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月17日深夜，网信产业龙
头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长城”）在其公众号宣布，旗下
郑州轨道交通信息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
“郑州轨交院”）和河南通用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通用”）于近日研制
成功我国首台半导体激光隐形晶圆切割
机，填补了国内空白，在关键性能参数上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长城表示，该装备是郑州高新
区两家企业——郑州轨交院与河南通用
历时一年联合攻关研发成功，最终实现
了最佳光波和切割工艺，开启了我国激
光晶圆切割行业发展的序幕。半导体激
光隐形晶圆切割技术取得实质性重大突
破，相关装备依赖进口的局面即将打破。

据了解，2017年，郑州轨交院成立。
这几年来郑州轨交院一直围绕新一代信
息技术突破开展科研创新、研究高端装备
制造、自主安全工业控制器和进行技术攻
关，被中国长城旗下公司收购后，更是进
入新一轮加速发展期。

与传统的切割方式相比，晶圆切割是
半导体封测工艺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序，
属于非接触式加工。可以避免对晶体硅
表面造成损伤，可以大幅提升芯片生产制
造效益、质量和效率，并且具有加工效率
高、加工精度高等特点。

我国第一台半导体激光隐形晶圆切
割机通过特殊结构设计、采用特殊材料、
特殊运动平台，运动速度可达 500mm/s，
同时可以实现加工平台在高速运动时保
持高稳定性、高精度，这台半导体激光隐
形晶圆切割机效率远高于国外设备。

在光学方面，该设备采用了脉宽和重
频的激光器，找到合适的波长、总功率，最
终实现了隐形切割。改切割机根据单晶
硅的光谱特性，完美结合了工业激光的应
用水平。在影像方面，该装备还搭载了同轴
影像系统，采用不同感光芯片、不同像素尺
寸的相机，搭配不同功效的镜头，实现了
产品低倍、中倍和高倍的水平调整和轮廓
识别。此外，该切割机还可以确保切割中效
果的实时确认和优化，实现最佳切割效果。

专家指出，我国首台半导体激光隐形

晶圆切割机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国外对激
光隐形切割技术的垄断，对进一步提高我
国智能装备制造能力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该装备的成功研制创立了央企、民企
共扛使命、资源互补、平台共享、集智创新
的新模式，也是央企、民企联合发挥各自
优势，通过产学研用相结合，解决国家重
大智能装备制造瓶颈问题的成功典范。

据郑州轨交院院长助理李侠透露，今
年 6月份计划举办上线发布会及揭牌仪
式。下半年，该装备将在郑州市进行技术
成果转化及量产，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
高我国半导体智能装备行业整体水平，为
国家“一带一路”实施和“中国制造2025”
提供高端智能装备的支撑保障，并有力推
动我国在该领域由智能制造大国向智能
制造强国迈进。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第二届河南省专利奖励的决定》，郑
州高新区辖区企业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
司的“一种齿形转向摇臂轴热精密成形方
法及其装置”等专利被授予河南省专利奖
一等奖。在49项专利获奖榜单中，郑州高
新区拥有5个席位。

据高新区创新发展局知识产权办公室
主任吴煦介绍，除郑州高新区郑州机械研
究所有限公司专利“一种齿形转向摇臂轴
热精密成形方法及其装置”获得一等奖以
外，高新区还有 4家企业的专利荣获第二

届河南省专利奖，分别是：二等奖“一种稳
态误差补偿的卫星接收机授时控制方法”
（15号），来自郑州威科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三等奖“一种基于发电机组控制器的
PLC梯形图的生成方法”（36号），来自郑
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种方舱隐
身保温板及其制备工艺”（37号），来自郑
州佛光发电设备有限公司；“一种电化学
甲醛传感器及其电极的制作方法”（47
号），来自郑州炜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此外，在 2018年第一届河南省专利奖评选
中，高新区共有4家企业获奖，其中二等奖

2个，三等奖2个。
据悉，河南省专利奖每两年评审一次，

对于获奖企业给予奖金。首届奖励金额为
特等奖每项30万元；对特别重大的发明专
利，根据其价值和影响可给予特殊奖励，金
额不超过100万元；一等奖每项10万元，二
等奖每项3万元，三等奖每项1万元。

