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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微米可折叠，减反射无影，可下潜
至马里亚纳海沟……很难想象，这些讲的
是玻璃。虽然上述性能听上去来自遥远的
未来，但实际上，这些“神奇玻璃”已经
出现在了安徽省蚌埠市，并被运用于电子
信息、新能源、医药、航空航天等多个领
域。因为这些精密的新型玻璃，蚌埠成了
一座名副其实的“玻璃科技城”。

制作玻璃不只是当代蚌埠人的“专
长”。蚌埠富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最早可以
追溯到战国时期。位于蚌埠市内的双墩三
号战国墓出土有玻璃璧，经专家鉴定系铅
钡玻璃，是中国本土玻璃制法——将石英
砂研磨成粉末后加入铅矿石助熔的结果。
这说明，几千年前，古代蚌埠人就开始尝
试炼制玻璃。时间来到新中国成立后，
1954 年上海私营大盛玻璃厂、大通热水瓶
厂实行公私合营后迁入，成立蚌埠玻璃

厂；70 年代，坐标北京的玻璃科研机构原
国家建材局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为支持
国家“大三线”建设迁至蚌埠，极大促进
了当地现代玻璃产业发展。此后随着技
术、环境保护等的需求，蚌埠开始研发用
于工业和科学研究的高科技玻璃产品，
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前沿成果。从先
秦时代的技术探索，到响应政策号召投
身玻璃新材料科技创新，再到顺应时代进
行产业升级，蚌埠的玻璃制造一直不畏立
于潮头。

不同于成熟的流水线作业，研发新型

玻璃的过程充满波折。每一种新产品的
下线落地，都是研发人员冲破堵点、突
破“卡脖子”难题的攻关。比如通过不断
调整参数、投入实验，实现玻璃一薄再
薄 ， 做 出 弯 折 百 万 次 不 破 损 的 柔 性 玻
璃，打破了国外核心技术垄断；再如在
万米海下进行多次试验，全海深海底地
震仪玻璃球舱始终运行良好，中国成为
世界上少数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正如
产品历经了种种弯折、重压考验才通过
验收，蚌埠的玻璃产业也在压力与挑战
中逐渐成长起来。

产研融合促进蚌埠玻璃研发走得更
深、更实。在蚌埠，实验室科研人员和
企业产线员工共同研讨开会是常事，科
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产业发展为科技
发展提供动力与灵感。产研一体化，防
止 了 科 研 成 果 太 过“ 学 院 派 ”、 不 接 地
气，也避免了企业只照做产品、难以形
成创新思考，能够有效破解科技与产业创
新的供求矛盾，使科技成果更好转化为产
业竞争优势，形成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
推力。

发展至今，蚌埠成为国内唯一能生产

显示产业所需全部玻璃品种的城市，已建
立新型显示、光伏玻璃、特种玻璃产业链
和泛石英材料产品群“三链一群”的硅基新
材料全产业链产业体系，孕育了多款中国
第一、世界领先的玻璃制品；这些产品又
作为基础材料，推动了实体制造技术的突
破和进步。科技创新既考验速度，也比拼
耐力。在玻璃制造这条赛道上，蚌埠持续
发力、勇往直前，相信未来会更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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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玻璃，你脑中肯定
想到的多只是用来装水置物
的杯盘，或是用作家居装修
的门窗。在安徽省蚌埠市，
玻璃的“玩法”超乎你想象：
可弯曲折叠的柔性玻璃、相
当于6个50寸电视大小的8.5
代 TFT-LCD 玻璃基板、可用
作建筑外立墙面的铜铟镓硒
发电玻璃……

近年来，蚌埠通过科技

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将薄薄
一片玻璃发展成为潜力无限
大的“高精尖”大产业；玻璃
成为一种新材料，被广泛应
用于信息显示、新能源、半
导体、生物医疗和航空航天
等前沿领域。

一片玻璃怎样“创”一片
新天地？蚌埠如何将玻璃产
业“玩”出高端“科技范儿”？
本报记者来到蚌埠一探究竟。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蚌埠玻璃产业走向高端——

