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陕西省宝鸡市与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协会钛锆分会等联合举办的 2016 年

“钛与生活·钛谷论坛”日前拉开帷幕，来
自国内和世界各地的数百位技术专家和
业内人士共聚一堂，探讨钛产业未来的
发展。

与往年类似活动不同的是，曾经让普
通消费者颇感陌生而遥远的“钛”材料今
年人气陡升，首次集中亮相的钛及钛合金
旋翼机、无人机、动力伞、摩托车、3D 打印
钛医材、钛饰品等 2350 多件钛产品令众
多参会者赞叹不已，也让国内的钛产业从
业者大开眼界——新材料创造新空间，新
材料呼唤新视野。

协同创新：布局全产业链

钛，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海洋、化
工、医疗、体育等领域，被誉为“太空金属”

“海洋金属”“智慧金属”，是 21 世纪重要
的战略金属，也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新材料
产业之一。

素有“中国钛谷”美誉的陕西省宝鸡
市其实并无钛矿资源，但是这里却聚集了
国内钛及钛合金产业科研、生产、加工、贸
易和流通企业 500 多家，钛材年产量 3 万
多吨，约占国内钛产业总产量的 85%、世
界钛材总产量的 22%。2015 年，宝鸡钛
产业实现产值 350 亿元，产业规模居全国
之首、世界第四。我国第一颗氢弹的引
爆、第一艘核潜艇的下水、第一颗软着陆
卫星顺利返回、第一次成功发射神舟系列
飞船及实施奔月工程等重大科技工程无
不闪现着“宝鸡钛”的身影。

近年来，作为全国首批新材料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基地，国家宝鸡高新区依托宝
钛集团等龙头企业，不断拉长“海绵钛
—钛铸锭—钛加工材—钛合金材—钛复
合材—钛材深加工产品”产业链，促进产

业集群迅速发展，形成“一个产业园、多个
园中园，一个大产业、多条产业链，一个大
集群、多个小集群”的发展格局。

站在全产业链角度审视宝鸡的钛产
业，业内专家分析，30 多年的快速发展夯
实出一流的钛材加工制造基础和产业格
局。作为行业龙头，宝钛集团不仅拥有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还被国家科技部命名
为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多年来累计为我国
航空、尖端科技承担了 8000 多项新材料
试制生产任务，并取得重大科技成果 600
多项。

然而，从区域产业总体观察，宝鸡钛
产业依然面临着转型升级的两大短板：围
绕钛产业全产业链的生产、科研型服务业
滞后；始终无法完成从产业中端——钛材
料制造向产业终端——钛制品创新的跨
越。“传统的产业形态逡巡不前，其实反映
的是结构性短板。因此，宝鸡钛产业发展
现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内整体材料产
业的缩影。”业内专家这样评价。

在本届论坛期间，西北有色金属研究
院宝鸡分院宣布成立。这一动作被业内
人士解读为“宝鸡钛产业协同创新的又一
关键落子”。近年来，宝鸡人首先将产业
创新的目光聚焦在优化供给侧改革，围绕
400 多家中小钛企业的创新、降本需求，
宝鸡市下大力气引进优化创新资源，搭建
共享创新平台，目前宝鸡拥有国家及省级
技术中心 40 个，院士及博士后工作站 12
个，以钛产业研究院、低碳钛激素标准研
究院、钛产业创新联盟等为骨干的创新研
发体系和以陕西高端装备高技术创业投
资基金、陕西新材料高技术创业投资基金
等为主导的产业创新支撑体系，为宝鸡钛
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大的“芯动力”。

此外，按照宝鸡——中国钛谷战略定
位，宝鸡市围绕钛产业链、钛创新链打造
市场化服务链，先后设立了由多元市场主
体参与运营的钛产业高技术园区、国家钛

产业专利导航试验区、陕西钛及稀有金属
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国家钛材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宝鸡高新区钛产品技术
检测中心以及钛谷有色金属交易中心等
一系列专业化、市场化的钛产业公共服务
平台。

