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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进车间当一回质检员

一张特种纸，有七十二道工
浙江日报记者 赵璐洁 本报记者 俞国文

近日，在常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辉埠园区，浙江哲丰新材料有限公司10号生产线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这条生产线

主要生产以食品卡纸为主的高档纸基材料，投产后年产能可达30万吨，为企业增加20亿元产值。

造纸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纸制品应用十分广泛，针对特定性能和用途的纸也应运而生，这就产生了特种纸行业。

在被称为中国特种纸产业基地的衢州，最近传来一个好消息：经过多年自主研发，哲丰新材料建立了完整的液体食品无菌

包装原纸生产线，改变了这一领域长期依赖进口的现状。

一张特种纸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又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日前，我们来到哲丰新材料，体验一把造纸术。

在生产车间里，我们想体验更多造
纸工序，却被丁威“婉拒”了，“你看这里
都没几个工人，现代造纸，工人只需坐在
操控室，就可以掌握设备运行情况。”

在离生产线不远处有一间20平方
米的操控室，室内整齐地排列着四台电
脑，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生产线每个环节
的运转功率和实时状态，两名工人熟练
地点击鼠标并记录数据。

“嘀嘀……”车间里响起警报声，操
控室墙壁上竖排五色灯中的绿灯也亮
起。“这是提醒一卷纸已经生产好了，要
开始准备下一卷纸的生产。”丁威说，全
自动流水线大大提升了特种纸生产效
率。据测算，一条全自动流水线每分钟
造纸速度能达到800米，一天24小时满
负荷生产，产量可达280吨，和过去半自
动化流水线相比，产能提高近70%。

丁威告诉我们，哲丰新材料是衢州
市两家“两化融合”试点企业之一，目前
企业正在布局MES（制造执行系统）。
MES是一套面向车间执行层的生产管
理系统，它就像个“智慧大脑”，为生产
现场的复杂情况提供信息传输和数据
支撑。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结
合，使生产管理进一步精细化、规范化、
科学化，推动企业朝着“无人工厂”的方
向进军。

“以前工程师的大部分精力都扑在
维护设备上，现在可以把更多精力花在
技术研发上。”丁威介绍，“无人工厂”的
核心并非完全淘汰人，而是用机器把人
从体力劳动与简单脑力劳动中解放出
来，扮演更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角色。

无人化、智能化、数字化对企业人才
队伍的调整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也让企
业能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提升核心竞
争力。据了解，近年来，哲丰新材料已主
导参与制定特种纸行业的多项国家和行
业标准，包括牵头制定字典纸的国家标
准，参与制定无碳复写纸的国家标准、真
空镀铝原纸和热升华转印纸的行业标准
等。目前，企业正牵头制定无尘间隔纸、
烘焙原纸的行业标准及热升华转印纸的
浙江制造标准等。

当前，特种纸仍是国内造纸业的“蓝
海”。史君齐向我们透露说，企业着手
做好远期规划：一方面是继续追加投
资、扩大产能，一条“年产30万吨高档
纸基材料”生产线正加快建设，从原料
的研发到小批量生产均已取得成功，将
于今年底正式投产；另一方面是进一步
优化提升产品品质，发挥行业龙头带
动作用，吸引更多配套企业落户常山，
真正形成产业集聚发展。

“特种纸应用范围广泛，且日趋细分
化、专业化。”刚走进哲丰新材料，公司副
总经理史君齐便领着我们来到特种纸展
示厅，企业研发的数十种特种纸产品在
这里整齐陈列。

我们在史君齐的指导下，开始一一
分辨这些特种纸的种类：用于一次性医
用外科口罩外包装的是医疗包装用纸，
用于快递电子面单的是标签离型用纸，
用在字典里的是薄型印刷用纸……

史君齐告诉我们，由于特种纸的细
分种类繁多，因此市场参与者众多，行业
竞争相当激烈，不创新企业就没出路。
说话间，史君齐递给我们一张印刷着“纯
牛奶”字样的纸，“这里面就是液体食品
无菌包装原纸，我们选择它作为高端特
种纸的主攻方向。”

我们仔细观察，又揉捏了一番，纸的
表面带有白色光泽，质感顺滑而细腻，但
在外观和触感上与普通纸张并没有什么
明显区别。我们甚至撕开纸，发现纸张
强度也不似牛皮纸那样抗撕裂。

“你们可别小看这张‘纸’。就是这
样一张纸，过去只能依赖进口。”面对我
们的疑惑，史君齐开始解答，因为对液体
食品风味保持、营养保留、储藏防腐以及
食品安全的要求极高，也就是对于液体
食品无菌包装原纸的阻隔性、遮光性等
性能要求极高，所以研发和生产壁垒高，
技术长期被国外公司垄断。

