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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需要不断突破自我
的。”在创新智慧馆的展厅内，吴博
向记者讲述他的人生观念。从四川
大学的教师讲台到广州黄埔的创业
一线，吴博在高分子材料的科创道
路上奋进近30年。从阻燃安全到绿
色低碳，从智能装备到创新体系工
程，吴博不断突破制约高分子材料
创新的“天花板”，他承担并参与多
项国家、省部级重大项目科研工作，
研发成果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
步一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科技进步二
等奖等。为提升国家高分子材料产
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转
型作出重要贡献。

从小到大，吴博都算得上
是一个标准的“顶级学霸”。
1994年，从四川省雅安中学毕
业的吴博凭借着突出的全国
化学奥赛成绩，获四川联合大
学免试录取资格，并在大三就
进入实验室开展科研工作，在
王玉忠教授的指导下开展生
物 降 解 材 料 的 创 新 探 索 。
1998年，他又以全年级第二的
成绩获得推免资格，在四川大
学化学系的学科带头人王玉
忠教授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
专注于阻燃聚酯的创新与研
究。

2001 年，硕士毕业的吴博
留在四川大学，成为化学学院
的一位教师，将拥有的是让人

羡慕的高校工作环境，稳定收
入 和 寒 暑 假 及 大 学 教 师 身
份。然而，2003 年 4 月，他毅
然放弃了这份工作，选择去到
广州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为一名基层的研发工程师，
开始了自己从高校讲台到创
业一线的转型征程。

“一方面是受沿海地区开
放科创观念的吸引，另一方面
是不满足于基础研究，希望通
过产业应用研究为社会作出
更直接、更大的贡献。”吴博表
示，当时的金发科技是业内以
改性塑料为主的新材料企业
中，他认为最有活力的标杆，
尤其是其产品中，阻燃改性产
品占据市场主流地位，这和他

的专业也非常契合，因此他最
终选择了加入，投身科创一线
并奋斗至今。

在科创道路上，他从开发
阻燃材料的研发工程师做起，
并不断成长，现任国高材高分
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学习道路上，
他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不断充
电学习提升，获得四川大学资
源与环境专业博士学位。

“人生是需要不断突破自
我的。”在吴博看来，不管是求
学期间攻读各门专业课程，还
是投身科研一线后攻关各类
研发和产业化难题，都是一次
次突破自我、打破限制的挑
战。

当前，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
总体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
段，关键材料被“卡脖子”的问题
还广泛存在，如何提升材料检测、
科技研发创新效率，促进材料产
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产业界面临
的重大课题。

“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存
在的‘卡脖子’技术难点主要是高
端智能装备的研发和制造，这将
是我们未来需要聚焦攻克的关
键点。”吴博表示，“卡脖子”技术
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只有自力更
生、自主创新这一条路。

为进一步提升材料检测效
率，吴博带领团队成立智能化测
试系统项目组，组织大量海内外
调研走访的同时，加班加点了解
产业痛点和客户需求，完成软硬
件设计、匹配、验证、制造等一系
列环节。2020年11月，拥有我国
自主知识产权的“测迅达”TM模
块化自动测试系统MATS-23G1
成功下线投入企业的研发与生
产服务。

“这套系统的开发难度比想
象中要大很多，系统研发的过程
中也暴露出了我们的技术储备
和整合能力不足，要付出更多努
力去弥补知识的短缺。”对那段艰
辛的时光，吴博记忆犹新，一次次
测试验证的失败曾让他夜不能
寐并质疑自己，但在咬牙挺过迷
惘期后，他带领团队逐一攻破了
各项难题，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对
完善的研发、制造和品控体系，目
前依托该成果积极申报相关国
际标准，从中国走向世界。该创
新成果也于2023年3月入选市场
监管总局发布的全国 49个检验
检测促进经济社会创新发展优
秀案例。

此外，为解决全球关注的废
弃塑料污染防治问题，促进我国

双碳目标早日达成，吴博作为主
要负责人带领团队建立起一套
再生塑料产品服役寿命预测方
法，解决了跨境可再生资源寿命
的评价技术难题，填补了多项国
内外相关技术空白。

“废弃塑料高值化利用，是
一个带动整体循环回收产业发
展非常好的抓手。化学回收在
国内发展的这些年遇到了很大
的挑战。在既有的纺织领域，我
们国家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但我
国塑料领域的应用和产业化发
展，现阶段还是落后于国外的。”

