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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7月1日从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获悉，该校马骋教授开发

了一种用于全固态电池的新型

硫化物固态电解质，不仅可以展

示硫化物固态电解质固有优势，

还具有其它硫化物固态电解质

无法达到的、适合商业化的低廉

成本。6月30日，该成果发表在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德国应用化

学》上。

全固态电池有望克服锂离子

电池难以兼顾续航和安全性的瓶

颈，从而突破目前电池技术的玻

璃天花板。固态电解质是成功构

筑全固态电池的关键。在氧化

物、硫化物、卤化物这三类固态电

解质中，性能优异的硫化物被普

遍认为最有希望实现全固态电池

的实际应用。日本丰田、韩国三

星等知名企业，都在过去的十几

年内对此类材料进行了大量的研

发投入。但是，硫化物固态电解

质的成本普遍超过195美元每公

斤，远高于实现商业化所需要的

50美元每公斤。这一问题的根

源，在于硫化物固态电解质的合

成需要使用大量昂贵的硫化锂。

在此次研究中，马骋开发了

一种不以硫化锂作为原料的硫化

物固态电解质——氧硫化磷锂。

这种固态电解质以成本低廉的水

合氢氧化锂和硫化磷作为原材料

合成，因此其原材料成本仅14.42

美元每公斤，不到其它硫化物固

态电解质原材料成本的8%。同

时，氧硫化磷锂也保留了硫化物

固态电解质的独特优势：兼具极

低的密度，且具有良好的负极相

容性，这在氧化物和卤化物固态

电解质中都无法同时实现。

（安徽日报记者 陈婉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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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粒创新种子，如何从创新之花，结出

产业之果，构筑起巍峨壮观的创新森林，在这

里可以找到答案。

清晰的科创孵化路子，精准的科创模式，

开园4年以来，由省投资集团和合肥高新区联

合打造的中安创谷科技园，已入驻760余家企

业、基金规模2300多亿元和近万名创新创业

人员，资本、产业、人才、技术等各类创新要素

汇聚，创新生态活力迸发。

链式服务 厚植创新沃土
足不出户就能游览重庆市的大足石刻景

区；站在屏幕前轻松克隆一个数字人分身

……走进位于合肥中安创谷科技园的安徽海

马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马云科

技”），关于元宇宙的设想，在这里都能进行沉

浸式体验。

“团队开发了世界文化遗产主题元宇宙产

品《云游·大足石刻》，项目基于毫米级的高精

度数字孪生建模和实时云渲染技术，不仅精确

复刻出景区内每一尊雕像、景观，还能为用户

提供8K影视级的视觉呈现和自由开放的探索

路线。”海马云科技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温

健说，在云端数字世界中，体验者可以身着古

香古色的虚拟服饰，在专业导览的陪伴下，深

入探访大足石刻博物馆，也能通过手指操控，

将季节从春天变化为深冬，拥有大足石刻不同

季节的视觉体验。

海马云科技拥有国内领先的实时云渲染

技术，聚焦元宇宙及AI核心场景所需的实时

高性能加速计算平台能力，构建了基于边缘架

构的实时云渲染计算服务平台，赋能游戏、社

交、文旅、电商等行业。

海马云科技起步于北京，去年将总部搬迁

到合肥，并落户“科大硅谷”核心区中安创谷科

技园。

“决定从北京搬迁到合肥是看中了这里的

科创环境，落地之后，更真切感受到合肥对创

新的重视。”温健感慨，“中安创谷对企业的服

务非常全面，落地不久就获得了省投资集团旗

下铁路基金领投，合肥市和合肥高新区基金参

与的一轮融资支持，中安创谷还经常举办科创

服务活动，为企业间合作架起桥梁。”

中安创谷科技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服

务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所需，园

区构建了“一站式”“全周期”“全要素”科创服

务平台。建立包含融资、人才、产业等七大服

务平台的科创孵化服务体系，设立科创服务中

心，专业化、体系化为入园企业服务。

统计显示，仅今年上半年，中安创谷共举

办32场科创服务活动，服务企业800余家，解

决企业需求257个。

金融活水 激活创新动能
在影像需求日益强劲的今天，图像传感器

作为重要元器件也备受关注。

图像传感器是利用感光单元阵列和辅助

控制电路将光学信号转变为电学信号的一种

传感器，在视觉系统中扮演“视网膜+视神经”

角色，当下主流的图像传感器可分为CCD和

CMOS两类。

位于中安创谷科技园的合肥海图微电

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性能CMOS

图像传感器研发、设计和销售的半导体科技

企业。

“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像素IP、大面阵驱

动等技术，实现产品高全幅帧率与高分辨率，

覆盖可见、红外、紫外以及X光等光领域。”该

公司总经理助理陶凯介绍，公司做芯片研发多

年，最初团队仅6人，现在已经逐步成长壮大，

其中离不开园区千方百计支持企业发展。

陶凯说：“今年，公司还获得了省投资集团

旗下高新投公司、中安创谷公司和创投公司联

合设立的专注于园区企业孵化的科创基金

2000万元，这为企业增添了强劲的发展动

力。”

