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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四大领域 成果加速涌现
“继140年来美国、德国科学家先后发

现‘霍尔效应’和‘量子霍尔效应’后，中国

科学家发现了‘三维量子霍尔效应’。”今年

5月9日，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教授乔振华等学者的重大科研突

破。今年以来，该校的重要科研成果不断，

有7篇尖端论文登上《科学》《自然》《细胞》

三大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正刊。

2017年 1月，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批

复了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

规划该中心聚焦信息、能源、健康、环境四

大科研领域，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合，

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以中科大、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等重点科研机构为基础，两年多来，合肥

国家科学中心重大科技成果加速涌现。

记者从安徽省发改委改革创新处了

解，合肥国家科学中心旗下的高校和科研

院所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余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近千项，2018年牵头参与

的8项科技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奖。

在四大科研领域均有重大突破。其中

信息领域实现了刷新世界纪录的18个量子

比特纠缠；在能源领域，有“人造太阳”之称

的全超导托卡马克大科学装置EAST成功

实现 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在健康领

域，首次实现让动物“肉眼可见红外线”的

红外光感知和红外图像视觉技术；在环境

领域，成功研制搭载在高分5号卫星上的大

气环境观测三大核心载荷。

从科研的制高点到经济的动力源
今年 3 月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

科创板第二批受理企业名单，安徽科大

国盾量子技术公司跻身 8 家企业之一。

源自合肥国家科学中心的科研成果

转化，一个新兴的量子产业集群正在安徽

形成。国盾量子、国仪量子、本源量子……

不断有新型科技产品从合肥市高新区走

出。记者了解，目前，合肥市高新区已培育

出量子科技企业5家，关联企业20余家，从

事量子领域的科研人员 600多人，在国内

名列前茅。

在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院，合肥

中科智驰科技公司总经理江如海介绍，他

们技术团队积累了十余年的无人驾驶技

术，创新院为其提供将技术推向市场的平

台和启动资金，合肥高新集团提供天使轮

投资，安徽省产业扶持政策也提供了很大

帮助。

“除了资金和场地支持，我们技术团队

还获得了超过 70%的股权激励。”江如海

说，得益于合肥国家科学中心这片热土，他

们1年多时间就实现了从技术成果到量产

盈利。

从科研的制高点到经济的动力源，这

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发展的重要内

涵。“大家对国家科学中心充满期待，希望

把有重大应用前景的成果转化成产业技

术，带动经济发展。”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院长匡光力说。

科创“领先一步”，带动经济“突破”
近年来，安徽的经济呈现结构更优、质

量更高的态势，全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7年

位居全国第一方阵，2018年，安徽省GDP首

次突破3万亿元。全省高新技术产值突破1

万亿元，成为经济总量上台阶的重要支撑。

记者了解，为保障合肥国家科学中心建

设，安徽省、合肥市已安排专项资金和预留

土地，用于大科学装置集中区建设，作为筹

建的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拓展区、中科大高

新园区、合肥先进光源等项目建设用地。

今年以来，合肥国家科学中心加快建

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大科学工程“聚

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已

开工建设，启动建设未来网络试验基础设

施合肥分中心、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合肥

一级核心站，推进大气环境立体探测实验

研究设施和强光磁综合实验装置预研等。

为进一步发挥国家科学中心的经济引

领带动作用，安徽将围绕智能家电、新一代

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产

业，大力推进产业创新，解决一批产业领域

重大“卡脖子”问题，加快24个战略性新兴

产业基地建设。

（新华社合肥5月27日电）

新华社记者 徐海涛 程士华 金剑

安徽合肥国家科学中心：

培育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源”

面向城市新风险
守护安全的底气何在

随着城市高速发展，桥梁和供水、燃气

等地下管网数量激增，并行与交汇的情况

愈发复杂，耦合风险易发多发。面对新风

险，如何守护城市安全？

“这儿周边人口密集，一旦燃爆，将造

成不良后果。多亏‘智能系统’提醒，我们

及时开挖抢修，发现是管道内部腐蚀导

致。”说起不久前的一起泄漏事件，合肥燃

气集团调度中心副主任严宁宁心有余悸。

严宁宁口中的“智能系统”是指清华合

肥院研发设计的城市安全监测系统。

走进清华合肥院监测大厅，一块巨大

的电子屏上，显示着燃气、供水、桥梁等城

市“生命线”的实时监测情况。如针对每个

被监控的桥梁，会显示位移、加速度、应变

等多类型曲线。这些曲线随着车辆驶过桥

梁而呈现不同变化，一旦出现超载、桥梁受

损等危险情况，系统会自动报警。再如供

水监测，会预警压力变化、漏失、用水量异

常等不同状况。

“24小时不间断监测，监测里程已超过

2200公里。”教育部长江学者、清华合肥院

执行院长袁宏永说，智慧监测的科技领先

处，在于依托安全科技、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手段，实现对城市“生命线”的全面

感知、实时监测，进而做到预警预防。

科技领先背后是一次次艰难的技术攻

关。袁宏永说，以燃气漏失监测仪为例，国

内外市场上没有能兼具抗“高腐蚀、高潮

湿、强酸强碱和往复式水淹”和长时免校准

高精度测量的产品，“只能自己干，在无数

次近乎绝望后迎来柳暗花明。”

