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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是一种手感类似‘老粗布’的聚苯硫
醚纤维隔膜，每平方米售价400元，它可比老粗布
贵着呢。”“外观和手感真的像粗布，凭什么它售价
这么高呢？”看着大家的疑惑，沧州工苑新型膜材
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颜景华笑道：“因为它是高新技
术产品，通过材料的改性，可以做到‘透液不透气’，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碱性电解槽隔膜。”走进沧州
工苑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的成品区，一轴轴“粗
布”正被工人打包，准备运往株洲市的电解制氢设
备厂家。

“以前，国内企业都倾向使用国外某企业生产
的聚苯硫醚隔膜，国产隔膜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沧州工苑与上下游联合攻关，实现了从树脂、纤维
到纺纱、织布、改性的全产业链国产化。”颜景华
说。

2022年，公司开发出更适合国内500标方乃
至1000标方的大电解槽的高致密、亲水型聚苯硫
醚纤维隔膜，能有效替代国外进口产品，却遭遇到
推广不顺利的窘境。在沧州高新区管委会的帮助
下，沧州工苑找到本地一家愿意尝试他们产品的
电解氢企业。最终，在该公司的项目顺利实施，工
苑在业内“一战成名”。如今，亲水型聚苯硫醚纤
维隔膜已占据国内碱性电解槽制氢90%以上的份
额。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展复合隔膜的开发工
作；2025年，我们还打算拉长产业链，这里的营商
环境好，产业链集中，更有助于我们研究、生产，节
约成本。”颜景华对未来膜材料发展信心十足。同
样，其他企业也在满心期待膜材料产业的未来发
展。海派特的方朗表示，2025年，公司计划打造第
二条生产线，还将承接沧州市科研攻关项目，目前
已签约完毕；鑫膜公司则把蓝图规划放在新能源
汽车对氢能源的利用上，“我们也在计划扩大生产
线，并且在2025年有个目标，就是完成目前研究样
机的优化测试”。王志刚说道。

目前，沧州高新区正在高标准推进建设膜产
业园区，打造“一中心两基地三平台”的物理空间
布局，重点发展分离膜和功能膜两大产业集群，聚
焦膜产业项目全流程培育、全链条延展，着力打造
京津冀区域最大的膜材料产业基地。

“为加快推动膜产业发展，市委、市政府成立
专班、细化发展任务措施，加力推进中国北方最大
的膜产业生产基地和京津冀膜技术研究中心建
设，目标是将沧州高新区打造为在全国发挥引领
作用的‘中国膜谷’。蓝图画卷已经铺开，我们正
努力创造未来。”沧州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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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产业，作为沧州高新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中，海派
特膜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和海派特智能化设备
（河北）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成为沧
州高新区乃至整个沧州市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的
亮点。

海派特成立于2022年，专注于高性能分离膜
及膜装备的研发与生产。公司依托天津工业大学
王亮教授团队的“智能化与模块化膜装备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成功开发出了一系列高性能中空纤
维分离膜产品。这些产品具有零断丝、零脱皮、零
泄漏；高精度、高强度、高密度、高通量等技术优
势，广泛应用于市政饮用水水质提升、工业用水提
纯净化、海水淡化等领域，实现了行业的巨大突
破，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024年，公司两款海水淡化系列新产品——海
水淡化中空纤维超滤膜和海水淡化反渗透膜在唐
山完成前期技术实验，已经具备工业化量产能力；
海派特的总产值从入驻高新区之初的近1000万元
到如今接近5000万元，将来还要冲击一亿元，发展
势头迅猛；两个公司今年同时荣获“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称号，成绩喜人。“现在，沧州高新区的膜产业
基金已经对我们做完尽调工作，准备投资，这样的
政策扶持让我们感动，也为我们未来发展添砖加
瓦”。海派特副总经理方朗说。

和海派特一样，落户沧州高新区的多家膜材
料公司都在2024年迈上了新台阶。鑫膜公司在
2024年下半年被河北省列入战略储备企业，以表
彰它在膜材料生产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公司新
产品——金属膜技术逐渐成熟、氢气净化技术由
之前的7道工序简化为1道，为相关企业节省下大
额成本。工苑公司新研发的隔膜生产设备于2024
年8月份投入生产；公司目前正在进行复合隔膜聚
苯硫醚超细纤维隔膜、新能源电池隔膜的开发研
制，并取得新进展……这些好消息无不透露出一
个讯息，就是膜材料生产企业落户沧州高新区是
正确的、有良好发展前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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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产业迭代加速的时代
浪潮中，新材料产业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
一环。膜材料，作为新材料领域的璀璨新星，以其
卓越的分离、过滤、净化等功能，广泛应用至化工、
能源、环保等多个行业，成为推动技术革新的驱动
力。

