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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入职国星半导体公

司十年，一直专注于芯片

产品的研发。他设计开发

的最小尺寸芯片，只有头

发直径的二十分之一大。

他带领团队成功开发车用

级倒装大功率 LED 芯片，

实现了高端国产LED芯片

“卡脖子”问题的重要突

破。他的研发成果先后获

得广东省技术发明奖一等

奖、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等。

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徐亮：

十年匠心 取得国产“芯”突破
芯片被称为电子产品的心脏，更被誉为国家的“工业粮食”。成立

于2011年的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星半导
体”），是上市公司国星光电的全资子公司，专注于芯片制造。

“在半导体行业，要真正独当一面，就要10年起步。你得不断打
磨自己，包括对于产品和技术的理解。”在徐亮看来，半导体行业是一
个最需要匠心的行业。

2013年，徐亮入职国星半导体，今年已是第10年。10年来，徐亮一
直专注于芯片产品的研发，带领团队进行了九大系列共70余项LED芯
片新产品的开发，使国星半导体实现了LED应用市场的全覆盖。

徐亮

出生年月：1984年11月

职务：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

公司高级工程师

工匠感言：工匠要甘于平凡，执着专

注，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决心去

打磨技术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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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的初心是解决芯片“卡脖

子”问题，做出属于自己的“差异化、特色

化LED芯片”。徐亮始终把自身的事业

追求与企业的初心紧紧相融。

2017年，联合国《关于汞的水俣公

约》生效，规定2020年后禁止生产和进

出口的含汞类产品，其中就包括含汞的省

电灯泡。这也意味着，LED灯具将全面

替代汞灯，迎来广阔的市场前景。

然而，当时的紫光LED芯片的核心

技术一直掌握在日韩等国际大厂手中。

国内当时只能做出蓝光、绿光的芯片，做

不出紫外LED灯具的芯片。

2018年底，公司由徐亮带队，成立

了研发专班。“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终不还。我作为负责人，向公司立下军令

状，每个季度亮度至少提升30%，一定要

做出我们的自主芯片。”回忆起那段经历，

徐亮仍非常庆幸自己的决心和坚持。

“开始做材料的时候，先把发光材料

做出来，发现外延发光材料一做就裂开，

后来我们把材料的所有底层结构开始重

调，经过无数次的重新设计，整个过程用

了大半年。”徐亮说，其间不断受到内外

部的质疑，面对这种差距和心理落差，幸

好自己最终坚持了下来。

经过270多个日夜的艰苦努力，上

千片实验片的反复设计，徐亮带领的团队

终于实现关键技术指标的突破，紫外

LED芯片系列的开发从无到有，形成

365nm、395nm、405nm三个新系列

产品，性能比肩国外芯片。成功突破垂直

紫光芯片的技术难点后，国星半导体也成

为国内第三家掌握该项技术的芯片制造

企业。徐亮及团队研发产生的专利技术，

荣获2020年广东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敢于直面困难，面对质疑不气馁，这

也是工匠精神的一部分。”徐亮说。

在研发的道路上，技术创新能力被认为

是最重要的素质。但在徐亮看来，“工程商

人”思维，也同样重要。

“‘工程商人’思维，就是不仅要在技术

上独当一面，还要有商人的思维把产品卖出

去，奔着商业化的目的去研发。”徐亮解析，

工程商人首先要了解客户需求，从市场需求

出发，面向市场进行研发，而不是闭门造车。

因此，国星半导体始终以市场为牵引，

不断研发新产品，取得新突破。

应用场景的革新为LED行业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瞄准车载前大灯等应用领域，

徐亮组织专案攻坚小组，以车用市场需求和

车用大功率LED芯片产品问题为导向，针对

应力结构改善、结构设计优化、散热性能设

计等进行不断试验，成功找到改善大电流及

高温环境下车用大功率LED芯片稳定性的

解决办法，实现车用级大功率芯片D5555、
D4343的开发和性能提升，成功进入车用

级芯片市场，年新增经济效益超5000万元。

研发创新建立在对市场前景的预判上。

近年来，国星半导体不断向车用LED芯片、

Micro&Mini LED芯片以及第三代半导体

等中高端市场进军。国星半导体还是国内首

家成立Micro LED研发中心的企业。“未来

的世界将往超高清的显示方向发展，分辨率

和清晰度将越来越高，LED芯片将越做越

小。我们研发的最小尺寸芯片，只有头发直

径的二十分之一大。”徐亮说。

“我本人喜欢技术，热爱这个行业。尤

其是近些年，国家提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打响了关键技术攻坚战，芯片是必须突

破的领域之一。作为科技从业者的一份子，

我们希望能在这过程中尽自己的一份力。”

