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年磨一剑， 他排除万难攻
克显示面板中的基板玻璃化学组
成难题， 校企合作实现了玻璃基
板国产化， 此项科研成果仅3年
间就为下游企业节约成本超过
2000亿元。 深藏功与名， 低调的
他把荣誉证书放入抽屉， 继续大
步行进在科研道路上， 网络上关
于他的人物报道寥寥无几， 就连
校报的采访他都一再延后。 这位
学生眼中的 “加班狂人”， 每天
早来晚走， 用亲身实践为学生树
立起最好的奋斗榜样。 他就是全
国先进工作者、 北京工业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孙诗兵，
201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
者。

从技术“雷区”中蹚出自
主知识产权之路

电视、 显示器、 手机等终端
显示的屏幕是由两块玻璃基板夹
在其中的液晶构成。 作为面板生
产最关键的一环， 玻璃基板的制
造要完成反复镀膜 、 加热 、 光
刻、 腐蚀等工艺， 是显示面板的
载体， 对玻璃材质有着严苛的性
能要求， 被公认为玻璃制造行业
里的 “珠峰”。

早在本世纪初， 孙诗兵就注
意到国际玻璃基板市场已被美
国和日本占有， 他们通过专利设
置了种种知识产权壁垒， 稍有不
慎就会 “触雷”， 国内液晶显示
制造企业几乎所有材料都不得不
依赖进口。 中国的平板显示技术
不能再受制于人 ， 必须从技术
“雷区” 中蹚出一条自主知识产
权的大道。 孙诗兵毅然接下中国
企业委托的研发任务， 这一干就
是8年。

孙诗兵团队遇到很多技术难
题， 其中一项就是再热收缩率，
即用一套模板在两块玻璃基板上
“划格子”， 每个格子可以理解为
一个像素， 格子很小， 最终必须
做到完全重合。 但在研制中， 一
块基板要加热 ， 一块基板不加

热， 热胀冷缩， 冷缩后的基板不
一定回到原来位置， 相关性能总
是 “按下葫芦浮起瓢”， 导致两
套格子无法重合， 产生显示质量
问题。

他的学生们说， 在孙老师的
工作字典里没有 “放弃 ” 这个
词。 想办法提高玻璃的应变点，
保持其高化学稳定性。 在几百次
反复实验后， 孙诗兵终于找到达
到相关性能要求的组成， 实现了
两块基板对盒的严丝合缝。

研制阶段的另一大考验是玻
璃基板要在1640℃高温下熔化 ，
出料时，操作者需头戴面罩，穿着
防护服和由保温材料制成的双层
手套， 手持长钳把装有玻璃熔液
的坩埚从熔炉里夹出， 倾倒在模
具中，热浪滚滚，手上不能松一点
劲，稍一不慎就容易发生事故。

当年的科研条件远不如现
在， 实验室里没有安装空调， 操
作一会儿工作服上就印出一片片
汗渍。 但在他们眼中， 熔化玻璃
是一件神圣的事， 从加料、 搅拌
到出料需要五六个小时， 每道流
程都不能有丝毫闪失。

有一次， 学生进行加料前准
备时，将里层手套淋湿，以为这样
会舒适一点， 孙诗兵看到后却马
上制止， 让学生赶紧换一副干手
套。 原来，水的导热性强，导热会

更快，甚至发生汽化，灼伤双手。
更为严重的是， 人被烫后会本能
地甩手， 上千度玻璃液就会被甩
出去，后果不堪设想。他要求所有
人要严格按照规程操作， 自己也
勤检查，保证不能出事故。

对待科研， 他一丝不苟， 对
待学生， 他在严格要求中也很宽
容 。 加热用的U形硅钼棒易断 ，
学生更换时没有经验， 经常在更
换一根时把其他好的硅钼棒也碰
断。 他没有过多指责， 而是亲自
动手， 示范硅钼棒的更换方法。

