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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通四海造福人类 锂行天下驱动未来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本报经济新闻采访部走进多氟多

布局新能源 做全产业链

———多氟多“二次创业”的样本解读

本报记者 许伟涛

见习记者 赵永辉

对于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来说， 即将过去的

2011

年有着

里程碑式的意义———这家担当着

世界氟化工“领跑者”角色的化工

企业，在度过自己

10

岁生日、成功

登陆资本市场之后，再次凭借着多

年来执著于技术创新的厚积薄发，

成功布局新能源，打造锂电池全产

业链，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12

月

21

日，沐浴着冬日的暖

阳， 记者走进多氟多新能源产业

园， 探秘新能源锂电池的诞生过

程。 经过两道密封门，走进多氟多

锂离子电池生产车间，仿佛置身于

一个真空世界：白色的墙壁 、明亮

的窗户、绿色的地板，恒温的空间

里摆放着现代化的设备；身着白衣

白帽、戴着淡蓝色口罩的工人在各

个岗位上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别小看这些设备，大部分都

是国外进口的高科技精密仪器，动

辄就是几十万元、数百万元。 单体

电芯的铝塑膜全部从日本进口，每

平方米

80

元。 涂布工艺中用的铜

箔厚度只有

12

微米， 是人的头发

直径的四分之一……”车间生产主

管的讲解，让记者对配料、涂布、辊

压、制片、装配、注液、化成、分容等

锂离子电池工艺流程有了一个大

概了解。

“多氟多将以新思维布局发展

新能源，坚持创新发展，以六氟磷

酸锂为突破口， 以锂电为导向，以

锂电材料为重点，最终形成锂电完

整产业链，改变我国锂电现有的产

业格局，让锂电走进千家万户。 ”陪

同采访的多氟多公司董事长李世

江如是解释多氟多布局新能源全

产业链的理论基础，“动力锂电池产

业的发展必须攻克两个‘倒三角’，一

个是往上走， 攻克电池电解液原材

料六氟磷酸锂的技术难题， 实现产

业化；一个往下走，解决新能源产品

的组合难题， 真正让新能源造福社

会。 ”

循着李世江的“倒三角”理论，

记者决定到六氟磷酸锂的生产现

场一探究竟。

在多氟多六氟磷酸锂生产厂

区，

200

吨六氟磷酸锂生产线正加

足马力生产。 据了解，六氟磷酸锂

作为锂离子电池主要原材料，设备

要求高、工艺难度大，被日本、韩国

等少数企业所垄断。 为了打破这个

高技术垄断格局 ， 多氟多历时

6

年、 投入

4000

多万元研发六氟磷

酸锂，从

6

克起步，现在年产能已

达到

200

吨。 该产品应用于锂电池

的电解液，可替代进口，是典型的

高技术、高风险、高附加值产品。

在

200

吨六氟磷酸锂生产车

间对面，一栋五层楼的高大建筑里

一派繁忙景象：一根根粗细不一的

管道，工人师傅正在紧张地进行焊

接。 “这是六氟磷酸锂

2000

吨生产

线项目， 目前设备安装基本完成，

部分设备已进入调试阶段。 ”四分

厂厂长闫春生告诉记者，该项目的

控制系统完全由多氟多的技术人

员自主研发并设计安装，共敷设通

信线路

10

万多米， 仅自动化控制

点就有

6000

多个。

“这么多焊接点 ， 质量咋保

证？ ”记者走近一处管道焊接安装

点问。

“每一个安装点、 焊接点都要

经过光谱仪检测， 确保万无一失，

并且每一个焊接点都有一张记录

表，可全程跟踪。 ”闫春生的言语中

带着一种身居行业领先者地位的

自信。

说起创新 ，李世江坦言 ，新能

源产业虽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但

其科技门槛相当高，如果没有雄厚

的自主研发能力，没有科学的产业

链，没有与市场同步的激励和管理

机制， 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独有的、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体

