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仅有 8 名员工的小作坊，成长为一家

服务范围涵盖冶金建材、石油石化、发电供

电、交通运输、装备制造、国防军工六大领

域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河北瑞

兆 激 光 再 制 造 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用 了

15 年。

通过持续研发激光熔覆材料、激光表面

强化等核心技术，挖掘产品全生命周期价

值，瑞兆激光公司修复和再制造的机电设备

性能和质量均达到甚至超过原产品，与制造

新产品相比，实现节约成本 50%、节能 60%、

节约原材料 70%。

“机电设备再制造是一个资源高效利

用的产业，如果发展思路不能紧跟时代步

伐，技术不能走在全球科技前沿，就不可能

做出大的成绩。”瑞兆激光公司董事长韩宏

升说。

攻关核心技术

在瑞兆激光公司激光熔覆车间的工作

台前，流动天车吊来一个转子，员工们深度

清洁处理后，启动高精度激光熔覆设备，进

行多道高精度机加工工序，原来锈迹斑斑的

转子变得光亮如新。

“这是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使用的透平机转子。这种用特殊合金材料

铸造的转动件，每个重达 17 吨，新件价值约

860 万元。由于受力大、工况差，一般运行两

年就得更换。”瑞兆激光公司激光熔覆车间

主任苏艳丽告诉记者，公司通过开发熔覆新

材料和增材制造新工艺，实现该转动件整体

再制造，其性能、寿命和安全系数不低于新

品。公司与首钢达成长期服务协议，6 年累

计实现 156 台套机电设备再制造，为该企业

节约生产成本 5000 多万元。

“钢铁等生产企业因为大型机电设备的

某个关键部件磨损，不得不花大额资金更换

新的配件，甚至重新购买整套设备，不仅支

出大，而且影响生产效率。此外，还有许多

机电设备因维修技术落后遭到淘汰，造成巨

大浪费。”韩宏升说，通过激光再制造技术让

废旧机电变废为宝，能够解决企业的燃眉

之急。

要在机电设备再制造领域站稳脚跟，抢

占技术制高点尤为重要。瑞兆激光公司成

立了院士工作站，并与 10 多家科研院所联合

建立了科研创新平台，进行核心技术攻关，

广泛开展激光熔覆技术及熔覆材料的研究

和运用。

津西钢铁公司是瑞兆激光的第一个客

户，从签订第一份修复高炉煤气余压透平

机（TRT）合同到今天，双方已经合作了 15

年。津西钢铁公司动力厂厂长杨少勇说：“刚

开始，瑞兆激光介绍，他们修复的再制造设

备的使用功能和运行周期与新设备相差无

几，我们觉得是天方夜谭。事实上，我们的

设备经他们修复后完好如新，并且又用了

7 年，超过了一套全新

设备的使用期限。”尝

到甜头后，津西钢铁

公 司 与 瑞 兆 激 光 公

司逐渐形成了长期

合 作 关 系 ，节 省 了

巨 额 设 备 购 置 费

用 ，也 减 少 了 因 更

换设备带来的停工

损失。

通 过 不 断 加 大

技术研发力度、提升

研发能力，瑞兆激光公

司激光熔覆、绿色清洗、

拆 解 装 配 、机 械 精 加 工 、

高 速 动 平 衡 实 验 等 再 制 造

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共推

出汽轮机、轴流风机、离心风机、地

面燃机、电动机等 8 类拳头产品，再制造

零部件达到 600 多种，获得国家专利 69 项，

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5 项。

激发创新活力

“生产装备和使用装备的企业有千万

家，对装备实施再制造的企业却很少，我们

在学习其他企业做法和经验的同时，要开拓

思路，稳步走好自己的创新发展之路。”韩宏

升和管理团队一直把创新作为增强企业竞

争力的动力源泉。

瑞兆激光收到过一封来自辽宁沈阳沈

鼓集团的感谢信，信中高度赞扬瑞兆激光积

极协助沈鼓集团为 10.5 万空分压缩机实现

国产化所作出的贡献。

10.5 万空分压缩机是为煤化工、石油化

工、冶金等行业提供动力的关键设备，过去

一直被国外垄断。沈鼓集团在攻关该设备

的国产化过程中，瑞兆激光公司负责压缩机

转 子 加 工 、叶 片 装 配 和 高 速 动 平 衡 检 验

检测。

为了完成协同制造任务，瑞兆激光公

司调集多名技术人员组成 3 个小组，与有关

专家一起设计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方案，

协助沈鼓集团顺利完成了第一台 10.5 万空

分压缩机的生产试制任务，并实现设备成

本 大 幅 降 低 。 在 第 二 台

设备研制中，瑞兆激光根

据多年来轴流压缩机改造

升 级 和 再 制 造 形 成 的 大 数

据，对原设计方案进行了改

进。“改进后，转子重量由原来

的 36 吨减少至 22 吨，不仅节约

