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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徐丹 通讯员兰
峰 孙亚云）10月17日，第五届中国新
材料产业发展大会在武汉经开区召
开。会上，武汉经开区新材料产业园
正式揭牌。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市已
有多项新材料技术获得自主知识产权
成果，填补国内空白。在汽车材料领
域，今后，车用材料的新趋势将使未来
汽车更轻、更智能。

目前，武汉市正在加快发展以新
材料产业为代表的未来产业发展，一
批新材料全产业链龙头企业聚集。鼎
龙控股扎根车谷20余载，集团旗下四
家企业成长为国家级“小巨人”，其集
成电路专用抛光材料、基板材料实现
量产，打破国外垄断；金发科技集团是
国内改性塑料行业第一家上市企业，
深耕新材料领域30载，量产改性塑料
和环保再生塑料，实现车用新材料国

产替代。
去年，仅武汉经开区材料产业规上

工业总产值290亿元，并在新能源汽车
用气凝胶，IGBT芯片、集成电路CMP
核心原材料和后清洗材料，CPI、柔性显
示用PI浆料，膜电极、氢能燃料电池汽
车动力系统等多项关键技术方面获得
了自主知识产权成果，填补国内空白。

就在三天前，武汉先进院又传来
好消息，其技术团队在热膨胀型微胶
囊领域取得突破，其成功研发的“热膨
胀微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以
汽车零部件为例，热膨胀微球可用于
汽车底部装甲涂料，使汽车底盘大幅
减重的同时，改善其耐腐蚀性能和减
轻噪声，降低燃油消耗。

会上，中国材料研究学会武汉产
业创新中心、中国材料研究学会武汉
新材料应用示范基地、武汉经开区新

材料产业园相继揭牌。同时，10个新
材料产业招商项目落户武汉经开区，
10个创新成果转化项目集中签约。中
国材料研究学会常务副秘书长陈亚楠
认为，这将进一步整合全国新材料产
业资源，汇聚专业科技人才，与武汉新
材料企业实现高效对接，从而促进科
技创新与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武汉在新能源材料方面具有雄
厚的基础，可以更好地引领汽车材料
的变革。”陈亚楠表示，未来汽车材料
科技的发展，必将与智能化技术深度
融合，推动汽车向更加智慧、环保的方
向演进。

据介绍，武汉经开区新材料产业园
位于智能网联和电动汽车产业园核心
地带，园区规划面积为3万平方米。聚
焦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关键核
心领域，布局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智

能建造、集成电路等领域新材料产业。
目前，园区已经集聚了开沃汽车、

中原长江、雄韬氢雄、古瑞帕沃、远大
住工、福迪、浦项、盛鑫纺织等一批新
材料企业。

武汉经开区智能网联和电动汽
车产业园党工委委员、副主任刘斌介
绍，未来，新材料产业园将引入发展
汽车轻量化、氢能、锂电池、集成电
路、新型功能材料等关键领域的骨干
企业，为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智能
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提供重要支
撑。

同时，园区将布局石墨烯材料、纳
米材料、高分子增材制造材料等前沿
新材料，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
新材料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应用示范，
助力武汉经开区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
响力的新材料创新应用新高地。

我市多项新材料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车用材料新趋势：让汽车更轻、更智能

一枚如硬币般大小的纽扣电池，安
装在手表、便携式医疗器件等设备中，
即使是在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
也能稳定运行，且能保持长时间续航能
力。在武汉理工大学读博士四年，耿立
珊聚焦水系锌离子电池研究，在麦立强
教授、周亮教授、孟甲申特设研究员的
指导下，开发了一类初层溶剂化壳层不
含有机溶剂的复合水系电解液，实现优
异低温性能。

给锌离子穿一身保暖
且轻薄的“衣服”

14日上午，记者探访武汉理工大
学纳米重点实验室，耿立珊向记者展示
她制作的锌离子纽扣电池。小小的一
枚电池，内部却有着复杂的结构，如同
叠汉堡一样，先要在电池的负极壳一端
加入锌片，然后滴入一定量的电解液，
再放隔膜，隔膜另一侧也要加电解液，
再放入正极材料。加上正极壳之后压
制成纽扣电池。

电解液的合成是关键，因为传统水
系锌离子电池在低温状态下是会结冰
的，导致锌离子无法在正负极之间流
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常见的手段是
引入有机溶剂形成一种在低温状态下
仍能稳定运行的复合水系电解液。耿
立珊告诉记者，引入的有机溶剂必须安
全、无毒，成本要低，还要能够与水形成
氢键，降低凝固点。

但是传统复合水系电解液的初层

溶剂化结构中含有有机溶剂分子，而有
机溶剂分子相对于水分子与锌离子的
结合力较强，导致在低温下脱溶剂化动
力学较为缓慢。因此调控锌离子初层
溶剂化结构不含有机溶剂分子至关重
要。

