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大科技成果持续涌现

今年 6 月，我省 11 个项目荣获

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含主持完

成的4项、参与完成的7项

三大科创高地拔节起势

空地一体量子精密测量实验设施

获国家批复，首个国家量子信息未来

产业科技园启动建设。在全国首次引

入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基础研究，组建

聚变新能公司。深空探测全国重点实

验室正式获批挂牌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凸显

我省科技资源加速向企业集聚，

企业研发投入、企业研发人员、企业研

发机构、企业有效发明专利占比，均实

现了80%以上

平台能力建设不断增强

全国重点实验室总数达7家。重

塑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在全国率

先开展省级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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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产首款大型无人

运输机搭载由安徽航瑞航空动

力 装 备 有 限 公 司 研 发 的

DB442型猛雕重油航空发动

机成功首飞。此次也是该型重

油航空发动机应用首飞。

DB442 型猛雕重油航空

发动机是国内首款拥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并成功应用于民

用无人运输机的航空重油活塞

发动机。其适用范围广泛，能

够适配3吨至5吨级的固定翼

无人机，以及1.5吨至3吨级无

人直升机，拥有成熟可靠的出

色性能，同时具备成本低的显

著优势，为拓展国内航空货运

全新场景，打造低空经济智慧

物流新兴业态，提供了强大的

动力系统支撑，是我国航空领

域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据了解，搭载DB442型猛

雕重油航空发动机的该型无人

运输机，由四川腾盾科技有限

公司研发，翼展16.1米、高4.6

米，具备12立方米装载空间、2

吨级商载能力，是国内目前按

照市场需求研制的最大、全国

产化的大型无人运输机。

（安徽日报记者 阮孟玥
通讯员 谢亮）

“在公司新材料环保包装项目研发的关键时刻，获得

了‘科税贷’资金支持，大大减轻了项目研发资金压力。”8

月15日，提及近日成功申请到的300万元“科税贷”贷

款，铜陵方正塑业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万红霞难掩

喜悦之情。

“科税贷”是铜陵市税务局联合铜陵皖江农村商业银

行，针对B级以上纳税信用等级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等六类科技型企业，在

全省率先推出的一种以企业纳税申报研发费用数据和纳

税信用为主要授信依据的信贷产品。8月7日，铜陵方正

塑业科技有限公司凭借A级纳税信用等级和高新技术

企业资质，在铜陵市税务部门和铜陵皖江农村商业银行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成功获得贷款。

“我们调研发现，科技型企业虽手握研发项目、人才

专利、科技成果等要素，却常因‘轻资产、缺抵押’而难以

获得传统信贷产品的青睐。”铜陵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负

责人商志宇表示，“科税贷”聚焦企业的创新研发实力，让

银行授信不再过度依赖实物抵押品和财务报表，着力解

决科技型企业在创新研发方面现金流不足、资金周转不

畅、贷款无抵押无担保等问题，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金融支持。

同样受益于“科税贷”的还有安徽红旭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

该公司位于铜陵市狮子山高新区，是一家从事灌封

设备、电容设备以及非标自动化设备生产和研发的创新

型中小企业。2023年度，公司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

90.49万元，企业纳税信用等级为B级。作为成立才两年

的小企业，公司在创新研发过程中常面临资金瓶颈。

“当前我们正在推进一个项目的研发，‘科税贷’的

180万元贷款于8月12日及时到位，解了我们燃眉之

急。”安徽红旭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旭华表示，“科

税贷”利率低、申请方便，提交材料少，审批、放款一天之

内完成，“方便高效，还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目前，铜陵市税务部门筛选了辖区内有2年以上纳

税记录、无不良信用记录的科技型企业名单及年度企业

所得税汇算清缴研发费用相关数据，在征得企业同意的

前提下，推送给合作银行。银行则基于企业的纳税信用、

科技资质及研发投入，为企业提供最高1000万元额度、

最低3.45%利率、最长3年的贷款资金。

“‘科税贷’产品8月份刚刚上线，已经帮助2户科

技型企业获得低息贷款480万元。”商志宇表示，他们将

进一步深化与科技、银行等部门合作，在加强数据共

享、畅通审批流程、优化贷款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不

断完善“科税贷”信贷产品，帮助更多科技型企业激活

“创新因子”。 （刘洋 胡劲汉）

“科税贷”
助企添动力

大科学装置在向技

术高峰“攀登”的过程中，

不仅解决了国家原创重

大科技“卡脖子”问题，也

“沿途下蛋”。简单说，

“沿途下蛋”就是一种科

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措施，

通过企业、资本、科技的

融合，助力大科学装置诞

生科技成果，将其“孵化”