系。

10

年来，多氟多公司凭借技术

创新及循环经济的理念走在行业

前列， 主要从事高性能无机氟化

物、锂离子电池材料和光伏材料研

发、生产和销售。 多氟多开发并掌

握了氟硅酸钠法、 氟铝酸铵法、黏

土盐卤法、再生冰晶石等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具有节能环保优势的冰

晶石生产新工艺，是国内唯一拥有

氟硅酸钠法制冰晶石联产优质白

炭黑技术并产业化的企业；在硅材

料开发中， 多氟多正在进行单晶

硅、多晶硅的前期研究，并进行了

可行性认证。 截至目前，多氟多已

建立独立的锂电实验中心，配备了

世界上最先进的

SEM

、

XRD

、

ICP-

master

、 比表面积仪和激光粒度分

析仪等分析检测设备，可对各种材

料的微观结构进行表征。 近年来，

多氟多投入了

3

个

1000

多万元 ：

1000

多万元用于对六氟磷酸锂的

技术投入，

1000

多万元用于引进技

术，

1000

多万元用于中试、 小试生

产线，总计科技投资近

4000

万元，

为六氟磷酸锂和锂电池的成功研

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锂电研发， 锂电原材料是重

点。 多氟多不仅研究电解液，还将

研究正负极材料、隔膜 、电源管理

系统，最终形成锂电完整产业链。 ”

李世江说。

在多氟多新能源产业园的道路

两旁， 由一个转动风叶和两组太阳

能板组成的风光互补新能源锂电路

灯尤为引人注目。 “这是多氟多进军

新能源产业的最新成果， 不仅照亮

了我们的道路， 也是一盏指明新能

源未来发展之路的明灯。 ”李世江告

诉记者， 风光互补新能源锂电路灯

是通过风光互补新能源锂电储能系

统， 将太阳能和风能转化为电能并

储存起来，在关闭设备的情况下，风

光互补灯能持续照明

6~7

天。

新能源产品的整合高效利用

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作为下游产业

链的重要节点，多氟多公司无疑已

经走在了前列。

“多氟多将依托具有重大示范

意义的风光互补路灯 ， 从一幢大

楼、一条街道、一个社区、一座城市

的完整新能源解决方案入手，把焦

作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生态环保发

展理念的新能源城市典型代表。 ”

李世江说，“多氟多计划用

3~5

年

时间， 完成锂电全产业链布局，目

标是

5

年后年产能达到

5

亿安时，

销售收入达到

50

个亿。 ”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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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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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国利