在耿立珊看来，把固体锌盐变成电
解液的过程，即阴离子和/或溶剂围绕
在锌离子周围形成锌离子溶剂化结构，
就如同是给锌离子穿衣服的过程。她
将锌离子比作一个人，锌离子在正负极
之间的快速流动产生能量。而在低温
环境下，锌离子受寒气的侵蚀，行动会

变得迟缓，甚至裹足不前。“这就需要给
它穿一身衣服，这身衣服既要保暖，还
要轻便。如果衣服太重了，同样会影响
锌离子的运行效率。”

穿4层“衣服”最合适

在导师的指导下，耿立珊进行了相
关实验尝试。进入她视野的有机溶剂
一般为砜类或醇类的物质，毒性很小，
成本较低。但是这两类有机溶剂数量
仍然众多，一个一个尝试造成工作量巨
大、效率低下。

在一个冬季的下雨天，耿立珊看到
爸爸在车窗和挡风玻璃表面喷洒了一
层东西，几小时后周围的车辆里只有他
爸爸的车窗未结冰。爸爸告诉她，“这
是防冻剂，能防止水结冰”。

“我找到啦！”耿立珊恍然大悟，激
动地叫起来，“防冻剂能降低水的冰点，
又无毒且成本低，这不就有我想要寻找
的溶剂吗？”

回去后，耿立珊就查略了一系列防
冻剂相关资料，但实验发现，最常见的
防冻溶剂乙二醇这件“衣服”太重了，即
便穿上它很保暖，锌离子却跑得不快。
如何找到既能保暖又轻便的衣服？进
一步调研与实验后，耿立珊最终找到了
二甲基亚砜这种有机溶剂。研发的复
合水系电解液由低成本的醋酸锌水溶
液与二甲基亚砜组成，使得锌离子的初
层溶剂化结构里无有机溶剂分子，促进
锌离子的快速脱溶剂化动力学。

不过，到底需要给锌离子穿上几件
“衣服”才是最合适的？耿立珊又通过
实验对比了10个对样组，最终发现在
穿第4件的时候，对应二甲基亚砜的体
积为40%时，既能保持低温性能，又能
保持良好的运行速度。

实验室一隅，一台低温烘箱嗡嗡作
响，烘箱内放置着几颗装配好的电池。
烘箱温度设定为零下20摄氏度，在这
一理想环境下测试电池的电化学性能，
包括电池容量、循环性能和倍率性
能。

“容量越高，电池就续航越久。倍
率性能越高，就能实现快充的性能。”耿
立珊告诉记者，他们研发的水系锌离子
电池在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下，电解
液仍然处于液态，体现出很好的低温应
用，具有高容量、长循环、高倍率性能。

记者汪洋 通讯员谢小琴 黄天佑

她研发的这枚锌离子电池——

能扛住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

武汉晚报讯（记者蒋太旭）大财政
体系建设背景下，如何有效盘活闲置
资产，促进国有资产统筹整合共享共
用？10月17日上午，省机关事务局主
要负责人、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来汉
调研武汉公物仓建设运行工作。

调研组一行来到位于新长江传媒
大厦3楼的实体仓基地，实地考察武汉
公物仓制度建设、技术设计、平台管理
和日常运营等情况，对公物仓积极拥
抱数字化、大胆探索新集约节约方式

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建设思路
清晰、目标明确、起点更高，构建了“1+
N”市区公物仓“一盘棋”的建设模式，
也为全省公物仓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
鉴和探索。

在随后召开的公物仓推进建设座
谈交流会上，省机关事务局、省财政厅
相关负责人指出，下一步将和武汉市
一起推动公物仓建设，在工作实践中
以“仓”为抓手，推动建立各层级各部
门之间的资产流通链接，信息系统全

过程透明管理的共享共用机制，通过
构建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前后衔接，
推进预算、政府采购、资产管理环环相
扣的全链条管理体系，用现代供应链
思维打造“公物链”，并加快探索“闲置
资产集中调剂、新增资产集中配置、公
共服务集中供给”的新方法，以实现更
大程度更大范围的集约节约。

调研组表示，要充分发挥公物仓
平台的优势功能，通过有效盘活存量、
优化控制增量、集约供给变量功能和

衍生效应，形成省市州联动，加快筹建
“省市同仓”，打造全省“一网统管”的
现代化政府资产数字化调度平台。

调研组要求，省市相关部门要在
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不断破解
公物仓建设中的难点和堵点，进一步
推动建立更加完善和规范的管理长效
机制，不断加强各级财政部门与机关
事务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互通。以更
高视角更长远眼光，延伸拓展公物仓
运行空间和市场领域，力争在全国公
物仓建设中走在前列。

市机关事务局、市财政局相关负
责人陪同调研，并参与座谈交流。

武汉公物仓：探索以供应链思维打造“公物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