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庆市桐城经济开发区一家光电企业智能车间，技能人才正在生产线上作业，

该企业年产值超过2亿元。近年来，桐城经开区集中力量支持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

改造，促进先进设备生产应用，加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升级，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

争力。 储永志朱璇 摄

智能制造忙智能制造忙

合肥机数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化学作为基础学科，是创造新

物质、合成新材料、变革社会生活

生产方式的重要途径。化学品的

研发面临着数据量大、结构复杂、

性能多样等挑战，传统研发模式已

经难以满足其快速创新和高效应

用。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的高速发展，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

在自然科学领域初显威力。作为

AI赋能、数据驱动的新材料开发

领航者，合肥机数量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机数量子”）以“量子

化学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预测”为核心技术，以材料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双轮驱动的新材料研

发模式，为化学品研发走向精准

化、可预测、定制化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

随着化学研究的对象日益复

杂化、高维化，传统研究范式成本

高、周期跨度长的问题日益突

出。近年来，科技界逐渐意识到

数据对于学术研究和产业创新发

展的重要意义，而大数据科学与

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的手段，也在

先进材料研发中崭露头角。近

期，该企业创新研发成果成功入

选国家数据局发布的首批“数据

要素×”典型案例。“化学研究受

限于复杂体系的维度灾难和巨大

变量搜索难题，我们的平台通过

机器阅读挖掘文献数据、实验产

生数据、量子化学模拟获取计算

数据，可以形成全局最优搜索模

型，面向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

新能源等领域，提供数据平台及

定制开发服务，形成数据智能驱

动的化学研究新范式。”公司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道。

据了解，该平台整体可实现

多种不同形态的智能机器人协同

操作多种功能的智能化学工作

站，数据日产生量2G，相较于传

统实验室，整体提升实验效率超

100%，实验数据可追溯性达

100%，全局优化准确率超90%，

可应对日益复杂和深入的科学问

题，满足各种规模的研发需求。

平台将突破化学品精准智能创制

技术瓶颈，为化学品研发降本提

效，协助探索全新科研组织形态，

引领智慧创制的化学研究新范

式，引领产业创新，大幅度提升我

国高端化学品创新能力。

截至2023年底，中国化学化

工和材料相关企业已达550余万

家，市场规模约2000亿，企业增长

率达5.7%，预计2026年，中国化

学化工和材料相关单位可达620

万家，全国市场规模可达3000亿

元，目标市场的规模呈快速增长趋

势，形成千亿市场，发展空间巨

大。目前，该成果已经在20余家

高校、科研机构及行业头部企业应

用。日均完成百次以上化学实验

操作，单次可处理超2000项高通

量计算任务及1万条数据的并发

分析与聚类，将数千次实验优化过

程缩短至300次以下，并行优化参

数超传统模式2倍。

强大的研发能力背后是夯实

的人才团队基础和平台资源，机

数量子由数位国际知名的材料科

学家创立，汇聚了一批国际一流

的精英科技人才，覆盖物理、化

学、信息、电子等专业。公司面向

半导体、微电子、化学材料、医药

和临床研究、汽车制造、环境保

护、新能源开发等多个领域，致力

于解决新材料研发能力不足、材

料数据匮乏等制约产业升级的

“卡脖子”问题。目前，公司已建

成世界一流的材料数据库平台

——“机数大材库”（dcaiku)，并

开发了半导体数据库、磷矿数据

库、催化数据库、科研大模型等软

件，在量子化学计算、大数据分

析、人工智能预测的技术上达到

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公司还率

先建立了材料基因创新研究平

台，开发了国内首个实用性强的

“材料知识图谱”，在材料科学领

域内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机数量子目前拥有新材料领

域的独有数据，独享空白赛道，作

为安徽省量子技术产业集群的一

份子，下一步，机数量子将继续以

量子化学模拟和计算为突破，以材

料数据库平台为基础，以人工智能

分析为手段，积极进行自主研发，

并与国内外一流大学的相关研究

组合作，保持技术的前沿性、先进

性、全面性，致力于建立千亿级新

材料设计开发平台，成为中国人的

材料大数据出入口，助推安徽省成

为全球量子技术及产业发展的战

略高地，努力为国家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贡献机数力量！

（全媒体记者 黄文静）

最强“化学大脑”引领数字未来

构建高质量化学与材料数据库。

数字安徽06 2024年6月26日 星期三
编辑：黄佳玮 美编：小薇

﹃
东
数
西
算
﹄
新
集
群
上
线
算
力
跑
出
加
速
度

6月 14日，“东数西算”芜湖集群创新大会暨华为云华东

（芜湖）数据中心全球开服活动举行。这标志着“东数西算”工

程的重要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正式上线。该集群

将面向长三角及中部地区提供超大规模算力服务，年底前算力

将达到2万P。

算力，指处理数字信息的计算能力，是数字经济的底座。随

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全社会数据存

