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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北京冬奥会上，在被称

为“雪如意”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有一

块极具科技含量的“雪屏幕”，在“雪如

意”下的雪地上投射出上千平方米美轮

美奂的投影画面。

“雪屏幕”使用大规模复杂表面全

色激光投影显示技术。这项技术开发

团队的领头人正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合肥全色光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许立新。他在激光显示领域已经钻

研了 20 多年，做科研、带学生、开公司，

他从未停下脚步，北京冬奥会后，许立

新更加忙碌了，国内许多厂商都来寻求

合作。

破痛点 抑散斑

许立新在福建长大，那个年代孩子

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并不丰富，而他最喜

欢的事情就是看电影。每逢假期，他总

是期盼着电影厂工作人员的到来。和

家人、小伙伴们围坐在大屏幕前看黑白

电影，是许立新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

或许这是他与激光显示结缘的原因。

大学毕业后，许立新成为一名大学

老师。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1998 年，他

从千里之外的家乡福建来到安徽合肥，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继续学习深造。此

后，他主要从事光纤激光器、激光显示研

究与开发工作。

“说起激光显示，大家可能觉得陌

生，其实博物馆的投影幕墙、影院的激光

厅这些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之景都与

激光显示密切相关。”看到许立新谈论激

光显示时的激情和神往，就知道他是发

自内心地热爱。

许立新介绍，由于散斑问题的存在，

使得激光显示在清晰度上的优势难以显

现。散斑现象普遍存在于光学成像的过

程中，由于激光的高度相干性，激光显示

还要透过投影镜头，散斑的现象就更加

明显。

找到了制约激光显示的瓶颈，许立

新开始带领团队艰苦攻关，经过 10 多年

深入研究，他们自主研发了独特的散斑

抑制技术。随后，他们利用这项技术发

明的“三基色全半导体激光投影机”在合

肥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初战告捷的许立新没有满足，他又

着手激光显示理论的深入研究。

在研究中，色彩一直是许立新的关

键词。在传统颜色理论的基础上，发展

适 合 于 三 基 色 激 光 显 示 的 颜 色 理 论 。

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推出了多基色颜色

管理理论，将激光显示的大色域潜力充

分挖掘出来。“人眼能看到的颜色中，我

们能够还原 96%。”许立新说，新的理论

让 激 光 显 示 的 广 色 域 优 势 得 到 充 分

发挥。

做产业 拓市场

既解决了散斑困扰，又创新了显示

理论，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许立新于 2018

年 1 月创办了合肥全色光显科技有限公

司，开始将激光显示技术产业化。当时，

合肥市高新区以基金形式给公司投资

3000 万元。

“ 办 企 业 和 做 科 研 是 两 件 不 同 的

事 。 成 立 了 公 司 ，就 要 在 市 场 上 找 饭

吃。”经过市场调研，许立新和团队瞄准

的是电影放映机市场。

说起当时的情景，许立新仍记忆犹

新，坦言打开市场的过程非常不容易。

“当时合肥有家影院重新装修，需要更换

设备。我们找上门，对方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同意试用下，以前我们也没有造过

激光放映机，为此我们特地从市场上买

了一台设备，拆开了解相关部件，在此基

础上，开发了新的激光放映机。新设备

投入使用后，合作影院发现效果比原来

的设备好，不仅清晰，而且色彩更艳丽，

维护保养成本也低。随后公司开始慢慢

有了订单。”

