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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舟八号到神舟十四号“八入太空”，搭载“雪龙号”奔赴8000海里外的南极，助力“彩虹
鱼”号深潜马里亚纳海沟，置身43℃非洲沙漠地带断电保持8℃以下长达120小时……“上天入
地出洋”，海尔生物自2001年开始研制超低温冰箱，突破了国外在生物医疗低温存储技术上的封
锁，并迅速实现极限科考突围，让“中国智造”的身影多次出现在各类极限科考场景当中，同时继
续远征生命科学与医疗创新领域。从“0”到“1”，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处于迈进中的海尔生物究
竟靠什么练就了“十八般武艺”呢？记者近日就此进行了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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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二号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上，
摄像机都曾记录下一个中国航天的“名场
面”：三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内飘着吃、
转圈吃、倒立吃鱼香肉丝、麻椒鸡、东北豆
角……“太空花式吃播”瞬间圈粉一众网
友，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骄傲，激动，自
豪！”在激动人心的短暂“太空吃播”画面背后，
是一代人攻克“卡脖子”技术难关的奋斗史。

从2011年到2022年，从神舟八号到神
舟十四号，海尔生物航天冰箱已“八入太
空”，成为中国载人航天项目的“标配”。这
标志我们打破了国外长达 30 年的技术垄
断，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掌握航

天冰箱核心技术的国家。
航天冰箱是为太空环境“特别定制”的低

温储存设备，根据用途分可为医用冷储箱和
食品冷藏箱。想要在30万米的高空上冷藏，
这绝非易事。由于太空环境极其特殊，航天
冰箱的性能、设计等都跟家用冰箱大不相
同。在航天项目中，要发射一克材料到轨道
里面去，就需要花费一克黄金的价格，因此产
品研发要精确到克，“轻”是航天冰箱的重要
评定指标。然而发射阶段，神舟飞船还要经
受振动、冲击、噪声等各种极限考验，这就要
求航天冰箱具备更高强度的结构，能承受自
身重量500倍的瞬间冲击。

2011年第一台航天医用冷储箱随“神舟八
号”飞船成功入轨。除了轻强结构的技术突
破，航天冰箱的成功“起飞”还要考虑高效智能
控制，飞船运行中的能源供应来自太阳能帆
板，十分宝贵，海尔生物采用智能化控制，使得
航天冰箱的制冷效率提高25%。此外，高效恒
温蓄冷则是第三项技术突破的关键，这能让飞
船在上升及返回阶段，在没有能源供应的条件
下，航天冰箱依旧恒温存储达20个小时。

当前食品冷藏箱应用上物联网技术，实
现了全程遥测、遥控及状态分析，大大降低了
航天员的在轨工作量，让航天员太空生活更
智能、更方便。

2013年11月，海尔生物研发的超低温
冰箱搭载“雪龙号”科考船，随中国第30次
南极科学考察队奔赴 8000 海里之外的南
极，用于保存极地生物样本。2014 年 4 月
凯旋而归，采集300余份南极生物样品，是
30年南极科考历程中采集里程最长、采集
数量最多的。

“雪龙”之后，还有“蛟龙”。2015 年，
海尔超低温冰箱装备“向阳红09号”，用于
第一时间存放“蛟龙号”海底探测器获取的
深海样本。2016年6月，海尔超低温冰箱、
深冷液氮存储系统入驻中国第一艘深渊科
考船——“张謇号”，与全海深载人潜水器

“彩虹鱼”深潜11000米深处的马里亚纳海
沟，投身深海探测和深渊科研，用于保存珍

贵的海洋生物样本及菌种。
“上天入地出洋”，一个个科学考察亮点的

背后，是一次次极限科考挑战的实力突围。青
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海
涛表示，极限环境对科研设备的性能要求极
高。如南极极寒、昼夜温差大，这要求海尔超低
温冰箱除了具备优良的制冷、保温、安全性能
外，还需要在尽可能缩小占地面积的前提下，
单位存放样品更多，减少宝贵的装船成本。而
远洋科考长年累月颠簸、震动，则对超低温冰
箱的稳定性、可靠性要求苛刻。对深渊科研而
言，生物样本的获取、储存至关重要，“彩虹鱼”
号深潜器抓取的海洋生物样本和菌种必须及
时进行超低温和深低温储存，以确保样本的
活性和研究价值，此外，超低温冰箱还要确保