了金属资源、降低了能源消耗，

而且使机组整体性能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韩宏升说。

创新已经成为瑞兆激光公司员工的

自觉行为。近些年，立足激发全体员工创新

活力，瑞兆激光实施全员创新工程，支持员

工开展实用技术研发创新，创建了创新工作

室和技能大师优秀技艺传承工作室，并通过

技术比武、技能测试和业绩考核，让技术能

手、创新能手脱颖而出。

激励机制逐步完善，创新成果不断涌

现。企业成立以来，瑞兆激光共取得技术革

新成果 168 项、自主研制工装 119 台套，形成

了透平机、轴流风机、汽轮机、大型电机等机

电设备再制造成套技术体系，构建起机电再

制造全产业链服务体系。

“ 作 为 高 科 技 企 业 ，必 须 加 快 创 新 步

伐，时刻保持核心技术领先。”韩宏升说，瑞

兆激光将瞄准动力机电设备高端再制造、

智能再制造、在役再制造等，持续创新激光

再制造系统集成化技术，进一步提升再制

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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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因短期波动看空中国车市

坐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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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瑞兆激光公司专注研发激光再制造技术——

让 废 旧 机 电 转 动 起 来
本报记者 宋美倩

近日，坐感科技有限公司

因 为 一 把 特 制 的“ 护 航 椅 ”

火了。

4 月 16 日上午，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

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人们

在电视直播画面中看到，3 位

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并“躺

坐 ”在 一 把 白 色 的 椅 子 上 接

受 大 家 的 祝 福 和 记 者 的

采访。

这 把 特 制 的 椅 子 正 是 由

坐感科技创始人、总经理陈敏

和他的研发团队历经半年多

研发改制的“护航椅”。“用起

来安全，坐起来舒适，带起来

便携，还能适应恶劣环境，这

些都是这把椅子的特点。”陈

敏介绍。

航天员返回地球出舱时，

为何都需要一把椅子？据专

业人士介绍，航天员由于长时

间处在太空的失重环境中，在

回到地面后要进行重力再适

应 ，需 要 坐 在 椅 子 上 被 抬 着

走。于是，这把“护航椅”便成

了航天员着陆救援中的一部

分，在航天员休憩、移动、交流

等各种状态下起到全身承托

的作用。

从 生 产 第 一 批 办 公 转 椅

到研制“护航椅”，坐感科技准

备了 20 余年。

在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始

终心无旁骛，致力于研发健康

坐具关键技术，逐步成长为一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旗下多

个 品 牌 的 产 品 受 到 消 费 者

青睐。

坐感科技之所以能接到“护航椅”这个特别的任务，与其

本身的研究方向有着密切的关系。“2020 年，我们明确了要以

康复、脊椎医学等学科为基础的人体生物力学，作为研发健康

座椅的理论基础。”陈敏告诉记者，由此，企业推出了人体生物

力学椅，为用户的头颈腰臀提供全面缓冲支撑，让用户获得

“零重力”体验。这款人体生物力学椅的设计理念，恰好与航

天员返航后所需要的减重力模式相符。

“能实现有效的低重力全身承托，并协助航天员重力再

适应，是我们研发‘护航椅’时关注的重点。”陈敏介绍，在研

发过程中，企业从航天员的细节感受和安全保障入手，移动

式的安全绑护、航天员穿着不同航天服时的头部支撑状态、

坐 躺 卧 时 从 头 到 脚 的 各 种 有 效 支 撑 方 式 ，都 要 一 一 设 计

验证。

同时，由于航天员的着陆环境为荒原或戈壁，气温等自然

环境变化极端，研发团队要对室内使用的椅子进行极端环境

适应改造。此外，由于航天员从着陆到抵达基地过程中，需辗

转多地并应用多种交通工具，因此，在设计过程中，还要考虑

椅子轻便可背负，并能适应航天员的各种状态改变，保证椅子

能整体进入、安放和移动。

坐感科技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4 月份，我国汽车产销仅分别完成 120.5 万辆