这么高的温度， 熔化玻璃的
锅要用什么材料？ 每当别人问到
这个问题， 他都会豪迈地回答：
“我们用的是白金， 就是镶嵌钻
石 用 的 白 金 ， 它 的 熔 点 将 近
1800℃。 大家买白金戒指是按克
算， 我们实验以公斤论， 而且实
验用的白金里添加了更贵的金
属， 比商场卖的价值更高。”

2013年， 孙诗兵团队最终研
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玻璃基
板化学配方， 玻璃基板可广泛应
用于电视、 电脑、 手机等平板显
示终端产品。 校企合作实现我国
玻璃基板产业化与规模化发展，
一举打破美日垄断。

玻璃基板的国产化撬动进
口玻璃大幅降价， 从每平米800
元降到100元， 为国内下游企业

节约成本超过2000亿元， 液晶电
视开始大幅度降价， 更重要的是
维护了我国战略性显示产业的安
全。 “光电显示用高均匀超净面
玻璃基板关键技术与设备开发及
产业化” 项目因此荣获2018年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承接30余项建筑节能
项目硕果累累

前些年， 建筑保温材料诱发
火灾的消息见诸报端 ， 教训惨
重。 在此背景下， 孙诗兵领衔承
担了开发用于建筑保温的不燃烧
的保温材料课题 。 他带领课题
组， 利用废弃矿渣等原料制造出
具有防火功能的建筑专用岩棉保
温材料， 得到广泛推广。

建筑外保温节能是本世纪初
在我国兴起的新技术。 孙诗兵紧
密围绕材料、 工程应用和政策推
动的需求，先后承担了国家、北京
市及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30余
项， 研发不燃材料， 提升阻燃性
能； 开发保温系统， 促进工程应
用；制订标准和规范，推进规范化
建设；调研行业问题，寻求政策对
策， 形成了节能材料与工程应用
技术特色研究方向。 在孙诗兵的
实验室内， 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保
温材料、节能玻璃和构件模型。

孙诗兵在该领域发表本领域
论文百余篇， 持有发明专利30余
项 ； 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3项 ，
荣获首都五一劳动奖章等市级系
统先进个人称号。 在专业领域取
得成绩的同时， 他还在高校思政
工作上积极探索， 获批北京工业
大学首批 “双带头人” 教师党支
部书记示范工作室。

360天泡在学校的 “加
班狂人”

能取得一个个辉煌成果， 除
了团队协作、 加强学习、 不断创
新等因素外， 也与孙诗兵十余年
如一日的勤奋密不可分 。 “勤

奋” 二字， 不仅印在了他的实验
室墙上， 更印在了他的身心里，
加班加点是他的工作常态。

孙诗兵对科研的满腔热忱给
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学生对他的
评价离不开一个 “拼” 字： “孙
老师每天六七点就到校， 有时学
生晚上10点走了 ， 他还在做研
究。” “他曾经连续一周零点后
才下班， 还在实验室干过通宵，
太拼了！” 学生眼中的孙教授就
是一名 “加班狂人”。

“孙教授不仅要备课， 还要
与学生讨论研究方案， 参加各种
会议， 与企业探讨合作课题， 特
别特别忙。 他几乎每个周末都不
休息， 总是出现在实验室里， 他
对工作的拼劲给了我们很大触
动， 让我们尝试紧跟着他。” 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9级研究生
王万甫说。

“一年有365天 ， 孙老师差
不多有360天泡在学校里。” 研究
生张微尘观察到孙老师虽然工作
繁忙， 但每次对学生提出的问题
都详细解答 ， 耐心帮助学生提
高。 “孙教授平时会看大量专业
论文和书籍， 我们提交的论文报
告， 他不用查重， 一眼就能看出
哪段话的行文有问题。”

孙诗兵对于自己被同事戏称
为 “加班教授”， 先是微微一笑，
很快又严肃起来， “科研是需要
时间堆积的， 事情做到那个节点
上， 不弄完心里过不去， 只是多
年养成的习惯而已。”

“年轻的教师经常为研究方
向困惑， 我认为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科研工作者的方向，
国家发展的需求就是科研的方
向， 然后就是苦干加巧干， 科学
唯一， 创新无限。” 孙诗兵说。

