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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智能轨道交通装备，成立 4年来，智

融科技不断研发新品，在多个板块实现产品

突破和场景应用。

比如，基于 5G 的车地无线传输装置设

备，可为车辆实时健康数据监测和故障跟踪

提供稳定可靠的数据，已在马来西亚、捷克

等 8个国外地区以及上海、广州、深圳、武汉、

长沙等 11个国内地区装车应用，设备运行情

况良好，安装数量超过 500套。研制的走行部

故障诊断系统，凭借数据采集完整、信号分

析聚焦、监测种类齐全等特点，即将在地铁

公司装车应用。自主化弓网监测系统已经在

长沙地铁多个项目装车应用。

靠着这些高科技产品，智融科技实现了

“连级跳”，2022 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1 亿

元，近两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更是达

到 71.4%。

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扎实的科研投入。

近年来，智融科技已累计投入研发经费两千

余万元，承接主机企业科研课题 12 项，转化

科研成果 20 余项，完成产业转化 3 项，此外

还完成了自选课题 24 项，转化科研成果 40

余项。

一家初创期的企业，为何能实现快速发

展？“背靠着株洲轨道交通这个巨大集群业

态，我们能够及时掌握行业需求，并且快速

实现试验验证。”智融科技副总经理刘洋说。

如今，智融科技还在持续以新技术与轨

道交通深度融合及应用为突破口，倾力解决

智能交通和智能制造专业领域的痛点和难

点问题，力争在未来 3 年到 5 年内，成长为智

慧列车智能应用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大赛道中开新路
有业内人士表示，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已进入关键期，加快建立健全动

力电池回收再利用体系，通过电池回

收循环再利用缓解资源短缺难题，对

于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有序发

展至关重要。

政策层面也在不断完善对动力

电池循环再利用体系的建设，对电池

厂商材料回收再利用进行指标细化。

国际市场上，为减少电池对环境的污

染，欧盟甚至将二次锂原料纳入碳考核指标。

在此背景下，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已呈现出“星火

燎原”之势。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我国设

立的动力电池回收服务网点有 15000 多个，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体系初步建立。

天风证券研报显示，乐观预期下，到 2030 年我国

动力电池回收市场总规模有望达到 1048.9 亿元。在千

亿级市场规模驱动下，不管是材料端还是电池厂商，

亦纷纷介入电池回收板块。宁德时代旗下有邦普循

环，赣锋锂业亦将废旧电池回收作为重要板块。

肖骁认为，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产业的市场潜力

很大，但深度参与其中的难度也很大，需要相关参与

者具备深厚的技术积淀以及对行业的深刻理解。她介

绍，近两年，随着公司人员流动，一些企业亦开始采用

硫酸体系。但从市场反馈来看，顺华锂业仍旧占据着

技术制高点。“我们所有副产品达到了零点零几的双

零水平，其他还停留在零点几水平。”

在新市场中，技术的优势和市场的反应能力是抢

先的优势。肖骁表示，随着在锂资源回收技术上的成

熟，公司目前一方面正跟随产业链上下游加速在全国

范围的布点，另一方面正在攻克磷酸铁渣资源化生产

电池级磷酸铁技术。目前，公司实验室产品已经通过

用户验证试验，正在建设中试工厂。

风起之前抢好身位
——走进第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系列报道之九

顺华锂业生产车间。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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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融科技：

