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导欧盟里程碑项目

使

LED

灯走进千家万户

熟悉顾鸣琼的人对她的评价都

是“好奇和富有创造力”。

1999

年到

2008

年间，她在工作之余先后前往英

国曼彻斯特大学、 克兰菲尔德大学进

修， 攻读了两个不同的硕士课程，提

升了技术和管理才能兼具的“硬实

力”。 顾鸣琼长期保持对多个未知领

域的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 通过持续

的学习，探索和实践，她在德州仪器，

美光半导体和恩智浦的工作中均表现

突出，

MBA

学业完成之后， 再次被招

回至知名企业飞利浦照明的麾下，见

证了

LED

的兴起，也成为了她领导开

发

CSSL

项目的缘起。

顾鸣琼作为研发团队领导在飞

利浦工作了

10

年。 也就是在这里，她

积累横跨产品研发三个主要阶段的宝

贵经验

-

新产品设计，新技术与基础

模块开发和面向未来的前端技术研

究。 这是她职业生涯中一笔极其难得

的宝贵财富， 而飞利浦作为照明企业

的龙头老大， 也为她才能的进一步展

现提供了引领行业升级转型的机会和

具有全球视野与影响力的舞台。

2008

年，在

LED

兴起之初，飞利浦就觉察

到了其中的节能技术和未来的商业化

应用场景潜力巨大， 但当时一个非量

产的

LED

灯泡价格高于

200

欧元，这

么贵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走进千家万户

的，因此降低

LED

灯的价格对后续的

LED

技术普及与行业发展至关重要，

拥有半导体设计制造背景的顾鸣琼，

被公司委以重任，研究欧盟

LED

产业

链并着手起草搭建旨在降低

LED

光

源价格 ， 推动

LED

光源 商 业 化 的

CSSL

联合项目。

着手之初， 顾鸣琼意识到

LED

光源商业化的目标不是一家公司就能

做好的， 因此她在起草项目计划的

8

个多月时间里， 邀请了欧洲

25

家公

司， 经过多轮的探讨和意见交流，深

入了解整个照明产业的现状，

LED

商

业化面临的关键技术挑战，从

LED

照

明系统的角度提出了

25

家公司联合

研究开发， 推动降低

LED

光源成本，

并执笔起草了项目框架， 最终启动了

CSSL

项目。 顾鸣琼在半导体领域深

耕多年，技术全面、眼光独到，她坚持

从产业链的角度去看， 以只做光源和

灯具的飞利浦为中间点， 向产业链前

端溯源，向产业链后续延展，遍及半导

体工艺、封装等多个工艺，合纵起来，

先降低

LED

器件的生产成本。

走对了这第一步，顾鸣琼还想到

了另外的关键一步。 她意识到，

LED

作为一个新兴事物，从生产到使用，必

须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良性循环，也

就是说低成本可以让更多人用得起

LED

，而更多人去使用

LED

，也必然

会刺激到生产。 因此，她的

CSSL

项目

也包括了一些类似于基础设施和电力

公司的的合作伙伴， 在短时间内将这

一新技术、新产品推广下去，从而彻底

地并行开展新技术的研发应用、 供应

链的培养和商业化。

历时三年， 顾鸣琼主导开发的

CSSL

项目成功把

LED

灯泡的价格降

到了个位数，让

LED

灯走进了千家万

户。自此

LED

灯稳稳占据了全球

70%

以上的照明市场份额， 仅

2022

年欧

洲照明市场占据了

20

多亿美元的市

场份额， 在全球照明市场中更是占据

了

110

多亿美元的份额。 此外，

LED

的广泛使用还为每个灯节约了百分之

六十以上的能耗， 做到了真正的绿色

节能。至今，包括顾鸣琼最初的项目执

行书等一系列相关

CSSL

项目材料仍

然在欧盟

ENIAC

的网站上被公开展

示， 顾鸣琼领导的

CSSL

项目成功不

单 让 飞 利 浦 公 司 在 后 面 十 几 年 的

LED

激烈竞争中都位居前列，更是推

动了全球照明模式及相关行业的跃进

式发展，对整个社会意义重大。

垂直深耕

LED

领域

衍生进阶智能技术

传统的灯是电能转化为热能之

后激发成光， 浪费了很多能源；而

LED

灯将电能直接转化成光，电能转

化成光能的效率很高， 在发光的过程

