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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爱尔家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升自主研发能力——

练 就 防 护“ 独 门 绝 技 ”
本报记者 刘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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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驱动绿色低碳转型

曾诗阳

内蒙古开滦投资有限公司紧抓产业升级机遇——

煤 矿“ 智 变 ”面 貌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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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 134 家民

营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案例，展现了

民营企业持续进行技术创新、设备

改造，开展产能转换、能源替代，提

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的实践。

在绿色发展目标引领下，越来

越多的民营企业调整“高耗能、高污

染、高排放”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模式转型。绿色低碳转型

是经济结构升级的新方向，孕育着

经济增长的新空间。节能环保、新

能源等产业快速发展，锂电、氢能等

清洁能源开发和风电光伏基地等建

设方兴未艾，民营企业参与其中大

有可为。

《中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报告

（2022）》显示，重点地区民营工业企

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约

30%的民营工业企业编制过“碳达

峰 、碳 中 和 ”路 径 相 关 实 施 方 案 ，

53.5%的高耗能行业民营企业设立

了专门负责与节能降碳相关的职能

部门并积极应用减碳技术。但与超

过 5000 万户的体量相比，民营企业

绿色低碳转型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目前，还有不少民营企业主动

转型意愿不足，一方面是由于绿色

低碳转型需要增加资金投入，会在

短期内降低企业利润、增加经营压

力；另一方面是受制于资金、技术、

人才等客观因素，设施装备陈旧、技

术革新不足、缺乏专业人才等问题

制约了绿色发展能力。此外，还有

一些企业由于相关管理制度不完

善、投入不充分，影响了绿色低碳发

展成效。

绿色低碳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需要民营企业重构传统生

产 函 数 ，建 设 绿 色 低 碳 生 产 新 体

系。在此过程中，民营企业必须依

靠技术创新驱动，推进绿色工艺创

新，将绿色化和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相结合，提升生产力和创新力。在

梳理自身生产经营活动碳足迹、科

学设定短期和中长期节能降碳目标

的前提下，企业要有计划、分步骤、

高效率地投入，加快节能降碳先进

技术研发、推广和应用。同时，企业

要加大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共建

创新研发平台和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做好人才培养和储备工作，

让资源配置更加高效、成果转化更加顺畅。

近年来，有关部门不断完善政策支持和服务平台，从技术指

导、法治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帮扶民营企业实现绿色低碳发

展。民营企业要用好政策红利，充分认识到绿色发展的潜在竞

争优势和长期发展趋势，使节能降碳工作规范化、常态化，树立

企业绿色品牌，打造绿色发展优势。

在内蒙古开滦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内蒙

古开滦公司”） 煤炭基地红树梁煤矿的智控指挥中

心，集控员杨磊坐在控制摇杆和按钮前，按下启动

键后，顺槽皮带、破碎机、转载机、刮板输送机、

采煤机依次启动，只见大块的煤炭被分割开来，源

源不断的“乌金”被送往地面。

“过去，这一系列采煤流程要由工人在井下操

作，大伙儿经常一身汗、一脸灰；现在，只需在地

面上轻点鼠标，观看屏幕就可以实现远程操控，改

变 了 以 往 矿 工 灰 头 土 脸 、 矿 山 高 危 的 印 象 。” 杨

磊说。

内蒙古开滦公司属于开滦 （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子公司，企业在煤炭行业新一轮产业升级和结构

调整中抢抓机遇，在内蒙古、山西、陕西三省份交

界处，建设产能 1000 万吨的红树梁煤矿。

“打破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将创新基因植入新

矿井建设的各领域、全过程，才能在发展中赢得主

动。”内蒙古开滦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金海说，

他们抢抓煤矿智能化这一行业变革方向，提出“打

造中国西北智能化绿色矿山的标杆”的目标，从高

标准选型智能化生产设备、建设智能化基础设施、

研发智能管控一体化平台、构建专业化子系统等方

面着手建设。

“设备完好，现场环境完好，可以开机！”红树

梁煤矿综采队生产队长陆国民乘坐汽车沿着坡道下

到 100 多米深的井下工作面，完成常规检查，向控

制中心汇报后，按下按钮，随后采煤机、刮板运输

机等依次被“唤醒”，开始切煤、自动跟进。“我的

主要工作是观察采煤工作面有没有地质变化、液压

支架是否移动到位，只有发现异常时，才会进行人

工干预。”陆国民说。

此前，陆国民是一名传统煤矿井的液压支架

工。“那可是一项重体力工作，一个班要搬动 300 多

个液压支架操作手把，常常胳膊酸疼、大汗淋漓。”

陆国民说，如今，智能化设备的应用不仅使工作不

再劳累，而且效率提高了 3 倍。“虽然身体轻松了，

但是大脑却一点不能放松。智能化开采对于员工的

技术要求更高，自己要不断学习新知识，跟上技术

发展步伐。”

