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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简称有研总院)创建于1 952年1 1月，经历了奠基创

业、稀有金属开发、稀有金属工业化、有色金属科技现代化和有色金属高科技产业

化等发展阶段，走过了50年的光辉历程。在发展的各个阶段，几代有研人发扬团

结协作、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努力攀登科技高峰，成功

地开发了一大批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设备，为国民经济建设、国

防军工、有色金属行业、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鉴于我院已于1 993年编撰了1 952～1 992年的40年院志，院决定续编1 993-

2002年的院志，以全面、真实、清晰地记载有研总院近1 0年的发展历程。2003年

2月，院志编写组本着”尊重历史，体现成就，突出重点，兼顾全面”的指导思想，

开始组织编写工作，并于3月下旬完成第一稿；后经院志审核组、院领导、离退休

老领导、老专家以及各职能部f--j、二级单位、公司领导和有关人员的多次审核、反

复推敲和修改，几易其稿．最终于5月下旬定稿、付梓。

本志包括九篇和两个附录：第一篇发展概述篇，第二篇科学研究篇，第三篇

科技产业篇，第四篇人力资源篇．第五篇国有资产篇，第六篇外事外贸篇，第七

篇党群工作篇．第八篇条件保障篇，第九篇组织机构篇；附录一大事记，附录二

光荣榜。

在院志编撰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离退休老领导、老专家、二级单位、各公司和

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院志编写组全体成员发扬了团结合作、无私奉献的精神．为

本志的按期完成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在此，我们谨向关心本志以及为本志付出辛勤

劳动、提供帮助的所有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和我们的能力所限．难免有缺点、错误和遗漏之处，恳请读者不

吝批评指正。

院志编委会

二0 0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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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简介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有研总院)创建于1 952年1 1月，是我国有色金属行业规模

最大的综合性研究开发机构。1 999年7月1日．有研总院转制为中央直属大型科技企业。

历史上，为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国防高科技领域和有色金属行业提供了一大批新材

料、新工艺、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设备；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时期．先后输送了1 700余名

职工(其中，科技人员1 1 00多名)和4200多台(套)大型仪器设备，组建扩建了1 0多

个稀有金属、半导体材料等领域的大中型企业和科研院所．为建立我国的稀有金属工业

体系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现有员工2000余人，其中．博士、硕士近300名。主要从事微电子与光电子材料、

稀有及贵金属材料、稀土材料、能源技术与材料、超导材料、有色金属复合材料与结构

材料、特种合金粉末与粉末冶金材料、纳米技术与材料、红外光学材料、有色金属加工

技术、先进选矿与冶金技术、设备研制及自动化、分析与测试、信息工程等多层次多领

域的研究。国家有色金属行业技术开发基地、半导体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稀土材料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有色金属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

料分析测试中心、国家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设在院内。建院以来共开展了6500

多项课题研究．获科研成果4000余项，省部级以上成果奖800多项，国家专利近300项。

经过50年的发展，有研总院已发展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广泛、综合实力强，具有承担重大

攻关任务和解决复杂技术难题能力的综合性研究院，并形成了半导体材料、稀有及贵金

属材料、稀土材料、能源及环境材料、有色金属加工、有色金属及合金粉末等6个高技

术产业，建成了7个产业基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研总院坚持技术创新，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加强资本运

营，先后组建了若干控股公司和一批参股公司，逐步形成了集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高

新技术产业、内贸外贸于一体的国际化高科技企业集团(有研集团)的发展格局，并与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技术交流和经贸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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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沿革

1 952年1 1月27日，重工业部决定对原“重工业部综合工业试验所筹备处”进行改

组．将其中的；台金、选矿、采矿、分析等部分分出，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有

色局有色金属工业试验所”，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有色金属科学研究机构从此诞生，1 955

年更名为有色金属工业综合研究所。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有色金属科学事业的

不断壮大，1 958年冶金工业部决定将有色金属工业综合研究所改为j台金工业部有色金属

研究院，1 979年更名为冶金工业部有色金属研究总院。1 983年4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

公司成立后，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由其直接领导，同年1 1月更名为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

院。1 998年4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有研总院由其直接领导。从

1 999年7月1日起，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 0个国家局所属的242个科研机构改制，有研总

院转为中央直属大型科技企业，院领导班子建设、党的建设等工作归属中央企业工作委

员会管理。2000年1月26日，有研总院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为企业法人。2003年3月，国

