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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印象中，纺织业是典型
的传统产业：不就是生产随处可见的
服装和纺织品嘛。

然而，日前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
的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首届科技大
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纺织行业专家、
从业者们相约于此：他们聊的是高科
技，谈的是高质量发展，完全颠覆了普
通人对纺织行业的认知。

产业用纺织品涉及新材料技术

顾名思义，这次科技大会主要聚
焦产业用纺织品。

去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关于产业用
纺织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指出：产业用纺织品用于工业、农业、
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领
域，是新材料产业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纺织工业高端化的重要方向。

此次大会上，与会专家分享的相
关产品和技术，对“纺织工业高端化”
作出了很好的注解。

“闪蒸法非织造布是世界卫生组
织推荐的最佳病毒防护材料，是埃博
拉病毒专用防护服的指定面料。”厦门
当盛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罗章生在
大会上介绍，闪蒸法非织造布在医用
灭菌包装和高等级个人防护领域有着
不可替代的地位。

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闪蒸法非

织造布由超细连续纤维组成，集纸张、
布料和薄膜的优点于一身，可印刷、防
水透气、阻隔性高，而且特别强韧、撕
不烂。2019 年以前，我国闪蒸法非织
造布基本依赖国外进口。

罗章生谈到，2019 年国内第一条
闪蒸法非织造布生产线开始商业化运
作。目前，其公司年产3000吨的闪蒸
法非织造布生产线已顺利投产，预计
2025年产能将达到1.2万吨。

“三维立体编织可设计、力学性能
好，抵抗层间分离能力强，尤其适合各
种曲面体、异形结构件立体编织，是结
构件预成型体的最佳成型方案。”东
华大学纺织科技创新中心主任孙以泽
在大会上分享了一种独特的纺织技
术——三维立体编织。

应用三维立体编织技术，孙以泽
团队设计制造了多种令人眼前一亮的
产品——碳纤维编织油田钻杆、碳纤
维编织新能源汽车储氢罐、太阳能电
池单晶硅坩埚、碳纤维编织大飞机相
关零部件等。

高端、智能、绿色成主要方向

“产业用纺织品是发达国家竞相
发展并力求保持战略竞争优势的领
域。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产业用纺
织品行业门类最为齐全、产品种类最
为丰富、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国家。”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李陵申在大
会上表示。

此次大会由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

业协会和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该协会会长李桂梅介
绍，据初步统计，2022年我国产业用纺
织品行业纤维加工总量达到 1960 万
吨，同比增长 1.1%。作为产业用纺织
品的主要原材料，我国非织造布的产
量为835万吨，同比增长1.8%。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相关信
息，“十三五”期间，产业用纺织品纤维
加工量占我国纺织纤维加工总量的比
重由 25.3%提高到 33%，航天服、深海
绳缆、口罩、防护服等产业用纺织品在
国家重点工程、新冠防控中作出了重
要贡献。

“近年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成为行业新项目投资的主要方向。”大
会上发布的《2022 年中国产业用纺织
品行业运行分析》指出，2022年行业骨
干企业针对高速纺熔复合生产线、双
组分纺粘非织造布生产线、木浆复合
水刺非织造布生产线等成套装备项目
的投资保持活跃。此外，高品质个人
护理产品、高端土工合成材料、高性能
过滤材料和安全防护产业链也是行业
投资的重点。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对近
300家样本企业的调研显示，在2023年
有投资意向的样本企业中，对于既有
设备升级改造，厂房建设，智能化、绿
色化改造方面的投资意向占比达到
66.2%，行业企业高质量投资力度持续
增强。 来源：科技日报

科技赋能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迈向更高端

为机器人穿上一层智能电子皮肤，
也许它们可以像人一样感知环境，在更
多的场景里帮助人类开拓未知疆域。3
月28日，记者从东南大学获悉，该校团
队近日研发出一款可以感知温度、压
力、湿度等环境信息，同时具备可拉伸、
自愈合、抗菌性等特性的全属性凝胶电
子皮肤。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学
术期刊《美国化学学会·纳米》。

“所谓电子皮肤，指的是一种像皮
肤一样柔软、呈弱酸性、能抑菌、自愈合
的特殊材料。在通电的情况下，它还能
感知环境的温度、压力、湿度等信息。”
该论文第一作者、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
工程学院博士段升顺一边向记者解释，
一边用手托着一条细软的材料。它看
上去像胶条，但比胶条柔软许多，拥有
跟皮肤一样的细腻、湿润感。

