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泰钢铁新材料|会议纪要】宜安科技—液态金属技术交流研讨会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历史沿革：初期主要从事钢铁行业研究，后期开展新材料研究 

 



研究领域和方向 

 

与宜安科技合作：目前有 6 个课题组在从事非晶合金研究工作，2013 年成立宜安科技-中科

院金属所联合实验室 

 



非晶合金——“金属玻璃”——“液态金属” 

 

非晶合金性能 

 



主要应用领域包括消费电子、航天航空、国防军工、石油化工、生物医学等 

 

我国块体非晶产业化进程 

 



我国块体非晶产业现状 

科研水平持续发力，申报专利大幅增长 

 

产业化发展全球最好，已经有 9 家企业进入 

 



以智能终端为例看块状非晶未来机遇 

手机出货量增长迅速 

 

 



手机外壳使用块体非晶作为结构件，每件可综合节约成本约 300 元 

 

 

预计 2015 年仅国产手机零件达到 16.5 亿人民币，市场需求会进一步扩大 

 



2015 年国产智能手机采用的零件及单价（元） 

 

目前行业存在问题： 

 行业认知较低 

 工艺不够完善 

 设备需要提升 

 技术人员缺少 

 产品性能过剩 

 标准需要调研 

 

 

 

宜安科技液态金属冶炼工艺 



 

公司液态金属成型工艺 

 

 



目前公司拥有不同型号成型设备共 24 台，其中一代机 10 台，日产能 800 模/天，二代机 14

台，日产能 1000 模/天 

 

公司液态金属工艺流程 

 



宜安科技液态金属产品应用 

 

 转轴，客户包括联想笔记本和 OPPO 手机 

 卡托，客户包括 VIVO、联想手机和富士康笔记本 

 汽车锁盖 

 手机外壳，客户包括 Turling 和 Iphone6 Plus 手机 

 医疗—骨板， 

 穿戴式设备 

 LOGO/饰品 

 

 

问：现在 CNC 已经非常成熟，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那对于液态金属大规模生产跟线件生

产有什么区别？  

答：这需要看你是跟什么在比较，如果跟普通拉伸的产品比较，液态金属绝对是贵的，因为

液态金属的材料大概贵 200 块钱一公斤。我们将液态金属压铸出来就差不多有 90%的成品能

做出来，所以跟昂贵的人工相比，这方面量产是便宜很多，我们自己做一个框，假如不复杂

的话，一百多块人民币，假如比较复杂的话，不到两百块钱。假如从设计开始就考虑液态金

属的话，成本方面比现在的铝合金还更有优势一点。 

 

问：现在小批量生产到以后大批量生产，在一致性上会有区别么？ 

答：几乎可以说没什么区别，因为我们是依靠模具生产出来的，我们的模具寿命算比是 3

到 4 万件，三四万出来的样子都差不多，当然有些小部分的零件的某些部位，我们可能需要

后加工，比如打磨等。但基本都很准确，重复性非常好。我们喜欢把液态金属和粉末冶金相

比，粉末冶金大概会有 22%到 24%的一个收缩率，而且横向收缩跟竖向收缩都不相同，液态

金属的收缩率有些不同，大概是千分之 2.5 到千分之 3.5 左右，是非常可控的，所以液态金

属的重复性都是非常好的。 

 

问：目前我们的技术非常先进，但从推广的角度来说是需要克服的困难，这个问题未来如何

解决？  

答：去年开始我们已经进行小件推广，现在开始推广一些比较大的产品，这主要有客户认知

的过程，至今为止发展还不错，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做到大件产品推广成功，这倒没有一个确

定的时间点，但是我们现在开工率是越来越高。 

 

问：宜安跟中科院和 liquidmetal 的合作实际上在材料成本、材料工艺和设备方面把液态金

属相关的部分知识产权掌握在手里，目前相对地位还比较高，但还是会面临一些技术上的竞

争，在知识产权方面总体的战略是什么？ 

答：Liquidmetal 那边大概有 128 个专利，这 128 个专利把几乎所有能够想到的配方或类似

的配方全都保护起来了，所以其他人是不能够把液态金属出售到美国的，必须有 liquidmetal

的授权才行，liquidmetal 本身对知识产权就有足够的保护了。 

 

问：宜安并没有把自己定位成生产型企业，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资源的整合，将技术和产业对

接，具体到液态金属层面，将来公司是想做一个生产型的企业，还是和以往一样做一个资源

整合型的企业？ 

答：在生产型企业里，宜安是非常小的一家公司，小到像苹果、三星这些公司不会把市场分



到我们手里，我们没有足够的机器去生产，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管理大量的机器，所以我们

在找伙伴一起去做产品，我们教你怎样去做，把配方告诉你，把机器设备、材料等告诉你，

宜安只有十几二十台机器，宜安作为一个示范单位，通过其他与苹果、三星等熟悉的厂商各

自进行联系。 

 

