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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

2011 年 7 月，经过半年多的谈判和协
商，荀靓终于拿下了创业以来的第一单。
他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起死回生，因为就
在 6 月份，公司账面上的钱只剩下 6000 多
元。如果再不开张，无论是财务还是创业
信心，都面临着崩盘。这笔订单让公司得
以存续，随后一路逆袭。年底，荀靓发了一
条微博：专利来了，客户来了，合同来了，
2011年收官小阳线⋯⋯

创业 1 年有余，曙光终于出现了。当
初已经跻身外企管理层的荀靓，发现自己
掌握的专业技术基本没有用武之地，好想
法也很难付诸实施，生活平淡有余而惊喜
不足。可是“青春需要不平静”，于是他就
辞掉工作，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

出资成立了北京拓目科技有限公司，在清
华科技园一座办公大楼地下室开始研制图
形图像处理产品。

创业艰难，生活状态也要调整。荀靓的
工作时间从原来5天的朝九晚五变成了现在
的“7乘24”，从过去只对一个职位负责到现
在对整个公司负责。刚开始，失败总是接踵
而至，但只要双手接触久违的电路板，脑子
里想着电路图，荀靓感觉很踏实，身体也活
泛起来。他在微博中不断给自己鼓劲：“不
能被一次失败击倒，失去激情就真的败了。”
从最初依靠承接外部研究项目接济公司产
品研发，荀靓和团队把产品一点一点做大，
到现在公司已经有几条主要的产品线，不少
产品已经成了行业的隐形冠军。

高速照相存储数据获取一直是困扰行
业的难题。高速相机拍照每秒可达上千
帧，可原有的存储设备只能提取结果数据
而非具体的图像数据，而不少实验数据需
要具体到每一帧图像。荀靓和团队研发的
高速存储设备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并
将过去采集卡加 PC 机臃笨的采集模式集
成为可直接嵌入相机的设备，实现了便携
化。如今这个小而精的设备可以方便地用
在航拍中。

从高速存储设备到高度兼容的流媒体
服务器，从多媒体录播一体机到超大分辨
率图像压缩模块，荀靓和团队一直针对用
户的需求开发和完善产品。他说：“用户使
用产品时那种喜悦的心情就是我们研发的

动力。我们是技术型团队，既然无法在销
售上作更多的承诺，就只能把产品质量做
得过硬。”

荀靓也说，以前总以为只要产品好，就
会有买家，后来开始明白“好酒也怕巷子
深”。目前，他正在摸索怎样把自己的产品
推荐给更多的用户。对一个“技术宅”来
说，这也是一种艰难而可贵的成长。

从 2010 年 8 月至今 3 年过去了，荀靓
和他的团队成功躲过了流传于中关村创业
团队中那句“创业 3 年不成即死”的魔咒，
经营渐入佳境。如今，创业队伍已经从当
初的 3 人发展到了 20 多人。他说非常期
待下一个 3 年，也希望产品能够产生更多
的效益。

“一开讨论会，搞电袋除尘

的和布袋除尘的都坐不到一起

去。”采访中一位电厂负责人如

是 说 。 一 个 技 术 分 歧 竟 如 此

“水火不容”，可见它已不是一

个简单的技术纷争了。长期从

事电力系统火电厂设备试验研

究 工 作 的 江 得 厚 教 授 感 慨 地

说：“目前我国环保行业环境有

些复杂，很多竞争都不是单纯

的技术竞争。我们呼吁应该用

技术、用经济规律来竞争，而不

是别的。”对我国环保领域的创

新型民营企业来说，面临的一

个最大难点，就是缺乏公平的

竞争环境。

PM2.5 的严重污染对我国

袋式除尘行业而言既是大挑战

也是大机遇。许多新技术新产

品正跃跃欲试打算以实力说话，

赢得市场。可以赫宸为代表的

新秀们，虽技术不俗、敢闯敢拼，

却普遍面临创新优势难以在竞

标中被认可，优良技术缺乏平台

示范推广的难题。

一边是人们对于空气质量

改善的急迫，一边是好技术难以

大施拳脚的无奈，无论是民众、

企业和专家都广泛呼吁：污染企

业和环保企业应联起手来推广

高效、实用、经济的技术，还百姓

一片蓝天！好技术能否顺畅地

打入市场有赖于公平的市场竞

争环境，这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要除空气之霾，先得把不利

于好技术应用的机制之“霾”除

掉，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使好技术发力，为创新松绑。相

信除了这种“霾”，蓝天白云必将

早日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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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春 需 要 不 平 静
本报记者 温宝臣