凭借领先的技术，宽松的创新环境，海图

微电子研发的产品已运用于工业检测、智能交

通、机器视觉等领域，企业也顺利成长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潜在独

角兽企业。

这家企业是中安创谷用金融助力创新发

展的缩影。近年来，中安创谷充分发挥“金融

活水”作用，以省投资集团省级股权基金带动，

广泛链接全生命周期产业基金集群，深度服务

创新创业，常态化举办创谷汇、科大硅谷“创投

汇”、跨境项目路演等各类项目资本对接品牌

活动430余场，已促成337个项目融资97.84

亿元，仅今年上半年就帮助了24家园区企业

获得融资。

植树成林 创新生态蓬勃
“量子”已经成为安徽一张重要的名片，合

肥也成为量子圈里备受关注的城市。

围绕量子产业、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中安创谷以打造科创产业生态

的理念，充分发挥合肥科技创新优势，大力开

展产业招引和培育工作。

在“科大硅谷”核心区，本源量子、国仪量

子、中电信量子等一系列量子科技先锋企业相

继落子，新的量子企业也在不断孕育……

成立于2022年的合肥幺正量子科技有限

公司，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批知识产权赋权

转让企业，落地于中安创谷科技园。

“公司核心产品为‘高通光离子阱量子计

算系统’，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当前国

际上最强的通光性能，可以实现量子比特的高

精度操作及高保真度读出。”合肥幺正量子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洋介绍，研发的产品既

能为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提供量子线路编

译及算法真机验证，也可与超级计算机融合，

应用于生物医药、新材料、密码破译、大模型以

及装备仿真等领域。

“落地在园区，是看中这里浓厚的科创氛

围，有利于初创企业招揽人才和科技创新，有

助于科技型企业的快速发展。”张洋说，有了园

区的牵线搭桥，公司已入库合肥量子重点产业

链并加入了多个量子产业联盟，成为合肥量子

生态圈的一员。这将加强公司与其他量子成

员单位的交流，密切产业链条上的企业合作。

张洋介绍，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吸纳高端人才，升级集成度更高、比特保

真度更高的量子计算系统，积极探索开发符

合市场和用户需求的场景应用，推动量子产

品的落地。

目前，中安创谷科技园已聚集企业761

家，其中上市公司总部2家、上市公司子公司

30家，雏鹰、瞪羚、独角兽等各类高成长企业

115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16家，产业生态

活力十足。

“2022年，中安创谷科技园被纳入‘科大

硅谷’核心区，成为安徽科创平台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省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省投资集团将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引领作

用，通过“基金+基地”协同发展打造科创孵化

服务体系，聚焦科技创新进一步加大投资和

“双招双引”，助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深度融合，有效助力新质生产力在“科大硅谷”

加速发展。

（安徽日报记者 鹿嘉惠）

精心呵护，让创新种子落地成林

中安创谷科技园以“基地+基金+科创服务”的模式，构建科创孵化服务体系——

近日，由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参股建

设的江苏滨海LNG接收站项目——6座

27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全部建设完

工，标志着我国规模最大的液化天然气

储备基地全面建成。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与中海石油气

电集团合资成立中海油江苏天然气有

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建设江苏滨海

LNG接收站项目。其中，淮河能源控

股集团出资5.8亿元、持股24%。该项

目位于江苏省盐城市，是国家天然气

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及互联互通重点规

划项目，与西气东输、中俄东线、苏皖

管线等国家主干管网互联互通，投用

后将为我省提供沿海稳定气源，对于

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助推能源低碳转

型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滨海LNG接收站项目是我国

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单罐容量最大的液

化天然气储罐群，包括4座22万立方米、

6座27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全部

投产后，液化天然气年处理能力可达600

万吨，相当于气态天然气85亿立方米。

此次全面建设完工的6座27万立方米储

罐为全球首次建设，项目国产化率达

98.3%，12项技术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去年，该项目外输

天然气284万吨，是我国唯一一座投产

即达产、盈利的LNG接收站。

（安徽日报记者 柏松 通讯员 朱建华）

我国最大液化天然气储备基地建成
由皖企参股建设，将为我省提供沿海稳定气源

6 月 27 日，位于

凤台县凤凰湖新区中

环低碳（安徽）新能源

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凤

台光伏产业基地自动

化生产线上，工人们

忙着赶制晶硅光伏产

品。该项目是凤台县

引进的重点先进光伏

产业项目。近年来，

凤台县围绕新能源汽

车、锂电池、太阳能电

池等“新三样”加快产

业布局，坚持招大育

强，带动了大量产业

链配套企业升级发

展，实现聚链成群、集

群成势。

通讯员 李巧玲 摄

“新三样”助力经济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