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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合肥，因为2020年

GDP总量突破万亿的一张“成绩单”再次成为瞩目

的焦点，这座年轻的城市，带着自立自强、敢闯新

路的精神，勇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开路先锋。

如今的合肥，创新已成为合肥最鲜明的城市

气质、最强大的发展底气，跻身全国20强和全球

科研城市20强。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

同步辐射等一批国之重器在科技创新领域熠熠

生辉，诸多“硬核”的科技成果无一不书写着“合

肥骄傲”。

■ 记者 沈娟娟/文 星级记者 黄洋洋/图

3月8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就科技

自立自强话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

表示，“十四五”期间将大力推进怀柔、张

江、合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的建设。

时间退回到四年前，2017年初，合肥

获批成为全国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是中国唯一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大

科学中心。目前，全国只有四个综合性的

国家科学中心，基本上代表了我国科学技

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启动建设以来，在科技创新方面，合肥

市不断加快建设大科学装置集群，量子信

息科学、深部煤矿采动响应与灾害防控等

“一室一中心”，能源、人工智能等研究院，

原始创新策源能力不断加强，强力推动重

点项目建设，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中体现

“合肥担当”。

目前，合肥国家实验室正式挂牌，量子

创新院1号科研楼竣工交付，国家实验室

建设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合肥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能源、人工智能研究院正式运

行，大健康研究院揭牌，环境研究院、未来

技术研究院启动组建。

合肥国家实验室正式挂牌

在合肥市，高能级的创新平台体系已

经初步形成，对标国家实验室，合肥市围

绕科学中心四大领域，组建运行能源、人

工智能、大健康、环境以及未来技术研究

院等五大综合研究平台。

同时，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

中心、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

室建成运行，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合肥中

心、合肥先进计算中心等加快推进，一批

“国字号”交叉前沿研究平台也将在合肥

的土地上诞生。

为更好地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合肥

市主动作为，投入超50亿元引进知名高

校院所，与清华、复旦、北航等共建了清华

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北航合肥创新研究

院等26个协同创新平台，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赋能产业发展在合肥这片“养人”的

土地上，“高能级”创新平台的磁场正在不

断加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首款国产量子计算机在肥诞生并

成功销售一台，长距离量子通信关键技

术不断突破。等离子体深空推进技术

攻克氢燃料电池汽车关键技术难题。

质子治疗设备国产化加快推进，首个自

主研发的急性髓系白血病靶向药物启

动临床试验，全球首套核磁兼容型脑

PET 和新一代术中磁共振成像系统发

布。科学中心获批以来，项目单位累计

承担相关领域科研项目（课题）总数超

3000个，累计授权发明专利超2200项，

23项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4项成果入

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赋能科技创新

在合肥高新区里，东西走向的云飞路

也许很多人并不熟悉，但经常路过的人都

会形容它为“量子大道”，国盾量子、本源

量子和国仪量子三家主要从事量子技术

研究的企业分布在路两侧，周边还分布着

20余家量子关联企业。

跟随着“量子中心”片区的建设飞入寻

常百姓家，以高新区“量子大道”为承载基

础，合肥市聚焦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

密测量，助力量子信息科技策源和成果转

化，打造“量子中心”。

量子中心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重点片区之一，科大硅谷、大科学装置

集中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国际

交流和重大创新成果集中展示交流区等

重点片区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依托中国科大等高校、科研院所和企

业，建设海内外校友科创基地、支持科大

师生和校友创办企业，逐步建设成为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产业”集聚区，打造

“科大硅谷”。

坚持“科技+安全+生态+国际化”理

念，完成大科学装置集中区专项规划及城

市设计工作，完善科学研究、创新创业、城

市服务等功能，打造国际一流大科学装置

集中区。充分发挥安徽创新馆功能，联动

国家级、省级开发区，构建“公司+政策+

基金+平台+项目+基地”的全链条转化机

制，打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依托滨湖国际科学交流中心，创设国

际知名科学品牌活动，打造国际交流和重

大创新成果集中展示交流区。

“量子大道”等重点片区擦亮科创名片

“合肥造”
硬核科创成果
助力“国之重器”

在合肥科学岛上的中国科

学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科学家建

造的混合磁体装置所能产生的

稳态磁场强度高达45万高斯，

是地球磁场强度的90万倍。

同步辐射装置是国内

唯一以真空紫外和软X射线

为主的同步辐射光源，2015

年完成新的升级改造，实现满

能量注入，已达到国际上低能

光源的最高水平。全超导托

卡马克是国际首个、国内唯一

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俗称

人造小太阳，是国际热核聚

变实验堆(ITER)稳态物理最

重要的前期实验平台。

合肥市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合

肥提升全超导托卡马克等3

个已有装置性能，新建聚变

堆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等

4大装置，开展合肥先进光源

等4个预研项目，全市规划

布局大科学装置达11个，数

量位居全国前列。

而如今，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多项“合肥造”高科技成果

助力“嫦娥五号”奔月、“天问

一号”探火；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问

世，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计划关键核心部件交

付，量子领域及聚变领域研究

保持国际领先水平；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中国科大“托珠单

抗+常规治疗”进入新冠肺炎

第七版诊疗方案向全国推

广。稳态强磁场、同步辐射、全

超导托卡马克……一个个“国之

重器”在科技创新领域熠熠生

辉，合肥也随之成为我国大科

学装置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创新气质，强大底气，

“硬核”成果，合肥用实际行

动告诉你，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的开路先锋，这是合肥的

使命担当！

北航合肥创新研究院

全长4.4公里的安徽首条自动驾驶汽车5G示范线

在合肥正式开通

联宝科技笔记本生产线

“人造小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

置(EAST)

国之重器 合肥骄傲

合肥高新区聚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