研发更“聪明”的轨道交通装备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高晓燕

轨道交通，是新基建投入巨大的产业。

进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高速发展时代，

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加快与轨道交通装备

的融合应用，也使得智能轨道交通系统设备

的需求大幅提升。

裂变于株洲轨道交通装备千亿产业集

群，湖南智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融

科技）快速成长，用“小身板”撬动“大产业”，

在智能化轨道交通装备的蓝海市场里攻城

略地，用短短 4年时间，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

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

一项产品“拿下”中车系全部主机企业

智能化的轨道交通装备什么样？简单来

说，就是利用物联网、大数据、机器视觉、人

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进

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和优化，实现

轨道交通系统的自动化控制、信息化管理、

智慧服务和创新应用。

从成立起，智融科技就紧盯轨道交通设

备制造领域，主攻轨道交通智能监测产品。

智能监测，是轨道交通车辆智能化产业

领域的重要部分。轨道交通车辆首先需要对

车辆实时状态进行监控，进行数据采集及分

析，进而实现车辆健康状态评估及故障预

警。因此，智能监测产品堪称车辆智能化的

“眼”跟“手”。

进军新产业板块，一切研发课题都是以

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为导向。防冒进装置，

成为智融科技首款攻关的新产品。

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轨道交通列车在

正式投入商用前，都需要经过数千公里的线

上测试。这些用来试车的试验线，大多只有 1

至 2 公里长，且多位于主机企业或测试机构

厂区内。

因为线路短，需要测试的里程又长，试

车司机往往需要在同一线路上往返数百趟

甚至上千趟。这样枯燥的驾驶过程，很容易

发生疲劳驾驶，导致列车没有及时刹停从而

出现安全事故。

要解决人工驾驶面临的问题，就需要用

到智能技术。经过攻关，智融科技联合株机

公司推出一款防冒进装置，通过北斗卫星的

定位技术，可以及时掌握列车的实时位置与

速度，并结合预设高精度地图进行实时计

算，再根据主动防护决策算法，确定车辆是

否有冒出线路末端风险，并在预测到可能有

风险时提供语音报警提醒，并自动触发紧急

制动，确保列车稳稳刹停在线路内。整个产

品和 13 英寸手提电脑差不多大小，试车期

间，司机只需将盒子提上列车并接好线路即

可，便携、易用。

这款小小的产品，不仅成功填补了国内

试车线预防车辆冒进领域的技术及产品空

白，更以强大实力“拿下”中车系主机企业配

套应用，装进了中车株机、浦镇、长客、四方、

唐山、大连机车厂等 22家企业的轨道交通装

备动态调试线，产品覆盖湖南、吉林、青岛、

江苏、山西、重庆、北京等十几个省份及直辖

市，从技术上保障生产调试安全、避免了人

为操作失误导致冒进事故的发生。

一以贯之专注于科技创新

智融科技的生

产车间。

株洲日报全媒
体记者/高晓燕 摄

顺华锂业：
抢跑废旧电池回收赛道2.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成姣兰

近期，湖南顺华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华锂业）

炎陵项目二期5000吨电池级碳酸锂生产线土建施工加

速推进。炎陵一期1000吨产线满负荷生产，汨罗5000吨

产线进入达产调试阶段，金华项目启动可研评估……

在电动汽车飞速发展的当下，废旧锂电

池回收赛道迎来黄金期。产业链前端、后端

纷纷涉足回收市场，资本纷纷入局，各大企业进入抢

蛋糕的疯狂“作战期”。作为国内第一家专注锂电池回

收再利用的企业，顺华锂业以期超前的技术和融资布

局，增网点、上产线、扩产能，全速抢跑。

超前的布局

在买与不买电动汽车的讨论中，电池的污染和处

理成本，是不少消费者对电动企业产业长远发展的担

忧之一。

从消费者的顾虑中发掘商机。2016 年，在第一批

电动汽车电池尚未开始报废时，顺华锂业就已进入废

旧电池回收再利用赛道。

“当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行业，废料不要钱的。”