2019 年，全色光显研发的“全色激光

电影放映机”已经进驻湖北银兴院线、安

徽电影集团。年底的时候，一家国内知

名院线也已经和公司谈妥合作。“样机都

安装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公司囤了

价 值 上 千 万 元 的 原 材 料 ，准 备 大 干 一

场。”许立新说。

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业务探索期

难免会遇到困难。

就在这个时候，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打乱了许立新的脚步。从 2020 年

1 月至 5 月，全色光显在整个电影放映市

场毫无斩获。“一边没有进项，而另一边

人员工资、公司周转需要大量费用。”许

立新有些焦虑。

“非常被动，那是整个 2020 年最困难

的时期。”许立新回忆，企业遇到困难后，

合肥高新区和所入驻的中国声谷在研发

投 入 、推 广 应 用 等 方 面 都 给 予 了 强 劲

支持。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鸡蛋不能放在

一个篮子里，我们也在努力开拓电影放

映机和户外展示以外的市场，比如激光

照明。”许立新告诉记者，激光照明亮度

高、能耗低、照射距离远，将来在汽车大

灯上也有很大的应用空间。

在家用方面，许立新和他带领的全

色光显也有动作。今年全色光显已

在福建省泉州市投建家用激光

显示设备生产基地。“危

中 有 机 。 如 果 没

有疫情

的倒逼，我们可能不会快速地形成这么

多产品线，公司抗风险能力也没有现在

这么强。”

从大学老师到创业新军，从研发技

术的科学家到企业的管理者，许立新在

努力适应这种身份的转变，“技术上我们

做到了领先，但如何开发出客户需要的

产品，进一步开拓市场，是我们需要学习

的内容”。

技为本 重创新

与在市场上取得的成果相比，更让

许立新感到自豪的是公司技术上的优势

以及科研团队。

“我们的优势在于拥有较强的技术

实力。”许立新说，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祖

彦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担任公司

的首席科学家，团队长期从事激光显示

的关键技术研究，已在国际期刊上发

表相关论文 80 多篇，获授权发

明专利 60 多项。

“现在我带的

博 士 、硕 士 有

十 几 个 ，都

是 对 这

个 行 业 着 迷

的人。”许立新

对此很自豪，“我

的一个学生，开发

的 软 件 能 够 把 平 面

显示信号直接转化为

3D 显示信号。不少毕业

的学生已经成为激光显示领

域的专家。”

技术是本，应用是枝。“技术能

够顶天立地，应用就能四面开花。激

光大屏显示也好，激光照明也罢，都

是源于技术上的自主创新。”对这点，

许立新深信不疑。

对于未来，许立新充满了信心与

憧憬。“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深入研

究，比如激光全息投影等，与产业化应

用实现良性结合、有机循环。”因为热

爱，所以坚持，许立新和他的团队将在

科研和创业的路上不断前行。

合肥全色光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立新——

开 启 精 彩“ 视 ”界
本报记者 梁 睿

在我国鼓励科研人员创新创

业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像许

立新一样的科研人员，从知识分

子的象牙塔走到市场经济的主战

场，踏上了创业的征途，接受市场

的洗礼。

从初创到成熟，企业每个阶

段都有不同的任务。许多刚投入

市场的科研人员，都会发现技术

与产品之间并非只隔着一层窗户

纸。从纸面的成果到消费者手中

的产品，需要跨越市场调研、成果

转化、规模化生产、商业化运作等

关卡。但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并不是一味要求科研人员从某一

学科领域的“专家”变为精通企业

运作的“杂家”。

社 会 分 工 不 同 ，术 业 有 专

攻 。 科 研 人 员 的 优 势 在 于 技

术研发。从象牙塔走向市场，科

研人员应平衡好技术与需求的

关 系 ，脱 离 实 验 室 里 的“ 书 卷

气”，主动适应市场，根据用户需

求，及时调整研究方向，让成果

面向市场，研发出能让人眼前一

亮的产品。

目前，我国创业创新扶持政

策体系正在逐渐形成，为创业创

新者搭建起便利化、全要素的开

放式综合服务平台。这既能为

创业者提供办公空间和创业资金，更能帮助他们连接外

部资源，提供推广渠道，打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这

种细致的服务和政策支持可以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

投 入 到 科 研 工 作 中 ，攻 克 科 技 难 关 ，拿 出 实 实 在 在 的

成果。

如今，许多创业公司都有科研人员的身影。虽

然创业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但只要科研人员

在创业过程中，努力坚守自己的科研优势，并善于抓

住创业机会，充分利用好国家扶持企业创新发展的

政策红利，就能将更多前沿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带入社

会，造福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

专业人做专业事

万

政

在济南西机务段，检修车

间电力机车钳工陈志超是远

近闻名的“问不倒”，就连一

些老技师也会向“陈老师”

