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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玉之泉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玉之泉”）里，工程技术

总监周国尊和他的团队，运用激光直

写光刻设备，制作出彩虹般的衍射光波

导。

近期，玉之泉已将激光直写系统

的最佳精度提升至50纳米尺度，技术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戴上头罩，穿上洁净服，经过风

淋，走进实验室，周国尊正在一个长方

体的设备旁操作着。设备里面装着各

式各样的光电装置，连接着一条条线

路，这是针对固体材料加工的激光直

写工作站。

目前，该设备正处于测试调试阶

段。“通过反复测试，发现问题，再

寻找原因，解决问题，最后迭代出产

品。”连日来，周国尊和团队几乎是两

点一线，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一遍又一遍地测试，已不下千次。

“大家最常想到的光刻技术应用

大多是芯片，但其实光刻可以应用在

很多领域。这是一种最高端的微加工

手段，它能够制作精细的结构，而我们

的设备主要用于制造高端光电器件。”

如今，周国尊和公司的科研团队经过自

主研制，正将高分辨、高通量、高稳定

的全新技术路线光刻设备变成现实。

其实这不是玉之泉推出的第一条

产品线，早在公司成立之初，这家由浙

江大学孵化的企业，已在光电路上前

行。

2019年，从西北工业大学博士毕

业的周国尊怀着对光电的热爱来到浙

江大学，加入匡翠方教授的团队。

“我从小就对物理很感兴趣，电

子和光学是物理学中的重要分支。”本

科时周国尊就读于电子专业，随后在光

电方向攻读硕士和博士，之后也一直从

事光学领域的研究。可以说，周国尊的

科研之路从未改变。

来到杭州以后，周国尊依旧延续

着他的光电之路。玉之泉的第一条产

品线，正源于他在博士后期间与一位

博士生共同完成的项目——基于边缘

光抑制技术的双光子直写光刻系统。

“这类设备是我们团队最早制造

的系统，它采用激光直写光刻技术，在

光刻胶上直接曝光，即可加工出所要

器件的三维结构。”周国尊介绍，如果

把传统的投影光刻比作复印，那么直

写光刻就像是打印。玉之泉的直写光

刻设备采用扫描的方式将微结构扫描

出来，再结合多种工艺将这个结构转移

到其他材料上，突破了曝光尺寸和曝光

线宽的限制。

2022年，玉之泉成立。这项研究

成果也走出了实验室，来到市场，成为

了公司的第一条产品线。

产品走向了市场，周国尊也有了

新身份，成为了公司的工程技术总监。

“我们必须要扩大产品类型，丰富产

品的种类。”周国尊说，现在企业共有

三条产品线，可以实现材料改性加工

的激光直写加工工作站就是其中一类

新开发的重要设备，也是公司今年的

重点研发项目。

“与增材加工不同，改性加工就

是指加工一种材料时，既不增加它，

也不减少它，而是直接改变材料的性

质，它可以直接用于玻璃、晶体、半导

体等各种材料。”周国尊介绍，现在，

公司研发的设备可以运用在微纳光电

器件、光纤光栅传感、激光防伪、量子

计算、光子芯片封装、仿生结构制造

等领域以及科研、工业级的前沿应用

上。

从书斋走出来，并非一帆风顺，其

中思路的转变就是一道难关。

“在科研过程中，大家更注重如

何使这个东西更先进，如何高精尖，如

何有一个好的idea并发表出怎样的论

文。但是一旦面向市场，我需要更多地

考虑如何控制成本以及如何让设备更

稳定地运行。”在售卖公司的第三条产

品线——小型桌面式设备时，周国尊

发现，用户更注重的是产品的质量和

稳定性。

从科研人员变成企业一员，周国

尊面临着重重挑战。对他来说，现在依

旧在转换思维的过程中，但做好产品

的研发和创新，提供优质的产品，仍是

核心。

今年4月，西湖区举行2024年上半

年重大项目集中推进暨重点招商项目

集中签约活动。在现场，周国尊所在的

玉之泉也参与了签约。期待在不久的将

来，激光直写光刻机研制基地能在西

湖区落地生花。

张迪军是一名工程技术员，从

毕业至今已经在一线岗位上辛勤工

作21年，从工程质检到绿色低碳

施工，从技术员到西湖工匠、杭州

建设工匠、杭州数字工匠，再到独