携其已经规模化生产的六氟磷酸锂技术，多

氟多将进军锂离子电池四大主要材料 （正极、负

极、电解液、隔膜），力图最终形成从材料到电池完

整的产业链，然后依托硅发展太阳能光伏电池。不

过， 这对新能源新军多氟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

日前，多氟多的全资子公司多氟多（焦作）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

亿安时动力锂离子电池

生产线一期正式投产，瞄准高端车用动力电池。

在氟领域已是世界无机氟化盐龙头的多氟

多，在锂电池行业还是新军。 日前，记者就此采访

了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世江。

记者：作为一个以氟化工起家的化工企业，多

氟多为什么会想到涉足锂电池原料的开发？ 多氟

多“跨行作业”有什么优势？

李世江：我们的确是搞氟化工出身，但我们在

发展氟化工、研究氟元素的过程中发现，位于化学

元素周期表最右上角的元素氟与位于周期表最左

上角的元素锂都很活跃又难驾驭。而生产锂电池，

通常使用有机溶剂作为电解质， 其中添加一些无

机盐增加导电性，常用无机盐包括高氯酸锂、六氟

磷酸锂、六氟砷酸锂和硫化锂等。正是看到锂电池

原料市场的巨大潜力， 我们才借助企业在氟化工

方面的优势，开启了对六氟磷酸锂的研发，这也成

为企业进军新能源领域的一个标志。

记者： 涉足新能源为何选择从六氟磷酸锂入

手？

李世江：以六氟磷酸锂为突破口，不仅因为电

解质溶液是生产锂电池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而

且因为这种选择发挥了企业对氟研发的优势。 研

发六氟磷酸锂， 多氟多是在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

情况下，依靠自主研发，最终实现产业化，相关产

品目前已经替代出口。而以此为突破口，企业也叩

开了新能源产业的大门。 假以时日， 多氟多年产

2000

吨六氟磷酸锂及年产

1

亿安时锂电池项目

将陆续竣工并试生产， 这两个项目将发展成为国

家重点科技支撑项目。

在开发六氟磷酸锂过程中，有一些不能不提的小故事。我去北京国

家卫星发射现场和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参观时发现，在制造卫星时，关键

零部件要从

1000

个中挑

100

个做破坏性试验，然后再选出

10

个，进一

步检验后，最终选

3

个，以保证卫星上天能够正常运行；在核电运行中，

工作人员先是制作一个一模一样的控制系统， 反复试验， 确保万无一

失。 多氟多吸取了这些经验，始终坚持重复是成功之母，现在的“浪费”

是为了避免今后更大的浪费。

刚建中试生产线时，我们从原有氟化工生产线调来精兵强将，到六

氟磷酸锂车间。 一位老工人偶尔看见地上撒了点原料， 本着节约的思

想，他负责任地把原料收起来重新利用，结果一釜产品都报废了。 李世

江跟记者开玩笑说：“贫下中农干不了新能源高科技项目， 我们都不要

当贫下中农呀，要改革、创新、学习。 ”

