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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教授潘牧团队花了20多年
时间，攻关“氢燃料电池”，如今取得可喜进展。

20年前，随着汽车逐渐走入千家万户，传
统能源的不可再生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
潘牧团队就是从那时开始攻关氢能这种绿色
清洁能源。

氢能产业迎来重大突破，不只是潘牧团队
一队之力，也是全国相关科技和产业研究人员

千帆竞发之力。不只是氢能，如今中国的新能
源产品不但远销海外，成为“中国制造”新名
片，也为全球绿色转型贡献了中国力量。短短
20多年间，中国在新能源赛道上后来居上，展
现出迅猛的势头，背后是中国蓬勃的创新活
力、百花竞放的创新势头。

以新能源为例，就有太阳能、氢能、核
能、生物质能、化学能、风能、海洋能、地热能

等诸多领域。中国在每个细分赛道上，都有
全力以赴的奔跑者。团队的创新之路，是中
国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正是千千万
万个科研团队从研发、制造到应用全链条上
锲而不舍的努力，让中国创新发展之路精彩
纷呈。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说到创
新，我们习惯将目光投向个人或团队的敢闯

敢干、拼搏进取。若以全局看，正是创新力量
的多样化、规模化，创新主体的分工、协作和
竞逐，让新赛道不断涌现、新技术不断突破、
新产业迅速发展，共同书写了这个创新勃发
的时代。

长江日报讯（记者常少
华 吴曈）两年前的 6 月 28
日，长江日报正式上线《云端
会客厅》线上访谈栏目。两
年来，《云端会客厅》坚持“跳
出武汉看武汉”，探问高质量
发展重要议题，解读新时代
武汉之“重”，获得社会各界
认可和好评。

权威专家在《云端会客
厅》分享真知灼见，洞察城市
发展大势。5位两院院士、多
位高校校长（书记）先后做客

《云端会客厅》，他们分别是：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
大学原校长丁烈云，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校长王焰新，中国工程院
院士、同济大学校长郑庆华，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量子
技术研究院院长徐红星，中
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
算机系教授郑纬民，中国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
长、山东大学原党委书记郭
新立，厦门大学校长张宗益，
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等。《云
端会客厅》目前共邀请企业
家、高校学者等各领域嘉宾
130余人。

截至目前，《云端会客厅》
已完成节目 56 期，不仅深入
探讨“新质生产力”“内陆开放
新沿海”“战略腹地”“超大城
市现代化治理”等重大战略议
题，也关注“新能源汽车”“低
空经济”“人工智能”“都市圈
建设”“专精特新”“马拉松”

“产业基金”“元宇宙”等发展
热点，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分析
武汉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特色
路径，观点报道被 20 余家高
校、研究机构转载。

6 月 24 日，202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
晓，由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复合新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潘牧教授领衔的“低铂、高效燃料电池
膜电极组件工程化成套制备技术及应用”荣获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能够拿到国家最高级奖励，说明国家对
氢能领域技术的高度重视。”潘牧告诉长江日
报记者，24年来，他见过无数的研发机构和企
业起起伏伏，很多消失不见了，他和团队走到
今天实属不易。

目前，潘牧正带领团队研发膜电极下一代
技术，保持我国在此领域的领先地位。

0到1的突破
研制中国首片氢燃料电池“芯片”

膜电极是燃料电池的核心组件，被称为氢
燃料电池的“芯片”。2000年，武汉理工大学将
一间 10 余平方米的办公室改造成实验室，36
岁的潘牧临危受命，担任燃料电池技术带头
人，在这里研制出我国第一片 CCM 膜电极。
从这里起步，武汉氢能从无到有、开枝散叶。

当时，国内外研制的膜电极均采用 GDE
技术制备，催化剂需用到大量贵金属材料铂，
成本高昂、发电量很低。潘牧曾见过采用这种
技术生产的燃料电池巴士，车上除了司机和售
票员，就只容得下一位乘客，其余空间全部被
燃料电池占据。

“这种技术当然不可能商业化。”潘牧团队
决定另辟蹊径，钻研CCM技术制备，将铂载量
降低了75%。技术发展到如今，膜电极的功能
密度也提高了5倍以上。

潘牧团队成员李赏告诉记者，20余年来，
他们历尽艰辛。2004年，团队研制出的第一批
膜电极进行实验时全部失败，投入的近30万元
打了水漂。

随着锂电池的起步发展，同时受市场大
环境影响，相比而言，氢燃料电池却没有达
到预期的目标。当时，很多机构和企业放弃
了燃料电池的研发，潘牧团队的研发人员也走
了大半。