一匹黑马如何冲破“霾”伏
本报记者 董碧娟

“遛狗不见狗，狗叫我才走。”这是
网友们面对近期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
区再次遭遇持续性雾霾的吐槽，其背后
是人们对于空气质量的忧虑和无奈，科
技人员也从中听到了对科学治霾的热

切期盼。近年来，在我国电力工业除尘
领域杀出了一匹黑马——北京赫宸环
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专门治霾的主要
来源——火电厂大型燃煤锅炉等高温
烧损的烟尘。他们自主创新的袋式除

尘技术，可使烟尘排放浓度降为国家标
准的1/6，且节约成本、操作简洁，已在
全国30多家燃煤电厂成功应用，好评
连连。这匹黑马究竟如何冲破“霾”
伏？且看本报记者发自一线的报道。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袋式除尘研
究一直在业内颇有名气，让许多学子
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成果，北京赫宸环
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健飞
就是其中一员。本世纪初，德国等国
外企业的袋式除尘设备依靠高效率
除尘在国内电力领域备受追捧。而
在国外，这种新型除尘设备也早已广
泛应用。当传统技术面临挑战，新兴
技术受制于人时，赵健飞和他的团队
先人一步瞄准了这个创新之靶。

袋式除尘的基本原理是以粉尘
过滤粉尘，通过滤袋表面形成的粉
尘层净化气体。大粉尘自动落入灰
斗，小粉尘粘附在滤袋上充当过滤
层。当粘附的粉尘积累到一定程
度，就依靠压缩空气的动力像抖面
粉袋子一样将其抖落。可三抖两
抖，不仅耗能，滤袋寿命也难持久。
曾有电厂 1 年换了 3 次滤袋，花费
都够再造 1台除尘器。

赫宸决心走出一条巧路，那就是
以已经处理的烟气替代压缩空气，由
滤袋内表面吹向外表面，由于清灰压
力小，滤袋处于静态，在滤袋外表面和
粉尘层之间形成气化层，破坏了粉尘
层与滤袋外表面的粘附力，粉尘层自
然脱落。由此一来，减少了滤袋因抖
动产生的损耗，源头上解决了压缩空
气中“氧”对滤袋的化学损伤，降低了清
灰能耗。同时，他们还要研究一系列
新技术，降低成本、提高效能，让电厂无
需在经济利益和环保之间二选一。

然而，面对复杂的工程环境，这
一巧路子还需狠下苦功摸索完善。

“技术的成熟只有通过发明人与用
户的互动来实现。”赵健飞感慨地
说。他们带着技术到京能集团的内
蒙古京泰电厂试验时，确实吃了一
番苦。用赵健飞的话来说，就是“吃
住在除尘器上”。

由于电厂位置偏僻，他们每天
得开 600 多公里的车。20 多个工
程师们全部集设计、司机、采购、施
工于一身，连续多天每天只睡不到
两个小时。为节省时间，用餐只吃
方便面。30 多米高的除尘器，每天
要上下 30 多趟。女工程师董淑玲
经历过许多艰苦工程，却在这一次
默默淌下了眼泪⋯⋯

创新的苦与泪没有白费。赫宸
技术应用之处，用户们的掌声接连
响起。山西漳山电厂是国内第一个
采用静态除尘技术的 60 万千瓦级
用户，电厂相关负责人郎鑫炎说，应
用赫宸的技术，出口粉尘浓度稳定
保持在 13mg/m3左右，低于国家最
严标准 20mg/m3。相比传统除尘
技术，滤袋寿命延长了一倍，每年能
节省 695 万千瓦时电，节约运营成
本 250万元。

山西阳光发电有限公司张润成
告诉记者：赫宸的除尘器系统简单、
运行操作简洁。他们原创的密封阀
门，可实现不停机切换检修，保障了
电厂工作正常运行。除尘效果好，又
经济实用！

