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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尹腾淑

在移动警务场景中，公安民警戴上阿法龙AI智
能眼镜巡视，便可自动实现虚拟与现实的结合，识别
人群中的可疑人士；在工业场景中，使用阿法龙 AI
智能眼镜，后端专家可以通过智能眼镜的摄像头对
项目进行远程指导，前端佩戴眼镜的工作人员按照
专家的指导进行实时操作……

“用科技创新改变生活”，11 月 2 日，在阿法龙
（山东）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展厅内，处处能够体会
到这句话的魅力。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以“数”为媒、乘“云”而上，让
城市治理更精准高效、百姓生活更便捷舒心？作为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创新型
中小企业，阿法龙科技自2017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
于人工智能（AI）及增强现实（AR）核心技术、产品及
解决方案研发，走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助力城市管理
和企业智慧化转型的新路子。

2020年11月，在优越的招商政策吸引下，阿法龙

科技将总部搬到了高新区。“来到聊城已经三年时间，
我们公司取得了快速发展。正是各级政府部门热情
周到的服务，让我们在前行路上无后顾之忧。”阿法龙
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徐培培说。

近年来，紧握创新这条生命线，阿法龙科技高度
重视人才引育工作，现拥有一支50人的高素质研发
创新团队，其中1人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5人具有硕
士研究生学历，主要从事人工智能及增强现实核心技
术产品及解决方案的研究开发及推广应用工作。雄
厚的人才实力，为公司的技术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目前公司核心技术已获得2项发明专利、7项实
用新型专利授权、12项软件著作权登记，另有53项知
识产权在申请中。

在展厅里，戴上Alpha S20，记者透过产品上的棱
镜看到了一个清晰的微型显示屏，通过控制终端可选
择所需要的功能。“这款产品最初主打安防领域，执法
人员戴上产品后，目光所及的人、车辆均可以被系统
自动识别，能极大提升工作人员收集、处理信息的能
力及效率。目前，公司产品已经通过公安部第一研究
所认证，并在青海省公安厅、河南省公安厅投用。”徐
培培向记者介绍。

在阿法龙的不断深耕下，人工智能还为电力检修
提供了破解之道。公司开发的“第一视角变电检修工
艺标准化云镜系统”，将AI智能眼镜端、AR云端、客
户端三端通过网络联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解决方
案，指导电力检修人员现场作业，将复杂工序标准化
及信息视频化、虚拟化，可进一步应用于现代智能化
电网的运维系统中。这一应用案例被工信部评为
2023年度国家虚拟现实先锋应用案例。

“聊城区位优势明显，高铁通车在即，这座美丽城
市的发展动力将更强劲。在朝着‘成为影响全球的人
工智能企业’奋斗的道路上，有聊城市委、市政府的深
切关怀，有高新区管委会的贴心服务，我们满怀信
心！”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徐培培信心满满。

阿法龙（山东）科技有限公司

用科技创新扮靓智慧生活

■ 文/图 本报记者 苑莘

“过去十年，我们的精力主要用在技术研发上，有
过迷惘、绝望，但最后还是挺过来了。现在，我们产品
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煤矿定向钻机行业第二位。”
11月1日，山东九商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吴
方光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十多年前，国内煤矿超深孔定向钻机市场还被国
外产品垄断。“这种定向钻机主要用在煤矿开采前，提
前排出矿层中的瓦斯、水等，对煤矿的安全生产意义
重大。但当时国内没有这种机器的生产能力，外国机
器一台的售价就达到4000万美元。”吴方光说，为了
打破国外垄断，自2012年成立，公司便致力于煤矿井
下定向钻进装备、技术与工艺的研发，努力进入行业
前列。

九商工程机械要攻克的第一个难题是研发生产
钻机中的重要零部件——钻杆。看似不起眼的钻杆，
其研发过程却异常艰难，耗费了公司的大量精力，但研
发的成功，坚定了这家初创企业将科研进行到底的信
心。攻下了钻杆，就是钻头和随钻测量装置。在这个
过程中，九商工程机械逐渐加大了人才引进以及与科
研院所的合作力度。如今，企业职工中已有研发类博
导、博士、硕士及以上人员十余人，高级工程师十余人，

专业技术人员三十多人。公司与西北工业大学等多所
国内相关行业知名高校合作，建立产学研基地。“与西
北工业大学开展联合研发已近8年，参与项目开发的
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十余人。”吴方光介绍。