中节约了大部分能源。顾鸣琼说，节能

是

LED

最为人熟知的优点之一，

LED

光源还有很多优越的特性。 在后续十

几年的职业生涯中， 顾鸣琼持续关注

研发， 带领科技团队为客户提供全新

智能照明解决方案———调节电流来控

制亮度，通过编程来调节灯光色彩，基

于

LED

光源的电性

, �

集成不同通信模

块的控制模组，可以组建大规模的照明控

制系统 ，

LED

光源应用甚至拓展到了植

物照明、医疗杀菌等场景。

2018

年， 她领导的研发团队受邀为

欧洲一家知名户外照明公司开发的智慧

路灯系统， 为

LED

路灯提供了无线通信

连接，不仅可以智能感知场景来控制灯的

亮度，还可以精准定位，方便维修，可节约

79%

的能源和大量的检修人力。

除了她亲自接手的项目，顾鸣琼的这

些理念，也间接带动了其他企业的共同成

长， 无论是

LED

照明领域不同行业的参

与，还是产业链上相关产品生产厂家的合

作， 甚至是社会层面的进一步优化分工，

优化产业资源利用， 形成的“大节能”概

念，影响更为深远。

领导多个绿色节能科技项目

助力不同行业创新发展

“大节能”的理念源自于顾鸣琼从她

自己领导开发的

CSSL

项目提取得来，带

着这样的理念 ，

2018

年她来到职业的更

高阶段，加入到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的公司伟创力，担任伟创力上海创新与设

计中心总经理。 自 此，她开始了在绿色节

能科技领域的进一步的探索，利用先进的

科学技术，将其“大节能”的概念辐射到更

广的行业。

ABB

机器人示教屏是顾鸣琼与某机

器人头部企业合作开发的一项绿色节能

科技项目。 传统的工业机器人操控方式存

在一些困难和限制，比如需要操作人员通

过复杂的按钮、控制面板或编程语言来指

导机器人的运动，这一过程往往需要较长

的学习和适应时间，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

能量消耗。 该项目通过改善工业机器人的

操控方式，通过引入一种全新的控制平板

示教器，大幅优化机器人的动作路径和能

耗，提高操作准确度，从而极大地方便了

对工业机器人的现场即时操控，也达到了

绿色节能的效果。

而她领导的创新中心团队设计的百

度自动泊车系统，通过多个摄像头和超声

波雷达， 利用先进的感知技术和智能算

法，去实现泊车的可靠性，使得驾驶员能

够轻松泊车，准确避开障碍物。 这不仅提

高了泊车的效率，更极大地增加了驾驶的

安全性。 此外，该设计还可以通过大数据

分析不同停车场的能源特点、车辆的行驶

习惯等， 制定最佳的泊车路径和策略，以

减少车辆在泊车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顾鸣琼在绿色节能科技领域的突出

成就，早让她声名远播，她领导的团队与

亚马逊 、

Google

、

Microsof t

、

Facebook

，

以及阿里巴巴、小米等国内外企业已经成

功合作完成多个产品研发项目。 而如今的

她早已不满足于在驾轻就熟的照明领域，

而是拓展到了更多的民用和工业领域，比

如说绿色充电桩、机器人示教屏等等。

“现在全球都在朝着碳达峰的目标奋

进，全力推进绿色能源环保，这其实也是

和我一贯的理念相吻合的。”顾鸣琼深知，

绿色发展对科技进步提出了更多更高的

要求，包括减少产品生产制作过程中的碳

排放、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产品节

能等级要提高等等，而她要做的，就是不

断地推动技术创新，去达到和超越每一项

绿色环保的硬指标；同时引领同行和各级

供应商， 一起去答好每一道绿色节能的

“必答题”，共同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绿

色未来。 （张楠 文

/

图）

顾鸣琼，绿色节能科技领域专家，原伟创力上海创新中心总经理，现任全球领先电子制造商和服

务商泰科电子（

TE

）中国研发主管，多年来一直致力推动于绿色节能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为多个行

业提供了创新突破的解决方案，推动企业和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经济效益。顾鸣琼最闻名行业的