徐亮这样答道。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李年智

图/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张宝翔

立下军令状 完成自主芯片突破

制造创新
需要“工程商人”思维

■徐亮（左）介绍自己在芯片行业的科研历程。

入行 15 年，他参与了

多个地区的电力设施建

设，以卓越的执行力和团

队协作精神完成了一个

个施工任务。他自 2013

年起专注于电力行业带

电作业机器人的开发及

应用，成功研发了多款带

电作业机器人，取得了多

个技术成果，获得了 3 项

国家发明专利和 5 项实用

新型专利，多款产品被中

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评定

为“国际领先”。

广东冠能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黄志建：

潜精研思 让机器人代人“触电”
在桂城瀚天科技城，借助专用“上线带”，一台电力裸导线涂覆机

器人稳步爬升并精准固定在电力导线上。随后，在地面工作人员的遥

控下，机器人为导线均匀地喷涂一层绝缘材料，一改过去需要人工带

电作业的传统模式，从本质上提升作业安全水平。带领研发这台机器

人的，正是广东冠能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黄志建。

“从设备研发到升级改造，唯有将匠心精工要义渗透到毫克之间，

才能打造出保障生命安全的带电作业机器人。”入行15年，黄志建对于

电力设备的雕琢一如既往，饱满的激情不曾褪去，研发成果极大地提

高了带电作业的效率和安全性，为电网运维和基层人员提供了一份坚

实可靠的保障。

黄志建

出生年月：1985年11月

职务：广东冠能电力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研发总监

工匠感言：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要不断精研技术，用匠心点亮万

家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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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8日，经过2万余名建

设者9个多月的顽强奋战，新疆750千伏

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输变电工程成

功带电运行，新疆电网即将进入750千

伏时代。

这些建设者中，就有黄志建的身影。

把时针倒拨回15年前。那时的黄志

建刚从大学毕业，进入湖南一家送变电工

程公司，很快他就接到了一个项目，前往

新疆。

那时，黄志建作为技术人员参与了该

工程第七标段的建设，总长80.4公里，

他负责编写项目施工方案、技术方案以及

过程质量控制文件等实施性文件。

摆在黄志建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在这恶劣的环境下作业。

“在那里，方圆十几公里根本看不见

人。为了方便作业，我们搭了两个帐篷，

为了防止被风吹走，还向下挖了很久。”猎

猎长风、漫漫黄沙，那无数个冒严寒、战黄

土的日夜，黄志建仍历历在目。

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面对数不尽

的未知困难，黄志建从未害怕过。他跟随

师傅一头扎进方案设计中，根据吐鲁番地

区的恶劣气候条件及其特殊的盐碱地，他

们编制了斜柱大底板基础施工技术方案

及保障措施，以及缺水高温环境下浇筑混

凝土薄膜养护法等创新性施工技术措施

及工艺。

但很快，他们又面临了新的问题：要

在狂风呼啸的戈壁滩上成功架线立塔，存

在极大的难度。对此，工程建设期间，黄

志建及团队每天都到现场察看，针对每一

个细节及时修改方案。

日复一日，夜复一夜，黄志建展现出

卓越的执行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以仅仅9
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原本需时一年半

才能完成的施工任务，为公司建设史上创

造了一个奇迹。

“没有跨越不了的困难。”刚毕业就参

与重大项目的黄志建，在实践中积累了许

多经验，成为了电力行业的技术能手。

2013年，黄志建决定回到老家广东工

作。同年11月，他入职了广东冠能电力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从前的经历让他深知电力一线员工带

电检修、带电作业、登高作业的危险，于是，

从入职的那天起，他便专注于电力行业带电

作业机器人的开发及应用，致力为电力行业

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的带电作业机器人。

黄志建带领研发团队深入了解、分析带

电作业机器人作业流程，分析带电过程中高

压电对设备的影响，并在一次次的优化改进

中，完善产品，使产品更加成熟、稳定。

2019年，内蒙古面临大范围的冬季施

工，黄志建团队研发的带电作业机器人前往

配网。为保障机器的正常作业，他带领技术

团队驻扎现场，解决因天气寒冷，材料粘度变

大，导致机器推料齿轮崩坏的问题、带电作业

机器断联的问题、低温情况下电池保温的问题

等，为后续机器人的开发积累了宝贵的数据。

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被誉为配电架空

线路带电作业的“特种兵”，它对自身重量的

要求很高。“宁可增加成本，也要减少重量，

能少一克是一克！”黄志建一心只想做出体

积更小，重量更轻的机器人。经过严格的材

料选型，通过采用高强度的铝镁合金、碳钎

维、高强度塑料等轻质材料，成功将“自上线

带电绝缘涂覆机器人”的重量从46KG降到

38KG，极大较少对电网线路造成的影响以

及现场搬运的负担。

“后期我们将会朝全自动方向探索，通

过AI技术赋能，让智能机器人能够自主作

业。”黄志建说。

“我想大城工匠更多的是在行业内起到

标杆示范作用，鼓励更多从业者发扬工匠精

神，大家一起做强中国工业。”黄志建说。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黄洁

图/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张宝翔

不断攻坚克难 成为电力行业技术能手

持续创新攻关
让机器人代人“触电”

■黄志建（右）检查高压线检测仪摄像头运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