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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企业要当好科技创新发动机

曾诗阳

向 新 提 质 锻 造 硬 实 力
——京鼎工业专注精密模具细分领域

极智生物推动基因检测技术应用——

数 字 育 种 显 身 手
本报记者 刘 成

□ 本报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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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深圳市坪山区的深圳市京鼎

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展厅，形态、功

能、用途各异的工业产品一应俱全，既有小

到拇指盖般的高精度感应零部件配件，也有

比成年人还高的机电一体化汽车零部件。

京鼎工业董事长黄志强说：“它们都脱胎于

各种各样的模具。模具被誉为‘工业之母’，

工 业 产 品 依 赖 模 具 生 产 的 比 例 达 75% 至

85%，在汽车、电子等高精度制造领域更是接

近 90%。这一比例随着智能制造和材料技

术创新仍在持续增长。”

京鼎工业是一家在精密制造领域坚持

自主创新，为全球知名品牌提供从定制化

模具开发、精密注塑到产品总成一站式服

务解决方案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

级 专 精 特 新“ 小 巨 人 ”企 业 。 截 至 2024 年

底，公司拥有授权专利 154 件，其中发明专

利 29 件，产品远销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覆

盖汽车零部件、医疗设备、智能清洁机器人

等多个领域。

抢先一步

“上世纪 90 年代末，珠三角地区制造业

爆发式增长，模具需求激增，相关配件利润

空间可观。尤其深圳凭借政策红利和毗邻

香港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入

驻，模具行业前景广阔。”黄志强说，看准这

一机遇，1998 年 5 月他揣着东拼西凑来的

3 万元资金，开着一辆破旧皮卡车从家乡来

到深圳，开启了创业之旅。

初到深圳半年，黄志强便掘得“第一桶

金”。他与福建一家工厂合作，帮其生产用

于固定机床工件的平口钳。该产品能确保

工件在机床加工过程中始终保持在稳定、

精 准 的 位 置 ，受 到 客 户 青 睐 ，订 单 源 源

不断。

“凭借这些订单，我在深圳开了一家模

具配件门店。”黄志强说，经过 1 年多用心经

营，门店生意日渐红火，员工从最初的 3 人扩

充到 20 余人。

随着业务发展，黄志强不再满足于单一

的贸易领域。2004 年，在两位模具专家的支

持下，他创立了京鼎工业的前身——精森源

模具（深圳）有限公司，从贸易商升级为实体

制造商，专注出口级“商品模”。公司多次为

欧美车企供应汽车配件，逐步建立起良好的

行业口碑。

2012 年，京鼎工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

机。黄志强说，“公司凭借多年来在模具制

造方面积累的技术经验，获得德国一家知名

汽车公司的认可，并被指定为提供汽车钥匙

模具开发服务的特定供应商”。

“汽车钥匙模具制造工艺对精密度、稳

定性、密封性的要求都很高。”京鼎工业总经

理杨明热告诉记者，一款合格的车钥匙模具

齿形轮廓与设计理论轮廓之间的偏差要求

控制在±0.01 毫米之间，仅为人类头发丝直

径的七分之一，以确保车钥匙在插入锁芯时

能够精准匹配。而从功能性与用户体验感

考量，模具生产需采用双料注塑工艺，通过

特殊的注塑模具设计与注塑机控制，使两种

不同材质在注塑过程中实现无缝融合，保证

量产时无分层、色差。

为了达到客户要求，京鼎工业投资数

千 万 元 搞 研 发 ，不 断 完 善 产 品 细 节 ，对 温

度、压力等上百项参数进行毫秒级精准控

制，最终打造出达标的汽车钥匙模具。“公

司由此成为这家知名汽车公司在中国地区

车身模具和电子精密塑胶件的首家民营企

业供应商，获得了一张长达 10 年的量产订

单。”杨明热说，“通过这次合作，公司在流

程管控、质量标准等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

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带来了更多市场

机会，在欧美高端汽车制造领域影响力不

断扩大。”