这里的玻璃满这里的玻璃满是是““科技范科技范儿儿””
本报记者 丁美栋 罗阳奇

转型升级，老产业有新活力

一片仅 0.03 毫米厚的玻璃，连续弯折百万次也不会
破损断裂。卷成轴后，可以轻易穿过一枚戒指。

在位于蚌埠市的凯盛科技 UTG 超薄柔性玻璃事业
部，记者见到了这块薄如蝉翼且“可作绕指柔”的“神
奇玻璃”——30 微米柔性可折叠玻璃。事业部总经理孙
娜丽介绍，在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的支持下，这
款玻璃在柔性和可折叠方面的性能表现已达全球顶尖水
平，可被广泛应用于折叠手机、卷轴电视机、柔性医疗
检测装备、5G/6G天线等产品领域。

“从这里出发，方圆 5公里内能看到所有高端玻璃种
类的示范生产线。”站在蚌埠市东部的中国玻璃新材料科
技产业园，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总经理助理、浮
法玻璃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曹欣向记者展示着
中性硼硅药用玻璃、空心玻璃微珠、减反射无影玻璃等
新型玻璃产品的特性，多种多样的应用新场景超乎记者
想象。

近年以来，作为老工业城市的蚌埠加大工业基地调
整改造力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玻璃产业也在这一发
展新潮流中，完成了蝶变：从原本笨重、附加值低的建
材玻璃，到如今满是“科技范儿”的玻璃新材料，蚌埠
的玻璃产业正在走向高端。如今，玻璃新材料研发与生
产及其衍生出来的上下游环节，已然成为蚌埠当地的重
要支柱型产业，为这座老工业城市注入新的科技活力。

产研一体化是蚌埠玻璃产业“新生”的重要发展秘
诀。1971 年，为配合“大三线”建设，原国家建材局玻
璃工业设计研究院从北京搬迁至蚌埠。如今玻璃工业设
计研究院几经沿革，发展成为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
院，汇聚着大量的玻璃材料科研人才，并在中国工程院
彭寿院士的带领下，在蚌埠搭建起了浮法玻璃新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工业互联网
双跨平台等 17个国家级创新平台，与玻璃企业一起，对
科研成果进行产业化孵化。从基础理论研究，到工艺设
计和装备开发，再到规模化生产，在领军科研企业的技
术和人才支撑下，蚌埠玻璃产业实现了前中后端“贯穿
式”打通。

“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和玻
璃企业合作，将实验室成果进行产业化转化。这一过程
中，我们会发现实际生产情况下的新问题，并随之改进技
术、再看成效，直至最终成品落地。”曹欣说。

持续攻关，推动产品迭代创新

“嘶嘶嘶……”在蚌埠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玻璃生
产车间内，一片2.2x2.5米尺寸的8.5代TFT-LCD玻璃基
板被紧紧吸附在托盘之上，一旁的全自动化研磨头正对
玻璃的表面和边缘细细打磨，直至将玻璃表面不同位置
的微缺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厚薄差不超过10微米。

“TFT-LCD 玻璃基板作为液晶显示面板的核心部
件，是电子信息显示产业的关键战略材料，代表着全球
现代玻璃规模化制造领域的最高水平。”蚌埠中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曹志强介绍，越高世代的TFT-LCD玻璃
基板拥有越大的表面积，对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的要求

也越高，目前能够掌握8.5代生产技术的国家寥寥无几。
早 在 2015 年 初 ， 科 研 团 队 便 开 始 了 中 国 8.5 代

TFT-LCD玻璃基板的研发。2019年9月，经过数以万次
的反复试验，首片 8.5代 TFT-LCD玻璃基板在蚌埠成功
下线，意味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世代液晶玻璃基板实现
工业化生产，突破了这一电子信息显示领域的“卡脖子”
难题。“国产高世代玻璃基板的攻关和投产，能够冲击原
先国外垄断的高利润空间，有效降低我国相关生产制造
企业的成本，带来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曹志强说。

如今，8.5 代 TFT-LCD 玻璃基板已实现产业化生
产，产品团队还在持续精进，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产能
产量。

新 材 料 技 术 含 量 高 、 研 发 周 期 长 ， 要 耐 得 住 寂

寞、做得了冷板凳。以 30 微米柔性可折叠玻璃为例，
需要在原本就已经足够轻薄的高铝硅玻璃原片的基础上
进行减薄处理。基于玻璃的物理性质，在变薄的过程
中，玻璃的透明度和柔韧度会提高，但是玻璃也会随之
变得易碎。

