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打造“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建设“七个强省”

奋斗目标，坚持以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为旗帜性抓手，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融合协同，大力培育和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5月11日至12日，省政协召开十三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暨资政会，围绕

“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协同，赋能安徽高质量发展”主题协商议政。现将部分委员和专家的发言摘登如下。

我国量子计算机实现“四算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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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

究中心获悉，我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

“本源悟空”受邀接入长三角枢纽芜湖集群算

力公共服务平台，实现通算、智算、超算、量算

“四算合一”。

“本源悟空”搭载72位自主超导量子芯

片，在今年初上线运行。截至5月5日，这台目

前我国最先进的可编程、可交付超导量子计算

机已吸引全球范围内逾777万人次访问，成功

完成超17.8万个运算任务。

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赵雪娇介绍，本源量子联合上海超级计算中

心、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和中移（苏州）软

件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移动云能力中心）于

2023年 8月上线的量超融合先进计算平台

已接入“本源悟空”量子计算机。今年4月，

“本源悟空”又正式入驻国家超算互联网平

台。本次受邀接入长三角枢纽芜湖集群算

力公共服务平台，是“本源悟空”联机的第三

个超算中心。

“长三角枢纽芜湖集群算力公共服务平

台支持跨算力中心异构资源调度，包括通用

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与量子算力。此

次正式连接‘本源悟空’量子计算机，实现了

通算、智算、超算、量算‘四算合一’。”赵雪娇

表示。

据悉，作为省级算力统一调度平台，长三

角枢纽芜湖集群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是以芜湖

集群为起点推动安徽省算力资源服务化的重

要工程。此次“本源悟空”量子计算机的成功

接入，将有效提升平台在传统计算和各个行业

领域的应用突破和公共服务能力，充分链接产

业生态中的算力供给、应用开发、运营服务、用

户等各方能力和资源，推进国产量子算力规模

化应用。

（科技日报记者 吴长锋 洪敬谱）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

聚变堆包层与安全研究中心的霍志鹏副研究员

及其指导的硕士研究生鲁义东研制了一类用于

中子伽马混合场辐射屏蔽的微米板Sm2O3增

强含硼聚乙烯复合材料，同时针对材料的微结

构与热、力学以及辐射屏蔽性能之间的关联机

制展开了实验研究，并申请了1项发明专利。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材料科学 1 区 TOP 期刊