“一直以来，电子皮肤研究面临的
最大难点在于，大家找不到合适的复合
材料，以同时实现类似人类皮肤的物理
化学属性和刺激感知属性。”段升顺解
释，此次研究中，他们以蚕丝为基础材

料，再添加部分关键制剂，研制出这款
特殊的电子皮肤。

“蚕丝是一种蛋白材料，很柔软。
我们在其中加入具有吸水特性的钙离
子、呈弱酸性的氢离子，和对环境刺激
比较敏感的二维纳米材料进行合成。”
段生顺介绍，成型后的这款电子皮肤，
可修复、可降解，有一定的弱酸抑菌性、
能防火，也能感知 10 千帕以下的压
力、-20—80 摄氏度的温度等环境信
息。

“而且，电子皮肤还有自愈合能
力。如果被划伤，也不需要借助胶水黏
合，可以把另一片电子皮肤像创可贴一
样贴在上面，完成皮肤移植。”段生顺
说。

电子皮肤是一种触觉传感器，被视
为关键“卡脖子”技术。该论文共同通
讯作者、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院长吴俊介绍，目前电子皮肤研究面
临两大挑战，一是亟须提升单个器件性
能的稳定性，二是需要将多种功能进行
集成耦合。

“值得期待的是，电子皮肤的应用
前景广阔。”吴俊表示，现有机器人往往
依赖视觉感知环境、作出决策，如果机
器人能有强大的触觉感知能力，即使被
蒙上“眼睛”，或者身处黑暗，也能感知
环境。机器人视触结合的环境认知能
力在复杂作业场景中，将具有巨大应用
价值。 来源：科技日报

多功能电子皮肤
或让机器人拥有触觉

新华社天津3月29日电（张建
新 焦德芳）天津大学日前打破传
统实验“试错法”局限，取得了开发
重要化工催化材料的新进展。该校
新能源化工团队通过合金催化剂

“孤立度”描述符的构建，只需向程
序输入催化剂结构参数，就能够实
现烷烃脱氢催化剂“一键筛选”。

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和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支持，相关
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纳米技术》。

丙烯是全球产量最高、应用最
广的基础化工原料之一，在工业生
产中作用巨大。“丙烷脱氢法”是目
前市场占有率增长最快、最具前景
的丙烯生产技术之一。然而，我国
现有的“丙烷脱氢”工艺主要依赖高
价进口的成熟工艺包，作为工艺核
心的催化剂被发达国家牢牢把持。
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丙烷脱氢催化
剂成为国内化工业的短板弱项。

传统丙烯生产工艺采用实验
“试错法”研发催化剂，往往需要数
月甚至数年时间，消耗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通常，采用“试错法”得到
的催化剂结构、组成较为复杂，导致
催化剂-反应性能的构效关系难以
明确，这也成为催化剂开发创新的

“屏障”。
天津大学新能源化工团队以

“实践论”为指导，提出了“催化微环

境预测催化性能”的方法。他们创
新算法，借助计算机程序发现了烷
烃脱氢“单位点”合金催化剂的设计
新途径，即只需获得催化剂的电子、
几何结构参数“孤立度”，就能描述
出烯烃选择性等性能，从而加速遴
选性能优异的催化剂材料。基于该
方法，研发的新型铂基催化剂贵金
属用量降低超 60%，可大幅度节约
生产成本，提升了催化剂市场竞争
力。实验证明，新型催化剂的丙烯
选择性显著优于国际同类产品，且
在长程稳定性和再生循环测试中均
保持稳定。

近年来，天津大学新能源化工
团队探索形成了“催化剂理性设计
—精准构筑—应用引领”的研究范
例，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型高效丙烷脱氢催化剂
的专利体系。“我们正在与行业领军
企业合作开展催化剂工程制备与工
艺放大研究，实现了新型丙烷脱氢
成型催化剂的工程制备，加速突破
国外催化剂技术垄断。”据该论文第
一作者、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博士生
常鑫介绍，“这项发现是化工、化学、
材料、物理、数学等学科交叉的结
果，可能会为相关领域催化剂设计
和催化过程解析提供新思路，对加
快工业催化剂创新开发具有重要意
义。”

天津大学取得
开发重要化工催化材料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