“既要减薄，又要保证玻璃不易碎，这个过程难度不
小。玻璃的强度和韧性与制作时的工艺参数密切相关，
厚度每下降0.1毫米，制作过程中的原料、熔化、成型等
工艺都需要重新调整，这样才能保证玻璃的最优性能。”
孙娜丽介绍，研发团队对各项工艺参数逐一攻破、反复
调试，画过的图纸、开过的会议不计其数，直至生产出
符合市场需求的优质成品。柔性玻璃的成品从可折叠 20
万次，到40万次，再到100万次；弯折半径从3毫米，到
1 毫米，再到 0.5 毫米。每一项数值看似些微进步的背
后，都是研发团队日以继夜的攻关成果。

2021 年 7 月，UTG 超薄柔性玻璃事业部实现了超薄
柔性盖板产品的量产，每月设计产能达 2 万件。2023 年
10月，超薄柔性盖板产品二期开始试运行，研发团队正
朝着产能爬坡而努力。

科学规划，产业板块不断完善

来到位于蚌埠市城南新区的蚌埠体育中心，建筑外
形晶莹通透，犹如一颗璀璨“珍珠”。阳光照耀下，“珍
珠”上的几千块玻璃不仅承担着外立墙面的功能，还能持
续为蚌埠体育中心提供新能源电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玻璃为何既能做外立墙面又能发电？答案在距离蚌
埠体育中心约8公里的凯盛光伏材料有限公司铜铟镓硒发
电玻璃生产线上。

作为一种可发电的绿色建材，铜铟镓硒发电玻璃可
替代现有建筑外饰面材料、立面幕墙面板材料及一体化
屋面系统板材，其产生的绿色电能可替代火力发电能
源，降低碳排放。目前，该公司30厘米×30厘米铜铟镓
硒发电玻璃光电转换率达20.3%。

“我们在玻璃基板上均匀涂布 3微米厚的铜铟镓硒薄
膜，在弱光条件下也有较好的发电性能。这条产线每年
能生产300兆瓦的发电玻璃，可以安装在200万平方米幕
墙及屋顶上，发出的电可供10万户家庭使用。”凯盛光伏
总经理王昌华介绍。除了家居领域，玻璃在解决工业用
电方面也有不俗表现。蚌埠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其
8.5 代 TFT-LCD 玻璃基板厂房外部安装了 7.34 万平方米
的铜铟镓硒发电玻璃，每年发电量可达 1026万度，占到
每年生产线用电量的1/3。

太阳能光伏作为一大应用场景，和新型显示、特种
玻璃及应用材料一起，构成了蚌埠市三大玻璃新材料产
业板块。每一板块均有完整的产业链条，涵盖原材料供
应、玻璃制造、加工等各个环节。数据显示，在蚌埠，
以玻璃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共有363家，年
产值达600亿元以上，占全市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超40%。

目前，蚌埠正在加大玻璃新材料产业布局的力度。
2023年，蚌埠市新签约年产120万平方米的全固态电致变
色电子薄膜及镀膜装备制造、年产400万套新能源汽车玻
璃等项目51个，总投资233.9亿元。

未来，玻璃产业将如何科学发展规划？“我们将新能
源、新型显示、智能传感、生物化工、汽车零部件等作
为全市的五大产业集群，通过成立工作专班、组建产业
联盟、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等方式，凝聚各方力量，
集中突破。”蚌埠市经信局二级调研员赵本祥介绍。

“我们将继续支持重点企业，并通过技术改造、市场
开拓等多种方式，培育更多有行业重要影响力的玻璃行业
龙头企业。同时，还将加速布局车载显示、汽车玻璃等
产业细分领域，不断做大产业规模。”蚌埠市发改委副主
任刘锐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单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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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国内首
片8.5代TFT-LCD
超薄浮法玻璃基板。

右图：凯盛光
伏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内，两栋外部安装
了发电玻璃的建筑。

浮法玻璃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30微米柔性可折叠玻璃。 本报记者 丁美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