请教各种技术上的“疑难

杂症”。实际上，这个“陈

老师”并不老，还是一名

“90 后”。

1995 年 出 生 的 陈

志超工作不满 5 年，却

已是济南西机务段最

年轻的技师。他在科

研 方 面 收 获 颇 丰 ，接

连 荣 获 全 国 铁 路“ 青

年岗位能手”、全国铁

路“青年科技创新奖”

等 荣 誉 ，他 的 技 术 改

造成果在全国铁路系

统 的 机 车 走 行 部 、制

动 系 统 、受 电 弓 等 关

键 部 位 得 到 广 泛

应用。

陈志超日常主要

负责机车走行部的检修工作，走行部是

确保列车平稳正点运行的主要部分，工

作中来不得半点马虎。

“刚到班组时，老师傅常对我说，‘小

伙子，你真幸运，赶上好时候了！我们那

个年代，机车还全都是进口的 ND5 型内

燃机车。一到夏天，机车动力室里的温

度至少有 60 多摄氏度。内燃机车保养

检修又脏又累，柴油味道大、机车配件

重。作业后满是柴油的手洗都洗不干

净，只能用手套着塑料袋吃饭。有句话

这样描述我们：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挖

炭的，仔细一看原来是机务段的’。”陈志

超对记者说，“现如今，我接手的基本都

是国产化的机车，日常作业油污少、噪声

低、工作环境更舒适。你看这工装，一个

月不洗都不脏。我们与老师傅工作环境

巨大反差背后，是我国在铁路技术创新

方面的突破。”

作业环境今非昔比，并不代表工作

变得轻松。在工作中，陈志超感觉最难

啃的“硬骨头”是拆装位于列车车头下方

的 U 形排障器。列车经过长时间运行，

排障器大多都变形了，最大偏差能达到

十几公分。拆下后，又因钢的自身弹性

产生一定挠变，重新组装时无法和车体

匹配。“半蹲着拆装完一套 200 多公斤重

的排障器，整个人都累散架了。这么先

进的机车，维修时竟然还要用撬棍拆装，

难道没有更轻松的方法吗？”陈志超决心

要改变这种窘境。

有一次，陈志超去超市购物时，购物

车的四个轮子的机械原理一下子让他茅

塞顿开：“把工装设备的下部走行方式改

成购物车样式，工装设备在库房内就可

以轻松运行及转向，那不就省力多了。”

设计一套工装设备是一项系统工

程，济南西机务段专门为陈志超成立了

创新工作室。一开始由于没有明确分

工，陈志超创新团队各自为战，半个月

的时间过去了，项目没有丝毫进展。这

时候，一筹莫展的陈志超从一项需要团

队默契配合的闯关活动中找到了灵感。

他告诉小伙伴们：“确定排障器形变后

的临界值，需要记录所有拆下的排障器

具体尺寸，没有三个月的时间拿不下

来。这个看似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工作大

家都不愿意干，但这却是我们所有创新

的基础。”

他按照闯关活动的角色分工，给每

个人分配工作，有负责现场实地测量的，

有分管工艺流程整合的，有专司软件设

计图纸的。在大家准备好后，他会迅速

组织一次“闯关”。一波一波“闯关”下

来，小伙伴们惊呼“科研原来也可以这样

‘过瘾’”。

半年后，由框架和压紧导杆以及移

动升降小车组成的排障器专用作业平

台研发成功，维修人员减少了一半，工

作 效 率 却 提 升 了 一 倍 以 上 。 循 着“ 闯

关”的思路，陈志超带领他的研发团队

又接连攻下劈拆开口销专用工具、拆装

HXD3 型机车牵引杆辅助工具等研发

项目。

“我们‘90 后’生逢其时，也应扛起

新时代赋予的使命，在岗位上用青春建

功。我的责任就是要擦亮中国高铁这张

亮丽名片，让钢铁巨龙动力澎湃。”陈志

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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