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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卡脖子”填补国内空白 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郑大院士成功研发“中国靶”
日韩靶材应声降价80%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
士、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院长何季麟带队研
发的“平板显示用高性能
ITO靶材关键技术及工程
化”项目荣获2020年度国
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消息
发出，让这个突破“卡脖子”
技术的“中国靶”备受关注。
“中国靶”长啥样？它有啥大
能量？我们在生活中能不能
遇见它？让我们一起走进郑
州大学先进靶材中心寻找
“中国靶”的出生故事。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工作人员在实验室操作实验

走进郑州大学先进靶材中
心，大厅最显眼处的展示台上，
一块不起眼的炭黑色长方形板
块站在C位，身旁还展示着它的
名片——ITO靶材。

想弄清楚这位大咖的身世？
先来说说 ITO。ITO，氧化铟锡，
这对有色金属届的“CP”，组合前
是黄绿色的粉末，将它俩按照严
格的比例混合、压型，制成灰绿色
的素胚，放到特制烧结炉内，经过

1700摄氏度左右高温，变身为黑
灰色的陶瓷半导体。这就是那块
炭黑色的长方形板块了。等它变
身薄膜后就能大显神通：导电、透
光，还隔离对人体有害的电子辐
射、紫外线及远红外线。正因如
此，它成为平板显示制造中的“不
二人选”。

可一大块像钢板一样沉甸甸
的“大家伙”，咋能变成屏幕玻璃
后肉眼不可见的膜？要知道，

ITO膜的厚度仅有 30纳米到 200
纳米。原来，它先被制作成标准
尺寸的固体靶材，由磁控溅射高
速撞击，将其气化溅镀到玻璃基
板上，形成膜状的“涂装”。

电视机、电脑显示器、平板电
脑、手机屏幕后都有 ITO靶材的
身影。不仅如此，它还活跃在太
阳能电池、抗静电镀膜、EMI屏蔽
的透明传导镀膜等领域，在全球
拥有广泛市场。

在实验室里，我们见到了大
小尺寸不同的 ITO靶材，通常靶
材尺寸越大，溅射到平板上的拼
缝就越少，价值也越高。但由小
到大，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
是因为烧不出大尺寸的 ITO靶
材，我们被“卡脖子”了很多年。

中国是铟资源大国，但 80%
靶材市场被日韩垄断，不仅平板
显示产业仰人鼻息，ITO高端靶
材价格也要“看人脸色”。以往
靶材价格高达每公斤 8000元，
如今价格跌至每公斤 1300元，
80%的降幅正得益于“中国靶”
的问世。

“ITO靶材制备自主体系的

建立牵系着占全球65%新兴显示
产业的安全，但曾经中国 ITO靶
材的研发滞后 20 年。”提起过
去，何季麟有些痛心。为何
选择这一领域？他的回答很
明确：“国家战略需要！”

“在 20世纪末，我们便关注
ITO靶材的研发，经过 20余年的
科技攻关，实现了从无到有、自主
研发再到并跑超越，打破了国外
技术封锁，凭借自主创新力量实
现了大尺寸 ITO靶材全流程制备
的国产化。”

据了解，何季麟团队创新发
明了 ITO靶材粉体制备、素坯注
浆成形、无压氧气氛烧结与靶坯

绑定——关键技术体系，建立了
ITO靶材制备新型工艺流程，形
成了完善的全流程工艺装备体
系及控制标准，实现了 ITO靶材
粉末冶金技术的创新应用，其技
术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该技术突破性解决了高性能 ITO
靶材制备全流程工序的关键技
术与装备“卡脖子”问题，填补了
国内空白。

在郑州大学的技术支持下，
我省目前建成了完善的 ITO靶材
研发平台和生产线，生产的 ITO
靶材在国内首次成功应用于京
东方高世代 TFT线，完全可替代
进口。

谈及获奖，何季麟表示：“这
一崇高荣誉是对团队近 20年来
努力攻关工作的认可，更是一
种鼓励，我们将继续在关键金
属与先进靶材料领域努力攻
关，争取更大成绩，为国家和社
会多做点事，为地方产业发展贡
献力量。”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
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舒永春代表团队前往北京领
奖。记者联系舒永春时，他的喜
悦透过电话线传了过来。

“激动又荣幸，但感觉压力更
大，以后我们得做出更好的成绩

才对得起它。”回想起与 ITO靶材
相识相知的这些年，舒永春说，
“相知最不易”。

他回忆说：“在何院士的带领
下，我们在 20多年的研究中，从
低端到高端逐渐深入。刚开始做
靶材料研究时，别人提指标要求，
我们来实现。当我们拿着样品去
镀膜检测时，才发现不行。”