李赏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潘牧教授情

绪很低落，氢能确实太冷了，经费也很少，他很
理解大家寻找新的方向。”李赏则选择留了下
来并坚持至今，“我和潘教授一样，认为氢能解
决的是人类能源的终极问题，人类未来一定要
往这个方向走。”

打破国际垄断
产品实现反向输出

记者从武汉理工大学了解到，潘牧领衔的
这项技术能够荣获国家级奖励，关键在于这项
技术实现了我国CCM型膜电极零的突破，并
成功进行了成果转化，摆脱了对国外膜电极产
品的依赖，还实现对国际垄断国家的反向输
出，推动了我国燃料电池产业化进程。

2006年，潘牧的膜电极技术成型，学校成
立武汉理工氢电公司，将产品从实验室推向市
场。潘牧拿着公司生产的膜电极四处奔走，向

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推介，产品送出去了却不
再有下文。当时国内根本找不到应用市场。

处处碰壁，潘牧很是沮丧，转机却也在此
时出现。2007年，在美国瑞莱昂公司做技术顾
问的一位姓白的博士回母校武汉大学，偶然听
说了潘牧正在做膜电极，便跑到武汉理工大
学，想试试他的产品。当时潘牧还未从失落的
情绪中走出来，不相信有人会对膜电极感兴
趣，拒绝了白博士提供样品的请求。

但白博士很坚持，最终还是从潘牧那里拿
到了几片膜电极。回到美国后，瑞莱昂公司将
其与国际上两家同行生产的膜电极测试作对
比，认为潘牧的膜电极性能还不错，但是安装
破损率要高一些。

“说我们的产品不好，我是不服气的。”潘
牧当即买了一张机票飞到美国，现场只看了一
眼便断定是瑞莱昂公司提供的图纸尺寸出了
问题。瑞莱昂公司的技术人员一开始并不相

信，但当他们重复校验后发现，果然存在0.5毫
米的误差。调整后再对比，潘牧的膜电极产品
完全优于另外两家公司。

潘牧独到的眼光令瑞莱昂公司惊叹不已，
公司上下都对他刮目相看，双方很快达成了合
作，首期签下5000片的订单。产品经测试无一
片出问题，瑞莱昂公司又追加订单，从3万片、9
万片再到后来的10万片以上。

2008年，武汉理工氢电公司依靠出口，已
将营收做到了千万元以上。2018年，武汉理工
氢电公司引入民营资本成立武汉理工氢电科
技有限公司，大幅扩大产能。

任重而道远
年逾六旬仍在为氢奔走

距离武汉理工大学28公里的武汉经济技
术开发区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基地，武
汉理工氢电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此，该公司入
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6000余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内，多台大型车
床正在繁忙作业。2019年，公司自动化膜电极
生产线建成投产，产能提高了5倍以上，即便当
时美国加收20%的关税，膜电极的销售额却只
增不减。

潘牧教授领衔的项目获国家最高级奖励，
公司总经理田明星难掩兴奋之情，在社交媒体
上分享喜悦，“20余年换得此刻荣誉！”

公司副总经理陈娟告诉记者，公司根据客
户需要，进行定制化生产，严格交货时间，基本
上没有库存。公司膜电极产品应用到商用车、
船舶、飞机、高铁等，并为三峡工程、航天工程
等相关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其中30%的产品远
销美国、英国等国家。

虽然已年逾60岁，但潘牧仍不辞辛劳，为
氢奔走。作为我国氢能领域专家、武汉理工
大学教授以及武汉理工氢电科技有限公司首
席科学家，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出差、
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学校、三分之一的时间在
公司。

“我国发展氢能任重而道远，需要产业链
上各环节共同努力。”潘牧说，真正要干好一件
事情，得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至少在思想上
必须全身心地投入。他坚信中国氢能产业的
春天就快到来。

让氢燃料电池有了“中国芯”
武汉理工大学潘牧教授领衔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

■长江日报记者汪洋
通讯员谢小琴 实习生孙佳莹

创新的时代百花竞放
长江日报评论员鲁珊

斯微特提前换道迎来风口

武汉“小巨人”为人形机器人做“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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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讲文明 树新风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校
长丁烈云：