绿色环保，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此外，极限场景，还有近 50 度大跨度温

差下的非洲高原和沙漠地区，海尔生物研发
的太阳能疫苗冰箱为非洲儿童带去健康保
障；还有要求极其苛刻的生物样本存储，海尔
生物首创的-150℃物联碳氢深低温冰箱也
已下线交单海外市场……

陈海涛告诉记者，多年来，海尔生物始终
坚持技术领先，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
让生物样本深低温保存这个世界级难题，有了
一个稳定高效、环保节能的新答案。自突破生
物医疗低温存储技术并打破国外垄断以来，截
至2021年底，公司获得行业内唯一国家科技进
步奖，并牵头或参与起草19项国家、行业、团体
标准及技术规范，推动了行业的规范发展。

面对国外对于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设备
研发的技术封锁和垄断，当时的中国科研工
作者只能花大量外汇引进设备。后来，航天
冰箱、太阳能疫苗冰箱，超低温冰箱、碳氢深
低温冰箱……这些“中国智造”一一登场应
用，海尔生物依托自主创新，凭借科技支撑
的底气，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我们如何
在国际竞争中避免卡脖子，掌握主动权？科
技支撑，创新为要，持续强化自主研发能
力。”陈海涛表示，海尔生物的发展始于生物
医疗低温存储设备研发，却从未止步于此。

如今，生物经济的时代正加速走来，而
海尔生物早已竞逐于生命科学和医疗创新
两大赛道，建立了科技人才供应链体系，
2021 年，公司新增人员中（除一线生产人
员），研发和市场人员占比达 78%；同时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加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并立足现有场景向产业链上下游拓展，目前，
海尔生物已经形成了面向生命科学和医疗创
新两大领域的科技创新体系。

在生命科学领域，海尔生物研发出高性
能生物安全柜及生物安全实验室智慧管理系
统，实现了从单个设备到实验室整体系统的
协同防控升级，同时创新研发出覆盖全场景、
全温域的自动化低温生物样本库，实现了海
量生物样本全流程的自动化、无人化、智能化
管理。在医疗创新领域，海尔生物为血站和
医院定制数字化血液安全解决方案，打造出
智慧血液城市网，实现血液从采集到临床应
用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为疾控部门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定制数智疫苗全场景方案，促进
基础免疫服务的安全性、便利性、可及性。

多年来，海尔生物一直书写着他们的双
碳答卷：牵头制定了《低温保存箱节能环保认

证技术规范》，结束了中国低温制冷设备没有
节能能耗认定标准的历史，填补了空白。截
至2021年底，累计拥有56项节能环保证书，45
款低温存储类产品获美国能源之星认证。坚
持绿色低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让中国绿色
方案普惠全球，开创出零碳的太阳能直驱制
冷技术系列疫苗冰箱，用1/3蓄冷材料，就能
实现国外品牌1.6倍的保温效率，并采用了无
蓄电池的绿色设计，让产品的寿命延长到10
年以上，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太阳能疫
苗冰箱系列产品及方案已进入“一带一路”沿
线的78个国家和地区，每年服务全球4500万
适龄儿童安全接种，在全球运行中每年可降
碳109，500吨，相当于4，500亩成年树林的中
和量。加速推动斯特林制冷技术产业化应
用，引领深低温存储行业绿色“零碳”发展。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孙晶 企业供图

冰箱飞奔上天 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能做到A

突破科考极限 赴南极、探深渊、战沙漠B

洞察行业诉求 以科技支撑加快拓展步伐C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