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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硅谷到嘉兴南湖，从实验室到156国市场

““全球首创全球首创””改写光伏微逆改写光伏微逆““进化史进化史””
■记者 潘晓琴 朱葭苇 丁思源

灯光聚焦在工作台中央，多
台测试设备陈列有序。昨天，在
位于南湖区大桥镇的昱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工程师们
小心翼翼地拨弄着示波器，不断
校准新研发的微型逆变器数值。

这看似普通的“黑匣子”，实
则大有乾坤，它是太阳能发电系
统中的“智慧翻译官”，能把光伏
板产生的直流电安全、高效地转
换成家用电器使用的交流电。

在刚刚落幕的 2025 SNEC
上海展会上，昱能科技携新款单
相四体微型逆变器亮相，凭借多
项首创技术，吸引了众多欧洲、
东南亚客商前来洽谈。

“这样的‘盛况’多年前可不
敢想。”昱能科技董事会秘书兼

首席财务官朱佳磊不禁感叹。
微型逆变器的起源可以追

溯到 2006 年，由美国企业首次
开发。与传统逆变器相比，它
体型大幅缩小，技术门槛更高，
对产品设计、制造工艺及系统
集成等都有严格要求，此前核
心技术被国外牢牢把控，国内
鲜有涉足。

2010年，怀揣着让最前沿的
组件级电力电子技术在国内落
地生花这一愿景，具有半导体及
光伏产业复合背景的公司创始
人凌志敏与罗宇浩，从美国硅谷
辞职回国，锚定微型逆变器领
域，在嘉兴创立了昱能科技，开
启了“追光”之旅。

一年后，公司推出了第一代
单相单体微逆产品。然而，现实
的困境随之而来——当销售团

队拜访客户时，对方拿着产品反
复掂量：“安全性及发电效率都
很高，但成本比传统逆变器高不
少，我们很难推广使用。”

在对价格极度敏感的国内
市场，如何研发一款既达到国际
品质标准，又满足本土成本诉求
的产品，实现品质与成本的最佳
平衡？这成为昱能科技打开市
场遇到的第一道难题。

会议室的白板上，密密麻麻
地写满了技术参数，有人提议削
减芯片成本，有人坚持保留温度
补偿功能……争论声常常持续
到深夜。

“国外的思路走不通国内市
场，必须有自己的首创技术！”研
发团队明确了攻坚方向。

700多个日夜，不断验证数
十个方案，一遍遍地推倒重来。

对一家初创企业而言，漫长
的研发攻坚期是最难熬的，长期
的投入没有产出，时常让人看不
到希望。

放弃还是继续？技术出身
的董事长凌志敏斩钉截铁——
这是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一仗，
只有赢了，才能在国外技术封锁
中“杀出”一条血路，为企业争取
发展空间。

2013年，全球首款双体单相
微逆及三相微逆在昱能科技诞
生，其首创多体微逆架构与三相
微逆技术，在绕过国外技术封锁
的同时，通过集成化设计、高效
能量管理等手段实现了产品性

能与成本的优化。此后，昱能科
技不断突破技术瓶颈，完成多项
首创——

2017年，首创符合智能电网
调度的多体微逆；

2019年，推出全球首款采用
自主研发ASIC芯片的单体组件
级关断器；

2021 年，首创 20A 大电流
的微型逆变器及双体组件级关
断器；

2023 年，首创 20A 大电流
Wi-Fi及蓝牙双通信模式微型逆
变器；

……
（下转2版）

一杯茶里见证嘉兴水质提升
■记者 沈 婷 通讯员 孟春琦

“自来水更清甜了，喝得很放心！”上午 9时
许，市区南杨路 31号，78岁的金根毛来到水槽
前，轻轻拧开水龙头，晶莹的水流在白瓷碗中泛
起了细小的水花，老人也打开了话匣子。

在这个有着40余年房龄的老小区里，金根毛
和老伴已经生活了大半辈子。回忆起过去的用
水时光，老人说：“早几年，水里的漂白粉味道有
点浓，我泡龙井茶都得在里面掺点炒青，这样才
能盖掉味道。”

