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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太仓让华钛瑞翔“如鱼得水”。 刘
荣华说，与华钛瑞翔同属一个产业园，间隔
不足百米的，是几天前刚刚开业的北航天航
长鹰实验室。未来，华钛瑞翔研究的许多零
部件将由天航长鹰负责检测。航空航天产业
链式招商将生产型、研发型企业与大院大所、
孵化器、配套企业集结在一起，实现供给侧和
需求侧高度对接，不出产业园就能实现业务
对接、专业知识、市场信息等方面的交流合
作。

按照规划，华钛瑞翔的生产线具备年产6
万片航空发动机叶片及500吨钛合金结构件
的生产能力。公司员工人数也增长至80余
人，包括来自中科院金属所的研发人员以及
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工程师。目前，公司正
处于小量产和新产品开发阶段，需要不断调
试设备、提高产品质量，为明年的交付量产作
准备。

钛合金材料领域正处于快速增长期，随
着供给侧改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来民用
钛铸件总需求可达近千亿元的规模。在潜心
研发航空航天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的同时，华
钛瑞翔也在积极拓展军工和民用消费品潜在
市场。“之前，一家化工企业主动找我们合作，
通过我们的钛合金材料和精铸技术生产一款
喷嘴，达到美观、实用、成本更低的要求。”刘
荣华告诉记者，“我们将技术用到钛合金水龙
头、钛合金茶壶等一些民用产品上，让公司的
运营走上正轨，同时也让我们的人才队伍得
到了锻炼。”

在华钛瑞翔的墙上，贴着公司的发展战
略：紧抓中国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快速
发展机遇，通过自主科技创新，打造世界一流
的航空产品，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和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成为全球前五、国内领先的钛
铝合金材料及叶片供应商。

本报讯（记者 薛海荣）为搭建企业研发顶层设
计能力，赋能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日前，市工信局联
合达索系统太仓航空智造创新中心举办高端工业软
件应用培训班。

本次课程采用理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由浅入
深有针对性地细化教学。培训通过使用三维机械设
计软件SOLIDWORKS，从“零件设计、装配体设计、
钣金设计”入手，利用3D图片、动画等生动讲解了建
模前期准备、最佳草图轮廓等理论知识。培训中，老
师引导学员通过实践操作，掌握了设计软件相关模
块功能技巧，实现高效建模设计。学员纷纷表示，本
次课程非常实用，能够满足实际工作需要，有效提升
了研发设计端员工的工作效率，缩短设计周期，快速
将高质量产品推向市场。

工业软件是提升制造业企业数字化生产力的有
效工具，通过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全流程智能化、
数字可视化。下阶段，市工信局将加强工业软件多
层次人才培养，支持软件企业、工业制造企业与高等
院校、达索系统太仓航空智造创新中心等加强合作，
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业软件实训，加强复合型人才培
养，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

理论+实操相结合

培养工业软件
多层次人才

本报讯（记者 肖朋）日前，市科技局在太仓市梦
工厂举办了区域创新发展讨论会，全市近40名区镇
部门、科创载体、科技企业代表参加会议，以贯彻落
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区域创新发展。

会上，市科技局主要负责人就研究区域创新发
展的心得体会进行了交流，分析了区域协同创新发
展的必然性、分享了国际国内创新发展案例、探讨了
太仓如何践行创新发展，为参会代表协同合作推进
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随后，市科技局
高新科对《太仓市科创载体优化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征求意见稿）作了讲解，参会代表们
在听取说明后，针对当前我市科创载体发展状况进
行了交流，并围绕《行动计划》实际操作中的问题积
极发言，为全市科创载体进一步优化提升贡献力量。

下阶段，市科技局将汇总归纳各单位提出的意
见建议，持续丰富和完善《行动计划》内容，进一步抓
实抓细推进科创载体建设各项工作，让创新企业安
心做研发、抓创新、谋发展。

开展区域创新发展讨论会

凝聚创新发展合力

本报讯（记者 王俊）11月22日至23日，第十二
届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ALMAC）在香港会议
展览中心成功举办。太仓港口物流枢纽以视频形式
亮相会议。

作为物流、航运及空运界的年度盛事，会议以
“成就可持续供应链: 联系·协作·创新”为主题，集中
讨论在面对供应链新常态时，企业如何通过国际及
区域间协作，应对当前的挑战及机遇，并探讨可持续
发展的未来方向。会议汇聚超过90个国际机构代
表，吸引来自50多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4000名观众
参与，共拓商机。