安全产业
从无到有“磁石效应”从何而来

自2014年建设以来，清华合肥院迅速

产生面向技术、资本与人才的“磁石效

应”。其中，清华大学公共安全成果转化企

业——北京辰安科技有限公司，已在合肥

投资9家企业，聚焦智慧安全城市、消防安

全、水环境安全、工业安全等领域，2018年

共实现产值15亿元。

“依托清华合肥院的科研实力和母公司

辰安科技的技术积累，我们打造了集消防设

施线上监测、线下服务于一体的‘云服务平

台’，从传统人防提升至‘人防+技防’。”辰安

天泽智联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君说。

吴君介绍，2018年4月，“云服务平台”

率先在合肥经开区应用，运行以来监测预

警火灾 4 起，促进消防设施完好率提高

40%以上，消防系统误报率下降59%。目

前，该平台已在全国36个城市建立运行中

心，服务4.5万家用户。

这片热土正吸引越来越多致力于安全

事业的人才集聚。

张海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

间科学学院的一名教授。2014年创设安

徽万泰地球物理技术有限公司，将所擅长

的微地震理论和算法用于矿产、隧道、边坡

安全监测。去年6月，他将公司搬入清华合

肥院，“产业集聚意味着更多机会。”张海江

笑着指指隔壁公司说，这是做安全监测硬

件的，恰恰和我们的算法能合作，下一步应

用空间很大。

“磁石效应”愈发显现。截至目前，清

华合肥院已聚集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长

江学者等各类人才在内的科技人员800余

人，近10个创新团队和协会在此组建。

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
谁第一个“吃螃蟹”

作为应用性、实践性强的学科，公共安

全在国内外的科研基础设施相对缺乏。而

囿于场地等因素，清华本部也难有条件建

设。在清华合肥院，正在建设的巨灾科学

中心，包括大型复杂灾害环境模拟装置等8

大科技装置和平台。其中，一期近4万平方

米的实验装置和平台基本建成，成为公共

安全领域的科研“宝地”。

清华合肥院的探索创新正实现校地双

赢。对于合肥市，在收获拔节壮大的安全

产业同时，2018年成为国家首批6个安全

发展示范城市之一；对于清华大学，其科研

成果得到转化应用，并有力支撑了学科发

展和人才建设。

这是5年前的袁宏永未曾想到的。那

时研究院城市安全的科技成果初现，谁愿

意先行先试？产业应用的巨大投资是否有

风险？直到合肥市先后投资9亿余元试点，

覆盖 51座桥梁，2200公里的各类地下管

网。这一试，如同触碰了阿拉丁神灯。科

研技术在应用中得到验证、再升级，城市安

全管理的“清华方案·合肥模式”已推广至

国内30余城市和海外多国。

“先行先试，仅有冒险精神远远不够。”

合肥市市长凌云说，既要前期眼光“准”，瞄

准国家战略所需、人民生活所盼、地方发展

所缺的产业；还要后期支持“稳”，在科研基

础设施搭建、应用示范引领等关键环节给

予支持，才能实现将技术“创新指数”转化

为产业“发展指数”。

新华社记者 张紫赟

（新华社合肥5月26日电）

实现18个量子比特纠缠、“人造太阳”实现1亿度等离子体运行、首次破解
中国种茶树全基因组密码；自主研发出信号处理芯片“魂芯二号A”、让机器达
到真人说话水平的语音合成系统、打破国外对航空发动机用单晶叶片垄断……

作为全国第二个获批建设的国家创新体系基础平台，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聚焦前沿科技谋发展，将重大原创科研成果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业创
新成果，成为驱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源”。

新新时代 新新作为 新新篇章

新华社播发专栏文章

安徽合肥：新科技护航城市安全“生命线”
燃气泄漏、供水漏失、桥梁安全等依靠科技便能监测、预警；短短5年，

城市安全产业从无到有，辐射全国……作为清华大学与安徽省合肥市“校
地共建”的创新平台，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不仅通过科技研发、成
果转化，护牢城市安全“生命线”，又以应用带动研发，走出一条科技研发和
产业化应用的改革创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