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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 

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奥瑞德”）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成功

研发大尺寸蓝宝石晶体公告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753号），要求

公司对子公司进行研制的 230公斤级大尺寸高品质蓝宝石晶体相关事宜补

充披露并充分揭示相关风险。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对以上事项进行了认真说明补充，并书面回

复如下： 

1、公告显示，该项技术创新是公司在蓝宝石晶体生长方面取得的重

大进展。请说明：（1）公司研制的 230公斤级大尺寸蓝宝石晶体，是否有

同行业公司存在成功的研发经验；（2）主要的同行业公司情况，并比较公

司的产品在技术、设备和工艺上具有哪些创新和突破，公司是否申请相关

专利；（3）公司前期在资金、技术方面的实际投入情况。 

回复： 

（1）关于 230 公斤重量级的大尺寸蓝宝石晶体研制。据报道，截止

目前，国际上只有俄罗斯的 Monocrystal 公司能够生长出该重量级别蓝宝

石晶体；国内只有新疆石河子市鑫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磊

光电”)和贵州皓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皓天光电”)报道过生



长出该重量级别的蓝宝石晶体。上述已经研制出 230公斤级别蓝宝石晶体

目前还没有进入产业化阶段的相关报道。我公司子公司哈尔滨奥瑞德光电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瑞德有限”)是目前可见报道的第 4 家成功

生长出该重量级别大尺寸蓝宝石晶体的企业，经公司内部初步检测该晶体

无色透明，无双晶、裂纹缺陷，内部质量达到光学一级水平。 

   （2）全球蓝宝石长晶企业总数超过 40 家，目前人工生长蓝宝石晶体

的方法主要有泡生法(KyropoulosMethod，以下简称：“KY 法”)、柴氏法

（也称提拉法，以下简称：“CZ 法”）、导模法、温度梯度法、坩埚下降法、

垂直水平温度梯度冷却法、热交换法（简称 HEM 法）、冷心放肩微量提拉

法等，以泡生法应用最为广泛，此种方法可以生产出杂质含量低，均匀性

好的蓝宝石晶体，一般晶体为 31 公斤到 200 公斤不等，进而再进一步加

工成晶棒等产品。（资料来源：高工 LED 产业研究所 GLII） 

其中 Monocrystal公司和鑫磊光电都是采用改进的泡生法生长大尺寸

蓝宝石单晶，采用的晶体生长设备都是自主研发的改进的泡生法生长设备。

Monocrystal 公司量产的蓝宝石晶体的重量主要为 60 公斤级，鑫磊光电量

产的蓝宝石晶体的重量主要为 100公斤级，而皓天光电则是采用 HEM 法技

术，其量产的蓝宝石晶体的重量主要为 130 公斤级，采用的晶体生长设备

为 HEM 法生长设备。 

“300mm以上蓝宝石单晶的冷心放肩微量提拉制备法” 是奥瑞德有限

在传统泡生法基础上开发出来的专有技术，于 2009 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并于 2011 年成功获得授权（发明专利，专利号：200910072378.1），此技