据介绍，2019年，高新区专利申请量
达到12703项，其中发明专利为3961项；专
利授权量达到 7580项,其中发明专利为
840项。2019年，高新区获批8家国家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2家郑州市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6家郑州市知识产权试点企业；4项
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区内 5家公司
承担2019年度郑州市高价值专利组合（培
育中心）计划项目。2019年3月，由高新区
创新发展局牵头，枫杨园区运营中心申请
郑州市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项目，并于11
月获批；4月，郑州高新区率先成立“郑州
高新知识产权运营基金”，基金规模达到2
亿元；2019年，高新区完成专利质押融资
共5000万元。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本报讯 系统性构建创新创业生
态，市场化配置创新创业资源，5月 22
日，高新区枫杨园区运营中心与河南工
业大学进行对接交流，梳理科创资源，
力促高校先进技术成果就地转化。

河南工业大学设计研究院院长
李昭、科学技术处副处长耿铁等先后对
河南工业大学科研工作、成果转化工
作、中国粮谷的筹建和设计研究院科技
成果转化工作等进行了详细介绍。

枫杨园区运营中心主任肖惠中阐
述了园区在系统性构建创新创业生态、
市场化配置创新创业资源的工作推进
情况。希望能够根据园区企业的实际
需求，了解并掌握河南工业大学国家
级、省部级等研发平台的研究方向、研
究课题和研究成果等资源要素信息，建
立一套完整的对接机制。通过良好运
转，实现资源整合、项目合作等成果转
化工作的开展。

李昭表示，高校科研成果众多,亟须
对接渠道和相关企业信息，和园区进行
合作十分必要。耿铁提出,可以拓展对
接合作方式和内容，通过面对面与研发
平台负责人交流、实地走访实验室、向
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实验设备等方式，在

解决企业技术需求的同时，反哺大学各
类学科建设，真正完全发挥科创资源整
合对接机制的功效。

此外，大家还一起探讨了“中国粮
谷”建设、粮食科技小镇规划、粮食博物
馆建设等，力求共同促进粮食科技成果
转化和粮食工业发展。

据介绍，枫杨园区自科创资源梳
理工作开展以来，一直致力于科创资
源的优化整合，既靠近创新的源头，
充分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加强科技成
果辐射供给和源头支撑，又靠近市场
需求，紧密对接企业和产业，提供全
方位、多元化的技术创新服务和系统
化解决方案。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郭敏 文/图

第二届河南省专利奖励名单公布

49项专利获奖榜单中，郑州高新区占5席

本报讯 智慧物流，企业先行。5月
21日上午，郑州高新区管委会创新协同
中心组织辖区内6家与智慧物流相关的
企业赴郑州国际物流园区参观学习。

企业代表先后参观了郑州公路港智
慧服务平台、郑州德邦物流有限公司、河
南京邦达供应链有限公司（京东）。企业
家们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认真聆听相
关企业负责人的讲解。“货物分拣需要多
少人员？”“机器人使用率有多少？”“物流
中心的订单如何分配？”……

参观过后，创新协同中心又组织了
座谈，邀请普洛斯郑州物流园、郑州德
邦物流有限公司、河南京邦达供应链有

限公司（京东）、安得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进一步分享了加快物流业转型
发展的相关经验。

“此次活动收获颇丰，增长了不少
见识。”郑州小桔大数据有限公司的项
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是从事同城快
递、物流系统软件开发的，通过此次活
动，了解智慧物流，掌握物流行业发展
态势，对公司下一步产品研发方向提供
了借鉴和参考。郑州科瑞思拓软件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庞女士表示：“活
动为企业间沟通合作搭建了桥梁, 能够
让企业之间抱团取暖，共度难关。”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李少帅

“左手”托起创新源头
“右手”承接市场需求
高新区枫杨园区携手河南工业大学
力促高校先进技术成果就地转化

高新区企业到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取“智慧真经”
借鉴学习物流转型发展经验

芯片领域一个“卡脖”技术获突破

中国首台半导体
激光隐形晶圆切割机
在郑州高新区问世
在关键性能参数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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