和 118.1 万辆，同比下降 46.1%和 47.6%，创近

十年来汽车月度销量新低。对此，不少人看

空未来中国车市走向。

观察一个行业的变化，不能只看当前数

据，还要分析具体原因。毕竟，这是新冠肺

炎疫情多点散发，上海、吉林等地车企停产，

物流运输受到较大阻碍，生产供给能力急剧

下滑导致的极端情况。两年多的抗疫实践

告诉我们，只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

把疫情“防”住，就能越早恢复生产，实现产

业的稳定发展。眼下随着各地疫情缓解，

企业正在加快复工复产步伐，抢抓 5 月份和

6 月份关键窗口期，弥补损失的产销量。可

以预见的是，接下来几个月产能就能得到较

大程度恢复。

事实上，随着三四月份疫情在多地扩

散，此前行业对 4 月份全国汽车产销量大跌

已有心理准备。当年武汉疫情暴发后的头

两个月，汽车市场也出现过类似暴跌情况，

但全年产销分别实现了 2523 万辆和 2531 万

辆。要看到，即使在这被腰斩的数据里，仍

浮现出了一些令人振奋的亮点。比如，4 月

份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销 分 别 达 到 31.2 万 辆 和

29.9 万辆，同比增长 43.9%和 44.6%，市场占

有率达到 25.3%。与此同时，自主品牌乘用

车销量虽然只有 55.1 万辆，但市场份额达到

57%，上升 14.9 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汽车

产业结构调整在加快，自主品牌竞争力在

提升。

中国已连续 13 年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市

场，年产销量已多年稳定在 2500 万辆以上。

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汽车千人保有量

并不高。尽管受环境压力、交通资源等因素

约束，我国汽车千人保有量不可能和美国、

日本一样多，但市场仍有潜力可挖。

问题在于，如何将潜力转化成真实有效

的需求，并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从国家层

面来看，国务院办公厅已下发《关于进一步

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

多处涉及汽车消费，鼓励各地通过法律、经

济和科技手段调节汽车使用，逐步取消汽车

限购，以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

用管理转变。从地方来看，一大批促进汽车

消费的政策也在陆续出台。比如，广东省对

于个人消费者在规定时间购买以旧换新推

广车型范围内的新能源汽车新车，给予 8000

元/辆补贴，同时，广州增加 3 万个购车指标、

深圳增加 1 万个购车指标，优化汽车购买管

理。沈阳则一次性发放总额 1 亿元的汽车消

费补贴。虽然这些措施不一定完全符合每

个消费者预期，但表明了政府促进汽车消费

的态度，推动汽车产业更好地创新发展，从

而稳住宏观经济基本盘的决心。

超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和尚未充分挖掘

的消费潜力，自然也会吸引跨国公司加大在

中国市场的投资。继宝马集团将合资公司

华晨宝马股份增持至 75%，并投巨资在中国

新建全球最先进的数字生产工厂和德国本

土之外最大的研发体系之后，最近博世宣布

加大在中国市场投入，仅今年就新增 4000 个

岗位，而马斯克则称“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市场”，“从长远来看，它可能占我们市场

的 25%到 30%，并将扩大上海的工厂产能”。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这样的言行无一

不凸显出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长潜力与魅力。

更重要的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全球汽车产业正在重

塑。中国汽车市场不仅规模大，而且韧性

足、潜力大。特别是一些跨界力量勇敢进

入新能源汽车领域，形成了一股“造车新势

力”。他们的进入带来了新的理念、新的思

维、新的技术，开阔了人们的思路，激发了

产业更大创新活力，至今还没有看到第二

个国家有这样强大的势头。这既是中国的

一 大 特 点 ，也 是 一 大 优 势 ，由 此 孕 育 的 动

能，不仅给这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行业带来

新的想象空间，

而 且 使 得 中 国

有 望 成 为 引 领

全 球 汽 车 产 业

变 革 的 主 导 力

量。因此，没必

要 因 短 期 波 动

看空自己，而是

要 在 新 的 赛 道

上跑出实力，展

现风采。

瑞兆激光公司场景瑞兆激光公司场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在研制 10.5 万空分压缩机过程中，瑞兆激光公司进行

压缩机转子高速动平衡检验检测。 （资料图片）

4 月份，我国汽车产销创近十年来月度销量新低，这只是疫情多点散发

导致的非常态。我国汽车市场规模大，而且韧性足、潜力大，不仅没必要看

空，还应积极做多。特别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汽车

产业结构调整在加快，自主品牌竞争力在提升，创新动能在增强。历史经验

告诉我们，在困难时期，要“不畏浮云遮望眼”，才能实现超越和领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