立AI实验室“掌门人”，他一路披

荆斩棘，用热爱和创新赋能建筑行

业。

2003年，张迪军毕业于浙江

大学工程类专业，随即加入浙江宝

恒建设有限公司，开始了他的工程

技术职业生涯。长期的工作积累加

上时代飞速发展，让张迪军意识到

数字化的重要性。如何把建筑行业

与数字化结合起来，推动建筑行业

更上一层楼？这是他一直在思考的

事。

2015年，他开始涉足工程新技

术研发工作，主要研发建筑行业

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

备，以及应用新型施工工艺，参与

智能化的设计与制造等。同时，他

发现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作

为一种全新的建筑设计、施工、管

理工具，正为行业带来创新与变

革。

2019年，他开始参与科研项

目——《基于BIM的数字化工程

质量样板区场景化应用研究》；

2020年，该项目获得国家级重点

技术课题一等奖。“传统建筑项目

需要在工地上搭建实物样板，而

通过该项技术可以直接在电脑上

创建三维模型，极大节约了场地

占用面积，同时还能够让工人和

工程师更直观地理解项目质量、

施工流程、工艺等信息。”张迪军

表示，搭建的三维模型方便存储

调用，也无须使用建筑材料，不存

在后期拆除等问题，不产生建筑

垃圾。

经过张迪军团队的测算，使用

该技术后，每个建筑项目可减少钢

材、水泥原材料用量约54吨，减少

建筑垃圾近37.8吨，从而实现建筑

项目的绿色环保和节能减排。该技

术成果更加肯定了张迪军的想法，

他也从中看到数字化建筑未来发展

的诸多可能。

2021年初，张迪军在数字化的

基础上尝试用AI赋能建筑行业。他

深知，AI技术在建筑行业的应用前

景广阔，能够为建筑设计、施工、管

理等方面带来革命性的变革。“我

希望通过自己的创新实践，让看着

高大上的技术与建筑行业相结合，

让更多的人都能轻松接触到。”张

迪军说。

2021年中，张迪军有了新想法。

“根据施工现场的特点，AI技术可

以应用在工程安全管理上，做一个

AI安全管理辅助系统，用于违章作

业排查和安全巡查。”说干就干，半

年后，张迪军组建了自己的独立AI

实验室，专注于将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于建筑行业中。

“这款AI安全管理辅助系统

可以实现自动巡逻、实时监控、语音

提示等功能。”张迪军表示，历经两

年多的时间，目前该辅助系统已完

成系统的开发以及原型机的试验，

后续他将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入更多

数字化技术，以满足建筑巡查的不

同需要。

最近AI数字人席卷各大直播

间，这也给了张迪军新的灵感。他自

学了视频制作，用了两周时间，独自

完成了一款能说四川、重庆方言的

数字人安全教育培训视频，这才有

了开头的一幕。

“我们工地上的工人大部分来

自四川、重庆等地，用工人们熟悉

的乡音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不仅可

以增强他们对安全教育的理解和接

受度，也能让他们感受到杭州这座

城市的温度。”张迪军说，接下来，

他将继续利用好AI技术开展质量、

安全、绿色施工管理以及技术技

能培训，积极参与智能建造技术研

发，推动AI技术在建筑行业的广泛

应用，为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做

出贡献。

记者  卢熙润  通讯员  廖雄

戴上VR眼镜，进入虚拟现实世界。

要想实现这一“穿越”，可离不开VR眼镜中一个小小的光学器件——衍射光

波导。

光通过光波导导入，用户才可在眼镜里看到图像，让笨重的VR眼镜变得轻

薄的关键也在于它。

光波导如何制作而成？它源于对一片玻璃的精雕细琢。

记者  顾剑  通讯员  陈艳婷  陈妍

“材料定点按规定堆放整齐……严禁拆除安全装置和示警装

置……”工地一角，一群工人师傅正围坐在一部手机前。手机屏幕上，

一个说着浓厚方言的数字人正在进行着安全教育宣讲。制作这款AI安

全教育培训视频的正是浙江宝恒建设有限公司技术中心首席研究员张

迪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