务院进行机构改革，有研总院归属新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

有研总院经历了奠基创业(1 952～1 957年)、稀有金属研究开发(1 958～1 962年)、

稀有金属工业化(1 963～1 977年)、有色金属科技现代化(1 978～1 992年)、有色金属高

科技产业化(1 993年～)等发展阶段．已走过50年的光辉历程。有研总院的成长壮大

与我国经济建设紧密相连，与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有色金属科技事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有研总院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怀。1 958年3月朱德委员长来院视察；1 958年7月邓

小平、贺龙、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了院领导的汇报并观看了我院硅、

锗等稀有金属展品；1 959年9月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亲自授予我院一面奖旗

“为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

斗!”以表彰我院在稀有金属和材料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1 977年7月，郭沫若同志

为我院承办的《稀有金属》期刊题写刊名；1 983年5月，在全国钛推广应用展览会上．

万里、姚依林、薄一波等领导同志参观我院展品；1 983年8月，方毅同志为我院承办的

《中国稀土学报》期刊题写刊名；1 984年3月1 7日，王震、胡启立同志在冶金工业部部

长李东冶、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总经理费子文等陪同下来院视察；1 989年2月1 2

日，国务委员陈俊生在农业部部长何康等陪同下来院参观稀土农用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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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领导关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高综合

国力的作用愈显突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部委领导同志一直十分关心科技工作，

1 993年以来，共有数十名省部级以上领导同志到我院视察、考察并指导工作，给全院职

工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1 993年5月1 8日，我院举行建院40周年庆祝活动。江泽民、李鹏、荣毅仁、方毅、

宋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院庆题词．江泽民同志的题词是“为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出

成果、出人才、出效益”，李鹏同志的题词是“为发展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做出更大的贡

献”：宋健、王鹤寿、严济慈、吕东、高扬文、李绪鄂、刘淇、邱纯甫、林泽生、刘学

新、茅林、叶志强、吴建常等国家和部委领导出席了庆祝大会。

1 99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同志在电子工业部

常务副部长刘剑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吴建常的陪同下来院视察，重点检

查“908”工程项目实施情况，并为我院题词“面向经济建设，加速成果转化”；1 998年

3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同志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张吾乐总经

理的陪同下再次来院视察，听取了我院半导体材料发展情况的汇报，并参观了新建的硅

单晶片生产线。

1 996年1月1 7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张今强等来院考察半导体材料产业发展情况。

1 996年6月1 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尉健行

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金人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段柄仁，副市长胡昭广、阳安江等

陪同下来院视察有色金属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情况。

1 998年2月28日，我院举行”909”工程8英寸硅片生产线建成投产仪式。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国家经贸委副主任、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张吾乐，副总经理康义，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俞忠钰，北京市副市长

刘海燕，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朱高峰等出席了仪式并剪彩。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曾培炎发

来贺信。

1 998年9月1 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视察我院。参观了院展

室、半导体中心、加工中心．并出席了研究生开学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

2000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视察我院，国务院副

秘书长徐荣凯、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王瑞祥、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张志刚、科



技部副部长徐冠华、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局长张吾乐等陪同。各位领导听取了院总体发

展情况的汇报，观看了形状记忆合金的记忆性能演示和超导磁悬浮载人演示．参观了硅

抛光片生产线和超高压电子显微镜实验室，李岚清同志还亲自试驾了电动汽车。

2001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郑斯林，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共青团中央第

一书记周强等陪同下视察我院，重点考察了我院“国家半导体硅材料高技术产业化示范

工程”，看望了参加“新材料与我们的生活一五四青年科普活动日”活动的我院青年科

技工作者及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和北师大附中的师生们，并做了重要讲话。

2001年1 2月1 5日，我院有研硅股“6英寸区熔硅单晶和重掺砷硅单晶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在北京顺义林河开发区奠基。北京市市长刘淇(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

京市委书记)、副市长刘海燕出席奠基仪式。

2002年3月28日．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徐匡迪院士(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

工程院院长)来院视察，参观了院展室和有研硅股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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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历任领导
表1．1历任院行政领导