“一片丹心照科研。” 孙诗
兵用持之以恒的行动践行了这句
掷地有声的话语 。 2020年 11月
24日， 这位北工大的科技尖兵被
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光荣地参
加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

职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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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来， 他舍小家、 顾大
家，扎根基层，甘于奉献，倾力为
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献 计 献 策 。
“ 只 要 能 看 到 贫 困 群 众 的 笑
脸 ，这就值了 。 ”他真诚地说 。
他就 是昌平区生态环境局检测
站党支部书记、 副站长韩大巍。
2018年7月，他赴内蒙古自治区锡
林郭勒盟太仆寺旗扶贫办挂职，
开展京蒙扶贫协作工作。

不久前， 韩大巍又一次驱车
前往太仆寺旗骆驼山镇黑渠山村
查看村里的饮水情况。 “我刚来的
时候，昌平区300万扶贫协作资金
已经到位， 当时就想着要用一部
分资金解决安全饮水问题。 现在
看来，问题圆满解决了。 ”韩大巍
说。

由于气候和地质原因， 太仆
寺旗无地表径流， 村民饮水主要
依靠自建小口井， 由于浅水井存
在水量不足、水质超标等问题，对
村民的日常农作影响较大， 导致
部分地区村民喝水难。 为了切实
解决当地群众的饮水问题， 他多

次走访黑渠山村和红葛村实地了
解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

“关于饮水项目，我们当时有
两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是小型到
户的水质净化器， 但是到户的净
化器有局限性， 所以就考虑从根
本源头上解决饮水问题。 ”韩大巍
说，“最后决定在这两个村建设水

质净化车间， 两个车间一共投入
资金210万。 ”

如今， 黑渠山村里家家户户
都能喝上干净健康的水。 通过近
几年的京蒙扶贫协作， 在太仆寺
旗存在饮水问题的村庄实施安全
饮水工程， 彻底解决了部分地区
群众喝水难问题， 为脱贫攻坚打

下坚实基础。
黑渠山村是全镇农牧业基础

较好的村，多年来除了受制于水，
还受制于路。 “要想富，先修路。 ”
良好的基础设施是脱贫的关键要
素。 2020年，在京蒙扶贫协作资金
的助力下， 这件村民们翘首以盼
的事得到了解决。

“黑渠山自然村地况是山沟，
修路困难，通过多次求助，多次反
映老百姓的意愿，2020年8月份开
始动工了。 ”太仆寺旗骆驼山镇黑
渠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高俊锁介绍。

2020年9月，进驻村里的施工
队正在开山修路， 横亘在两个自
然村间的山脊被挖通，10米高的
豁口变成了新通道， 在韩大巍等
挂职干部的努力下， 积极与各方
协调，组织修建村公路，60多万元
的扶贫资金解决了多年来这1.3
公里的行路难的问题。

黑渠山村共有5个自然村，高
俊锁告诉记者：“多少年老百姓期
盼的路，就进不来出不去，所以在

增收这方面比较困难。 昌平区帮
扶干部来了给我们修路， 脱贫更
加稳定，马上就能奔入小康了。 ”

在饮水和道路项目建设中，
韩大巍始终以最快速度造福贫困
地区和贫困群众为目标， 集中优
势力量， 争分夺秒、 连续奋战。
他 多 次 深 入 施 工 现 场 ， 紧 盯
项 目 进展情况 ， 协助协调解决
问题， 通过京蒙两地干部相互配
合， 通力合作， 项目得以顺利实
施落地。

“扶贫这项工作非常有意
义， 我们看见贫困群众脱贫， 能
看 见 他 们 脸 上 挂 着 笑 容 ， 从
心里上就有一种很强的获得感、
荣誉感。 通过我们的努力， 让贫
困群众生活质量提高了。” 韩大
巍说。

挂职不虚职， 履职能尽职。
作为一名挂职扶贫干部， 韩大巍
已把草原当成第二故乡， 把草原
上的农牧民当成自己的亲人， 为
他们所想， 为他们解难， 尽心尽
力为他们办实事。

韩大巍： 挂职更挂心 草原成为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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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诗兵 （右四） 与学生一起进行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