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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得像人的机器人，能为老人当“机器保

姆”，能在灾害发生时当“救生员”，这些在科幻

电影里的场景，未来有望变成现实。近日，从

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传来消息，安徽省

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获批。该中心将围

绕工业生产、高危作业、医疗养老、文化教育、

安防巡逻、灾害救援等重点领域需求，打造国

内首创、世界领先的人形机器人研究基地。

安徽省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由江淮

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牵头，联合中国科大先

研院、合肥工业大学、科大讯飞、蔚来汽车科技

（安徽）有限公司等13家单位，建设集研究、设

计、评估与市场一体化的产业创新平台。

该创新中心针对人形机器人多模态感官感知

融合、驱动控制技术难题，重点突破一体化关节模

组研制、强健肢体技术、智慧大脑技术、敏捷小脑技

术等关键技术。在此基础上，汇聚安徽省人形机器

人优势平台力量，建设人形机器人系统集成中心、

综合测评中心、产业应用中心以及芜湖产业分中

心，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化全链条发展模式，

推动人形机器人的全流程自主研发与批量生产。

作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重要平

台，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依托清华大学

智能机器人团队建立人形机器人研究中心，研

究团队总人数超100人，已搭建人形机器人核

心关键技术全链条研发体系，自主研发的“启

江一号”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最后的联调联

试。 （王弘毅 孙一蕾）

安徽省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获批

量子科技近年来发展突飞猛进，成为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加快发

展量子科技，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战略价值。

在我国，量子信息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和发展

未来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党和国家的高

度重视和前瞻布局。目前，以量子信息科学为

代表的量子科技，可以在保障信息安全（量子

通信）、提高运算速度（量子计算）、提升测量精

度（量子精密测量）等方面突破经典技术的瓶

颈。如何面向市场需求研发新技术、新产品，

不断推动市场应用，促进量子领域的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是中国量子信息研究

和产业发展亟需回答的问题，也是科大国盾量

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盾量子”）

集中精力攻关的主要工作。

聚势攻关核心技术

21世纪初，全球量子科技研究方兴未艾，

国内对这一新技术的认知极为有限，但欧洲

已有学者、企业开始探索量子信息技术的实

际应用，最先受到关注的就是量子保密通信

技术。2009年，在国家鼓励“科技成果转化”

的号召下，一支来自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

家研究中心的科研团队做出决定：搭建中国

的量子信息“产学研用”创新平台，不光要以

科研带动产业，还要用量子信息技术服务国

家和社会的信息安全，并以产业促进科研，保

持和扩大中国在量子信息研究领域的局部领

先优势。

最早，国盾量子的创业团队只有十几个

人，就这样，在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留学人员

创业园”的一间小小办公室里，诞生了国内第

一家量子技术产业化公司，从此开启中国探索

量子科技产业化的道路。

得益于我国在量子科技发展方面前瞻性

的布局，以及省市政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

提供的政策、技术、人才支持，站在巨人肩膀上

的国盾量子参与了也促进了中国量子信息产

业的成长。2010年，国盾参与建设全球首个规

模化量子通信网络“合肥城域量子通信试验示

范网”；2013年开始为世界首条千公里级别量

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提供量子产品和技术

服务；2015年，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及更名，经

营范围增加了“量子计算及通用量子技术开

发”等；2020年登陆科创板，成为“量子科技第

一股”。

聚力筑牢创新根基

资本市场给了国盾量子进一步发挥创新

主体作用的历史机遇。2021年，作为联合研究

团队中唯一的企业主体，国盾量子为“祖冲之

二号”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实验提供了室温电

子学系统搭建和维护等方面支持；2022年，国

盾量子和中国电信合作建设全国规模最大、覆

盖最广、应用最多的量子城域网——

“合肥量子城域网”；同年，参与世界首

颗量子微纳卫星的地面应用系统、微纳

卫星地面站研制；2023年，国盾量子推出了“祖

冲之二号”同等规模的量子计算机，并接入云

平台，面向全社会开放。公司在量子测量领域

也实现了新突破。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

大需求，国盾量子以高水平研发团队和先进研

发平台为基础开展持续攻关，曾先后承担科技

部863计划、多个省市自主创新专项、省市科技

重大专项等项目，并在一些“卡脖子”的关键元

器件、核心零部件上实现了自主可控。截至

2023年3月底，公司拥有国内外授权专利500

余项，根据德温特国际权威专利数据库的数

据，公司在量子通信相关领域的同族专利数量

位居全球第一。公司在相关标准制定方面发

挥“中国力量”，主导/参与100余项国内外标准

研制工作。

目前，国盾量子正在推进向中国电信全资

子公司中电信量子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事

项，推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战略新兴业务

与中国电信基础业务全面深度融合，加快量子

科技产业规模推广，构筑发展新动能。国盾量

子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公司也将携手各界

合作伙伴，共建“量子+”“+量子”产业繁荣生

态。 (全媒体记者 黄文静）

蓄未来之势 逐梦量子科技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话新质生产力】

选择好出发地和目的地，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一键起飞；仿生机器人

能歌善舞，还能完成特殊地形探索、救援、高危作业……在2024世界智能

产业博览会现场，众多全球智能科技领域最新成果表明，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正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是打造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发展人工智能要以产业应用为目标，要在促进产业跨

界融合与转型升级上出实招。

在技术攻关上出实招，努力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与赶超。当前，

我国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方面与国际最高水平仍有差距，要加大对AI大模

型底座、算力软硬件等核心技术方面的持续投入，布局战略性、前瞻性的人

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要加强研发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开展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缩小与世界最高水平之间的差距，力争在细分领域

与垂类应用实现赶超。

在“AI+行业应用”上出实招，为千行百业的转型升级与整体跃升提供

技术赋能。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坚持以赋能实体经济、支撑社会发展为战

略主线，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色的研发体系和应用生态。应进一步发挥我国

产业链完善、需求规模大、产业配套全和应用场景多的优势，推动人工智能

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形成完善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为经济社会各

领域的智能化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

在人才培养上出实招，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打牢坚实人才基础。人才

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没有源源不断高质量人才队伍的支撑，

发展人工智能就流于空谈。一方面，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让拔尖人才不

断涌现，大力培养有学科知识储备、熟悉产业运营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另一

方面，要秉持开放合作的精神，产学研携手，实现共赢。

推动“人工智能+”向纵深推进，我们必须做实事、亮实招、下实功，方

能在AI浪潮中成为真正的“弄潮儿”。 （吴黎明 尹思源）

人工智能要在
赋能实体经济上出实招

6月29日，在淮北市濉溪县经济开发区一家生产企业，工人冒着高温正在生产铝合金建筑型材及工业用型材。近

年来，濉溪县经济开发区紧盯市场变化，积极优化铝基新材料产业结构，瞄准高性能铝合金加工，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

级，着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引进高端铝加工龙头企业，发展形成原材料供应链、铝板带箔产业链、铝加工件产业链等相对

完整的百亿级制造产业集群。 李鑫李莹 摄

传统铝产业迈入新传统铝产业迈入新““铝铝””程程

国盾量子稀释制冷机交付客户使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