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望取代两轮电动车用铅酸电池

7月6日，记者从安徽国芯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近日该公司与武

汉理工大学材料复合新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首席教授、武汉理工大学副校

长麦立强教授团队通过产学研合作，

基于该团队发明的电子/离子双连续输

运储能材料与器件多尺度调控技术，

成功研发全球首款可商用的钾离子电

池产品。

在国芯储能材料前沿技术研究

院，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最新研制

的全球首款两轮电动车用钾离子电

池组和钾离子储能系统“钾能壹

号”。“经湖北省蓄电池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认证，这款两轮电动车用钾

离子电池电芯能量密度为 151Wh/

kg；在充满电的情况下，可续航130

公里到 150公里。”武汉理工大学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国芯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选朋告诉记

者，这一续航里程较目前普遍使用的

铅酸电池提高3倍左右，而两者生产

成本基本相当，未来有望逐步取代两

轮电动车用铅酸电池。

据介绍，钾离子电池与铅酸蓄电

池相比，具有能量密度高、能量效率高

和循环寿命长等优势。此外，由于钾

离子电池使用的化学成分大多数是无

毒、可重复利用的，因此退役后再生循

环对环境的污染也更低。“目前，我们

研制的小型钾离子储能系统，已在华

能嘉峪关光伏实证基地等多个项目中

开展示范应用，钾离子电池组也在雅

迪和绿佳两款电动自行车上开展了路

试评测，当前用户反馈数据均较良

好。”安徽国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秦光告诉记者，预计今年年底即

可实现钾离子电池关键电极材料、电

芯与储能系统的量产。

（安徽日报记者 汪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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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从0到1”代表着科技创新的原

始突破，那成果转化进入市场就是“从1到无

穷”的路径演进。破解科技成果转化“不想

转、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难题，近年来，我

省实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加速创新成

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科技发明从“书架”

走向“货架”。

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魏宇学是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受益者之一。“传统

的材料研发模式主要依赖‘反复试验’或偶然

性的直觉发现，研发过程较长，加上化学的复

杂性以及不同成分组合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

大，这种试错的方法变得不实用，无法满足市

场需求。”魏宇学介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团

队从2005年开始相关研究，并于2016年开

展并行合成与高通量表征装置的研制，成功

取得突破。

2023年，魏宇学、孙松科研团队向所在

学校申请科技成果赋权，相关成果经第三方

资产评估公司评估总价值为人民币500万

元，拟按照评估价格增资入股合肥垒行科技

有限公司。

作为安徽首批赋权改革试点单位，安徽

大学自2022年开始进行职务科技成果赋权

改革。该校成果转化科科长陈宜介绍，赋权

改革后，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积极性明显提

高。成果落地转化为企业的项目，2021年仅

有2项，2023年则有7项。转化金额上，从

2021年的1000万元，增长到2023年的4400

万元。

自2022年，我省开始在省属高校开展职

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2023年，试点单

位扩展到106家，成果转化打开新局面。据

悉，这项改革改变传统赋权改革模式，采取

“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新模式，以技术转让

方式让渡学校留存的所有权份额，科研人员

获得全部所有权后可自主转化。

“赋权改革激发了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

热情，消除了科研人员开展科技成果转化顾

虑。”魏宇学感慨。

推动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需

要打通转化路上的“堵点”“卡点”。

记者了解到，为破解科研人员“不敢转”

难题，我省推行成果单列管理。科技成果作

为高校、科研院所的国有无形资产，其记账、

资产价值确认一直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一

个理不清也绕不开的问题。此次改革，在科

技成果不能退出国有资产管理清单的前提

下，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将职务科技成果

区别一般国有资产管理，充分给予试点单位

成果处置权。

为破解科研人员“不会转”难题，我省

建立全流程服务保障体系。改革试点单位

均由“一把手”牵头实施，强化财务、审计等

部门协同。各市成立专班，主动为赋权成

果落地提供场地、融资等全链条服务。连

续举办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推介

会、方案编制推进会、实务培训会，指导试

点单位“怎么干”“干什么”，提升赋权改革

人员的专业能力。

此外，针对科技成果转化决策担责问

题，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制度，消

除科研人员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的顾虑。

列出试点单位和科研人员担心成果转化

问责的八条情形，对不违背科学伦理和职

业道德、无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未造成严

重不良社会影响的，不予追究相关人员管

理失误责任，让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真正

卸下包袱。

“团队的成果转化很顺畅，学校给予了全

方位、全流程的支持和帮助！”魏宇学介绍，学

校联合有关单位为团队成果制订了系列转化

方案，并根据项目需求对接了投资机构和园

区基地，解决转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资金、场

地等问题。

像这样的成果转化例子，在安徽还有很

多。截至5月底，全省累计赋权科技成果609

项，成立（或入股）合肥中科采象、合肥幺正量

子、合肥知冷等79家科技型企业。

（安徽日报记者 鹿嘉惠）

加速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我省实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