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针
对海洋垃圾及废弃塑料化学回
收的技术攻关，吴博带领团队完
成了100多次复杂的试验。通过
不懈努力和研发，典型产品获得
了德国莱茵TÜV集团全球首批
的化学回收认证证书，相关科创
成果获得国际认可，达到全球领
先水平。

“科技创新要突破的不仅是
技术上的瓶颈，很多时候还需要
打破思想上的桎梏，解开机制上
的枷锁，弥补人才的不足。”秉承
这样的理念，无论是在大学校园
的言传身教中，在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的课题研究里，还是在国
家先进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
心的建设实践时，吴博都高度关
注创新机制的突破与人才工程
的完善。他提出，打造以企业为
主体的协同创新联合体等一系
列创新机制理念，结合国家提出
的关键核心科技领域发挥新型
举国体制优势的要求，在高分子
材料创新工作中不断践行和完
善；同时作为四川大学等高校校
外导师、行业专家，多年来他培养
工程师三十余人，博士及高级工
程师十余人，为产业创新输出了
大量优秀人才。

布局新材料各项创新，
领跑国内外产业前沿

从高校讲台到企业一线，“人生需要不断突破自我”

相较在高校当老师相对规
律、有条不紊的生活。刚到企
业时，吴博面临的转型压力是
巨大的。为配合工厂做好产品
研发及生产管理，他要夜以继
日地“泡”在工厂，同时还肩负
着维护客户关系的相关任务。

“从科技理论研究到产业工程
转化，带给我的冲击很大。”很
多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产业知识
铺天盖地涌来，需要吴博在极
短时间里掌握并熟练运用，帮
助企业实现更好发展。“刚到工
厂那几年，每天持续工作接近
16个小时都是常态。”

回顾当时那段苦闷难熬的
时光，吴博认为人生的每一次
自我突破，都需要咬牙坚持、执
着不懈的精神加持。正是这样
攻坚克难、吃苦耐劳的特质，支
撑着吴博在防疫工作里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2020 年初
新冠疫情初期，吴博在大年初

一赶回广州，凭借企业自身在
高分子材料方面的技术创新能
力，和同事们一起打造了“口罩
专用熔喷聚丙烯材料-口罩产
品-全球认证”的医用防护材
料全产业链布局。

为了加快研发进度，吴博
和项目团队的同事连续蹲守在
生产线参与设备调试和生产测
试，平均每天工作 18个小时以
上，不到 7 天的时间便完成了
几十台相关研发和检测设备的
选型和技术协议制订工作，为
医疗产品的生产打下坚实的技
术基础。

产品研发完成后，为加快
进行口罩质量的检测认证工
作，在疫情依旧严峻的3月，吴
博在凌晨 3点独自带样品赶乘
最早班飞机，冒着被感染的风
险飞往检测机构所在地，顺利
完成送检安排和沟通后，当天
又赶回广州，连夜修改完善认

证资料，克服了种种技术难题，
最终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系列
产品相关认证。

“我们前后大概用了两个
月时间完成了全链条产业能力
的构建，完成后 1 天可以生产
约 4000 万支口罩。”生产出的
口罩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全球和
全国各地，有效保障了熔喷布
价格稳定和医疗口罩产品供
应。

在工作中一次次服务国家
需求、帮助企业发展的科研攻
坚经历，让吴博对人生价值有
了新的思考。“年少时喜欢化
学，做实验搞研究都是从自己
的兴趣爱好出发；工作后则更
多的是基于对国家需求、企业
发展的考虑。”吴博表示，这种
从“兴趣驱使”到“责任驱动”的
转变，也是一个科技工作者走
向成熟，将个体命运和企业发
展、国家需求牢牢绑定的体现。

攻坚科创产业难题，服务国家与企业需求

国高材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总经理吴博国高材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总经理吴博：：

撰文/陈锦煌

吴博，四川大学资
源与环境专业博士，
正高级工程师，国高
材高分子材料产业创
新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董
事、总经理，塑料改性
与加工国家工程实验室
常务副主任，工信部工业
（再生塑料）产品质量控制和
技术评价实验室主任，广东
省塑料绿色低碳循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曾获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
一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
可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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