记者：与传统产业相比，涉足新能源领域需要注重什么？ 对六氟磷

酸锂将会有哪些投入？

李世江： 创新是发展的金钥匙， 这在新能源领域同样适用。 早在

2006

年，业内一位专家提醒我：“氟元素做好了，是可以论公斤卖的，比

如六氟磷酸锂。 ”当时，该产品的市场价格是每吨

100

万元。

目前，多氟多已建立了独立的锂电实验中心，配备了世界上先进的

SEM

、

XRD

、

ICP-master

、比表面积仪等分析检测设备，可对各种材料

的微观结构进行表征；投入了

3

个

1000

多万元：

1000

多万元用于对六

氟磷酸锂的技术投入，

1000

多万元用于引进技术，

1000

多万元用于中

试、小试生产线。

观念创新、管理创新，这是企业做好新能源产业需要解决的两个问

题。 举例来说，六氟磷酸锂产品要求水分含量较低，国家标准是每

100

万千克的溶液中含有

20

千克以下的溶质， 我们则要求达到几千克溶

质，这就要求我们用新思路解决环境干燥问题。 另外，高科技产品还要

求我们颠覆以往的管理理念，实施创新管理，制定新的行为规范。

让福多多锂电走进千家万户，让锂电驱动未来，这是多氟多孜孜以

求的“锂想”。 李世江说，它伴随着六氟磷酸锂的产业化，伴随着电池项

目的顺利投产，伴随着新能源解决方案的逐步实施，即将开花结果。

六氟花开香满园，欲奏凯歌又迎春。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

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出台，明确要求积极培育包括新能源汽车

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企业的发展打了一剂强心针。 展望未来，李

世江激情满怀，多氟多将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为锂电新能源的发展作

出应有的贡献。

结构调整剑走偏锋 多氟多进军新能源

本报讯 （记者许伟涛 见习记者赵永辉） 传统化工企业想在结构

调整上有所作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却凭

借自身多年来专注科技创新的积淀，在结构调整中剑走偏锋，成功进军

新能源锂电产业。

如此成就，多氟多何以取得？ “原因在于，多氟多经过自主创新、集

成创新、引进消化后的再创新，具备了进军新能源锂电池产业的绝对优

势。”面对提问，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世江说，六氟磷酸锂

的两大原料———氟化锂和无水氢氟酸国家标准都由多氟多主持制定和

修订，多氟多在这方面拥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和成本优势。

如果说创新的厚积薄发是多氟多的转型之基， 那么对锂电行业的

独到眼光则是多氟多进军新能源的关键所在。 随着低碳经济时代的到

来，新能源产业正逐渐成为全球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也把发展新能源

汽车作为节能减排和新兴战略型产业的重要内容。 而六氟磷酸锂作为

锂离子电池的主要原材料，占电解液成本的

50%

左右，但由于设备要求

高、工艺难度大，六氟磷酸锂技术仍被国外少数企业垄断，成为制约我

国锂电发展的瓶颈。

“谁掌握了六氟磷酸锂的关键技术，谁就能在未来锂电领域掌握主

动权。 ”基于多年来自主创新的积累，李世江果断决定：斥资

1000

多万

元引进关键技术，进军新能源。六氟磷酸锂生产技术难度很高，纯度高、

游离酸与水分低，但由于产品本身极易吸潮分解，因此生产难度极大，

对原料及设备要求苛刻，属于典型的高科技、高危生产环境、高难生产

的“三高”技术产品。为此，多氟多从

6

克起步，直至目前的年产

200

吨，

投资上亿元，先后完成了六氟磷酸锂小试、中试和产业化。目前，多氟多

2000

吨六氟磷酸锂项目建设已完成设备安装，

1

亿安时锂离子动力电

池项目开始试生产。

与此同时，多氟多还通过科技创新，将循环经济做到极致：提倡用

氟做多晶硅的工艺路线，将“氟硅不分家”的理念改为“氟硅巧分家”，利

用磷肥废弃物为原料，实行完全不同的生产工艺，发展硅产业。“以氟媒

介法生产多晶硅和单晶硅，成本可以降低

30%

，不仅质量好，三废还能

够得到很好的处理。”临近采访结束时李世江说，“多氟多将以六氟磷酸

锂为突破口，以锂电为导向，以锂电材料为重点，最终形成锂电完整产

业链，让锂电走进千家万户。 ”

走进“产品之眼”

——— 多氟多国家认可实验室揭秘

本报记者 李光远

有人说，没有它，多氟多监测产品的目光将陷入盲区，质量

的优劣将无法判断；有人说，没有它，多氟多将无法摘取世界无

机氟化工领跑者的桂冠；也有人说，没有它，多氟多将在高精尖

的世界无机氟化工和锂电池领域无立锥之地， 丧失话语权和民

族的尊严。 但不管你听没听说过，它就在那里，默默地践行多氟

多“氟通四海，锂行天下”的理想。它就是坐落在多氟多生产厂区

西北侧二楼、 我国无机氟化工行业第一个国家认可实验室———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化验室。

