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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 昨日上午，第六届
长三角科技成果交易博览会重
要活动——长三角青年科创项
目温州专场对接会在上海嘉定
举行，精心筛选的9个来自同济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
等高校的优质项目轮番登台路
演。现场吸引一批沪浙两地专
业领域投资机构、孵化载体对接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搭建起科
创项目展示平台，开辟孵化项目
投融资对接通道，为推进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打造“创新
链接器”。

此次对接会在上海市嘉定
区科委的大力支持下，由温州市

科学技术局、温州市投资促进局
主办，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院、
温州市鹿城区投资促进服务中
心承办，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和科
技成果转化，充分依托两地科
创、资本、产业、人才、政策红利
等资源要素，集结两地大孵化
器、高能级平台、投融资机构优
势力量，温州（嘉定）科技创新
园、温州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中
心、国家大院名校温州联合研究
院、温州市鹿城区驻上海招商引
智工作专班等参与单位征集近
100个项目，根据技术创新、市场
前景等维度评估遴选“微通道细
胞转染仪”“可调控生物组织修
补黏合剂及修补片”“可穿戴下
肢外骨骼”“新型循环肿瘤细胞

检测纳米技术”等9个具有高成
长性的项目路演，涉及生物医
药、医疗器械、新材料、智能装备
等产业领域。吸引沪浙两地专
业领域投资机构、孵化载体及金
融服务机构齐聚嘉定，与青年科
创人才进行全方位对话交流，推
动长三角区域城市之间“双向奔
赴”，营造两地协同创新联动、共
建共赢良好氛围。

嘉定相关负责人在对接会
上表示，希望借长三角科交会平
台，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更好地
促进温州与嘉定在“走出去与引
进来”之间，共同打造双向互通
的科创升级版，推动嘉定与温州
以及其他长三角城市共同探索
区域市场协同、科技创新一体、

产业发展融通的长三角更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新模式，
谱写嘉定与温州的科技创新合
作新篇章。

2018 年，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首届长三
角科交会在上海嘉定应运而
生。温州市与嘉定区依托长三
角科交会平台，不断深化科技
创 新 交 流 合 作 ，成 果 丰 硕 。
2019 年科交会上，嘉定、苏州、
温州、芜湖四地科技部门签署
协议，共建科技创新一体化协
同战略机制，明确在促进科技
资源开放共享、共建技术转移
服务平台等9个方面联合探索，
构建协同创新网络。聚焦“科
创+产业”，温州与嘉定先后合

作打造温州市规模最大的科创
飞地——温州（嘉定）科技创新
园，两地积极突破行政区域界
线，发挥各自优势，共同结成紧
密的合作共同体，先后引育一大
批企业研发中心、产业孵化团
队，打通“研发创新在飞地，产业
落地在温州”的联动发展通道，
推动温州和嘉定在科创要素共
享、创新人才集聚和科技成果转
化等方面的全面合作。

据悉，本届科交会以“创新
链接，开放共赢”为主题，聚焦科
技成果转化，以“朋友圈对等融
入”的理念，打造五个主题展区，
重点举办包括开幕式在内的50
余场同期活动，推进长三角科技
创新高质量发展。

痛点就是创新的起点
90后的张震老师4年前博士

毕业入职华理后，就投入到指导
学生的科创研究之中，聚焦于柔
性电子增材制造领域。随着人
工智能、5G、物联网等行业的快
速发展，可弯曲折叠的柔性可穿
戴电子产品成为消费电子行业
的重要发展方向，而柔性电路制
备成为其中的关键点。

传统制备柔性电路的方式
是“减材制造”，即通过刻蚀柔性
覆铜板来制备柔性电路，前后10
余道工序，不仅工期长达一星
期，而且原料利用率小于10%，污
染、浪费都很严重。那么，是不
是能够像现在的印刷一样，把电
路“印”在基材上呢？张震老师
团队就选取了这种“柔性电子增
材制造”的路径。

作为柔性电子增材制造的
关键原料，“电子墨水”目前还面
临着印刷电路导电性差，与基材
结合力弱，烧结温度高易破坏柔
性基材等缺陷，不能满足工业应
用的要求。然而，痛点就是创新
的起点。张震从2019年11月起
就开始组队，开始指导学生研究
如何升级柔性电子智能制造，目
前已开发出综合性能优异的原
创成果——“合金墨水”。