拓展市场

“我们的产品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其品

质直接关乎国家制造业的竞争力，这份责

任感始终鞭策着我们必须把技术做深、把

产品做精。”黄志强说。抱着这样的信念，

京 鼎 工 业 在 技 术 研 发 的 道 路 上 不 断 攻 坚

克 难 ，实 现 了 在 高 端 模 具 领 域 的 技 术

突破。

“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很多发达国家

占据绝对优势。”黄志强说，比如，急冷急热

模具技术这项直接影响注塑产品精度和效

率的核心工艺，由于技术研发难度大、对设

备和材料要求高，以及需要技术积累和专业

人才支持，长期以来被发达国家牢牢掌控，

形成了技术壁垒。

“一定要打破这一现状。这不仅关乎单

个企业的竞争力，更关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

产业链中地位的提升。”黄志强说。2018 年，

公司正式立项研发急冷急热模具技术。在

研发最艰难的阶段，团队常常工作到次日凌

晨，反复调试参数、优化设计方案。经过上

千次试验，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终于成功

开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急冷急热

模具系统。

黄志强说，该技术能够快速冷却或加

热模具，让模具型腔各区域温差均匀并快

速 固 化 ，使 产 品 在 物 理 性 能 上 更 加 可 靠 。

同时，可快速完成产品注塑成型，周期缩短

约 30%，间接降低了生产成本，并使得塑胶

在模具内快速流动和固化，减少了表面瑕

疵和缺陷的产生。此外，该技术还具有环

保优势，可减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和

污染物。

立足积累的技术优势，京鼎工业拓展市

场的步伐不断加快。2023 年，一家中外合资

车企发现其推出的一款已上市车型出现车

门结构设计缺陷，导致车门在开关时可能出

现异常，严重影响了产品安全性和品牌形

象。“这导致这家车企生产线被迫停产，损失

巨大。紧急关头，他们向我们发来‘求救信

号’，希望我们助其攻克难题。”京鼎工业副

总经理黄远辉说，“时间紧任务重，公司迎难

而上，仅用 3 天时间就完成了模具开发并交

付方案。这次合作不仅让这家企业扭转了

以往‘进口更优’的固有认知，也让更多企业

了解了我们的技术实力，赢得了越来越多客

户的认可。”

为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京

鼎工业在瑞士成立了欧洲总部，致力于打

造集市场拓展、客户服务、技术研发、模具

制造、注塑生产、行业交流、人才培养于一

体 的 区 域 性 资 源 平 台 ，进 一 步 拓 展 海 外

市场。

持续创新

“技术创新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驱动力，我们始终将自主创新作为企业发

展的生命线。”黄志强说，公司已构建覆盖模

具研发、精密注塑、模具表面处理的完整技

术体系，研发投入连续 7 年超营收 5%，研发

人员占比达 30%，实现了多项关键技术突

破，推出多款创新产品。

“客户的需求就是创新的起点。”黄远辉

说，随着汽车产业发展，隐藏式车门把手逐

渐成为新

能源汽车的

标 配 ，它 不 仅 更 简 洁 美

观，还能有效降低风阻系数，减

少运行时的能量损耗。公司受国内

知名车企邀请，为其某款旗舰车型打造隐

藏式车门把手，推动了公司在智能汽车外饰

件领域的技术专利布局。

“为突出科技感，车门把手外观做了透

光品牌标识的设计。拉开把手，标识在灯光

照射下可清晰呈现。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解

决材料的高强度和高透光性是一大挑战。”