院长 出生年月 任职日期 副院长 院长助理 出生年月 任职口期

王淀佐+ 1934．03 1991．12一1996．07 赵国权 1936．12 1988．01—1997．06

屠海令 1946．10 1990．12一1996．07

l刘纪琳l 1940．10 1990．12—1993．1l

吴健 1944．07 1992．1 l一1994．12

丁学全 1957．06 1992．1 1一1995．02

罗涛 1953．07 1993．12一1996．12

崔凤辉 1940．12 1993．12—2001．06

蔡荣升 1938．12 1994．09—1999．03

郁强 1945．06 1994．10—1996．10

屠海令‘ 1946．10 1996．07一 高兆祖(兼) 1942．12 1997．06—2003．03

杨润怀 1941．08 1997．06—2002．01

陆彪 1957．07 1997．06—2001。06

王明非 1957．09 1997．06—2001．06

姚建明 1944．12 1997．06一1999．03

敖宏 1961．06 1999．0I一

姚建明 1944．12 1999．03一

张少明 1962．10 2000．1l-2001．06

张少明 1962．10 2001．06一

熊柏青 1963．11 2002．06—2003．03

黄松涛 1963．06 2002．06—2003．03

宋月清 1960．12 2002．06一

熊柏青 1963．11 2003．03一

黄松涛 1963．06 2003．03一

李彦利 1962．12 2003．05一

母王淀佐，1 996年8月任名誉院长，1 998年6月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第八届、第九届、第十

届全国政协委员。

*屠海令，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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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历任院党委领导

届次 书记 出生年月 任职日期 副书记 出生年月 任职日期 备注

1991．12—1994．12

第五届 汪宗武 1942．02 1991．04一1994．12 罗涛 1953．07 1991．04—1993．12

纪委书记(兼)

高兆祖 1942．12 1993．12—1994．12

第六届 高兆祖 1942．12 1994．12一1998．12 敖宏 1961．06 1994．12一1998．12 纪委书记(兼)

第七届 高兆祖 1942．12 1998．12—2003．03 敖宏 1961．06 1998．12—1999．01 纪委书记(兼)

于卫东 1953．08 1999．01-2003．03 纪委书记(兼)

第八届 敖宏 1961．06 2003．03一 屠海令 1946．10 2003．03一

于卫东 1953．08 2003．03一 纪委书记(兼)

表1．3历任院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副总工程师、副总会计师

职务 姓名 出生年月 任职日期

总工程师 卢忠效 1935．10 1990．12一1994．09

副总工程师 石力开 1937．04 1988．03一

金其坚 1937．09 1990．08—1997．11

余成洲 1934．08 1990．08一1998．06

总经济师 i刘纪琳| 1940．10 1991．06—1993．1l

副总会计师 黄发成 1944．08 1997．09-2000．11

第一届院技术经济咨询委员会(2000．06～2002．12)

主任委员：J吕东

委 员：(按姓名笔划排列)

l万群于 晏 于淑健马清河马福康毛月波I王健』|王文海王俊升

邓凤翔 卢忠效 叶宏才 白明本 刘万岭『刘纪琳1刘余九邬安华张 椿

张先声李东英李毓康 陈 涛赵国权秦顺成贾立俊郭伯生I曹蓉江j

谢平蔡荣异潘忠华

第二届院技术经济咨询委员会(2003．Ol～2004．12)

主任委员：李东英

委 员：(按姓名笔划排列)

于 晏 于淑健马清河 马福康 毛月波王俊升 邓凤翔 卢忠效 白明本

刘万岭室』纪燮】刘余九邬安华张椿张先声李国勋 李毓康 陈涛

金其坚 赵国权秦顺成贾立俊郭伯生崔凤辉曹蓉江】谢平蔡荣异

潘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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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科技体制改革历程

科技体制改革以来．有研总院坚持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军工、有色金属行业、区

域经济服务．不断探索，勇于实践，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在市场中找出路，求发

展，坚持技术创新，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综合研究开发能力显著提高，总体经济实力

逐步增强。

1985年国家对科研机构进行了事业费逐年减拨的拨款制度改革，不足部分需要研究

单位从市场中获取，自此拉开了科研机构投身市场经济洪流的序幕。为适应改革的需要，

有研总院推行了以课题组为经济核算单位的承包制，放活研究室所，激励科技人员。经

过在市场大潮中的艰辛磨练，职工的市场意识、改革意识、市场承受能力得到增强，调

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1 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之后，有研总院抓住机遇，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

化．确立了“以科研为基础，以有色金属新材料为主体，以效益为中心，建成技工贸结

合的跨国经营的高科技实体”(简称”三以一体”)的发展目标。按照“稳住一头，放开

一片，结构调整．人员分流”的改革思路．对专业领域和组织机构进行了整合。争取并

组建了5个国家级中心，确定了5个优势领域，集中力量发展重点产业，壮大了经济实

力：加大了职能、后勤改革的力度，先后从职能部门和院包人员中分流出400多人，组

建成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条件和后勤服务单位；加快培养跨世纪的青年人才，大胆提