7 月 4 日，安徽省

合肥市新站高新区少

荃湖公园，一款无人驾

驶清扫车正式投入运

营。该无人驾驶清扫

车设置高精度定位导

航系统和动态环境感

知技术，可自动识别障

碍物，借助其小巧、灵

敏、智慧等特点，作业

效率可达每小时 7000

平方米，可有效清扫各

种路面垃圾及各种固

体颗粒物灰尘，智慧化

作业减轻了环卫工人

劳动强度，提升了清扫

保洁效率。

通讯员 张敏 摄

无人驾驶清扫车亮相公园无人驾驶清扫车亮相公园
“第一次拿回卫星载荷研制责任状

时，大伙儿心里都没底。”中科院合肥物

质科研院安光所光学遥感中心副研究

员骆冬根笑着说，“短短几年，已有17

套我们团队研制的载荷遨游在太空

中。”是科技体制改革给骆冬根和团队

托了底。

2018年，“交叉科研楼”在安徽合肥

西郊的科学岛上落成，不同形状、颜色的

外立面，犹如积木一般拼在一起。亦如

在这里进行的改革实践，让科研工作者

“混搭”，让科学研究实现“跨界”。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研院院长刘建国

告诉记者，科学岛重构科研体系，将10

个科研单元整合为7个，依托交叉科研

楼，开展跨所、跨设施、跨学科的建制化

攻关。

骆冬根和同事们在这栋楼里成立了

建制化团队，50多位不同学科背景的小

伙伴聚到了一起。

火箭升空过程中震动大，如何保证

仪器“纹丝不动”，力学专家支招；到了外

太空，温度变化、辐射影响、杂光干扰，仪

器如何正常工作，光学专家有了用武之

地；距离遥远，仪器如何能自主完成观测

流程，电子学专业团队大展拳脚……

“松散的科研力量、重复的科研目标

在一栋楼里被整合，解决了我们的后顾

之忧，让我们心无旁骛地给星星‘点

睛’。”骆冬根感慨，他们有院长基金等专

项经费支持，科研经费使用灵活，还被鼓

励与企业创新合作，与多家大学和科研

院所合作成立联合实验室和转化中心，

同时，持续引进多学科优秀科学家，加强

高层次人才互动。“短短几年，我们团队

规模扩增近一倍。”

一栋楼一座岛，一隅印证全貌。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突飞猛进，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开展有组织科研，成为科技体制改革

的应有之义。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

系、健全科技项目管理等配套政策制度、

开展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试点、创立

“科大硅谷”等创新平台……安徽科技体

制改革应时代之需，全面发力、多点突

破、纵深发展，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大科

学装置与企业协同创新，构建“政产学研

金服用”融合贯通的创新生态。

从农村改革发源地到如今科技改革

的策源地之一，安徽实现创新驱动新跨

越。数据显示，2023年，安徽区域创新

能力保持全国第7位，连续12年稳居全

国第一方阵。 （陈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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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食药用菌新质生产力成

果转化交流会在长丰县举行。四位中

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

李玉、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沈阳

农业大学教授李天来、浙江大学教授喻

景权等农业领域院士及食药用菌领域

专家学者，齐聚宇桥生态科技园合肥菌

物谷创新研究院，共同为中国菌物科技

院士协同创新中心揭牌。该中心揭牌

将进一步夯实长丰县科技强农举措，力

促合肥“种业之都”建设提速。

近年来，长丰县依托合肥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的科技优势，坚持科技兴

农、产业兴农，用工业化、市场化思维推

动农业现代化，以全产业链推进种业振

兴。去年3月，长丰县人民政府与吉林

农业大学共同创建合肥菌物谷创新研

究院。研究院包括菌物资源“一馆五

库”、菌物创新研发中心和院士协同创新

中心三部分，作为综合科研平台，将围绕

菌物资源利用的全产业链条，构建核心

关键技术体系，引领科研成果转化。

目前，长丰县正积极构建“中国菌

物谷、智慧农业谷、产业孵化中试城、智

能育种加速器、合成生物创新中心”五

大平台，充分嫁接高校、技术、人才“三

要素”，实现科技成果“三就地”。

（安徽日报记者 许根宏 通讯员
何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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