找准目标持续推进，是初创公司九商工程机械
成功的秘诀。随着技术的不断积累，九商工程机械
逐渐占据了行业的高点。2020年10月，该公司推出
ZYL-20000D型大功率超深孔定向钻机，经山东省工
业协会和专家认定，该钻进设备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顺利通过2021年度山东省首台（套）技术装备及
关键核心零部件生产企业及产品的评定。利用自身
完善的设备和技术体系，该公司已经可以高效解决煤
矿井下瓦斯抽采、水害防治、地层卸压、地质勘探和边
界探测等与煤矿安全生产息息相关的难题，树立了国
产定向钻进装备在施工井下长距离、可控化、可视化
定向钻孔方面的技术优势。

九商工程机械凭借科技研发不断“破圈”。2022
年6月，他们成功开发出电磁波随钻测量装置、泥浆
脉冲随钻测量装置。这是我国第一套基于安卓系统
平台的随钻测量装置，其性能和稳定性位居世界先进
水平。以该装置为基础，他们还研究出更适合我国煤
矿地质条件的定向钻进工艺。随后，九商工程机械的
成长性得到相关部门的充分认可。如今，该公司已成
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专精特新”企业及市“专
精特新”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瞪羚”
企业。

“一种整体式多棱钻杆”“整体式螺旋槽定向钻
杆”“一种对开式抽放瓦斯专用钻头”“焊接式螺旋槽
定向钻杆”“一种煤矿开采用冲击装置”“具有冲洗功
能的配油套后置式全液压钻机动力头”“一种矿用低
功耗嵌入式通讯控制装置及系统”……虽然一系列发
明及实用新型专利在手，但九商工程机械没有停止科
研脚步。“我们按照国家智能化和透明化矿山建设的
总体要求，坚持‘守正心，只做良心产品’的初衷，正在
大力推进系列产品研发与技术升级，持续推出符合市
场需求的高品质装备和技术，为国内煤矿行业的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吴方光说。

山东九商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十年研发成就行业“小巨人”

阿华制药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在对产品进行
检测

11月1日，是第2个“聊城企业家日”。自当日起，我市通过举办系列活动、出台惠企政策等举措，从政策上、行动上助力广大企业安心创业、投资兴业，共同开创更
加美好繁荣的聊城新未来。这些暖心之举，让企业家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连日来，本报记者深入我市部分优质企业，进车间、看现场，与企业家面对面交流。今日，
本报推出专题报道，记录聊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铿锵步伐，彰显新时代聊城企业家的良好形象，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刘敏

11月1日，在山东信通铝业有限公司冷轧车间，
一卷卷崭新的新能源动力电池箔整齐排放。“与之前
产品相比，这个厚度的电池箔可以广泛地应用于新能
源汽车、电子产品、药品包装等领域，其产品附加值提
高了150%。”公司总经理吴正晖介绍。

这种电池箔，是信通铝业超薄高强高性能产品的
代表。单就厚度而言，双零箔产品更薄，厚度仅有70
克A4纸的十五分之一，属于铝箔系列的“天花板”产
品。双零箔产品的成功研发，加快了该公司产品转型
升级的步伐，突破了现有产品对公司发展的限制，提
高了市场占有率与竞争力，实现了企业从铝深加工到
铝精深加工的跨越和提升。

而公司产品成功转型升级，与一项创新发明——
铝合金板新型铸轧工艺是分不开的。电池箔的传统
铸轧方法主要采用热轧法，存在熔体内杂质含量较
高，易造成立板失败、粘辊、马蹄裂口等质量缺陷。同
时，工艺复杂导致能源消耗大、加工成本高、生产效率
低，不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是当前行业面临的
短板和亟须解决的问题。信通铝业主导产品超薄高
强高性能铝合金板中采用的核心工艺“铝合金板新型
铸轧工艺”攻克了行业关键短板。

锂电池铝箔是直接决定电池导电性、机械强度和
耐腐蚀性能的关键基础材料，其优良性能是保证电池
寿命的重要因素之一。信通铝业首创超薄高强高性
能铝箔，拉伸强度、弯曲强度和伸长率，全面优于国内
外同类合金，填补国内电池铝箔关键性能不足短板，
实现进口替代。