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上。

辐射防护三要素包含时间防护、距离防护

和屏蔽防护三种基本措施。在条件受限情况

下，辐射工作人员必须长时间在辐射场环境工

作，因此辐射屏蔽材料成为最重要的一道核安

全屏障。核反应产生的高能中子和伽马射线穿

透性强，会对人体造成组织损伤、生殖损伤和基

因损伤，因此，如何屏蔽中子和伽马射线成为核

辐射防护的研究重点。传统的铅硼聚乙烯复合

材料被广泛应用于中子伽马混合屏蔽场合，但

铅作为一种重金属元素具有高生物毒性，对人

和环境有害。稀土元素钐（Sm）同时具有高热

中子吸收截面与高原子序数，是一种理想的中

子伽马双功能吸收剂。然而目前针对稀土元素

相关的辐射屏蔽材料研究缺乏深入的材料微结

构与复合材料性能之间关联机制的研究报道。

因此，合成具有特定微观形貌和高比表面积的

稀土填料用于中子伽马复合屏蔽材料的研发十

分必要。

本研究采用均相共沉淀法合成了一系列具

有不同比表面积和粒径分布的微米板Sm2O3填

料，XRD测试确定了合成Sm2O3填料的物相为

立方晶系、体心立方晶格，空间群为Ia3（206），

晶体学计算结果表明填料的晶粒尺寸随反应物

硝酸钐和尿素的摩尔比（R值）的减小而减小，而

填料颗粒的比表面积随R值减小而增大。合成

Sm2O3填料的N2吸附/脱附等温线符合国际纯

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分类的IV型，回

滞环为H3型，与SEM图像印证进一步确定其微

观形貌为层状堆叠带狭缝状孔隙的板状结构，

其BET比表面积可达9.12m2/g。研究发现通

过改变R值可以调控Sm2O3晶粒生长过程中奥

斯特瓦尔德熟化和取向连接生长机制之间的竞

争平衡，获得尺寸均一、高比表面积的微米板

Sm2O3填料。晶粒沿不同晶面的生长存在各向

异性，晶粒沿不同晶面生长的优先级排序为(

622 ) > ( 440 ) > ( 400 ) > ( 222 )，晶粒沿优势

晶面取向生长形成一维纳米微晶，随后相邻纳

米微晶通过直接键合和结晶进一步组装形成二

维类板结构，二维类板结构遵循奥斯特瓦尔德

熟化机制继续生长，最终形成尺寸2-3 微米的

三维微米板结构。随后制备了一系列不同比表

面积微米板Sm2O3增强含硼聚乙烯复合材料，

并研究了Sm2O3填料的微结构对于复合材料热

稳定性、力学与辐射屏蔽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尺寸均一、高比表面积的微米板

Sm2O3填料可以在基体分子链中产生更多的限

制位点以提高复合材料的热稳定性和力学性

能，且在复合材料基体中具有更佳的分散性，其

与中子和伽马光子发生相互作用的机率更大，

有利于提高复合材料的辐射屏蔽性能。辐射屏

蔽测试表明厚度为 15cm 的优选复合材料

对252Cf中子源辐照屏蔽率达98.7%，对137Cs伽

马源辐照屏蔽率达 72.1%，优于不含微米板

Sm2O3填料的对照组材料。该工作从材料学的

角度为辐射防护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新思路。

该研究得到了安徽省生态环境科研项目、

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聚变堆主机关键系

统综合研究设施和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

源研究院（安徽省能源实验室）等项目的资助。

（霍志鹏鲁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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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科技创新“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增量”
——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暨资政会发言摘登

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我省的金字招

牌，然而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上，仍

存在一些“卡点”“堵点”，主要表现在，从

管理体制机制上看，顶层统筹“待提升”；

从加强有组织科研上看，攻关合力“待加

大”；从科研成果转化上看，融合应用“待

强化”。

建议深化“有为政府”创新资源配置

机制，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

领导，尽快组建运行省委科技委员会，加

快成立省科技创新战略咨询委员会，深

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制度改革。优

化“有效市场”创新要素支撑机制，完善

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普惠性政策，

有力有序推进“揭榜挂帅”机制，健全科

技金融融合发展机制。强化“企业主体”

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以企业为主导开展

应用转化，以激发创新活力为方向加强

专利保护，以支撑产业创新为目标实施

企业引育。

省政协常委杨金龙（代表农工党安徽省委会）：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新型研发机构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发

展的重要载体。截至今年4月，全省共

有130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获得认定，

其中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11家。然而，

与建设要求和任务相比，我省新型研发

机构在布局结构、运行机制、转化效率等

方面仍面临挑战。

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围绕产业链部

署创新链，开展“一产业一图谱多清单”

研究，统筹各市新型研发机构布局建设，

强化政府服务意识。活化运行机制，采

用服务团队聘用制、服务模式个性化定

制、研发团队企业化运行、研究目标产业

化导向等模式，探索双重聘用、联合聘

用、阶段性任职等多元化引育机制。强

化产业导向，鼓励新型研发机构建立常

态化企业合作关系，支持新型研发机构

承担重大科研攻关任务，有组织突破一

批产业基础、关键和共性技术难题。打

造中试平台，加快建设专业化、特色化中

试孵化平台、概念验证中心，支持建设科

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鼓励多元主体孵

化器众创空间建设。坚持市场化方向，

聚焦我省重点产业创新领域，布局建设

企业主导的新型研发机构，探索市场化

运营新发展模式。

省政协常委沈飊（代表九三学社安徽省委会）：

打造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

场景创新架起了需求

端和供应端的桥梁，加快

场景创新对有效解决新技

术和新产品推广应用难、

应用场景碎片化等问题，

深入推动科技产业一体化

布局，实现安徽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议加强场景创新研

究，建立健全体制机制，进

一步加强场景理论研究、

体制机制研究、政策研究，

开展场景促进赛道和未来

产业研究。聚焦重点场景

策划，打造场景示范标杆，

聚焦我省重大原创科研成

果转化、重点新赛道等，挖

掘重大场景项目，定期发布优秀示范

推广产品和工艺目录，支持企业用好

首台（套）、首批次保险补偿等优惠政

策，面向设计、生产、检测、运维等环节

打造应用试验场。加快全省应用场景

一体化大市场建设，支持合肥市打造

“全域场景应用创新之城”，建设多元

场景生态。优化场景促进服务，围绕

我省产业聚集发展布局，联合产业链

领军企业，分类打造一批省级场景创

新示范区，加快全省一体化数据基础

平台建设，促进供需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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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安徽日报》）

中国科学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打造

长三角“产学研”创新

合作典范，形成新质

生产力，旗下的高新

技术企业——安徽中

科太赫兹科技有限公

司积极拓展太赫兹技

术在安检、医疗、通讯

和工业检测等领域的

应用，该公司自主研

发制造的全球首款太

赫兹激光主动成像安

检设备，成功实现人

体 成 像 安 检 以 及 毒

品、爆炸品和危险品

的同步检测，关键性

能指标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

通讯员 袁兵 摄

自主研发制造太赫兹科技装备自主研发制造太赫兹科技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