据介绍，这种以锡铋合金微
球作为金属粘结剂的三元复合
导电油墨，可以通过瞬时液相扩
散焊连接铜微球、锡微球，形成长
程连续导电通路，具有烧结温度
低、导电性能好、直写印刷精度高
等优点，可应用在柔性印刷电路
板（FPCB）的直写生产、柔性混合
电子的焊接封装、柔性传感器等
电子元件的印刷生产等方面。

围绕相关技术，“合金墨水”
项目团队开始壮大和产出，目前

已累计申请获得8项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以及6项软件著作
权，发表4篇学术论文。与此同
时，在产业化道路上，“合金墨
水”项目依托华理科技园积极转
化研究成果，通过中试验证，实
现公斤级的批量化生产，送样给
部分企业测试，并成功应用于柔
性混合电子封装和柔性电路印
刷生产，实现了初步合作。

科创实践要“自讨苦吃”
“科创实践就是要‘自讨苦

吃’。”华理物理学院大四学生唐
桤泽说。高考报志愿时，唐桤泽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华东理工大
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大一一开始，唐桤泽就参加了学
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组织的“周
四创谈”“师生双选会”等活动，
从优秀的“双创”项目与竞赛案
例中学习经验，并在学校“众创
空间”里结识了来自材料学院、
商学院和艺术学院的潘一、王保
余、管晓彤等同学，大家一起在
张震老师指导下，开展柔性印刷
电子材料与器件的研究与转化
工作。

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自然
就要不断地“吃苦”，回望整个技
术研发及成果转化过程，不仅工
作量巨大，而且困难重重。要提
高“合金墨水”金属含量与印刷
性能，需要合成球形度高、表面
光滑致密的合金微球，为此，团
队尝试了高温熔融、高速剪切、
电沉积等多种方案，仍无法获得
满意的形貌。遇到瓶颈了，怎么
办？坚持与努力是唯一的出路。

时刻关注同学们研究的张
震引导大家回归问题本质，一起
剖析晶体的成核生长过程。同
学们受启发而提出了锡铋晶体
共还原工艺，通过不同晶体间的

互扰，形成无定形的纳米种子，
进而通过控温熟化实现高球形
度合金微球尺寸的灵活调控，这
样，以此为填料的“合金墨水”的
导电性能和印刷性能都大幅度
提升。

比赛：无限挑战自我
“创新往往伴随着挑战，克

服了挑战，便取得了进步。”团队
成员、物理学院大三学生季鑫
说。从大一时候空有一腔热血
的“科创小白”，到如今能够独立
设计实验并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
发表影响因子8的SCI论文，从大
一学年成绩排名年级中游，到大
三学年专业第一并获得国奖，范
世昌也在项目团队中获得飞快成

长，如今已获得保研北大资格。
同学们从“大创”项目起步，

从课题研究到备赛参赛，历经选
题立项、技术攻关、转化落地、融
资推广、层层路演等多个环节的
磨砺。创新“挑”重任，青春“战”
未来。捧杯“挑战杯”特等奖后，
唐桤泽感慨，永远记得终审答辩
前连续几天凌晨2点的月亮，永
远记得走出答辩会场时老师和
队友们送来的鲜花，“未来的路
任重道远，我们会坚持在‘重知
笃行，以智报国’的道路上继续
前行。”

对艺术学院大四学生管晓
彤来说，这场跨学科的科创之旅
同样让她体会到另一种魅力。
在团队里，她的任务是将项目技

术更好地对接到应用场景上以
及将技术更加清晰明了地展示
给观众。面向“挑战杯”国赛，管
晓彤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答辩前
一天晚上团队成员穿着西装在
模拟答辩，冉老师问及，怎么出
这么多汗还穿着西装，团队成员
季鑫说：“态度！”这让管晓彤由
衷地感受到大家非常用心地想
把每一件事都做好。

比赛是一个无限挑战自我
的过程，这场融合“设计＋技
术”的探索，同样激发了管晓彤
的科研兴趣，也让她从艺术学
位跨专业保研到浙大的工学学
位。未来，她将更深入地了解
领域内相关知识，进一步拓展
学术视野。

华东理工大学首次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受访者供图

从“科研小白”到“科创牛人”
他们第一次将“挑战杯”特等奖收入囊中

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终审决赛日前在贵州大学举行。华东理工大学
首次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取得历史性突破。捧得“挑战杯”国赛特等
奖的“面向柔性印刷电子的低熔点合金墨水”项目团队，因这样一个项目，让一群“科研小白”本科生变身成
了“科创牛人”。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做大科创“朋友圈”打造“创新链接器”
长三角青年科创项目温州专场对接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