2022年，沧州高新区凭借敏锐的产业洞察力
与发展眼光，精准锁定膜产业这一潜力赛道，积极
寻求与天津工业大学合作，利用自身优势，携手谋
划膜产业巨大发展版图。在这片创业沃土上，从
精心构筑产业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到全力优化
营商环境、吸引优质项目与创新人才；从大力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到积极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沧州
高新区行动有力，打造了膜产业发展的新高地。

“天津工业大学拥有全国唯一的分离膜与膜过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分离膜领域有700多项专利，
但真正落地转化并不容易。”天津工业大学教授王
亮说，科技成果从概念到产业化，需要孵化、中试等
过程，离不开资金、场地、专业管理人才等各方面的
支持。

正巧，2022年，沧州计划培育一批可突破膜产
业发展瓶颈、实现膜产业链高端化发展的企业，相
同的发展诉求让他们“牵手”。沧州高新区相关负
责人找到了有大量膜技术成果的天津工业大学，
为了达成合作，多次到该学校商谈。

“沧州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天津
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院长魏俊富说，从天津坐高
铁到沧州仅需22分钟，聚酰胺、聚丙烯等功能性膜
上游原材料供给充足，绿色化工、生物医药、海水
淡化等下游应用场景丰富。于是，一切恰到好处，
2022年6月，双方携手，决定共建天津工业大学沧
州研究院，打造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
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平台建起来了，第一步就是筛选好项目。得
知研究院公开征集科研成果的消息，天津工业大
学的老师们积极性很高。为了把科技含量高、产
业带动性强、市场空间大的项目“挑”出来，研究院
构建了多维度成果评价体系。以膜技术为特色，
研究院瞄准新材料、高端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
保等产业目标，组建技术专家委员会，对科技项目
技术先进性、成熟度等进行论证评估。目前，碱性
电解水制氢隔膜、中空纤维纳滤膜等31个项目脱
颖而出。并注册14家公司，多项技术打破国外垄
断，其中就有天津工业大学王志刚教授的“高纯氢
分离膜”技术。

“这就是高纯氢分离膜。”研究院展厅的一簇
空心“银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王志刚介绍，混
合气体接触到膜壁后，通过化学反应，分离出高纯
氢，可用于制作燃料氢，降低氢能源成本，还可将
高纯氢提纯至超纯氢，应用到半导体芯片制作领
域，解决电子级超纯氢纯化设备依赖进口问题。

2022年，研究院以重大项目支持带动研发水
平提升，省科技厅和市政府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提
供了经费支持。为推动科研成果快速走向市场，
王志刚带着团队入驻研究院，成立沧州市鑫膜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拿到120万元首批经费后，王志
刚和团队第一时间购买中试设备。

至此，鑫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沧州高新区
正式落地，它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也成为膜材料高
新技术产业扎根沧州高新区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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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没过去，又失败了”“这个膜太厉害了，

怎么努力都白搭，好像越来越难闯了”“是呀，他们

淡化海水、净化污水，我们永远被抛弃了……”在

沧州高新区盈创科技园膜材料生产企业车间、实

验室，每天都在上演盐、蛋白质、垃圾颗粒等“勇

闯”隔膜却又屡次梦碎的场景。

“膜”究竟是什么？“膜的种类和作用很多，有

的淡化海水，有的生产氢能源，它的‘魔法’数不

清。‘膜’可以通过不同的材料和技术，实现选择

性分离、拦截、过滤、留存需要的成分，再进行加

工提纯实现循环利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

以说是凭实力‘任性’了。”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

究院副院长王志刚生动地比喻。

在走访了沧州高新区海派特、工苑、鑫膜等

几家大型膜材料生产企业之后，我们真正体会到

了高科技“膜”力带来的冲击。这种以前只能依

靠进口的产品，如今在沧州高新区落地生根，大

有完全取代进口之势。这是科技的力量，由“智”

转“金”，在天津工业大学科研成果加持下，沧州

高新区让这种“膜力”产业扎根、开花、结果，未来

还将做大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