合材料生产线，
打破国际垄断，年销售收入 5亿元。

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行到底

在未来的 5年，西北有色金属研究
院将以建设创新型科技企业和国际一
流研究院为目标，以提升西北院的自主
创新能力为主线，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瞄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
向，把握国家重点支持的新能源、节能
环保、高端装备制造、低碳技术和绿色
循环经济等所需的新材料研发方向，尽
力抢占高性能结构材料、新型功能材
料、先进超导材料、纳米材料、能源材
料、节能环保等新材料制高点；大力开
发稀有金属材料的短流程、低成本制备
技术和节能、低污染的绿色冶金技术，

力争重点突破一批与国家重大工程相
关的稀有金属新材料关键技术；同时，
保持研究院的军工配套优势，进一步发
挥军工基地的作用，承担更多的国家重
大军工新材料研制任务，全面提升军用
稀有金属新材料和军民两用材料的研
发和生产能力。
当前，陕西省正以建设“创新型陕

西”为目标，全力建设关中—天水经济
区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把科技
创新作为全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
化升级产业结构的核心战略予以实施。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将紧抓“国家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天经济区
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建设”的重
要机遇，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优化
升级产业结构，为陕西省科技体制改革
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典范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十一五”发展纪实

阴本报记者 张行勇 阴徐叔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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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李吉亮
出生在 1972年的赵德刚，如今已是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研究员、博士生报导
老师、2009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1994年、1997年在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系分别获得学士、硕士
学位，2000年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
所获得博士学位，随后留所工作至今。已
经在 Applied Physics Letters等著名学术
刊物上发表 SCI论文 100多篇，国家授
权发明专利 7项，撰写中文、英文专著各
一章。
没有留学、访问等国外痕迹，对于这

份履历，赵德刚总是幽默地称之为“纯本
土科研工作者”。而善于思考，则是这位
“纯本土科研工作者”的最大特点。

做有意义的事

攻读博士学位，对赵德刚来说，是一
个转折。之前，他还在涉足微电子领域，之
后，则开始转向光电子，主要从事GaN基
光电子材料生长与器件研究，特别是对氮
化镓（GaN）基紫外探测器的材料生长机
理、材料物理及器件物理有较深入的理解
和认识。
“GaN材料和器件的研究具有极强

的社会意义，在宇宙飞船、火灾告警、大气
监测、紫外通信等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应用
价值。”据赵德刚介绍，红外探测器有很广
泛的应用，但是红外探测器存在着无法忽
视的弱点：能够发射红外线的物体太多，
很容易受到如太阳光等的干扰；必须外加

低温系统才能工作，而复杂的低温设备增
加了监测系统的重量，也降低了监测系统
的可靠性；抗辐照能力差，很容易受到干
扰和损坏。与之相比，号称“日盲（太阳
盲）”的氮化镓基紫外探测器可以对太阳
光等的干扰视而不见。由于氮化镓材料的
禁带宽度大，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好，
氮化镓基紫外探测器的耐高温性和耐腐
蚀性都远远好于红外探测器，完全可以在
室温、高温和各种苛性环境下工作。而且，
氮化镓基紫外探测器抗辐照能力强，增加
了监测系统的可靠性。“氮化镓基紫外探
测器具有太阳光盲、不需要浅结工艺、量
子效率高、能够在高温和苛性环境下工作
等不可比拟的优点，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做
到虚警率低、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如
果把红外探测器和紫外探测器并行使用，
可以极大增加监测系统的可靠性、准确
性。”
正因为GaN基紫外探测器的广泛应

用前景，紫外探测器的研究对于我国高科
技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赵德刚在这
一领域不遗余力地进行了研究，并三次获
得国家“863”计划、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等重要支持和资助。

推陈出新

博士毕业刚满一年，赵德刚就得到了
国家“863”项目的支持，开展起“GaN紫外
探测器”研究，在材料方面，他发现了刃位
错是重要的载流子散射中心，深入研究了
低温缓冲层生长机制，大幅度地降低了缺
陷密度，本征GaN材料的室温电子迁移率

超过 1000 cm2/Vs，到目前为止，这是国际
报道的最好结果之一。在器件方面，成功制
备出肖特基结构、PIN结构GaN紫外探测
器，以及 1×64元GaN紫外探测器线列，
还发明了几种新结构和新器件。