拔青年干部，鼓励青年科技人员承担重大项目并成为学科带头人，为优秀青年人才脱颖

而出创造条件。

1 997年以后，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有研总院领导班子和全体员工进一步解放

思想，转变观念，开拓新的发展思路，树立新的经营理念。通过科技与金融的有效结合，

引入多元化投资机制．先后组建了1个上市公司、4个控股公司和若干参股公司．并试

点管理人员和员工持股、技术入股，优化产权结构，促进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

化；加速推进有色金属高科技产业化的进程，逐步形成了半导体材料、稀有及贵金属材

料、稀土材料、能源及环境材料、有色金属加工、有色金属及合金粉末等6个高技术产

业，并建成了7个产业基地，为我国有色金属新材料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有研总院坚持技术创新，加大科研投入，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领

域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拓展边缘交叉学科和具有前瞻性的研究领域，

在生物冶金、能源技术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增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紧密结合市场需

求．开展工程化、产业化技术开发，发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行业技术开发基地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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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功能，为西部开发和有色金属产业结构调整服务：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建立

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试点中层管理人员竞争上岗，培养了--}fl：青年学科带头人、经营

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基本实现中层管理人员和学科带头人的年轻化，70％以上的二级

单位和75％的课题组长由青年人担任；加强员工继续教育和培训，鼓励青年骨干在职攻

读学位，提高中层管理人员的财务、法律、营销、资本运营等方面的业务水平：根据现

代企业的管理模式，为实现高效、精于的运行．将职能机构整合成“八部一室”，部门减

少50％．干部职数减少26％；加强科学管理．陆续出台1∞多个文件，建章立制．严格

财务、投资和内部管理：继续深化条件保障和后勤服务部门的改革，组建服务中心、物

业管理公司，基本实现经济自立和市场化服务；加强公司规范化管理，明晰产权，规避

风险，先后通过注销、合并、改制等方式对20余家公司进行了清理整顿；确立了”以有

色金属新材料为核心主业，涉足信息、加工、能源、环保、服务等领域的有限多元化发

展的高科技企业集团”的企业定位，并构筑了有研集团框架结构。

2002年，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有研总院提出

了中长期发展目标：2000--2005年，年均增长率不低于20％．到2005年实现收入1 8亿

元：2006～2010年，年均增长率不低于18％，到2010年实现收入40亿元；201 1～2020

年，年均增长率不低于1 4％，到2020年实现收入1 50亿元。该发展目标经2003年职工

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确定了今后的主要工作：科研战略从跟踪世界先进水平逐步向开

发自主知识产权过漉继续整合并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加强应用基础和前沿高技术研究，

参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工程技术创新能力，重

视行业共性技术的研究，为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做贡献，注重以产品和产业为中心，实

现多种技术的集成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施专利战略研究及部署；积极从市场中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形成新的产业；积极开发科技服务业；积极推进国际化进程，

大力开展国际技术合作．通过引进外资、股权置换、合资合作等方式，争取国外知名企

业的投资和到国外知名企业投资参股；积极推进人才发展战略，加快尖子人才、领军人

才和企业管理人才的培养，加强队伍建设，坚持培养与引进并重，探索按照劳动、资本、

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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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主要成就

进入90年代以来．有研总院全体员工继续发扬“团结、奉献、求实、创新“的精

神，把握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态势．抓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机遇，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在技术创新、机制转换、科技产业、人才培养、

企业管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开创了有研总院新的发展局面，为有研集团的建立和未

来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 993～2002年．有研总院共承担国家级、部级等各

类纵向科技项目700余项，到院总经费约9．2亿元；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励21项，省部

级科技成果奖励256项，申报国家专利258项；累计实现综合收入56．62亿元，年均增

长24％；进出口总额1．73亿美元；上缴国家税金9000余万元；截止到2002年底总资产
1 6．21亿元、国有净资产6．87亿元，分别为1 992年的6．5倍和4．1倍。1 992～2002历

年综合收入及总资产情况分别见图1．1、1，2。

第一节坚持技术创新，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现代科技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抢占当代先进生产力的制高点．其关键在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作为我国有色金属行

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研究开发机构，有研总院一如既往地坚持开展创新性研究和开发高

新技术产品。1 992年以来，先后对组织结构和专业领域进行了几次大的整合，将全院的

研究开发力量划分为大的模块，对准市场需求开展科技攻关，解决国民经济建设、国防

军工、有色金属行业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技术难题，先后组建了半导体材料、稀

土材料、有色金属复合材料等6个国家级中心和行业技术开发基地。实践证明，合理的

结构调整加强了有所作为的领域，拓展了具有前瞻性的研究领域，调整后的专业结构设

置显示出更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综合开发实力。

半导体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是由从事硅材料和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研究的两个研