作为全国唯一享受海港待遇的内河港，太仓港
已开辟运营集装箱班轮航线217条，成为长江沿线航
线数量最多、密度最大、覆盖最广的港口。

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太仓将与香港方
面加强对接联系，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物流枢纽合作
与交流，加快建设安全便捷、智慧绿色、经济高效、支
撑有力、世界先进的一流港口，持续壮大以耐克、斯
凯奇为代表的现代物贸产业创新集群，大力发展高
能级航运服务产业，不断拓宽“以港强市、以市兴港”
路径，全力打造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

与香港方面加强对接联系

太仓港口物流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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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钛瑞翔 >>>

太仓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太仓市科学技术局
太仓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太仓市商务局
太仓市工商业联合会 协办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壮大空天产业

的国家战略“风口”中，依托临沪沿江区位

优势以及对德合作30年形成的精密制造

业基础，承接上海大飞机溢出效应，太仓正

在全力打造航空航天产业创新集群，“做航

空，到太仓”成为城市的闪亮新名片。

位于太仓航空新材料创新园中的江苏

华钛瑞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轻量化航空材料和航空发动机零部件研发

与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项目总投资5亿

元，一期投资约1亿元，于2020年正式落

户太仓，主营产品为航空航天发动机和国

防工业等高端装备用钛合金结构件、工业

及民用钛合金铸件。

“小叶片”撑起“飞天”大梦想
□本报见习记者 顾嘉乐 文/图

航空航天产业是锚定未来的产业。该产业前期投
入大、回报周期长、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需要人坐得住
冷板凳。

华钛瑞翔总经理刘荣华是材料学博士，他对前十年
研究探索生涯的概括是——苦。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
子：如果把全世界的金属化合物都集合在一本书里面，
可能有一本词典那么厚，但能在航空航天产业中得到稳
定应用的，只有小册子那么薄，“这一行业就是在种种不
确定中寻找确定，在不可能中探索可能，很多同行大部
分研究成果的结局可能就是锁在抽屉里，产业化的很
少，我们的研究能够落地，实现成果转化，证明了我们做
的是一件艰难而正确的事，值得坚持下去。”

华钛瑞翔由中科院金属所原所长、钛合金研究部主
任、博士生导师杨锐带领中科院金属所团队设立，属于
中科院金属所的科技成果转化的产业化公司。

华钛瑞翔落户的那一年，太仓市政府对外发布《航空
产业发展规划》，正式吹响进军航空产业的“集结号”，全
力构建航空产业链和生态圈，太仓航空产业全面起势。

在落户一年多的时间里，华钛瑞翔完成了核心技术
骨干团队的组建，得益于太仓的制造业基础和人才政
策，航空航天人才不仅招得来、还留得住。同时，产品生
产后的打磨、抛光等后续工序也可交给周边制造业企业
完成，提高效率、节约成本。

公司成立至今，已申请核心技术专利3件，掌握航空
级钛基合金母合金制备、钛合金精铸用高惰性磨壳制造
和大尺寸薄壁件近净成形等核心技术，先后通过
ISO9001及国军标质量体系认证，获得省、市双创人才
等多项荣誉。

如果说飞机发动机相当于人体的“心
脏”，华钛瑞翔的核心产品——钛铝合金发动
机叶片，就是“心脏的瓣膜”，是飞机发动机中
数量最多、要求最高、难度最大的核心零部件。

发动机叶片是航空动力产生的关键，需
要具备耐高温、耐疲劳、耐磨损等性能。在华
钛瑞翔的展览室内，陈列着钛铝合金叶片的
蜡模和成品，“轻薄”是这一产品的特点，也是
研发的难点所在。传统叶片一般采用镍基高
温合金材料，新型钛铝合金叶片是由杨锐研
究员的团队耗时十余年研发而成，不仅能够
在650℃高温下正常使用，与原有叶片相比，
还能够减重50%以上，对于整个发动机来说，

可以减重30~60公斤，为国产大飞机减重带
来了可靠的解决方案。飞机轻量化也意味着
更低的油耗、更高的运力以及一系列绿色经
济效益。

刘荣华还提到，华钛瑞翔的创新之处除
了自主培养的人才和自主研发的技术，还在
于国产化的设备。刘荣华说：“以前的工业化
认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如今中国已经到
了自主技术创新阶段，国产大飞机项目进展
迅速，也充分证明了民机技术集群式的突
破。”目前，华钛瑞翔已经完成了钛合金精铸
生产线的搭建和贯通，其中90%是国产化装
备，为日后大批量生产提供了稳定的条件。

甘坐十余年冷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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