技术过硬，商业模式也不
能 落 伍 。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今
年出台政策，对采用新技术进
行除尘设施改造、烟尘排放浓
度低于 30mg/m3（重点地区低
于 20mg/m3），并 经 环 保 部 门
验 收 合 格 的 燃 煤 发 电 企 业 除
尘成本予以适当支持，电价补
偿 标 准 为 每 千 瓦 时 0.2 分 钱。
依 靠 这 一 政 策 ，如 果 是 单 台
600MW 机组，年补助金额大体
为 600万元。

敏锐的赫宸牢牢抓住这一
机遇，积极尝试ＢＯＴ模式，即
自筹资金建设除尘设施，靠电价
补偿收回投资并盈利，最后转交
污染企业经营，既减轻了污染企
业投资压力，又为环保企业带来
效益。对于这一模式，赵健飞还
有深一层的考虑：依靠 BOT 相
当于给自己搭建了证明技术实
力的平台，倘若技术差、成本高，
谁敢挑这个大梁？抓住 BOT 机
遇打响企业品牌，进一步为他们
的工程总包开拓市场，再力争用
原创技术敲开国外市场大门，赫
宸团队充满了干劲。

资本的眼睛最为敏锐。灵
活的发展思路，为手握优势技术
的赫宸再添竞争筹码，资本的青

睐随之而来。以支持早期高科
技企业著称的启迪创投首先递
上了橄榄枝。启迪创投投资经
理赵宇博士告诉记者：“节能环
保行业在风险投资领域叫好不
叫座。这些项目普遍偏工程性，
时间长、回报慢。许多大型企业
又占据了很大市场，初创期企业
发展很不容易。”正因为此，启迪
创投对环保企业的考察更为严
谨。“之所以投资赫宸，不仅因为
他们的技术具有原创性和独特
性，还因为他们拥有一支敢想肯
干的团队。”

除了启迪创投，中关村创
投、国家发改委引导基金富汇创
投资、银杏天使基金等投资机构
纷纷前来，用富有耐心和智慧的
投资力助赫宸在短时间内将技
术优势放大，在市场竞争中稳步
立足。一棵环保领域的创新好
苗就这样摆脱夭折的风险，在资
本的浇灌下茁壮成长。

3 年间，赫宸以自主创新为
原动力的同时，充分借助资本杠
杆，在重重“霾”伏中闯出了一条
阳光路，从成立之初年销售额
500 多万元发展到目前的 1.7 亿
元。“预计明年的合同额将突破
3个亿。”赵健飞信心满满。

随着国人的目光更加集中到
空气质量上，袋式除尘——这一
除尘效率高、被称为 PM2.5 克星
的新兴技术越来越为大众所知，
业内对其讨论也逐渐升温。中国
环保产业协会袋式除尘委员会原
秘书长肖容绪告诉记者：“袋式除
尘的除尘效率在实际工程应用中
达 99.99%，烟尘排放浓度达到
10mg/m3 以下，甚至可达 5mg/
m3 以下。对 PM2.5 的捕集率高
达99.2%，相当于让其无处可逃。”

尽管袋式除尘如此高效，并在
我国钢铁、水泥工业领域已经普遍
采用，可在我国电力工业领域，它
却仍然没有占据主流。“这是一种

‘习惯’的阻力，传统的电除尘技术
在烟尘排放浓度并未按国家规定

标准严格执行的情况下，一直在业
内独大，目前电厂中 80%仍在沿
用。但它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
空气污染治理需求了。”肖容绪说。

原来，电除尘是利用静电场
使气体电离从而使尘粒带电吸附
到电极上，尘粒积攒到一定厚度，
再通过振打使其脱落。可一振
打 ，细 粉 尘 又 重 新 飞 起 来 ，对
PM2.5 等微细颗粒物束手无策。
山西阳光发电有限公司张润成告
诉记者：“我们电厂原来就采用电
除尘，但因为满足不了环保要求，

后来都改成了袋式除尘。”
“电除尘技术在电力工业系统

已经用了二三十年，系统对它是有
感情的。”河南电力试验研究院教
授江得厚如是说。也许正因为此，
一种电除尘+袋式除尘的技术顺势
而生，简单说就是让电除尘解决大
粉尘，细微尘粒留给袋式除尘。