顺华锂业技术总监肖骁回忆，那时，公司实际控制人

肖松文教授开辟了国内外领先的磷酸铁锂废料“优先

提锂”硫酸体系选择性浸出提锂工艺，孵化了全国第

一家专做磷酸铁锂废料回收处理的企业。之后，电动

汽车慢慢火热，回收赛道升温。

目前通用的盐酸体系与硫酸体系有何不同？肖

骁试图用最简单的话介绍清楚复杂的技术路径：盐

酸体系是将所有元素转移到液体中，然后再从液体

中析出锂、磷、铁等所有元素，再逐一析出。不仅

其他元素的提取会带走锂，工序长，锂平均回收率

低，成本也更高。顺华锂业所用硫酸体系是将锂原

子从固体废物中单独转移至液体，锂平均回收率可

达 95%以上。

回收率和成本，也成了后来生与死的关键指标。

2020年，废旧锂电池回收利用赛道迎来第一个转

折点，也就在这时，碳酸锂降至历史低点——3万元每

吨。一组数据显示了其中的残酷：2017年，顺华锂业刚

出产品时，碳酸锂 17 万元每吨；2022 年底，60 万元每

吨；今年，在 15万元每吨上下徘徊。

在如此低的市场行情中，谁有资金，谁成本低，谁

就能笑到最后。2020 年，废旧锂电池赛道遭遇行业第

一轮洗牌，顺华锂业在盈亏点中险胜。

碳酸锂是啥？“目前市面上主打电池为磷酸铁锂

电池，碳酸锂就是废旧磷酸铁锂电池的主打再生产

品，属于‘工业六基’中动力电池关键材料。”肖骁解释

道。从磷酸铁锂电池提炼碳酸锂，碳酸锂再以原材料

形式回到锂电产业链中，实现了废旧磷酸铁锂物料的

定向循环。这就是锂电回收的产业逻辑。

目前，顺华锂业建设的国内第一条规模化采用选

择性浸出提锂工艺的磷酸铁锂废料资源化再生利用

厂（电池级碳酸锂 5000t/a）已经建成，生产调试产品

纯度可达 99.5%以上，水分小于 0.2%。这填补了国内

磷酸铁锂电池高效率回收利用领域的空白。

玩转资本的民企之星

除了先进的技术达成的低成本和高产出，资金是

顺华锂业胜出的另一关键因素。

2018 年完成第一轮融资 2700 万元，炎陵工厂得

到改造。2021 年底得到第二轮融资 3500 万元，汨罗项

目启动。2022 年取得第三轮融资超过 1 亿元，也就是

A+轮融资，用于汨罗 15 万吨废旧磷酸锂电池及废料

的再生利用工程和新技术研发。今年 6 月实现第四轮

融资 0.6亿元，用于炎陵二期建设和锂资源的引入。

要说玩转资本，顺华锂业绝对是株洲少有的民营

企业之星。可以说，是资本成就了顺华锂业。

“2017年第一代产品刚出来时，回收率也并不高，

而且产线没有全流程拉通，直到青域基金进来后，公

司对产线重新升级改造，才算真正拉通全流程，抢占

了技术制高点。”肖骁坦言，清晰的资本路径，是企业

战略路径上的胜出。因为，资本不会天然看好哪个企

业，特别在行业成长初期。

顺华锂业的融资之路，也并非一路坦途。

肖骁介绍，2020 年到 2021 年的大洗牌之年，一年

半时间里，他们先后约见了 60多个投资方，直到 2021

年年底市场有了起色，才受到了资本青睐。

随着资本的相继进入，公司管理也加速正规化、

透明化。公司跟融资方签订过“五年上市”的对赌协

议。在这一目标之下，公司的士气是从上至下传导至

每一层级。肖骁介绍，炎陵项目作为企业的发源地和

示范点，由董事长直接管理。在以现款交易为主的废

旧回收行业，顺华锂业采购 100%带税票。在汨罗项目

管理中，5 万元以上设备全部有招投

标程序，主体工程请招投标公司介

入。从始至终的规范、透明管理，今

年，顺华锂业顺利入选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也让其获得了更多资

本的青睐。

这么会玩，公司一定有融资高

手！记者如此笃定地提问，得到的确是更干脆的否定。

肖骁介绍，公司实控人以及主要管理人员都是干技术

出身，他们直面投资方，在前期融资中通过对技术与

产业发展的深入理解快速说服资方。

随着融资规模越来越大，投融资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目前，公司正打算引入投融资专业人才。

顺华锂业炎陵工厂。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