武汉应当让创新文化形成全社会共
识。政府和企业都要加大对科技创新
的投入，特别是应用基础研究。此外，
武汉要建好创新生态，把“事业留人”放
在首位。

——2022年6月28日《云端会客厅》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校长王焰新：

科教优势越显著的城市，未来发展
潜力必然越大。人才的层次水平决定了
产业经济发展的高度。大学的科技创新
和高层次人才，正在城市发展中扮演不
可替代的作用。

——2023年6月7日《云端会客厅》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郑庆华：
战略科学家，不光中国缺，世界上各

个国家都缺；不光今天缺，未来也缺。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经济社会正从过去
追求规模数量到如今以创新驱动发展，更
需要能够把握和洞察未来的战略科学家。

——2023年7月4日《云端会客厅》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量子技术研究
院院长徐红星：

光谷形成了基础雄厚、生态丰富、创
新氛围浓厚的发展态势，这是武汉光电子
信息产业“独树一帜”的具体所在。

——2022年8月18日《云端会客厅》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教授郑纬民：

“东数西算”并非只与8大节点区域有
关，而是“全国一盘棋”。8大枢纽地区想
要发挥出预设功能和作用，离不开中间节
点的承接，其中就包括中部地区。

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是一个布局
较早、较快的算力基础设施，同时武汉还
在布局超算中心。如果能够把这些中心
运营好，武汉也会在“东数西算”中起到
举足轻重的作用。

——2022年7月16日《云端会客厅》
只有手指大小的减速机部件。

长江日报记者郝天娇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彭仲 郝天娇）一个机器
人能轻松抱起卧床病人，帮他擦身洗澡、换洗
床品；也能拿起锅铲炒菜做饭、洗碗缝衣……
这样的场景已在国内人形机器人公司实验室
里成为现实。要让人形机器人精准控制工作
时的力度和精度来实现这一切，就需要用上被
称为机器人“关节”的核心零部件——减速机。

连日来，在黄陂祁家湾街道的武汉精华减
速机工业园，湖北斯微特传动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斯微特”）迎来了一批批院士科研团队、
人形机器人公司研发人员。公司董事长余运
清告诉长江日报记者：“人形机器人在国内目
前还处于持续研发阶段，对微型减速机，尤其
是RV精密减速机的需求正快速增加，而我们
在几年前研发出的全球最小的微型减速机吸
引了业内众多客户。”

斯微特的前身为武汉精华减速机制造有
限公司，是一家深耕减速机行业 30 多年的民
企，也是我市首批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的“小
巨人”企业。2023年，公司研发制造的全球最

大摆线齿轮减速机已交付中国科学院合肥物
质院，将应用在俗称“人造太阳”的国际热核聚
变实验堆装置中。

“我们能做全球最大的，也能做全球最小
的。”近日，在武汉精华减速机工业园的车间
里，记者看到，检测人员正将只有手指粗细的
减速机部件，逐一放进由两个表盘组成的精密
仪器里进行检测，表盘指针产生的微微抖动，
检测人员要眯着眼才能看清。

“这些配件加工好后，要冷却24小时后才
能稳定，在室内恒温下测试，每个齿轮误差不
超过千分之五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
二十分之一。”终检车间负责人胡凯说，常规生
产1个微型减速机需要约半个月时间。

“做小的比做大的更难！”余运清说，机器人
既要能举起重物，能精准完成力量指令，还要抗
摔。因此，微型减速机需要符合载重量高、抗
冲击力强、扭矩大、使用寿命长等要求，而且零
部件全部是手工装配，对精度要求极高。

据了解，斯微特并不是近两年才开始追赶

人形机器人的“风口”，经历十多年的日积月
累，目前已有4个系列300多个品种的减速机，
均达到国内国际领先水平，已应用在各行各业
的机器人“身上”。

“2018年，有企业找到我们，希望开发微型
减速机，用于医用CT等产品上。”余运清说，当
时，市场上并没有能造出微型减速机的企业，
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减速
机内的70多个零配件，选材、锻打、加工，一次
次实验，一次次推倒重来，经过3年多，一款外
径为30毫米，重量仅200克的产品终于成型。

“有了研发制造微型减速机的基础，现在
我们在该款产品的基础上，去开发更适用于人
形机器人的产品，专业程度和应用更宽泛。”余
运清说。

目前，斯微特正瞄准人形机器人的新方
向，铆足了劲设计研发。“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优必选公司等国内龙头企业如今已是其合作
对象。今年上半年，斯微特已实现经营业绩同
期倍增，预计全年产值将突破亿元大关。

打开“楚天一号”轿车引擎盖，潘牧介绍氢燃料电池情况。 长江日报记者汪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