究室合并成的．1 992年、1 995年先后研制出我国第一根直径6英寸(1 in=25．4mm，下

同)、8英寸硅单晶；1 997年成功拉制出我国第一根1 2英寸硅单晶，当年被两院院士评

为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日、德之后拥有此项技术的国家j

2001年，拉制出我国第一根4英寸半绝缘VCZ GaAs单晶，填补了国内空白，使我国成

为继日本、德国之后第三个掌握此项技术的国家，被评为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十大新闻之

一：2002年研制出我国第一根1 8英寸直拉硅单晶，标志着我国硅材料研究进入了国际

先进行列，当年被评为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十大新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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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 992～2002历年综合收入

n n n r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qj胜

图1．2 1 992～2002历年总资产

超导材料研究中心是于1 992年由几个研究室的十几个课题组合并而成的．合并后

的研究中心实力显著增强．成为我国高温超导领域重要的材料研究和试制基地。1 998年

7月．与兄弟单位合作研制出我国第一根1m铋系高温超导输电电缆。被两院院士评为

1 998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2000年7月，研制成功国内第一根百米铋系高温超导长

带．当年被部分两院院士和首都主要新闻媒体联合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之一．被科技

日报《高技术产业周刊》评为中国十大高技术产业新闻之一，2000年底．由西南交通大

学主持．有研总院等单位参加共同研制的世界第一台载人高温超导磁悬浮实验车成功运

行．在国家“8631高技术十五周年成就展中引起轰动．江泽民同志亲自乘坐．并给予高

度赞扬；”九五“期间为军工应用部门提供了1000cm2超导薄膜．2001年在国内率先制

备出2英寸双面高温超导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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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由稀有；台金材料研究所和选矿冶金研究所等合并成立的矿物资源与；台金材

料研究所开发了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选冶技术，为西部地区的矿物资源开发及合理

利用做出了新的贡献。由名誉院长王淀佐院士主持开展的“硫化矿电位调控浮选理论与

实践”项目，解决了复杂多金属硫化矿分离这一国际选矿界的难题，在国内推广使用取

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获得200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与华锡集团等单

位合作开展了“提高大厂难选锡石多金属硫化矿选矿技术经济指标的研究”项目，解决

了难选多金属硫化矿选矿的世界性技术难题，并应用于华锡车河选矿厂，三年累计经济

效益达2．6亿元．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生物冶金工程化技术取得重大进展，申请了

7项国家专利，承担国家经贸委技术创新计划项目“生物提铜关键共性技术开发与扩散

平台建设”和“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生物冶金技术及工程化研究”．并与甘肃、青海、

西藏等省区的有关企业签订了技术开发协议，开展工程化技术试验研究。

集中力量从事能源技术及相关材料的研究开发，形成了动力电池、锂离子电池、燃

料电池、氢能技术、镍氢电池相关材料、二次电池分选系统等在国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

研究方向，并与国外知名企业和研究机构开展了合作研究。继1 996年在国内首次开展镍

氢动力电池装车试运行并一次充电续驶1 21 km后，2000年又在国内率先实现一次充电京

津城际间往返运行，一次充电续驶225km；锂离子电池及相关材料、泡沫镍和贮氢合金

等产业化技术取得突破，分别进行了技术入股投资和技术转让。2002年，根据国家“十

五”发展计划，新能源及相关材料已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研究领域，院对能源领域进行了

整合．将3个研究所的5个课题组集中，组建能源材料与技术研究中心，力争把新能源

领域建成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优势研究领戢
通过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料分析测试中心和国家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建

设，我院分析测试装备和测试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为有色金属等行业的科学研究、技

术创新提供了分析测试保障；开发了一批新的分析测试技术和方法，承担或参与了多项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为我国有色金属分析测试技术体系的建立做出

了贡献：完成了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贵金属、轻金属及其材料的国家监督抽查、发

放产品生产许可证的检测任务，对规范行业的产品质量起到了推动作用。

近10年来，在技术创新方面．有研总院还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2～3“m lC用直

径5英寸直拉硅单晶(片)的研制、大直径红外光学锗晶体、用于微波器件及电路的大

面积YBCO超导薄膜、高性能特薄铝板、包头混合型稀土精矿酸法冶炼工艺的应用推广、

还原蒸馏联合法制钛工艺及设备等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高性能p型钛合金、一

种用镍纤维织物制作的屏蔽服、高性能铜铝镁冷阴极材料等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三等

奖；国家半导体材料8英寸硅抛光片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生产线于2001年2月竣工投

产，标志着我国深亚微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硅单晶抛光片的生产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0年间，我院还承担了大量的军工配套项目，提供了数百种关键材料，多次受到国

防部门的嘉奖和表彰。钛合金材料多次成功地用于“神舟”号飞船、长征号火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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