其中，钛谷有色金属交易中心依托宝
鸡雄厚的钛产业基础，整合全国钛及有色
金属行业的金融、仓储、物流等优质资源，
建立起集信息、交易、结算、质检、仓储、物
流及供应链融资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
平台，采用“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供应链
金融”的商业模式，以价格发现、规避风
险、服务实体、在线融资等功能为目标，开
发出钛 e 博、钛 e 览、钛 e 宝、钛 e 通、钛 e
融等多项创新服务和交易模式，为钛产业
有 效 融 入“ 互 联 网 + ”时 代 插 上 了 腾 飞
之翼。

终端创新：让钛走进生活

以终端创新倒逼中端升级，是宝鸡
推进钛产业创新的又一着力点，也是

“钛与生活”论坛主题背后的用意所在。
宝鸡市市长惠进才将其总结为“推动‘钛
消费’，引领‘钛生活’，升级‘钛产业’”。
此次论坛面向全球生产厂商和专业设计
机构征集展品，展示出千余种钛产品，
覆盖生活各领域，体现时尚潮流元素、
尖端科技应用、概念性等特点，“从消费
理念、工业设计等各方面为宝鸡从业者
打开眼界”。

“要抢占终端钛制品创新高地，宝鸡
的产业中端部分必须实现结构和流程再
造。”惠进才表示，“此次‘钛与生活·钛谷
论坛’就是要推动钛产业走进消费生活，
寻求发展新机遇，同时为大家上一堂钛的
科普课，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让人们更加
了解钛的优势和应用”。

据介绍，近年来，宝鸡市出台了一
系列鼓励产业高端化发展的优惠措施，
宝鸡钛产业形态正逐步走出传统制造业
的“围城”，迸发出勃勃生机。宝鸡富士
特钛业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钛
粉企业；宝鸡拓普达钛业有限公司成功
试验铸造出直径 150 毫米的海洋厚壁管
及 TC4 阶梯轴厚壁管，推进了钛材在海
洋领域的应用；宝鸡鑫诺新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不断拓展医用钛材，与多家医院
及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医
用钛材国家标准的制定，并在国外设立
了销售窗口。宝鸡欧亚化工设备制造厂
的钛制日用品全钛高尔夫球头、钛合金
轮式动力伞、钛合金自行车架及附件等
畅销国内外。

目前，以宝鸡高新区钛应用创新服务
中心为依托，高新区先后建设了国家钛材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渤海商品交易所
金属材料西北交易中心、钛谷有色金属交
易中心和钛谷新材料检测技术中心。

据悉，在本届“钛与生活·钛谷论
坛”项目推介及签约仪式上，首批签约
11 个项目，总投资额达 59 亿元，内容涉
及高端家电、高端装备、钛合金绿色建材、
大健康、3D 打印、钛与生活 6 个产业园区
项目，以及热卷钛带生产线建设、高品质
宽幅钛合金厚板技术开发及产业化、载
人深潜器和耐压球体制造及海洋产业用
钛材料产业化、骨科、3D 打印等多个钛应
用领域。

“我们将以此次论坛为新的契机，加
快高端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应用和向产业
链终端延伸，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全力推
动‘宝鸡·中国钛谷’建设，努力打造国内
一流、世界领先的现代化钛及稀有金属产
业 聚 集 区 ，为 中 国 制 造 贡 献 宝 鸡 钛 元
素。”宝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钛
与 生 活·钛 谷 论 坛 ” 组 委 会 主 任 马 赟
表示。

陕西宝鸡发展创新支撑体系——

钛产业太有前途了！
本报记者 张 毅

振兴钛产业要靠“四化”
曹春晓

在 2016 年“钛与生活·钛谷论坛”上，由德国
K.U.M 深海工程装备公司总经理艾力克所作的“钛
材在深海工程装备中的应用”的专题报告，吸引了国
内外众多业内人士的关注。除了作专题报告，艾力克
还带着一项特殊任务，就是与自己在中国的钛产品供
应商——宝鸡拓普达钛业有限公司寻求深层次合作
机会。

德国 K.U.M 深海工程装备公司主要从事深海装
备制造，以钛材料加工制作的质量更轻、耐腐蚀性能优
异、承压能力更强的海底地震监测系统和仪器使企业
蜚声业界。德国企业向来以严谨、苛刻著称，为什么会
把橄榄枝投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呢？艾力克
说：“宝鸡拓普达公司拥有一流的钛材制造设备和工
艺，几年来，拓普达供应的钛合金厚壁管等产品令我们
非常满意。”