问：目前手机边框无法完全用液态金属来替代，公司对此种产品的渗透有何预期？ 

答：目前只有我们可以做液态金属手机边框，但是稍微好点的手机品牌不可能找单一供应商，

需要货比三家，而且目前我们的规模还太小，无法承载如此巨大的市场体量。所以我们现在

正积极推动其他企业一起来开发液态金属产品，因为我们规模有限，所以希望把它做成一个

板块，一个产业链，有二三十家公司一起来推动它的发展，从原材料、机器设备、加工以及

运用，这个如果只靠宜安科技会走得很慢，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问：我们在长期的新材料研究过程中，发现新材料如果有特殊的运用方向，那么它会发展的

比较快。此种情况一般会有两个特点，一是运用之后，它的综合成本会下降很多，这样下游

企业就会有很强的使用动力。另一个则是整个市场必须足够大。目前大家的关注点都在手机

外壳，但我认为液态金属在手机外壳方面与铝合金（目前 iPhone 的外壳材质）相比并没有

太多的综合运用成本优势，那么除了手机外壳领域外，还有其他领域还有符合上述两个特点

的吗？ 

答：其实除了你刚才讲得那两点之外，手机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乔布斯在去世之前力

推液态金属，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成功（只有卡针使用的是液态金属）。如果液态金属手机外

壳能做出来那么在苹果的运用领域还有一个明显的广告效应、一个噱头（新材料的运用往往

会成为手机产品的新卖点）。目前而言，消费电子能让液态金属最快成长。一是因为它数量

大、需求广阔，二是乔布斯与苹果手机的存在使这个市场充满了明星效应，所以当把一个手

机外壳生产出来，会有一两年闹哄哄的市场效应。即使价格贵点，但是消费电子市场可以接

受。以小米为例，小米 4 在产品发布会中讲了一个不锈钢之旅的故事，成为它当时的主要卖

点。小米 4 不锈钢成本刚开始要 250 块，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大规模生产，降到 200 块。

而我液态金属外壳只要 180 块钱，以后价格会更低，和不锈钢 304 相比，无论是价格还是逼

格，液态金属外壳毫无疑问都处于领先地位。另外，在手机外壳领域，液态金属的强度要超

过它的使用价值，铝合金高强度才 400pa，而液态金属最低也有 1000pa，所以不需要用到

液态金属这么高级的材料。我自己从来不把消费电子放在液态金属的头号运用领域，我个人

最看重的是汽车方面，包括汽车转轴、紧固件、锁等，这个量不会比消费电子少的； 

 

问：我是车载显示屏的企业，考虑到以后我们车载显示屏会越来越大，10 寸以上的显示屏

液态金属外框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 

答：我们应该可以做到，但是液态金属对于车载显示屏而言性价比很低。液态金属对于手机

而言是一个卖点，但对于车载显示屏却不是，你很难为它去支付这个溢价。手机一个小框要

180 块钱，而车载显示屏那种框要 1000 块钱，不仅现在价格太昂贵，消费者不愿支付，而

且即使以后成本降下来，液态金属对车载显示屏价值提升作用也是非常有限； 

 

问：国内专利环境还是比较恶劣，我们在国内专利是如何布局的？有多少？Liquid metal 本

身具有很庞大的专利池，如何做到有效的对接？ 

答：我们在国内的非晶专利不多，十几个。但是我们的专利拿出来都是可以用得上，其他的

公司多的听说有七八十个，但是他们的专利是否好用并不知道。而我们在国内的专利甚至比

Liquid metal 还好用，我们有一个专利在液态金属中加入适量的银之后，可以产生抗菌作用，



基本上 99%的大肠杆菌可以消灭，在穿戴设备、医疗、电子领域具有广阔前景。Liquid metal

他们做液态金属已经 20 多年了，在国外拥有 120 多项专利技术，涉及到手机外壳的方方面

面。入股 Liquid metal 可以保证以后我们在外国知识产权诉讼中处于优势地位； 

 

问：宜安科技有 20 多台设备，但是无法满足一些大的 3C 厂商的需求。很快上设备是产业

发展的瓶颈吗？ 

答：不是，目前材料、设备生产公司我们已经找到了三家合作企业，大家一起推动的话的话

瓶颈不是问题。因为宜安科技是研发型企业，在设备生产方面并没有优势。以后我们要和相

关的材料、设备生产企业共同成立合资公司，我们控股，授予知识产权，交给大家去卖，共

同壮大这个市场； 

 

问：液态金属最大的特点是强度高、硬度高，这种特性作为手机外壳比较浪费，它其实应该

运用于空间有限但承载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但是目前机械设计者不了解这种材料，需要我

