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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大部分是为用户

量身定制的专用非标轴承，80%出

口欧美等工业发达国家，应用于汽

车、精密数控机床、高端乘客电梯、

减速机、工业物流设备、工程机械等

领域。”5月 26日下午，在中山市盈

科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

科轴承”）生产车间，该公司总工程

师王冰告诉记者。

深耕轴承行业40年，带领团队

突破一个个技术难题，王冰因此获

评2023年中山市最美科技工作者。

对此，王冰表示：“这个荣誉对企业、

对团队都有很大的激励和促进作

用，因为这是对我们这些年来平凡

岗位上奋斗奉献、创新坚守的肯定

和认可，未来我们会更加重视和加

大科技创新投入，力争在轴承技术

领域取得更多突破。”

文/图 本报记者 张倩

■与轴承打交道40年，重视研
发创新

时间倒回至1982年，时年21岁的王冰
大学毕业进入原国家机械工业部洛阳

轴承研究所，从一线工艺员做起，五年时
间成了把控车磨铣刨钳等多种机加设备
的行家里手和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的技术
骨干。

王冰和团队成员共同研制的卫星姿
控动量轮，曾随我国“风云一号”气象卫星
升空入轨并在调控卫星姿态中发挥重要
作用，获得了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1990年，王冰跟随丈夫来到中山继续

深耕轴承领域，多年来，她带领团队专注
于高端装备专精特新轴承研发，不断攻克
技术壁垒、突破精度限制、实现自主化生
产……取得了近百项自主知识产权。

40年坚守基层一线从事特殊专用轴
承设计制造和精密加工技术，从研制卫星

关键部件到创新产品走向世界，多技术层
面解决轴承设计制造技术难题……如今虽
然已过花甲之年，王冰仍然没有停下前行
的脚步，继续奋斗在轴承科技一线，带领团
队钻研轴承设计制造与精密加工技术。

■未来将加大研发投入，解决
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

王冰深知产品科研创新的重要性，她
至今仍然记得在 2011年美国拉斯维加斯
国际动力传动博览会上，她为公司生产的
产品进行推广时，面对某外国公司对中国
产品的质疑时，自己眼含泪水，发誓要用
好产品为国争光、为中国制造添彩。

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经过
十多年的科研创新，王冰团队创新功能集
成型专用轴承设计制造方法，实现轴承制
造由通用标准结构向客制化集成单元高
质量跨越转变，推进行业设计方法提升、
应用技术集成。全轮驱动越野汽车轮毂轴
承单元、精密机床高速主轴轴承、高档数
控装备丝杠支撑轴承单元和航空飞行器
操控系统精密调心轴承等系列产品，配套
应用于国内高端装备主机、德国法兰克福
电视塔、欧美精密数控机床和全球多个国
际机场，用中国制造赢得了世界掌声。

“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基本都在6%以
上。”王冰表示：“今后，我们会继续像轴承
一样承托责任和使命。发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在轴承高精密、高刚
度、高可靠、长寿命等‘卡脖子’技术难题
上狠下功夫，为国家的装备制造业发展贡
献更多盈科轴承力量。”

“像轴承一样承托责任和使命”
盈科轴承总工程师王冰深耕行业40年，带领团队突破一项项技术难题，

获评2023年中山市最美科技工作者

王冰在工作中。

■突破！科学家变身企业家
在不少人眼里，相比自主创业，科学

家是个更加“高大上”的职业。
“那时，我已经在实验室从事科研十

多年了，很想把科研成果推向市场检验，
创造更大的价值。”黄韶辉抱着挑战新赛
道的想法，加之当时国家政策大力扶持，
2017年，祖籍中山市小榄镇的他便选择了
来到翠亨新区成立广东中科奥辉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奥辉”），把事业的

“赛道”从实验室转向了市场。
做企业最重要的是实现盈利，但不管

是做科学家还是企业家，都要有过硬的技
术支持。黄韶辉认为：“作为科学家创业，
我们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要做有技术壁
垒的事情，同时有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
而研发生产高端的科研设备就符合这些

条件，这也是我擅长的领域。”
“我本身是科学家，研究对象是荧光

相关光谱单分子技术。从实验室应用到研
制科研设备，知道痛点在哪里。比如，以往
做科研实验之前，每个设备至少要调试半
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需要很专业的知识。”
黄韶辉说：“因此，我们团队成功研发出世
界首款桌面式荧光相关光谱单分子分析
仪。针对实验开始前仪器的校准，现在只
需要 3分钟即可自动化调节，实现傻瓜式
智能化操作。”

据了解，该公司主营的桌面式荧光相
关光谱单分子分析仪产品凭着其出色的
性能，已销售至美国科研机构和制药企
业，单价150万元-200万元不等。

2022 年底，中科奥辉迎来业绩爆发
期，客户主要为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浙江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澳门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上海国家蛋白质中心、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海南省崖州
湾种子实验室、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
等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

■创新！研发新设备，开拓新市场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

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企业
家……如今，黄韶辉拥有多重身份。他坦
言：“现在，我主要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企
业发展上，包括对员工的培养和产品的
研发推广。”据了解，由于科研需要，他还
带教 5个研究生，涉及生物物理学领域的

前沿科研。
“我们公司不到 30人，科研人员占三

分之二，平均每年营收的 30%用于研发新
产品。”在黄韶辉看来，“国家越来越重视

‘卡脖子’的技术难题，类似芯片制造问
题。那未来谁知道会不会科研设备也卡我
们呢，国内超过 95%的高端科研仪器为进
口。而我们生产研发的高端科研设备，是
有技术壁垒的，这让我对企业未来发展信
心十足。”黄韶辉透露，今年，通过与上市
药物研发企业合作，中科奥辉将进入药物
研发设备领域，让该公司研发生产的科研
设备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助力大健康产业
的发展。

科学家“下海”筑牢技术“护城河”
黄韶辉博士创立企业研发出高端科研设备，卖给国内外顶尖科研机构

黄韶辉博士向记者介绍公司生产的设备。

他博士毕业于堪萨斯大学（美国），在康乃尔大学应用和工程物理系开

展博士后研究；2014年借“中科院技术百人”的人才计划，他回到了中科院

生物物理所开始从事科研仪器的产业化工作；2017年在中山创立公司并研

发小型桌面式荧光相关光谱仪，卖给国内外顶尖科研机构；今年与市值过

200亿元的上市公司合作，计划将企业做大做强……一路走来，黄韶辉博士

完成了从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蝶变。在他看来：“创立企业就要做到差异化竞

争，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2023年，在企业家这个赛道上，黄韶辉荣获中山“最美科技工作者”荣誉

称号。他表示：“作为研发型企业，我能够获评‘最美科技工作者’是对我和企

业的认可，也体现了国家政府层面对科研型企业的重视。这也激励了我们今

后继续做好科研生产工作，不只是做好管理、生产，最重要是创新研发。”

文/图 本报记者 张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