金根毛边说边比画着泡茶的动作，“现在可不
一样喽，这两年都不需要放炒青了，直接用自来水
烧水泡出来的茶，茶色更清了，茶香也更浓了！”

自来水的水质变化从何而来？
时间拉回到 2021年 6月，嘉兴引入域外优

质原水。2023年 1月，市区两大水厂引进了先
进的纳滤膜处理工艺，高效拦截杂质，大幅提升
本地水源出厂水水质。域外优质原水和本地水
源优质水的配合供应，进一步提升了嘉兴的自
来水水质。

“真是开了眼界！”提起 6月 6日参观贯泾港
水厂的经历，金根毛神色飞扬，感叹连连，“去了
水厂才知道，我们现在家里的自来水大升级了，
怪不得喝得这么顺口！”金根毛咂咂嘴，回味着在
水厂品尝水样时的感受。

金根毛的直观感受确有数据印证。
钙、镁离子虽然是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但含量偏高会使自来水的饮用口感偏厚重。而
随着域外优质原水引入和水厂纳滤膜处理工艺
运行通水后，嘉兴自来水的总硬度降低了很多，
因此口感变得更好了。

经检测，经纳滤膜工艺处理后，自来水有机
物综合指标去除率达到 70%至 80%以上，无机
物、总硬度等指标去除率达到 35%至 45%，在高
效提升水质的同时，还能保留对人体有益的微量
矿物质元素。整体而言，影响自来水口感的指标
明显优化，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总有
机碳、高锰酸盐指数、电导率降幅明显。

当天上午10时许，水质检测人员来到金根毛
家检测水质。检测人员郑红芳拿着取样瓶，在厨
房水龙头接水，同事孙佳楠则娴熟地接过瓶子，
利用试剂和检测仪进行检测。几分钟后，检测仪
屏幕亮起：“浑浊度 0.14NTU（散射浑浊度单位）”

“余氯0.18毫克/升”。
“水质合格！”嘉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经

理俞新峰指着数据，给金根毛耐心解释，浑浊度
反映了水的清澈程度，而余氯则起到了持续杀菌
的作用，“在国家标准中，浑浊度要求在 1NTU以
下，余氯要求每升大于0.05毫克，金师傅，检测结
果是完全符合标准的！” （下转2版）

嘉有绝活 寻找中国智造寻找中国智造““密码密码””

新增115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入选数量全省第二

嘉兴塑造“雁阵式”
企业发展方阵

■记者 陈 曦 通讯员 黎晁萍

日前，2025年第一批浙江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和复核
通过名单发布，我市 115家企业
榜上有名，入选数量全省第二
（不含宁波）。

记者从嘉兴市经信局获悉，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1562家，主要分布于
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高端新材
料等领域。这些企业是专注于细
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
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排头
兵”，已成为推动嘉兴产业转型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深耕细分赛道展现大作为

日前，记者在位于海宁市的
敏杰新材料生产车间内看到，数
百条生产线开足马力运行，飞快
运转的丝线排成一排，远远望去
犹如白色瀑布。

该企业不仅打造了自己的品
牌，与国内知名箱包企业保持稳
定合作，还不断拓展国外市场，客
户遍布美国、墨西哥、巴西等地。

此次，海宁市31家企业入选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入选数
量嘉兴第一，敏杰新材料正是其
中之一。

“小而精”撬动“大市场”，关
键在于科技创新。走进位于南
湖区的嘉兴智瞳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工艺工装区、光学装
调区、电子测试区，一条高科技

“流水线”让人眼前一亮。
与传统手术显微镜不同，该

企业研发的爱诺微显微外视镜
配有操纵方便的触摸屏、智能化
的工作站，最显眼的是一块55英
寸超高清 3D显示屏。它将医生
的“视界”变成投屏“公放”的手
术直播，该项创新技术赢得了市
场的认可。