术当时可生长出的最大蓝宝石晶体重量为 68 公斤。该技术经过多年的不

断改进，于 2014 年可以产业化量产生长 80公斤级蓝宝石晶体，2015年可

以生长 120 公斤级和 150 公斤级蓝宝石晶体。 



奥瑞德有限原有蓝宝石单晶炉是在传统泡生法单晶炉基础上开发出

来的。公司在原有蓝宝石单晶炉基础上，通过对机械系统、电控系统、加

热和保温系统以及冷却循环系统等单晶炉主要结构部分分别进行技术创

新升级，于 2015年 11 月，初步开发出可以用于试验生长 230 公斤以上蓝

宝石晶体的单晶炉。目前，我们正在编写相关专利申请文件,拟申报实用

新型专利,待取得相关专利后予以披露。 

在此基础上，公司沿用“300mm 以上蓝宝石单晶的冷心放肩微量提拉

制备法”专利技术，历经 7 个多月的攻关，成功解决了大尺寸蓝宝石晶体

生长易发生的双晶、粘埚、裂纹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于 2016 年 6 月

11 日生长出第一颗 232 公斤大尺寸高品质光学级蓝宝石晶体。 

（3）公司实际已投入 283 万元用于研发该级别单晶炉设备。 

 2、公告称，该项技术创新“标志着公司在蓝宝石晶体生长技术方面

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请说明“达到世界顶级水平”的事实依据，以及

公司是否取得行业内的相关认证。 

回复： 

如前所述，国内外蓝宝石长晶企业总数超过 40 家，大概有 30 公斤级、

45 公斤级、60 公斤级、80 公斤级、100 公斤级、120 公斤级、150 公斤级

等几种级别。230 公斤级别的大尺寸蓝宝石晶体生长在技术上一直都是一

个难题，现有报道显示，截止目前，只有俄罗斯的 Monocrystal 公司以及

国内的鑫磊光电和皓天光电报道过生长出该重量级别的蓝宝石晶体。提高

单台蓝宝石单晶炉产出效能一直是长晶生产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和产业化

的最主要方向。我公司子公司奥瑞德有限是目前为止第 4 家可以成功生长

出该重量级别大尺寸蓝宝石晶体的企业。经测算，该 230 公斤级蓝宝石单

晶炉单台产出效能与已经量产的 80 公斤级蓝宝石单晶炉单台产出效能测



算比较提高 50%左右, 有益于提高蓝宝石晶体的生产效率及降低生产成本,

具备较高的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该项技术目前尚未取得行业内相关认证。 

3、公告称，公司将会针对此项技术进行产业化推广工作，并将对公

司未来的市场拓展、业绩成长有积极意义。请说明：（1）相关产品的研制

成功率，技术是否成熟、稳定，以及是否具备大规模量产的条件。（2）此

次面世产品的具体应用领域，与公司现有产品的关联，转化成可售产品还

需哪些环节和条件，以及存在哪些不确定性、障碍和风险；（3）相关产品

的市场容量和实际需求；（4）公司在产业化推广上的资金投入计划和时间

安排。（5）相对于同类产品，公司研发产品是否具有成本优势，或者在成

本控制方面是否尚存在瓶颈。 

回复： 

（1）截至目前，公司利用 230 公斤级蓝宝石单晶炉已生长同等级别

大尺寸蓝宝石晶体 2 块，第一块晶体试生产过程出现双晶、粘锅、裂纹等

缺陷。第二块在总结攻关基础上成功生长出高品质光学级蓝宝石晶体。因

为目前生产数量较少，尚不能判断该技术达到成熟、稳定的状态，也尚不

具备大规模量产的条件，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持续研发及投入。 

（2）230kg 级大尺寸蓝宝石晶体只是用于加工成蓝宝石产品的原材料，

应用领域与现有产品相同并未发生变化。公司目前主要产品为蓝宝石晶棒、

晶块、晶片、晶条及其它蓝宝石制品、蓝宝石晶体生长专用装备、硬脆材

料精密加工专用装备。此次新开发 230 公斤级大尺寸蓝宝石晶体，经加工

后规格产品后同样可应用在①LED 衬底材料；②消费电子产品应用蓝宝石

材料，如手机保护屏、摄像头和 home 键以及智能手表的窗口材料等；③

军工特种窗口及光电功能材料等；④其他应用，如：新型 LED 灯支架、表

镜、饰品等领域。 

该项技术形成产业化批量生产并转化成可售产品还需要一定的产业



化周期，相应设备制造等资本投入，以及单晶炉设备关键部件如加热和保

温系统配套生产厂家能够满足配套要求。鉴于上述前提条件，该项技术产

业化推广进而至可售产品并量化尚存在不确定性。 

（3）230kg 级大尺寸蓝宝石晶体只是用于加工成蓝宝石产品的原材料，

应用领域以及市场容量和实际需求与现有产品相比未发生变化。 

（4）因 230 公斤级大尺寸蓝宝石晶体刚刚于 6 月 11 日研发成功，目

前公司在技术、资金方面的尚未制定具体投入计划、时间进度安排。按照

行业经验，初步预计历经持续研发阶段、小批量试制阶段到具备产业化推

广阶段需要一年左右时间，能够实现批量产业化生产一方面受到该技术研

发达到成熟稳定限制，同时也受到批量设备投入所需资限制。未来技术具

备足够成熟条件，再进行新设备投入或者对现有设备进行相应技改。 

（5）从理论上讲，在同等质量前提下，蓝宝石晶体越重，尺寸越大，

材料利用率越高。30 公斤级蓝宝石晶体的材料利用率只有不到 40%，80 公

斤级蓝宝石晶体的材料利用率为 50%左右，120 公斤级蓝宝石晶体材料利

用率为 60%，230 公斤级蓝宝石晶体材料利用率可达 70%左右。材料利用率

的提高，意味着蓝宝石晶体制品成本的降低，而且随着蓝宝石晶体重量级

别的增加，单位重量蓝宝石晶体生产成本也会降低，综合效益会有所提高。

因此，近年来，全球各大蓝宝石企业纷纷加大研发力度，开发 230 公斤级

甚至更大重量级别的蓝宝石晶体生长技术。 

另一方面，从实际生产角度来看，蓝宝石晶体制品成本还会受到长晶

良率的直接影响，长晶良率越高，晶体制品成本越低。随着蓝宝石晶体重

量的增大，技术难度加大，长晶良率逐渐降低。本次 230 公斤级蓝宝石晶

体由于刚刚研发成功，尚未达到批量生产条件，暂时还无法给出准确的良

率数据。在可量化生产且长晶良率达到要求时，230 公斤级蓝宝石晶体将

比目前已经产业化的尺寸稍小的蓝宝石晶体更具的成本优势。因此从长远



来看，对 230 公斤级蓝宝石晶体长晶技术进行产业化推广十分必要。 

公司股票将于 2016年 6 月 16 日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6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