们推出一些譬如标准以及制作手册类似，我们在这方面有计划吗？ 

答：Lqmetal 已经在美国制定出了行业标准，所以我们需要在中国做同样的事情。目前行业

标准的制定还需要至少一年时间，我们正在不断推动，这个是非常必要的，是我们把握行业

发展主动权的一个全新途径； 

 

问：要大力推动液态金属市场化，就要寻找很多合作伙伴，但是这样会有技术风险，如何保

护公司的知识产权？ 

答：其实在中国很难保护知识产权，一方面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推广出去是因为液态金属的发

展是需要整个产业链作为支撑的（只有一家可以生产难有市场、难以赚钱），另外一方面，

作为国内第一家可以生产手机外壳的液态金属生产企业，我们有这个使命感把它培育起来，

如果以后成功这在整个液态金属产业发展史上将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不单单是钱可以衡量的； 

 

问：请介绍一下相变过程？ 

答：比如玻璃既不是也太也不是固态，玻璃是玻璃态，时间久了也会发生相变。同样道理，

非晶合金超过 300 多度去应用的话也是会变的，相不一定会变，但形状肯定会变的，力学特

征会变化。 

 

问：刚才提到注塑，注塑一般是在塑料领域应用的，跟压铸有什么区别？ 

答：真正来说是一个压铸的过程，但因为不能叫压铸，所以叫注塑。 

 

问：消费电子产品方面，消费者追求一种轻薄，但是锆基液态金属在重量上要重于其他同类

产品，未来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答：我以车的门轴举例来讲，一个车门有两个轴，每个轴大概 400-500 克左右。现在还不能

改用非晶，我们先来探讨可行性。非晶合金强度是高强钢的 2.5 倍左右，而且非晶比重是 6.5

左右，铁是 7.8，又重了 20%。加起来看的话，意味着 1/3 体积的非晶可以替代 1 体积的高

强钢强度。4 个门 4 公斤，加上车头车尾 6 公斤，理论上可以减轻 4 公斤。因为它的单位提

及强度比其他品种要强很多，这就是能够减重的根据。 

 

问：那在消费电子产品比如手机上呢？ 

答：道理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做出的是 0.8mm 的，但其实 0.3mm 就够了，做得很薄就已经

足够有这个强度了。 



 

问：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有些好的材料要大规模应用，主要取决于材料自身由于规模效应带来

成本下降。公司将液态金属在全国和全球大规模推广，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何时能变成现实？ 

答：这是我们的意愿而已，也是我们收购 LQMT 比较重要的一个想法，因为它跟苹果的关系

很紧密，双方共用一个研发组。苹果之前没用液态金属是因为没有人做出来，现在我们做出

来了。今年年底之前要跟他们去商讨，当然预计它会很强硬的要求公司产品只能供应给它，

我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目前国内已经有很多优秀的手机厂商，不会买断给苹果或者其他任

何一家手机厂商。但是我们会很快去跟苹果对话，不一定能达成合作，因为分歧还是比较大

的。 

 

问：这个行业大规模推广之后，有可能会出现材料升级换代的问题，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会

出现，替换成其他新型材料，这会不会阻碍产业大规模投入的决心？ 

答：这是一个比较宏观的话题，但是我个人认为目前处于爆发期初期，不会出现大规模采购

现象，刚开始采购量会比较少，研发成熟后再继续加量，因此风险不会很大。 

 

问：未来液态金属最大的一个推广领域是汽车？ 

答：汽车领域的应用需要两三年，我们比较幸运有个 T 字头的车企去年开始引用了我们的产

品，这家公司比较有意思，它的产品既算汽车领域又算消费电子领域。消费电子领域有个好

处，对新兴事物接纳程度比较高。 

 

问：军工领域公司有涉足吗？ 

答：因为我是香港人，身份问题不方便涉足军工，这块可以找金属所合作，他们有丰富的相

关经验。 

 

问：目前液态金属技术储备主要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带状，这个已经比较成熟了，第二个是

我们目前在做的块体非晶，还有一个就是做粉末。粉末的话有一个应用方向是 3D 打印，这

方面您能介绍一下吗？ 

答：粉末有两个用途，一个是表面涂层，具有耐磨、防腐等功能，还有一个就是 3D 打印。

我们有个公司辽宁金研液态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占比 70%，中科院金属所 30%。辽宁液

态金属有个子公司叫沈阳金研新材料制备技术有限公司，从事 3D 打印从粉末生产到最终产

品制备，但还没有推广。我们最近从广东省政府拿到 300 万来资助这方面的科研，真正应用

大概会在明年初，会专注在材料方面，向客户供给粉末，打印环节我们不会做，技术含量太

低。 

 

问：是否做液态金属的粉末？3D 打印过程中还会保持非晶合金的特性吗？ 

答：也在做，而且强度等方面表现还是比较优秀的。在 3D 打印中我们采取特殊的冷却方式

来满足形成条件，因此打印出的材料还是液态金属，这也是我们跟普通 3D 打印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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