可这种看上去两全其美、合情
合理的技术，却似乎越来越不“给
力”。“我们考察了 50 台电袋除尘
器，就有37台出现问题。很多电袋
除尘器布袋寿命超不过两年半，而

纯布袋除尘却可以用到六七年。”江
得厚说，“这极有可能跟电除尘过程
中臭氧、烟气等生成硫酸、硝酸进而
腐蚀布袋有关。”

肖容绪说：“如果10年内，我们
能将电力工业大型燃煤锅炉的除
尘设备的 80%新建或改造成为袋
式除尘器，必将极大地减少PM2.5
的污染，并且投入不会太多。”

但现实却是袋式除尘技术想
敲开电力企业的大门有点难。以
赫宸为代表的怀揣好技术的创新
企业很无奈也很着急。他们迫切
期待电力企业尤其是各大发电集
团向他们开放除尘市场，哪怕是
做示范工程也行。他们相信，事
实定会让电力企业对袋式除尘技
术刮目相看！

苦功夫成就巧创新 活思路引来“慧”资本

好技术呼唤大市场

北京赫宸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除尘器装置应用于

山西漳山电厂。

治霾先治机制之“霾”
□ 董碧娟

■ 采访感言

▲

新举措

中国科学院大学成立四个研究中心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
企业管理研究中心、中国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中国区
域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产业研究中心挂牌仪式近日在
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举行。研究中心依托于中国
科学院大学，旨在以院所融合和院地合作为基础，通过
整合中国科学院内部的智力资源，搭建引领国际前沿
的学术科研平台，建立培育高素质人才的科教一体化
创新模式，打造科学院高端智力库和思想库，为建设创
新型国家输送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为落实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作出贡献。

四个研究中心的成立体现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教
融合的特色，是国科大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出成
果、出人才、出思想“三位一体”战略使命的重要举措。

由中国科协科普部、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主办的

“Solve For Tomorrow——探知未来 2013 全国青年科

普创新实验大赛”日前在中国科技馆圆满结束。这一比

赛是一项旨在帮助青少年提高科普创新能力的公益项

目，以“节能、环保、健康”为主题，设数据传输、风能利

用、安全保护三个命题，历时近三个月。图为参赛大学

生自制风能装置抽水。 本报记者 艾芳摄影报道

新赛事

2013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大赛结束

新发现

经典噪声环境存在量子关联恢复现象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通讯员杨保国报道：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领导的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
验室李传锋教授研究组，在量子关联动力学演化研究
中取得重要进展。该研究组与英国和意大利的合作者
利用一个两粒子体系的简单模型，实验上观测到经典
噪声环境中量子关联的恢复现象。研究成果 11 月 29
日在线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该研究使得在经典噪声环境中对量子关联资源的
调控成为可能，能够进一步简化量子关联恢复所需要
的条件，并为研究量子关联在经典噪声环境中的恢复
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我国自主研制的“GA118-16A 型法医 DNA 检测

平台”完成大规模试用，正式投入使用，实现国产 DNA

检测试剂与国产仪器、消耗品的全面配套。图为在福

州召开的公安部工作部署会会场，工作人员介绍该检

测平台的情况。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新成果

我国自主研制法医DNA检测平台投入使用

新动态

第13届中国青年科技奖颁发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第 13 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颁奖大会日前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马鑫等 99 名优秀青
年科技工作者共同斩获此项大奖。

据了解，中国青年科技奖由中组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中国科协共同举办，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获奖
人数不超过 100 名。该奖项 1987 年由钱学森、朱光亚
等老一辈科学家提议设立，截至目前共颁发了 13 届，
1297位青年科技工作者和1个集体获奖。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由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的“知识产权战略大
讲堂”第八期活动近日在京举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宋柳平博士结合华为实践就知识产权发展
态势作讲解。

报告结合华为技术创新及专利申请等企业实践，
从客户需求的创新机制、全 IP 融合时代如何构筑独特
市场地位、华为知识产权工作进展情况以及专利和标
准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了通信领域专利竞争态势，还结
合美国“337”调查、“专利蟑螂”等实践案例对创新与
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提出了有价值的思考。

新活动

第八期知识产权战略大讲堂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