并走向市场。

国产超导质子治疗

系统便是全超导托卡马

克 核 聚 变 实 验 装 置

（EAST）下 的“ 蛋 ”之

一。近日，在合肥中科离

子医学技术装备公司，技

术团队正紧锣密鼓地为

超导质子治疗系统做临

床前的准备。

“依托EAST的超导

磁体技术、射频技术、离

子源技术等，我们自主研

发了国产超导回旋质子

治疗系统。”合肥中科离

子医学技术装备公司总经理陈永华介

绍，2016 年，他带领团队开始研制，

2020年，质子治疗核心技术部分完成。

质子治疗是精准放射治疗的抗癌利

器。陈永华介绍，传统放疗将X射线射

向肿瘤并穿透肿瘤，这一过程中不断发

生“散射”，不可避免地损害附近健康组

织，导致一定的副作用。而质子治疗通

过控制质子束的能量来调整布拉格峰在

人体内停留的位置，实现对肿瘤的“定向

爆破”和精准打击，最大限度地保护肿瘤

周围正常组织，从而提高治疗效果、降低

副作用。

“过去，这项技术基本依赖国外，设

备从国外进口，治疗费用20万元到30

万元。”陈永华告诉记者，现在我们有了

自己的超导质子治疗系统，正式投入使

用后，治疗费用有望降低约1/3。

“超导质子治疗系统是复杂的高端医

疗装备，主要由主加速器系统、能量选择

系统、束流输运系统、治疗子系统和配合

使用的其他设备组成。”陈永华介绍，团队

采用超导技术，研制的设备体积小、重量

轻、能耗低，能减少占地面积，降低建设成

本；还采用了先进笔形束扫描技术，束流

连续稳定，全周旋转机架灵活照射，精准

图像引导，利用可扩展FLASH技术，实现

短时高剂量肿瘤照射，缩短治疗周期。

2016年成立之初，中科离子只是一

个二三十人的团队，办公室三四间。如

今，中科离子已发展壮大，拥有园区67

亩，员工近200人，产品涵盖质子放射治

疗系统、核医学领域系列回旋加速器及

其成套装备、等离子体相关产品等三类

医疗器械及高端装备，能提供质子治疗

中心建设及运营全周期解决方案。

“沿途下蛋”，成果频出。基于EAST

上高精度的太赫兹激光偏振干涉仪监测

技术，研究人员成立了安徽中科太赫兹

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成功研制了主

动式太赫兹人体成像安检仪、太赫兹激

光透射成像系统、太赫兹数字CT等多款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

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强磁场科学中心，一个6米多高的稳态

强磁场实验装置产生了45.22 万高斯

（即45.22特斯拉）的稳态磁场，是目前

全球范围内可支持科学研究的最高稳态

磁场。

依托这一大科学装置，中国科学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在物理、化学、材

料、生命科学等多学科领域作出了多项

开创性研究，特别是该院刘青松团队针

对淋巴瘤、乳腺癌、胰腺癌等疾病的新药

研发取得了进展。此外，还有同步辐射

光源帮助提升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续航

力”。 （安徽日报记者 鹿嘉惠）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

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关于

安徽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坚

定不移下好创新“先手棋”，以高水平创

新型省份建设为旗帜性抓手，为全面建

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增添强劲动能。

2023年安徽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前

列，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1.2%，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提高到

49.1%，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70.3%，科技支撑产业作用明显。

重大科技成果持续涌现。今年6

月，我省11个项目荣获2023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含主持完成的4项、参与完

成的7项。其中，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刘庆峰领衔的“多语种智能语音关

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一等奖，这是我省时隔9年再次

斩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去

年，“九章三号”实现255个光子操纵，刷

新量子计算优越性世界纪录。中国科大

研究团队成功实现51个超导量子比特簇

态制备和验证，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

实验装置（EAST）实现稳态高约束模式

等离子体运行403秒，均刷新世界纪录。

三大科创高地拔节起势。空地一体

量子精密测量实验设施获国家批复，首

个国家量子信息未来产业科技园启动建

设，集聚量子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在

全国首次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基础研

究，组建聚变新能公司，开工建设紧凑型

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深空探测全

国重点实验室正式获批挂牌，承担实施

深空探测、空天信息等重大科研项目，启

动谋划深空领域国际大科学工程。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凸显。我省

科技资源加速向企业集聚，企业研发投

入、企业研发人员、企业研发机构、企业

有效发明专利占比，均实现了80%以

上。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1.9万家，居

全国第8位；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超2.7

万家，居全国第7位，较上年提升2位。

科创板上市企业达24家、独角兽（潜在）

企业32家，均居全国第6位。

平台能力建设不断增强。积极争创

国家级平台，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

新获批组建深部煤炭安全开采与环境保

护、火灾安全、电能高效高质转化3家全

国重点实验室以及2家国防科技重点实

验室，我省全国重点实验室总数达 7

家。重塑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在全

国率先开展省级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试

点，完成省重点实验室重组61家，新布

局认定省重点实验室121家；构建以企

业为主体、打通产业链创新链的服务产

业技术创新平台体系，新组建布局省产

业创新研究院等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

20家，省企业研发中心354家。依托中

国科大、安师大等单位试点建设数学、物

理等学科领域省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建

立省市招引大院大所大企联动工作机

制，联合推动21家研发机构落地。

（鹿嘉惠）

科技创新激发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