宝鸡拓普达钛业有限公司成立不到 6 年，主要从
事径锻钛棒、钛合金棒、医用钛材料以及钛加工件制
造。成立之初，公司以出售钛原材料为主，虽然取得
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公司发展却陷入了“始终长不
大”尴尬局面。“只有站到更高级别的平台上，苦练
内功、创新合作，才能找到机遇。”拓普达公司总经
理陈磊介绍，公司首先积极“走出去”，与国际市场
对接，在德国设立分公司，引进先进的生产工艺和产
品。经过不断的技术研发和科研攻关，成功攻破了钛
材料加工制作深海监测设备 3000 领域的技术空白，
取得了多项国家技术专利，公司实现了从原材料代理
商到高科技钛产品研发的转变，并为企业进一步转型
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德国 K.U.M 深海
工程装备公司和拓普达公司正携手开拓市场，预计将
在宝鸡设厂生产深海监测钛合金设备。

拓普达钛业有限公司苦练内功——

小企业迎来大机遇
本报记者 雷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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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推动“钛消费”，引领

“钛生活”，成为“宝鸡·中国

钛谷”新的发展目标。

说起钛，多数人都想到航天、深海等高精尖领
域。实际上钛材料可以广泛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前召开的“钛与生活·钛谷论坛”不仅是专业人士
和企业的盛会，也成为大众百姓了解“钛消费”、感
受“钛生活”的窗口。

宝鸡“钛与生活”主题展规划展览面积近 1000
平方米。在钛及钛合金旋翼机展位前，很多参观的市
民纷纷拿出手机拍照。有些市民一边参观一边询问工
作人员钛合金自行车的售价及销售情况，女士们更是
将钛厨具展台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个钛锅与普通锅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吗？”很
多参观者询问现场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介绍：“钛作
为餐具厨具，耐高温低温，不怕酸碱盐等各种腐蚀，永
不生锈，而且重量轻、强度高、易清洗，表面的氧化膜具
有抑菌作用，传热快，节能环保。”

在主题展览的体验区，应用多媒体互动技术与展
示展览技术，来自视觉、听觉、味觉、嗅觉等多个感
官的立体展示让人们感受到钛产品带来的便利新生
活：通过三维脸部扫描自动配镜，人们可以感受到钛
合金眼镜带来的轻便和舒适；在互动高尔夫体验区，
人们还可以亲手挥一下钛合金高尔夫球杆。展览中处
处是与普通市民衣食住行相关的钛产品：钛网球拍、
自行车、钓鱼竿、高尔夫球头球杆等健身休闲系列产
品，钛锅、碗、筷、叉子、野外炊具等厨房餐具，钛
项链、耳环、手表、眼镜架等饰品，钛文房四宝、钢
笔、手机外壳、耳机等商务办公以及电子用品系列产
品，钛板画、钛象棋等文化产品⋯⋯

一位市民告诉记者，以前一直以为钛都应用在
“高大上”的行业，没想到钛产品与日常生活如此贴
近。“回头我要给自己配上一副更轻更耐用的记忆钛
眼镜，还要给家里厨房添置点钛锅钛碗，再为出门郊
游换上更轻便耐用的钛装备。”该市民兴奋地说。

宝鸡高新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此次
“钛与生活·钛谷论坛”就是要让人们了解钛，让钛产
品真正走入寻常老百姓的生活。

新材料为生活添彩
本报记者 雷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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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宝钛集团控股的欧亚公司研发的世界首架钛合金骨架旋

翼机“欧亚”，最高航速可达每小时 200公里，续航能力 600公里。

图② 市民在“钛与生活”主题展上体验试配钛材料眼镜。

图③ 实用钛材料生产的汽车零部件。

“钛与生活”主题展上，展出的只用钛材料生产的

轮椅、折叠自行车和竞速自行车等生活化产品。

“钛与生活”主题展上，展商向观众介绍钛合金

厨具。

面对钛产量世界第一，但深加工水平低、附加值低的尴尬局面，我国正在
积极推进钛产业振兴。在全方位拓展钛材应用领域的同时，我们还要重点关
注化工、电力、生物医疗工程、海洋工程等刚性需求较明朗和发展前景较好的
应用领域，努力实现“品质高端化、成本低廉化、工艺数字化、全程绿色化”的目
标，使我国逐渐发展成为钛业强国。