储、计算、传输和应用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东数西算”工程，通

过构建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一体化的新型算力网络体系，将

东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促进东

西部协同发展。

数据中心集群为何如此重要数据中心集群为何如此重要？？

此前，2022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

知，同意在京津冀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

芜湖集群等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

启动。2023年9月26日，“东数西算”工程芜湖集群首个千P级

智算中心上线运行，成为安徽省首个正式交付并投入运营的智算

中心。

6月14日，作为“东数西算”中芜湖集群首个开服的项目，华

为云华东（芜湖）数据中心定位国内百万级服务器资源中心，覆盖

华东区域及华中周边区域。

“华为云华东（芜湖）数据中心将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

不仅可以服务经济发达的华东、发展较快的中部地区，还可以辐

射全国，服务全国的企业上云。”华为公司常务董事、华为云CEO

张平安介绍。目前芜湖数据中心开服，可以和内蒙古的乌兰察布

以及贵州贵安构成AI算力“一张网”，可以随时支撑流量高地的

需求。

该中心配置了当前最先进的数据中心相关技术，借助光纤

专线，芜湖数据中心与20多个城市间的网络时延低于10毫秒，

其中与南京的时延为2.0毫秒，与合肥的时延为2.4毫秒，与苏

南城市的时延为3~5毫秒，与上海的时延为5.6毫秒……可满

足对时延要求非常高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推理、电商、游戏等业

务的需求。

同时，为满足超大规模算力需求，芜湖数据中心通过分布式

擎天架构实现CPU、NPU、GPU、内存等多样资源统一抽象、池

化，从单体算力架构演进到矩阵算力架构，使算力提升50倍。

如何吸引更多产业项目如何吸引更多产业项目？？

让算力更好地转化为生产力，离不开“算力+”。华为云华东

（芜湖）数据中心将进一步补强东中部AI基础设施，作为芜湖集

群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节点，它也成为吸引更多专家、企业家

和投资者与安徽深入合作，把更多“算力+”的研发项目、产业项

目布局我省的一个契机。

适度超前布局建设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是支撑我省通用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构筑区域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举措。我省按照构建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协同创新体系的要求，统筹智能算力规划布

局，优化智能算力供给结构，推动全省智能算力基础设施集约化、

规模化、绿色化发展。同时，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撬

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芜湖智算集群、公共智算中心，构建新

型智算网络体系，搭建智能算力调度平台，夯实智能算力底座，加

快实现“算力一网化、统筹一体化、调度一站式”。

算力发展是一个融合创新的过程，我省作为连接长三角与中

部地区的重要纽带，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院所和合肥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优势，在算力发展方面已形成良好基础。

今年5月，长三角枢纽芜湖集群算力公共服务平台上线，该

平台不仅承担我省算力统筹调度平台职能，也成为了全国首个通

算、智算、超算、量算“四算合一”的统筹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

接入移动云、联通云、华为云等多处算力资源，与沪苏浙地区相关

平台实现互联互通。

为什么选择芜湖为什么选择芜湖？？

近年来，芜湖集群围绕更好服务长三角及全国数字经济发展

需要，承接长三角中心城市实时性算力需求，引导温冷业务向西

部迁移，努力构建长三角地区算力资源“一体协同、辐射全域”的

发展格局。

芜湖通江达海、要素充足。作为安徽省域副中心城市，芜湖

工业门类齐全，制造业基础雄厚。打开地图可以看到，芜湖作为

长三角中心区城市，处于长三角和中部地区的交汇枢纽位置，区

位优势显著。

芜湖的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围绕算力服务及调度、数据

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领域，芜湖将携手目前正在建设中的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集群，打造长三角合作样板，共同服务区域

内算力需求，探索数据要素在枢纽内高效流动，高质量推进长三

角枢纽节点建设。“芜湖将不断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

系‘两大基础’，探索建设数据要素创新示范区，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的科技创新体系，不断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

数字化变革催生发展新动能。”芜湖市委副书记张东表示。

同时，芜湖也将聚力打造区域算力核心节点，充分发挥芜湖

集群起步区的区位优势，建立芜湖集群起步区与长三角枢纽节点

跨区域算力协同机制，支持芜湖集群起步区算力企业强化与长三

角地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企业的合作，协同拓展承接长三

角地区外溢的算力需求。 （安徽日报记者 阮孟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