但从行业发展来看，中国是全球最
大的乳制品消费国之一，几乎所有的乳
制品都需要无菌包装，而液态奶更是重
中之重，与之相关的液体食品无菌包装

市场潜力无限。
“瞄准液体食品无菌包装原

纸这条细分赛道，哲丰新材料开
始发力。”史君齐已经从事特种纸行业26
年，也是浙江省“百千万”高技能领军人
才。他介绍，因为没有现成的资料可学，
研发团队只能在不断实验中总结规律，“光
是化工助剂调配，研发团队就尝试了上百
遍。在关键阶段，研发团队几乎每天花十
多个小时反复实验。”

最终，企业耗时一年造出了液体食
品无菌包装纸中的枕包原纸，并建立起
完整的原纸生产线，产品也凭借高性价
比，收获了与瑞典利乐公司的合作，并
为国内多家知名乳品企业提供乳制品
包装。

老工艺与新科技相融

向“无人工厂”进军

▲记者跟随哲丰新材料生产技

术部部长丁威（右）抽检特种纸

离开特种纸展示厅，在公司生产技
术部部长丁威的引导下，我们来到了液
体食品无菌包装原纸的生产车间。

“先穿上无菌服、鞋套，戴上帽子和
口罩。”丁威认真提醒道。我们进入了清
洁度达到手术室级别的车间，里面机声
隆隆，造纸机器设备运转不停，一卷卷洁
白的纸出现在我们眼前。

“‘造纸不轻松，七十二道工’，这是
描述造纸的一句民谚，相传东汉蔡伦纸
一共需要72道复杂的工序。其实，即便
是使用了现代机械的今天，还是少不了
选料、蒸煮、浸泡、漂洗、碎料、打浆（加助

剂）、晒纸、分刀、包装等多道工序，依旧
可称为‘七十二道工’。”制浆造纸专业毕
业的丁威说，从古到今，“七十二道工”彰
显着造纸术的智慧。

“造纸工艺流程相似，为什么能制造

出不同产品性能的特种纸？”听到我们的
疑问，丁威卖了个关子。“等会儿你们就
知道了。”

跟着丁威，我们来到了选料区域。
“制造特种纸的关键就在于原材料的选
用和配比，还有添加不同的化工助剂，来
赋予纸不同特性。”

“你们看，这就是造纸的原材料——
植物纤维。”丁威拿出一块植物纤维撕开
展示给我们，“这种撕开后短细匀整的就
是短纤维。短纤维能够提供厚度，长纤
维又能满足高强度的需求。”我们拿起另
外一块植物纤维撕开，这种丝较长的就
是长纤维。“制造液体食品无菌包装原纸
在纤维原料的选择上，是将长纤维和短
纤维进行混合。”丁威介绍。

在古代，人们使用棍棒、石臼等工具
来舂捣造纸纤维原料，这个过程因此被
形象地称为“打浆”。如今，在打浆的槽
罐里，可以看到纤维原料在槽内循环流
动，通过旋转的飞刀和固定的底刀产生
打浆效果。

“打浆是为了改变纸浆纤维的形态

和性质，提高纤维之间的结合力，是造出
好纸的前提条件，正所谓‘纸是从打浆机
里打出来的’。”丁威说。

打浆机旁，另外几台注剂机也在工
作，表面施胶剂、浆内施胶剂等化工助剂
被按比例送进机器里。这样，制造出来
的纸便能满足液体食品无菌包装的性能
需求。

沿着生产线走，我们看到，经过一道
道工序，一卷卷洁白的纸被制作出来。
生产的最后一关是检测，工人们会抽查
纸张质量。

“你们可以试试。”丁威笑着对我们
说。我们将一张长约1米、宽约30厘米
的纸平铺在检测台上，打开底灯、侧灯、
俯视灯，在强光照射下，纸张变得透明，
我们聚精会神地检查里面是否含有杂
质，不一会儿眼睛就有些酸涩。

“这还只是1米，工人们需要一次抽
检100多米的纸张，看出里面是否有杂
质、缺陷、瑕疵。”丁威说，熟练的工人是
企业宝贵的财富。但产品性能的实现、
产品质量的把控靠人工远远不够，特种
纸的制造是老工艺与新科技的融合。

在生产线进行数字化改造后，“表面
缺陷高速在线检测系统”为纸张质量把控
拴上保险。系统还在不断优化升级，确保
纸张中再细小的颗粒也能快速检测出。

不创新企业就没出路

●●浙江哲丰新材料有限浙江哲丰新材料有限

公司特种纸生产车间公司特种纸生产车间

编者按：8月26日，浙江日报刊发《一张特种纸，有七十二道工》一文,讲述记者来到位于常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辉埠园区的浙江哲丰新材料有限公司，体验特种纸

的工艺制作过程，感受我县造纸行业的快速发展。现刊发全文，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