5年时间，智瞳科技便成长
为一家专注高端显微手术成像产
品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的行业
领先企业，并顺利打开了欧洲市
场。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企业每
年将营收的 36.7%投入研发，科
研人员占比接近 50%。此次入
选，更是企业韧劲和活力的展现。

在嘉兴，越来越多企业通过
聚焦新技术、新产品不断创新，
构筑起差异化优势，制造业竞争
力持续增强。

梯队建设、链式发展齐头并进

中小企业众多、制造业基础
雄厚和营商环境良好，是嘉兴培
育专精特新企业的底气所在。

嘉兴专门出台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培育行动计划，建立从创新型
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到国家级“小巨人”和重点“小巨
人”的培育库，提供从技术创新到
市场开拓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经过近两年的建设，这套培
育体系已初显成效：截至目前，
全市拥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 203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1562家，还培育出“单项冠军”
企业 15家、雄鹰企业 9家，形成
了优质企业“雁阵式”发展格局。

（下转2版）

昨天，“项元汴和他的朋友圈”雅集活动在市区瓶山公园举行，纪念项元汴诞辰
500周年。现场，全市文艺骨干通过艺术表演再现“项元汴天籁阁群贤毕至、少长
咸集”的文化盛况。 ■摄影 记者 张启帆 通讯员 沈彩萍

﹃
瓶
山
雅
集
﹄
演
奏
天
籁
阁
回
响

海盐加快推进
涉企行政检查“一次就好”

■记者 陆英杰 通讯员 张漂凡

本报讯 制定行政检查清单，实行“清单之
外无检查”；首创“行政检查结果沿用制度”，推动
少检甚至免检；率先刚性落实人大监督，推动行
政检查规范化……记者从海盐县了解到，该县正
不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探索高效执法方式，推
动涉企行政检查“不越位、不缺位”，让企业可以
放心干事、安心发展。

“以前检查较多，难免影响生产节奏，现在联
合检查和结果复用，实现了检查‘一次就好’，实
实在在为我们减了负。”一家海盐本地制造企业
负责人感慨道。

针对该企业的行政检查，相关部门执法人员
组团上门，通过移动终端同步录入检查数据，一
个小时就基本完成了检查，没有影响企业的正常
生产。该企业负责人忍不住点赞道：“又快又好
又到位！”

今年初以来，海盐以“管住风险、无事不扰、
有呼必应、护航发展”为核心理念，出台《海盐县
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围绕
行政检查事前、事中、事后阶段，重点部署检查计
划制定、检查计划实施、检查计划监督等 14项工
作任务，实现全链条规范、高质效监管，减轻企业
负担，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注入强劲动能。截
至目前，海盐县联合监管实施率高达56.3%，亮码
检查实现100%全覆盖。

抓好计划，就是抓牢了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
查的“牛鼻子”，是减少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等问
题的基础工作。海盐构建跨科室、跨部门“两跨
统筹”机制，将全县 26个部门上报的检查计划高
度整合，打造50个高效协同的执法监管“一件事”
场景，覆盖270个检查事项，预计年度计划检查从
3051家次减少至964家次，下降68.4%，并努力实
现单部门检查任务“零”开展。

“比如开展对货物运输企业的联合检查，县
交通运输局作为牵头部门，在省‘大综合一体
化’执法监管数字应用提报计划，生态环境部门
和市场监管部门作为配合部门接受邀约，生成
了联合检查任务，实现了‘一次到企、集中检
查’。”海盐县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说。 （下转2版）

涉铁段攻克“三大挑战”

市区快速路环线加速闭环进行时
■记者 朱葭苇 通讯员 涂杰炎

“几个月后，这里将成为嘉兴
的标志性地标，一定相当惊艳！”

6月 27日下午，在市区快速
路环线三期二阶段工程涉铁段施
工现场，工人们正加紧推进钢筋
绑扎作业。抬头望去，一条银灰
色“长龙”已凌空而起，蜿蜒伸向
远方，嘉通集团快速路公司项目
管理人员倪晓东心中豪情万丈。