生产设备智能化是建设智能化矿山的硬件基

础。企业紧跟科技前沿，用高端智能化装备武装矿

井，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排水六大系

统和煤炭销售全部实现智能化。

有了硬件基础，还需要软件作支撑。红树梁煤

矿高标准构建了智能管控一体化平台，消除子系统

的“数据孤岛”，对矿井采掘、运输、仓储、洗选、

销售开展实时监测、控制和管理，实现了矿井全面

感知、精准协同、智能决策。

在井下，红树梁煤矿安全管理部主任刘柱和

几名同事带着防爆手机，在巷道的轰鸣声中边走

边 巡 查 矿 井 安 全 。“ 有 淋 水 、 积 水 ， 排 水 不 及

时！”当他发现隐患，立即拍摄了视频、照片并加

上文字描述，上传到手机中的安全管理系统，相

关人员接到指令后立即整改并通过手机反馈，确

保隐患消除。

红树梁煤矿引入推广巡检机器人，主斜井皮

带、主泵房、主变电所、压风机房等场所均实现无

人值守、有人巡视，使井下生产人员大幅减少。智

能化使红树梁煤矿原煤日产量最高达 3.8 万吨，创下

开滦集团下属矿井中单井单面产量历史纪录。“在百

米深的井下，把相对危险的工作交给机器，有效保

护了员工的生命安全。”张金海说，煤炭基地智能化

建设带动了传统矿井走上技术创新的发展路子，企

业将继续健全完善目标责任机制、长效工作机制、

经费保障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以智能化赋能矿企

高质量发展。

走进青岛爱尔家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爱尔新材”），到处是一派繁忙

景象：车间内，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有条不

紊地工作，产品从现代化生产线上次第下

线；厂区内，一辆辆货车往来穿梭，将产品运

送至全国各地。

在许多人眼中，爱尔新材是一家“硬”科

技企业。“我们研发的聚脲材料能够让普通

物体快速穿上摔不碎的‘防护衣’。”爱尔新

材技术副总经理王宝柱说，公司深耕安全防

护新材料领域，坚持自主研发，不断破解核

心技术难题，练就“独门绝技”，被工信部认

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培育技术优势

爱尔新材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环保功

能性高分子材料的应用研发，在水性材料、

无溶剂材料等方面不断积累经验，逐渐培育

企业在细分领域的领先优势。

聚脲是爱尔新材选择的技术突破口之

一。“聚脲被称为‘万能’材料，具备防水、防

腐、耐磨、抗冲击等多种功能，涂上这种涂料

的物体从几十米的高空坠落，能够完好无

损。”王宝柱告诉记者，聚脲是将十余种化工

原料进行科学配比、通过化学反应产生的一

种高性能无溶剂环保涂料。该涂料可以根

据应用需求进行力学强度、柔韧性、防爆性

配比设计。

“新材料研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充满

艰辛和挑战。”王宝柱举例说，公司技术人

员在研究一个防爆项目的聚脲产品时，克

服多个困难研究出的配方，却卡在了测试

实 验 阶 段 。 爆 破 测 试 对 于 环 境 的 要 求 极

高，一次实验就需花费 20 多万元，企业面

临巨大的资金压力。为了降低测试成本，

技术团队反复推敲、进行数字化模拟，对

可行方案进行细致论证，最终确定了产品

配方并通过论证，在安全防护领域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

通过不懈努力，爱尔新材技术团队攻克

了一系列聚脲核心技术难题，自主研发出系

列高性能聚脲产品，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实

现多场景应用。

在爱尔新材的成果展示厅里，防火项目

负责人郭磊向记者展示了公司自主研发的

另一款“拳头”产品——环保安全膨胀型防

火涂层。“如果机车运行遭遇火情，这种不足

1 毫米的防火涂层能够迅速膨胀 40 倍，有效

隔绝热传递，形成多道防线抵御火险。该材

料 的 应 用 对 于 提 升 车 辆 的 安 全 性 意 义 重

大。”郭磊介绍。

防火材料是我国轨道交通领域的关键

基础材料，要开发出性能高又环保的产品，

不可避免会遇到重重困难。“几年前，这个市

场还几乎是国外厂商的天下。在没有经验

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公司技术人员没有退

缩，连续攻关数月，测试了近 400 个不同配

方，成功推出高性能环保防火材料，并达到

行业领先水平。”郭磊说。高性能防火材料

的技术瓶颈突破后，许多大型制造企业的订

单接踵而至，爱尔新材成为轨道交通行业安

全防火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近年来，爱尔新材攻克了轨道交通车辆