“闭门造车，看着实验室的各
项数据都不错，就想当然地认为
不错，很多问题的判断和认识都
不透彻。我们不认为是‘问题’的
地方，在实践中却成了‘大问题’。”
舒永春说，那时并没有真正和

“ITO靶材”相知，但也正是因为
这段历历在目的往事，让他时刻
记得，应用研究一定要以应用为
导向，“下一步该往哪儿走，研究
方向如何定，一定要和下游企业
联系互动起来，这样才能真正认
识材料该怎么做。”

“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的环
境下，中国在芯片制造等关键领
域的原材料国产化也是大势所
趋。解决‘卡脖子’要靠自己，求
不来也买不来。”舒永春说，在建
立我国自己的新材料工业体系大
形势下，更要符合国家战略需求，
努力快速地做好工作。

河南工业大学两项科技成果
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本报讯 11月 3日上午，中
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举行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河南工业大
学合作完成的两项科技成果分
别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实现近年来科技奖励工作
新突破。

据悉，河南省共有 17项科
技成果荣获2020年度国家科技
奖励，河南工业大学喜获两项。
其中获奖项目《食品工业专用油
脂升级制造关键技术及产业
化》，马传国教授为主要完成人，
获奖项目《畜禽饲料质量安全控
制关键技术创建与应用》，王卫国
教授为主要完成人。两项获奖
项目在科学理论、技术原理等方
面创新性突出、技术水平高。“不

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
香”。荣耀背后是常人难以想
象的努力和勤奋，是多年令人
望而却步的寂寞坚守，是长期
致力于科研工作，不断开拓与创
新的结晶。

近年来，河南工业大学高度
重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申报工
作，提早谋划，多维度支持与鼓
励，学校科技处不断改进服务，
提高管理水平，构建科学的奖励
管理体系，工作有目标、过程有
管理、程序有控制，形成有利于
学校科技奖励发展的良好环境，
在学校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和勇
于拼搏的学术新秀帮扶接力中，
力促学校更多高质量科研成果
不断获奖。记者 孙庆辉

“抗癌药”国内首个CAR-T细胞
全产业链生产基地落户高新区
让更多患者在“家门口”用得上用得起

本报讯 近日，华道生物中
原、华南、华东等六大细胞药物
产业中原基地项目在上海签约，
标志着国内首个具有完全知识
产权的CAR-T细胞全产业链生
产基地正式落地郑州高新区。
自此，华道生物实现了从一家单
纯细胞药物研发企业向细胞药
物研发、转化、生产平台型企业
的转变。

据介绍，近年以来，“园区+
投资”模式一直被产业园区方津
津乐道。郑州天健湖大数据产
业园在华道生物中原基地落地
公司最新标杆项目——郑州天
健湖生命健康科技园的过程中，
也尝试在高新区借鉴这种模
式。10月 18日，郑州高新知识
产权运营基金以股权投资方式
增资华道（上海）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3000万元。

郑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张红军表示，围绕
“西美”功能布局，郑州高新区锚

定了2025年基本建成千亿级世
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奋斗目标，
加快创新要素集聚发展便被摆
到了更重要的位置。

华道生物中原基地项目落
地是郑州高新区把生命健康产
业纳入“4+4”现代产业体系之
后，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产业发
展事件，将为郑州高新区生命
健康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科技
活力，吸引大批高科技人才，成
为生命健康产业生态构造的重
要拼图。

据介绍，华道生物六大细胞
药物产业基地签约，将围绕“西
美”布局，在高新区打造产业集
群，剑指世界一流。未来郑州天
健湖大数据产业园发展有限公
司将创意布局超前谋划，在生物
医药、新一代人工智能、智能传
感器、5G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的机遇期，勇做时代发展的“弄
潮儿”。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席阿罗

疗程短、痛苦少、效果好，CAR-T细胞对白血病患者来说是一
种“突破性”的药物或技术。

CAR-T治疗产品的原理是通过采集患者自身的T细胞，在体外
通过基因工程修饰，使其变成一个装了GPS的“超级战士”，重新输
回患者体内后，能有效识别并杀伤肿瘤细胞。

这是华道生物继上海、重庆、长春、咸阳、广州之后的第六个区
域性基地。这样布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患者在“家门口”用得
上用得起CAR-T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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