12

月

21

日，带着好奇心，记者走进这个神秘的多氟多产品

“体检”中心。

这是一个以蓝色和白色为基调的洁净世界， 几十台通体白

色的仪器昼夜不停地运转着， 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科研人员坐在

蓝色的工作台前忙碌着。

“人进去如果不进行洁净处理，会影响检测的精密度，微尘

是这些精密实验仪器的克星。”当记者来到一间橱窗式实验室门

口时，工作人员让记者吃了闭门羹。“要进入这个千级洁净室，必

须穿上工作服，戴上发套、口罩、鞋套，穿过呼啸的风淋设备，然

后进入过渡间，处理好样品之后方能进入。 ”工作人员提醒说。

“别小看这些设备，它们大部分都是国外进口的高科技精密仪

器，单是这间千级实验室引进的两套美国设备，加起来就有

400

多

万元。 设备工作原理很复杂，当被检测物质进入系统后，达到等离

子状态，就是太阳表面的状态，温度能达到

6

万

K

，从而激发检测

物质元素的特征曲线，这样检测器通过质量数的分离，就能分辨出

是什么元素、含量是多少。 ”该化验室副主任叶文豪说。

其实，该化验室对多氟多而言是实验室，也是“争气”室。 五

年前，在国内外无机氟化工领域，多氟多少有发言权，产品推入

市场后，因为标准掌控在别人手里吃过不少亏。 为此，提高科研

投入成了多氟多唯一的选择。 多年来，仅化验室就投入

3000

多

万元，充实设备的同时大量引进硕士人才，从而实现了对自身产

品从原料到半成品的不出厂检测，在其他产品出现检测异议时，

还能充当仲裁的角色，

2006

年

6

月成为国家认可的实验室。

近年来，该化验室主持或参与修订的冰晶石、 氟化铝、 白炭

黑、 六氟磷酸锂、 氟化锂、 无水氟化氢、 电子级氢氟酸等氟化盐

的分析和方法国家标准有

50

多项。 “没有公司高层的高瞻远瞩，

就不可能在通往技术高峰的科技领域争取到话语权。 ”该化验室主

任施秀华坦言。 如今，由她主持研发的

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法

（压片）已于今年

12

月份推荐为国家标准，为国家氟化物分析工

作再立新功。

给我一个舞台 还你一片精彩

——— 多氟多高新技术人才素描

本报记者 詹长松

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 近

年来，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先

后引进近

700

名大专以上学历的

年轻人加盟企业 ， 其中博士生

2

人、研究生

20

余人，靠卓有成效的

人才战略演绎了一个个精彩的神

话：短短

10

年间，多氟多迅速成长

为全球生产规模最大、发展势头强

劲、技术领先的无机氟化盐上市企

业；

10

年间，多氟多累计主持制定、

修订

40

余项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

,

累计申报专利

120

多项，其中发明

专利

100

多项……

多氟多缘何能会聚如此多的

高技术人才， 并使他们留得下、干

得出彩呢？

12

月

21

日，记者在多氟

多采访时，采撷了几个代表人物的

小故事，广大读者从中或许能有所

感悟。

省科技专员的绿色通道

在多氟多，有一位享受副总级

待遇、并有权使用公司各种研发资

源绿色通道的人，他就是省科技特

派员、多氟多膜材料研究所所长张

迎晨。

作为东华大学的博士后，张迎

晨从事多年材料研究工作。 面对记

者的采访，他讲起了和多氟多董事

长李世江相识、相知、相交的故事。

“

2010

年，我研究了一种材料，

到一位企业家那里进行分析，正好

李世江也在那里，我的研究引起了

他的极大兴趣。 正是这次偶遇，让

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迎晨说，

“后来， 李世江邀请我到多氟多搞

材料研究，我欣然应允。 不是因为

多氟多给了我多好的经济待遇，而

是被李世江这种识人才、重人才的

举动所感动。 ”

叶文豪和他的“宝贝疙瘩”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X

射线衍

射仪、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电

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 扫描电镜、

气相色谱仪、离子色谱仪 、全自动

比表面积及孔径分析仪、激光粒度

仪、原子吸收仪、分光光度计、火焰

光度计……这些光看名字就让人

觉得头晕目眩的仪器，在多氟多国

家认可实验室副主任叶文豪眼中

却是不折不扣的“宝贝疙瘩”。

“这个实验室的仪器从安装、

调试、后期功能开发，我都全程参

与了，现在每天在这儿工作特别有

感觉 。 ”叶文豪略显兴奋地说 。

2009

年， 叶文豪从郑州大学化学

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多氟多工

作， 原来那些只能在书本上、 电

视上看到的新式仪器真真切切地

摆在他的面前，极大地鼓舞了他的

工作热情。

叶文豪说，整个实验室的仪器

总价值

3000

多万元， 都是世界上

最先进的。 不久前，南京工业大学

想分析一种材料的成分，但找遍了

国内的实验室都不能如愿以偿。最

后找到多氟多时， 叶文豪利用实验

室先进的仪器， 采用小角固定扫描

法给了他们满意的答案。

立志当高工的年轻人

罗传军到多氟多虽然只有一年

多时间，但这位

27

岁的郑州大学化

学专业的研究生对公司充满了热爱

之情。

“我现在虽然只是个助理工程

师，但我相信通过努力，一定会成为

高级工程师的 ， 这也是领导的希

望。 ”罗传军满怀信心地说。

罗传军刚到多氟多时在技术部

搞研发，后来到新能源搞品质管理，

再后来从事公司的外联工作， 转了

一大圈之后又回到了研发上。“在搞

品质管理时，我不理解领导的安排，

为什么不让我干自己的专业， 心里

想不开。”罗传军说，“现在我才明白

领导这样安排别有深意， 搞品质管

理是让我了解产品的质量， 搞外联

是让我了解市场行情， 这些对搞研

发都有极大的帮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