防火、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石化行业防

爆、危险化学品车辆抗冲击等一系列技术难

题，并且实现了产品的稳定供应。在国际安

全防护新材料领域中，爱尔新材在防爆、防

火、防腐、防水、阻尼等方面建立起优势，逐

渐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目前，爱

尔新材获得 50 多项国家专利，参与制定 24

项相关行业标准。

拓展应用场景

“技术要‘窄而深’，应用要‘宽而广’，这

是我们成为‘小巨人’企业的发展密码。”爱

尔新材总经理助理赵玉明说。爱尔新材在

以科技引领企业快速成长的同时，不断拓展

新材料应用场景，让技术真正走向生活，为

多行业发展提供支持。

“聚脲用途很广泛，针对众多行业需求，

我们研发的相关产品可以软如橡胶，也可以

硬如塑料，根据不同的场景匹配不同的配方

体系。”赵玉明说。

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是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重点配套工程，其中，引水调压室竖井是

抽水蓄能电站的重要组成部分，质量要求

高、施工难度大。针对竖井对于防渗、防水

等安全性的严格要求，爱尔新材技术人员经

过多次论证，改进聚脲产品、研发专用配方，

设计出一套聚脲防护解决方案，圆满解决了

竖 井 的 防 护 问

题。“除了丰宁抽水

蓄能电站，在北京冬奥

会 建 设 及 保 障 中 ，地

铁冬奥支线的防火涂

层 和 耐 电 弧 击 穿 涂

层 、首 都 体 育 馆 的 屋

面防护等工程都应用

了我们量身定制的聚

脲防护解决方案。”赵

玉明说。

随着产品在航空

航天、轨道交通、船

舶舰艇、水利工程、石化防腐等多个领域

实 现 应 用 ， 爱 尔 新 材 将 触 角 伸 向 民 生 领

域。沿海地区城市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过

程中，由于气候条件复杂，屋面防水面临

不少考验，既要防水性能好、防水年限有

保障，还要确保安全性。“老旧小区改造需

要先揭掉旧瓦片，做好防水后再更换新瓦

片，不仅成本高，而且施工时间长。一旦

施工过程中遇到降雨，将极大影响居民的

生活。”赵玉明说。面对这些问题，爱尔新

材研发了喷涂聚脲屋面防水技术，为瓦片

屋顶穿上无接缝的“防护衣”，无需再更换

原有瓦片，在实现防水防腐的同时，给屋

面提供全面防护。

“使用喷涂聚脲屋面防水技术后，成本

节约近 40%，且防水性能更好、使用年限更

久、施工效率更快。”赵玉明说。目前，爱尔

新材已参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百余

栋居民楼改造。

建起科研“朋友圈”

专注主业要“十年如一日”，寻求发展要

“日日谋创新”。近年来，爱尔新材紧盯行业

需求，不断解决行业痛点及材料关键技术难

点，依靠的是自身在细分市场上多年深耕所

形成的技术优势以及科研“朋友圈”的有力

支持。

爱尔新材坚持环保新材料应用研发，近

几 年 研 发 投 入 占 营 业 收 入 比 重 达 10% 以

上。同时，公司不断挖掘和培养技术人才，

技术研发相关岗位人员占员工总数的三分

之一。

为了保持创新不间断、研发成果能快速

得到应用，爱尔新材与国内多所专业高校、

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持续深入推进技

术合作，建立起高质量的科研平台。

“如今，我们技术研发的合作伙伴都是

国内顶尖的专业团队。通过与这些优质伙

伴开展不同课题合作，进行前沿技术研发，

公 司 的 自 主 创 新 能 力 大 幅 提 高 。”王 宝

柱说。

目前，爱尔新材正承担由一位院士牵

头的“面向高端应用的阻燃高分子材料关

键技术开发”项目中的无卤阻燃聚脲弹性

体及产业化子课题。“我国新材料产业经过

多年持续快速发展，整体实力不断提升,但

关键新材料的阻燃技术发展明显滞后于需

求，亟需攻关研究，实现技术突破。”王宝柱

告诉记者。

为了破解高性能阻燃高分子材料的技

术难题，爱尔新材发挥公司在聚脲弹性体技

术研发、生产、应用方面积累的优势，充分利

用科研院所的国家级科研平台和完备的阻

燃材料性能测试分析能力，探索聚脲弹性体

阻燃抗老化性能影响规律，深入解析阻燃耐

老化热塑性弹性体热解行为、燃烧行为、烟

气释放、老化性能等演变机制，揭示阻燃机

理及其协同增效机制。“我们将努力推动聚

脲弹性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形成稳

定的千吨级高性能阻燃聚脲制备技术和产

业化能力。”王宝柱说。

近 3 年来，爱尔新材相继承接了近 10 项

国家及省市级课题研发，帮助多个行业解决

安全防护涂层技术难题。通过持续创新，爱

尔新材正瞄准“安全防护新材料的技术领先

者和市场开拓者”的目标一路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