目前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我国

钛业界的企业家们还在奋勇前进。我认

为，只要科学地确定转型升级的变革方向

并 付 诸 实 施 ，钛 产 业 将 会 迎 来 振 兴 和

辉煌。

在当今，钛合金的用量多少，代表着

航空制造业的先进性。民用客机方面，

A350XWB 钛合金用量 14%，波音 787 钛合

金用量 15%；军用飞机方面，美军的 C-17

钛合金用量 10.3%，F-35 钛合金用量 27%，

F-22 钛合金用量甚至达到 41%。这一方

面，我国也有了很大进步，无论是民用客

机还是军用飞机，无论是机体还是发动

机，钛合金的用量都有明显的提升。

波音公司预测，全球未来 20 年将新增

36770 架民用飞机，其中亚洲是 13460 架

次，占到 37%。而我国将新增民用飞机

6330 架，几乎占到亚洲增量的一半。波音

747、777、787 分 别 每 架 用 钛 材 41 吨 、54

吨、113吨，所以这是一个很广阔的市场。

钛是三大轻金属之一，密度是铁的

57%左右。钛具有较高的拉伸强度、蠕变

强度、疲劳强度；钛具有优良的耐腐蚀性

能并且具有较宽的使用温度范围，从零下

269℃至零上 600℃均可使用，特种钛合金

范围更宽。此外，钛还是一种友好金属，

具有优良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的生

物相容性优良，无过敏反应；同时，钛有较

大的弹性变形能力，很适宜做弹簧等零

件，也促进了钛在航空、航天、舰船、海洋

装备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我国今后仍应全方位（空、天、海、陆）

拓展钛材的应用领域，但也要重点关心一

些刚性需求较明朗和发展前景较好的应

用领域。2015 年，化工、航空航天、电力作

为全国钛材前三名使用大户，分别占到全

国钛用量的 44.6%、15.7%和 12.7%，要继续

巩固、扩大其应用成果。而生物医疗、船

舶、海洋工程等特别适合钛材应用的高附

加值行业，仅各占到总用量的 2%、2.9%和

1.2%，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推动钛材

料的使用。

钛及钛合金具有的生物相容性好、强

度高、比重小、弹性模量小等特性，适用于

医疗器械和人体植入件。近 10 年来，生物

医用材料及制品的市场增长率一直保持

在 20%至 25%，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更是如虎添翼。2016 年 6 月，清华大

学附属医院完成世界首例 3D 打印的钛合

金骶骨植入医疗，保住了患者的下肢与二

便功能。我国是人口大国，钛及钛合金人

体植入件市场需求潜力很大。

海洋工程对钛的需求可以说是刚性

的，比如核潜艇、深海潜水器对耐高压、抗

腐蚀的要求，决定了只有钛才能胜任。宝

钛集团研制的 4500m 深潜器钛合金载人

球舱和我国 7000m 蛟龙号深潜器的耐压

载人壳体，都是钛合金制造的。在海洋石

油工程和海水淡化工程中，钛材料也得到

更加广泛的应用。

尽管前景非常广阔，但我们要振兴钛

工业，必须要进一步拓展钛合金在各个领

域的应用，要选准比较合适的拓展方向。

在拓展钛材应用领域市场时，必须要加速

实现钛业的“四化”，才能在振兴钛业之路

上快速前行，否则依然无法改变我国钛产

量世界第一，但深加工水平低、附加值低

的尴尬局面。

一是品质高端化。要振兴钛业就必

须出精品、创品牌，既要满足国内市场

的刚性需求，又要努力拓展国外市场。

二是成本低廉化。通过工艺创新和改进

大幅度降低成本，重点解决原材料循环

利用、锻铸件精化、节省能源消耗等问

题。三是工艺数字化。中国的钛产业企

业 要 在 工 艺 加 工 中 大 规 模 应 用 数 值 模

拟、数控、自动化、智能化等，提高加

工水平和产品质量，降低损耗。四是全

程绿色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必须

符合我国绿色经济发展需求。产业绿色

化 是 钛 业 振 兴 的 关 键 所 在 ， 只 有 绿 色

化，才能保持不败地位。

我坚信，只要我们努力实现“四化”的

目标，我国的钛业一定能够不断发展，成

为钛业强国。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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