从中环北路城东路口出发，
一直到湘家荡森林公园南侧，全
长1.7公里，是上跨沪昆铁路7股
道铁路路基的涉铁段，也是影响
市区快速路环线闭环进度的一
大难点问题。

距离地面高度 83米的斜拉
桥如何完成一次性转体？如何
在不影响铁路正常运行的前提
下，加速推进涉铁路段施工？如
何用智能监控系统等科技创新
手段赋能交通工程建设？带着
这些关键课题，市区快速路建设

者们正以攻坚克难的姿态，掀起
新一轮建设热潮。

挑战一：日均开行列车超200列

“你瞧，又一列列车经过。”
昨天，记者来到涉铁段的主

体桥梁施工现场，铁轨摩擦的哐
当声由远及近，一列满载着货物
的列车从嘉兴东站驶出，“擦”着
施工现场疾驰而过，而距离沪昆
铁路轨道不远处，便是跨沪昆铁
路立交工程项目的主桥。

“我们要在铁路上方建造一
座嘉兴最高的斜拉桥，距离地面
高度83米，也是目前上海铁路局
管辖范围内最大转体跨度、最大
转体吨位的独塔斜拉悬索桥。”
倪晓东告诉记者，在繁忙的铁路
上建高架桥，历来都是工程上的
大挑战。由于建成后需斜跨于
沪昆铁路之上，共跨越嘉兴东站
的2条正线、5条到发线共7股道
铁路，而该铁路轨道每天有 200
多对列车经过，行车密度极大，

存在安全管理风险和运输保障
压力“双高”的难点。

“现场动工前，我们就对可能
影响营业线运营安全的场景和元
素进行了梳理，绝不允许一丝一
缕漂浮物进入营业线范围。”中铁
二十四局三期二阶段涉铁段项目
总工曾春炜告诉记者，为防止现
场材料、设备误入红线，项目部驻
地均按照耐久、固结、防风、串联
的方式设计建造。

针对施工过程中高空坠物
可能造成的危害，项目建设团队
制定了安全管理专项方案和密
闭式挂篮安全防护方案，并在施
工全过程、各区域严格落实“上
下有通道、临边有防护、脚下有
网兜”的管理要求，织密安全网。

挑战二：转体结构重达3.2万吨

在建市区快速路环线需上
跨沪昆铁路和嘉兴东站，如何在
不影响铁路正常运行的前提下，
加速推进涉铁段施工？

如果采用常规方法，直接在
铁路上方施工，无论是铺开大型
机械，还是搭建建筑场景，势必
会对铁路运行造成干扰。

铁路安全是摆在首位的，项
目部反复推演：直接在铁路上方
施工，那么只能利用每天 2至 4
小时的夜间“天窗期”，建桥需要
5年时间。

“但如果采用转体法施工方
式，建设一座斜拉桥，1年左右就
能建好，而且对铁路的影响最
小。”曾春炜解释道，所谓“转体
法”，就是先顺着铁路方向进行桥
梁“异位浇筑”施工，再利用铁路

“天窗期”，通过液压同步牵引设
备，让这座万吨级转体桥一次性
平转至设计线路位置实现合龙对

位，斜跨于沪昆铁路之上，整个转
体时间大约只需要两个小时。

“这是建设这座大桥的最优
解，只是转体重量大、精细度要
求高，所以难度相当大。”对此，
他用一组数据进行解释——转
体桥悬臂长达 130米；主桥主塔
高度 71米，相当于 20多层楼高；
转体重量约3.2万吨，相当于2万
多辆小汽车的重量。

如何让庞然大物顺利平稳
转身？

直径为 6.5米的转体球铰，
成了斜拉桥转体的关键。“我们
利用转动摩擦原理带动比其重
数百倍的物件，靠拉力旋转，可
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曾
春炜说。 （下转2版）

大干交通 干大交通 快干交通

打造“公铁水空”联运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