“这种新型铸轧工艺，最终代替了工艺复杂、成本
较高的热轧法。此工艺经山东省科学技术厅鉴定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该项发明2022年创造近5亿元销售
收入。”吴正晖说。信通铝业成立于2004年，其产品
初期主要应用在房地产行业。如今，随着铝箔相关产
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需求逐步扩大、国际贸易不断
活跃，公司积极推动铝箔产品的设备引入、研发试制
和批量生产，现在公司已逐步实现从建材制造企业向
高端新材料制造企业的转型。

以创新为基，用科技赋能。经过近20年发展，信
通铝业现已成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如今，信通
铝业销售范围覆盖全国多个主要城市，产品广泛应用
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深圳国际会
展中心等国家重点工程和标志性建筑。凭借强大的
研发能力及对产品质量的严格要求，产品远销欧、美、
日、韩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信通铝业有一支研发经
验丰富且行业领先的专业技术团队，多年来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开展了多项省级技术创新项目，拥有8
项发明专利和 16 项实用新型专利。公司与上海交
通大学、中南大学、济南大学等高校建立长期合作，
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2022年先后获得山东省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山东省“专精特新”企业等称号，
2023 年获评聊城市重点实验室、山东省新材料领军
企业 50 强、山东省瞪羚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吴正晖介绍，信通铝业将继续聚焦新能源材料、
PS板基、高端建材等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生产，整合
优势创新资源，构建现代化、国际化的综合研发创新
平台，重点解决“卡脖子”技术工艺难题，进一步推进
行业发展提质增效。

山东信通铝业有限公司

一张薄膜撬动企业转型升级

■ 文/图 本报记者 尹腾淑

“打个形象的比喻，辅料之于药品，就像油盐酱醋
之于菜肴，没有好的调料做不成好的菜肴，没有质量
过硬的辅料也制不成好的药品。”11 月 2 日，刚一见
面，山东聊城阿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杨善海便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解开了记者心中的疑
惑。

药用辅料领域是制药领域内相对小众的一个细
分领域。药用辅料承担着赋形、载体，提高药品稳定
性、增溶、助溶、缓控释等重要功能。坐落于高新区的
阿华制药，专注药用辅料这一细分领域四十余年，坚
持苦练内功，不断锻造核心竞争力，凭借先进的营销
理念、过硬的产品质量，稳居行业引领者地位。在不
久前工信部发布的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
单中，阿华制药成功入列。

近年来，阿华制药高度重视技术研发，将创新作
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与聊城大学、德州学院等院
校建立校企战略合作机制，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共同推动药用辅料技术进步。目前，企业拥有山东省
药用辅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聊城市药用辅料重点实
验室等多个药用辅料创新与研发平台，是聊城市产学
研合作创新基地。“聊药”商标获得“山东省著名商标”
称号。

雄厚的技术力量为企业带来了新活力。在杨
善海的带领下，记者走进阿华制药年产 2000 吨药
用辅料项目现场，只见这里各类机械正紧张作业，
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项目建成投产后，可
实现年产药用微晶纤维素 2000 吨，年新增产值 1.5
亿元。

“这个项目依托的是我们成功突破的高性能药用
微晶纤维素制备技术。这一技术突破可实现高性能
药用微晶纤维素的全自主生产、国产替代进口，打破
欧美、日本等国外同类产品的垄断，标志着我们成功
抢占了高性能微晶纤维素高端市场。”谈起新项目，杨
善海颇为自豪。

自山东省药用辅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以来，
阿华制药承担并完成国家级基金项目2项、省级重点
项目3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6项、科技成果2项；被
山东省科技厅授予“省级优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荣
誉称号。利用中心开展产品应用和功能性指标研究，
通过可压性、流动性、润滑效果、粒度分布、溶出度、崩
解性、缓控释等应用性研究与分析，并根据数据结果
调整生产工艺技术，使得产品在功能性和质量方面始
终保持国内药用辅料行业领先水平。

技术先行、质量过硬也让阿华制药在海外市场上
充满底气。其产品质量不但符合中国药典标准，同时
达到了美国药典、欧洲药典、日本药典等国际标准。
产品出口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南非等十几个
国家和地区。

展望未来，杨善海说：“我们将聚焦核心业务，专
注细分领域深耕细作，弘扬工匠精神，继续巩固并提
升公司的领先优势，做中国药用辅料行业的引领者。”

山东聊城阿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硬核”实力 剑指高端

第二届“聊城企业家日”系列活动

佩戴阿法龙AI智能眼镜的工作人员在专家远
程指导下进行实时操作。（受访者供图）

工作人员在生产车间调试设备。（受访者供图） 工作人员正在对设备进行测量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