“战绩”是

2008

年主导建立和启动了在整个欧盟范围内的“

LED

照明商业化项目”（

CSSL

项目），联合

欧洲

25

家

LED

照明产业链头部企业，历经三年把

LED

灯的成本从最初的逾

200

欧元降低到个位数，

进而使

LED

灯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可能，对照明行业的节能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成就和贡献。

虽然身披这样的“硬质感”技术履历，笔者见到顾鸣琼本人时，她却身穿一袭点缀着闪亮彩色小

星星的藏青色连衣裙，配着随意的披肩卷发，笑脸盈盈，颇具张力。 她充满条理又偶显调皮的言语，为

七月略显闷热的上海注入些许清凉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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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节能 创新引领未来

———访原伟创力上海创新中心总经理顾鸣琼女士

资 讯

智能服装新材料

能导电且可洗涤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开发出

一种基于尼龙织物和还原氧化石墨烯

的“智能服装”新材料。 这种混合纺织

品在洗涤过程中可保持其特性并具有

导电性， 这使得它可用于制造纺织品

传感器平台。 研究成果发表在最近的

美国化学会《

ACS

应用材料与接口》杂

志上。

纺织电子产品比柔性聚合物装置

更有优势， 因为纺织品与皮肤紧密接

触。 制造出舒适、轻便、紧凑的传感器，

能够读取脉搏、压力和其它人体指标。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化学与生物医

学技术研究团队此次开发出一种基于

合成织物的混合导电材料。 他们将氧

化石墨烯涂在尼龙上， 然后进行激光

处理。 所得复合材料易于制造并且即

使在多次洗涤后仍保持稳定。

研究人员表示， 在激光处理过程

中， 尼龙会熔化， 结果不仅会形成涂

层， 石墨烯颗粒还会嵌入织物的纤维

中。 这确保改善所得复合材料的机械

性能，使其能抵抗超声波、拉伸和洗涤

剂洗涤，因此可用于修饰日常服装。 在

经过激光处理后，这种材料变得导电，

可被用作传感器的活性材料。 尤其重

要的是， 这种任意形状的结构可以成

品形式使用，无需额外的保护或绝缘。

还可借助银纳米粒子使所制造的纺织

品具有抗菌性能。

研究人员称， 沉积的银颗粒具有

等离激元颗粒的独特光学特性。 这使

得混合纺织品有望用于制造光学传感

器。 他们借助银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

实验， 以检测模型染料和葡萄糖等

物质。

在实验过程中， 研究人员将传感

器嵌入由尼龙、 氨纶和聚酯混合物制

成的手套中， 测试了使用复合材料作

为传感器来记录手势、 实时测量心率

和语音识别的可能性。 实验结果为开

发可直接集成到日常使用组织中的多

传感器平台开辟了道路。 （董映璧）

突破性工艺更快制造

非天然氨基酸

美国匹兹堡大学科学家在最新一

期《科学》杂志上 ，描述了一种创造非

天然氨基酸的新方法， 最新方法有望

催生基于蛋白质的疗法， 并将有望开

辟有机化学的新分支。

研究团队指出， 只改变一个较大

蛋白质的一部分， 就可改变它的形状

和作用。 因此，非天然氨基酸有望开辟

新用途， 如利用蛋白质或其较小“表

亲”制成抗生素或免疫抑制剂。 但在实

验室中创建非天然氨基酸任务繁重且

需要很多步骤， 当研究人员对分子的

其余部分进行化学转化时， 必须保护

相 互 连 接 形 成 蛋 白 质 链 的 氨 基 酸

片 段。

新论文描述的反应更简单、 更有

效， 为化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法

来控制原子团在最终分子中的位置 。

此外， 最新方法还以一种不同寻常的

方式使用了一种化学工具：

PLP

酶。 酶

是催化反应的蛋白质， 可加快已知的

化学过程， 但与光敏分子催化剂强强

联手， 新反应中的酶可实现远不止这

些。 研究人员表示，对自然和化学领域

来说，这都是一个全新的反应，也是全

新的转变。

团队使用超级计算机模拟来计算

原子和电子层面的化学反应中发生的

复杂“舞蹈”。 他们深入研究了相关数

据， 以了解反应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

什么发生， 并找出了化学家看不见的

中间步骤。

（刘霞）

原伟创力上海创新中心总经理顾鸣琼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