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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珠笔的第一个“中国笔尖”
竟是这样诞生的
一个 1 吨多重的钢锭，经过 50 多

道工序的锤炼，加工成了直径只有 2.3
毫米的笔尖用钢， 实现了一块钢的完
美 “塑形 ”，可以制成约 300 多万个圆
珠笔头。

滴水折射太阳。小小笔尖里的研发
故事，是全球不锈钢产业“巨头”———太

原钢铁集团公司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
小小圆珠笔，吐墨书写，行云流水。

笔尖看似简单，技术却很难。
中国有约 3000 家制笔企业、20 多

万从业人员，但生产的圆珠笔没有一支
用的是“中国笔尖”，每年生产的三四百
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全部依赖

进口。
基于此，有人发起“笔尖之问”：泱

泱钢铁大国，为什么产不出属于自己的
小小笔尖？

时间回溯到 8 年前。 2011 年，太钢
与国内相关科研院所和制笔企业一起

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制笔行业关键
材料及制备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太钢
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王辉绵担纲笔尖

钢材料研发负责人。
大学毕业后就从事技术工作，王辉

绵和钢铁打了 30 年的交道。 刚接到任
务，他和团队成员怎么也无法将粗笨的
钢铁与小小的笔尖联系起来。

“当时我国可以生产笔尖的球珠，
但卡住球珠的球珠座却一直研制不出

来。 ”王辉绵说，这个球珠座看似简单，
里面结构却很复杂，笔尖里面有 5 条引
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得达到千分
之一毫米。 而笔尖的开口厚度不到 0.1
毫米，需要恰到好处地卡住球珠，保证
球珠笔头能在不同角度，连续书写 800
米以上。

团队成员车德会博士介绍 ，“笔尖
钢”的正式叫法是易切削不锈钢，这种

钢既要能被加工设备 “削铁如泥”，同
时又不能“软烂如泥”。 能否生产出合
格的易切削不锈钢， 微量特殊元素的
最佳配比及精准添加是关键。 但这项
技术一直被国外企业垄断， 属于他们
的绝对机密。

“没有参考借鉴，一切都要从零开
始。 ”太钢技术中心不锈钢二室主任张
威说。笔尖钢的研发就是一个不断攻坚
的过程。 几年来，研发团队一直在苦心
琢磨。 一炉钢报废了，究竟是哪个环节
出了问题， 他们都会深入到生产一线，
一个个疑点仔细核查，一个个细节紧紧
盯住。

生活和生产，往往会相通。 一个偶
然的机会，“和面”的场景让王辉绵突发
灵感，从而一举破解了长期困扰他们的
配方难题。

在王辉绵眼里， 钢水配比就好比

“和面”，“面”要想和得软硬适中，就要
加入 “新料”。 钢水里要加入微量元素
“添加剂”，只要控制好配比，就能生产
出融合均匀的“笔尖钢”。

从几百公斤的炼炉实验，到一两吨
规模的小炉子，再到 45 吨和 90 吨的大
炉子……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6 年 9
月，太钢宣布成功研发出可供应市场的
笔尖钢材料，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国外企
业的技术路线。

太钢的笔尖钢投入市场后，国外笔
尖钢价格应声而降， 从每吨 12 万元一
下子降到了 9 万元。 刚开始，一些企业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订购了几十公斤，
经过 3 个月生产周期，发现没问题后继
续订购。 而技术团队也没有闲着，他们
跑加工车间，听市场反馈，遇到问题不
断改进完善。

“笔尖钢全球需求稳定，我们的销

量从最初的几十、几百公斤，增加到了
几十吨。 随着稳定性的不断提高，今年
国内市场占有率有望达到 5%左右，明
年的目标是 20%。 ”王辉绵说。

3 年来，从填补国内空白到制定相
关标准，再到成功研发新一代环保型新
品， 太钢笔尖钢走出了一条自主研发、
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创新之路，合作用户
已涵盖 80%以上的国内不锈钢笔尖专
业生产企业。

笔尖钢的故事， 正是太钢人坚持
“闻新则喜、闻新则动、以新制胜”理念
的生动写照。

太钢董事长高祥明说：“发扬笔尖
钢攻坚精神， 太钢持续研制了 ‘手撕
钢’、高铁用钢、核电用钢、高端碳纤维
等一大批‘高精尖特’产品，创新已成为
企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 ”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