黄远辉说，传统隐藏式车门把手多采用金属

或普通塑料材质，单独使用这类材料难以实

现透光效果。经综合考虑，公司选择以普通

尼龙结合尼龙透明材料制作，不仅确保足够

的机械强度以应对频繁开合，还能拥有近

90%的透光率。

“由于尼龙透明材料的特殊性，导致其

与其他物体接触时的吸附力弱，直接影响到

材料润湿性、涂层附着力等关键性能，使注

塑过程中容易出现熔接痕、填充不足等问

题，对产品的良率和性能都会造成影响。”黄

远辉说，为解决这些问题，公司研发团队花

费 1 年多时间不断优化注塑方式，最终推出

一种同步注塑工艺，使得两种材料从同一注

塑机的不同注塑单元同时注入模腔。该工

艺能通过精确控制两种材料的注塑量、速度

和压力等参数，确保它们在模具内均匀混

合，实现更好贴合。

“为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公司在坪山区

建设的‘京鼎未来中心’2024 年投入使用，

配备了先进的研发设施、智能化的办公环

境以及完善的配套服务。”黄志强说，基于

这一平台，公司将充分挖掘并发挥在精密

模具领域的自主创新优势，不断加大研发

投入，将其延伸至更广阔的产业空间，力争

在 未 来 10 年 实 现 营 销 收 入 突 破 百 亿 元 的

目标。

企业一手连着实验室，一手连着

生产车间，是打通技术和市场的关键

角色，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尤其是领

军企业，理应肩负起科技创新领头羊

的责任。

领军企业往往具有强大研发实

力、核心技术优势、高市场占有率和行

业 影 响 力 ，是 创 新 体 系 中 的 重 要 力

量。中核集团“华龙一号”带动高端装

备制造业整体升级，产业链自主可控

能力大幅提升；广汽埃安联合上下游

企业共同构建高效供应链体系，零部

件生产与整车制造紧密协同；新希望

集团和华中农业大学共同培育高蛋白

玉米，减少对进口大豆的依赖⋯⋯近

年来，一批领军企业搭建平台、整合资

源、共享技术，带动产业链大中小企业

在技术攻关、效率提升等方面取得新

突破。与此同时，有些领军企业在与

科研院所的合作中创新主导权不足，

导致研发方向和市场需求存在脱节；

有些领军企业之间沟通机制、共享机

制不完善，出现联手反而失手的现象，

这些都影响了领军企业创新引领作用

的发挥。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挥

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作用，加强企业主

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更好发挥龙头

作用，领军企业要当好科技创新的“发

动机”。领军企业不能满足于“追赶

式”创新，要做“定义式”创新，因此，增

强自身创新能力尤其重要。比如，在

资金方面，要确保充足稳定的长期研

发投入，不短视于当下市场回报，加强

对基础研究等方面的投入，向创新链

前端延伸；在人才方面，要完善薪酬绩

效、评价考核和容错机制，吸引和培育

技术骨干、复合型人才、国际专家，激

发其创新积极性。通过多措并举，争

取率先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扮演好创

新决策主导者的角色，带动原创性创

新成果不断涌现，引领技术演进方向。

要当好产业转型的“风向标”。领

军企业要向国家所需上转，锚定国家重大战略，敢于“揭榜挂

帅”参与重大科技任务，敢于承担高风险、长周期的科研项目；

要向发展所需上转，前瞻性布局新兴产业，主动淘汰落后产

能；要向市场所需上转，积极拓展新业态新模式，找到新的增

长点，不仅满足市场需求，还要创造和引领市场需求，引领产

业升级。

要当好促进协同的“吸铁磁”。领军企业具有较强的行业

号召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一方面要联合高校、科研院所构建创

新联合体，建立长效稳定的合作机制，发挥比较优势，开展产

学研融合攻坚，加速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的转化衔接。另一

方面要发挥“链主”作用，拉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开展技术攻关，

形成“大企业搭台、小企业创新”的良好生态。比如，大企业搭

建数字化平台，面向中小企业共享资源和能力，切实帮助中小

企业降低创新成本，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

位于青岛高新区的山东极智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内，技术人员

用超薄切片机处理一片植物根尖样

本，肉眼难辨的根尖组织截面图在显

示屏上呈现层层叠叠的彩色网格，像

一幅抽象派油画。

“这是空间条形码芯片，每一个

点对应组织的一个坐标点，用来检测

基 因 在 染 色 体 上 的 空 间 位 置 和 信

息。切片后，RNA（核糖核酸）会带

着‘地址标签’进入测序仪，还原出基

因表达在空间上的‘热力图’。”极智

生物技术员潘宏伟告诉记者，这种时

空 转 录 组 切 片 技 术 处 于 行 业 领 先

水平。

作为基因检测领域的高新技术

企业，极智生物主要从事数字育种

CRO（合同研发组织）服务及高产优

质+耐逆+抗病小麦新品种创制研

发。“公司基于自主搭建的功能基因

位点数据库、先进的基因检测技术平

台、AI 驱动的精准育种预测算法以

及快速繁育平台，为科研机构和种企

提供‘基因型体检—最优亲本组配—

快速纯合—GS（全基因组选择育种）

品种早期选择’的精准育种解决方

案，助力育种企业缩短育种周期、降

低育种成本、提高育种效率。”极智生

物总经理徐凤凤介绍。

瞄准行业难题，极智生物持续开

展技术攻关。“以时空转录组切片技

术为例，样本处理环节困难重重。”潘

宏伟说，植物组织的结构复杂，不同

细胞类型和组织层次紧密相连，在切

片过程中极易造成组织变形、RNA

降解等问题，严重影响后续基因表达

信息的准确获取。为此，技术团队进

行了上百次实验，尝试多种切片方法

和样本固定液配方，最终找到一种能

够最大程度保持组织形态完整、减少

RNA 降解的处理方案。

时空转录组切片技术的成功应

用，使科研人员能够深入了解植物基

因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的表达模

式。“例如，在研究小麦应对干旱胁迫

时，通过该技术可以精准定位到哪些

基因在根部的特定区域表达上调或

下调，从而为培育耐旱小麦品种提供

理论依据。”潘宏伟说。

数据处理和分析也是极智生物

重点研发的方向。“海量的基因数据

如同杂乱无章的信息海洋，如何从中

快速准确地筛选出与育种相关的关

键信息，以及如何将基因数据与传统

育种表型数据有效整合，都是需要破

解的难题。”潘宏伟说。

为此，极智生物组建了一支包括

生物信息学专家、数据科学家和育种

专家在内的跨学科团队，自主开发了

一套数据预处理和分析流程，利用先

进的数据挖掘算法和机器学习技术，

能够高效地从海量基因数据中提取

关键信息，并将其与表型数据进行深

度融合。

在不断实践中，极智生物逐步完

善基因检测技术平台和 AI 育种预测

算法，推动育种过程更加精准化和智

能化。“根据基因检测结果，企业对育

种材料进行精准筛选，避免了传统育

种中大量的盲目试错过程。以前，培

育一个新品种可能需要 8 年至 10 年，

现在借助新技术，育种周期可以缩短

至 3 年至 5 年，育种成本降低约 30%

至 50%。”徐凤凤说。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技术研

发能力是核心竞争力。“我们努力通

过整合各方面资源，建立一个全链

条系统化工程化的育种系统。”徐凤

凤 说 ，公 司 将 积 极 推 进 高 产 优 质 +

耐逆+抗病的小麦突破性新品种创

制工作以及优良底盘品种的快速定

向改良工作，力争通过 2 年至 3 年的

时间，完成多个优良基因聚合的小

麦品种培育。极智生物技术人员在实验室工作。 （资料图片）

京鼎工业计算机

数字控制技术精密加

工车间。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