在接下来的“863”滚动支持和“十一
五 863项目”资助下，他又通过 GaN和
AlN缓冲层的对比研究实验，优化出一
种低温和高温 AlN缓冲层结合的制备
高质量的 AlGaN材料方法，较好地解决
了 GaN 上生长 AlGaN的裂纹问题，还
进一步生长出高质量背照射的探测器
结构材料，并且成功应用于器件制备；
同时，开展了 AlGaN材料中 Al组分的
控制、掺杂机理的研究，还通过对 Al-
GaN的氧化特性的研究，找到了抑制方
法，研究了退火气氛、退火温度、退火时
间等工艺条件，得到了良好 n-AlGaN
和 p-AlGaN的欧姆接触特性；更进一
步研究了铟柱生长和互连工艺技术，实
现了紫外芯片和读出电路的互连，最终
研制出 128×128太阳盲 GaN基紫外探
测器阵列；另外还较好地解决了 GaN
的 P型掺杂问题，研制出大尺寸光敏面
的 GaN紫外雪崩探测器（APD），进一步
拓展了紫外探测器的应用领域。
“器件的基础是材料，材料质量对

器件性能影响极其重要，而研究其物理
性质对改善材料质量有很大帮助。我
还要特别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
持，让我能够自由地进行基础物理性
质研究，把物理、材料、器件紧密结合
起来。”赵德刚这样解释他的研究思
路。近来，他又在氮化铝（AlN）研究上

取得了突破，“氮化铝也是氮化镓的系
列材料，同样是探测器方面很重要的
材料。国际上制备氮化铝通常都要在
1300~1400℃的高温下进行，但由于设
备昂贵，我国只能达到 1100℃的条件。
我一直在考虑能否在常规设备条件下
做出不常规的东西，一直在为此努力，
直到近一段时间，才提出了一种新的
生长原理和方法。”这项成果目前还未
发表，但提及于此，赵德刚依然满怀欣
喜。于“十二五”开局之际有此突破，他对
未来的研究更加自信，也对自己提出了新
的希望，“对材料、物理深入研究，做出更
好的器件。”

作为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科学工作
者，在中国共产党 90岁生日之际，赵德刚
表达了对党的感激和崇敬之情：“我个人
的成长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党的培养和教
育，党营造了和平的发展环境、让我们安
心学习，党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条件、让我
们在国内也能做出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
工作。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早
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勤思致学
———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研究员赵德刚

赵德刚本报讯 创建于“十一五”初期 2006
年的江苏泰宇减速机公司，今年 1～4
月销售矿山采掘、钢铁冶炼、起重运输
等领域专用减速机 2200多台套，产销
额突破 3600万元，创利税 300多万元，
同比均实现了 30%以上的高增长，产销
规模从“十一五”建厂初年的 500 万元
发展到“十一五”末期的 7200 万元，实
现了 10倍以上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全
国减速机制造行业的后起之秀。

减速机作为国民经济多种领域的
机械传动装备，做精做强绝非一日之
功。公司总经理叶明兰介绍，目前我国
规模以上的减速机制造企业近 1万家，
但国产减速机的性能和可靠度与其他
国产机械一样，普遍处于中低端水平，
多数企业的产品处于低水平重复和同
质化竞争的落后状态，时至今日我国的
重大装备和重点工程所应用的高档减
速机多数还是依赖进口。成立 5年来，
泰宇减速机公司创造出一般企业需要
几十年的技术功底和市场信誉度的长
期积累，产品实现了从低端向高端的转
化，不仅经受住了若干重点工程的应用
考验，并成为众多行业替代进口的主导

产品，其核心在于坚持攻坚克难，勇于
突破国内外技术壁垒。

2009年初，上海宝钢集团铸钢工段
一台引进德国的 RUPZA 型高精密硬
齿面平行轴减速机由于超期使用，出现
箱体破裂与齿面严重磨损，而造成系统
局部停产。泰宇公司技术人员采取自
制、自装、外协的三三制原则，终于在不
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为宝钢开发出了一
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精密减速机。

同年，承德建龙水泥厂一台大型水
泥磨机因配套减速机突发故障而被迫
停产，泰宇公司的研究人员通过对箱
体、行星轮、行星架的材质要求、加工精
度及热处理工艺等进行了专项调整，攻
克了铸造、锻压及齿轮加工等一道道技
术难关，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实现交
货，这一独创产品的性能和技术精度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泰宇公司的矿用减速机已被
国内 40多家矿山应用单位列为定型产
品，铸造起吊专用减速机等 30多种专
用新型减速机被鞍钢、马钢等数十家起
重运输公司列为定点配套产品。

（朱小卫 蔡龙章）

江苏泰宇突破技术壁垒
实现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