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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新质生产力】

隔夜菜能不能吃是困扰许多市民的日常

问题。在合肥，有一项新技术可以“回答”这个

问题——用一只手套就能快速检测家中食物

的新鲜程度。

最近，合肥科学岛上的科研人员们研究出

了荧光可视化快检技术，根据浓度而变化的颜

色，快速检测出亚硝酸盐的含量。这一技术正

在申请国家专利，可在农业、环境、食品等多个

领域检测中发挥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创

新技术有望很快走进百姓生活。

创新技术让亚硝酸盐“看得见”

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有吃不完的饭菜，不

少市民选择将剩饭菜放进冰箱，第二天再食

用。但剩饭菜中会潜藏亚硝酸盐等影响人体

健康的物质，如果人们长期食用会有致癌的

可能。

然而想要检测出食物中亚硝酸盐等物质

的含量，需要去专业的检测机构，不仅费时，费

用还不低。是否有种方法能让老百姓在家中

就可自行检测？10月10日，笔者从中国科学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获悉，

该所的蒋长龙、杨亮、李凌飞等研究员近日成

功开发出了针对亚硝酸盐荧光可视化快检的

技术，在实时同步可视化检测亚硝酸盐方面取

得了新进展，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危害物

材料》期刊上。

在实验室内，只见李凌飞将特制的溶液涂

抹在手套上，然后触碰猪肉，如此“一蘸一按”，

几秒钟便完成了猪肉亚硝酸盐的检测。

通过紫外光照射手套，李凌飞示意笔者仔

细查看手套上的颜色。“你能看到在紫外光的

照射下，手套上的溶液呈红色，说明这块猪肉

的亚硝酸盐含量较低。如果想要得到具体的

浓度数值，通过和我们搭建的数据库结合，就

能将颜色精确转换成浓度数值，整个流程仅需

不到十分钟。”

其实在食品分析领域中，荧光可视化快检

技术已被广泛应用。那么这项诞生于合肥科

学岛的技术，又有何创新之处呢？

李凌飞解释，现在常见的荧光可视化快检

技术多是单色荧光，即检测到目标物，就会发

光。虽然操作简便，但易受外界干扰，无法检

测出目标物的准确含量。

而他们的技术实现了比率荧光，不仅操作

简单、具备固有的自校准特性，可以抵消外部

因素引起的误差，最重要的是，能够根据目标

物的含量多少进行变色。

比如他们研发的荧光可视化快检技术，就

可以根据亚硝酸盐的含量自行变色，从红色到

紫色再到蓝色，颜色不一、深浅不一，代表着亚

硝酸盐含量的增加。为让使用者明显看到检

测试剂的颜色变化，他们还开发了一种新型的

双发射比率荧光材料。这种材料在接触亚硝

酸盐后，会产生肉眼可见的光学颜色变化，具

有出色的抗光漂白性。

新型材料由柠檬叶、鸡蛋清制成

该课题负责人蒋长龙告诉记者，这一技术

的研发始于2013年左右，当时团队聚焦爆炸物

的快速、可视化检测。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

他们逐渐摸索出可视化变色的荧光快检方

法。“这一技术应用场景很广，在农业、环境、食

品等多个领域都可以使用。”

蒋长龙表示，通过定制化开发，这一荧光

可视化快检技术不仅仅可以用于亚硝酸盐的

检测，还能够应用于更多物质的检测，比如农

产品中的农药残留、环境检测中的重金属元

素、人体汗液尿液中的抗生素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让荧光可视化快检技术

应用于食品检测，科研人员们创新了探针的设

计，使用柠檬叶、鸡蛋清等绿色无害的材料制

作探针。

据介绍，传统的荧光可视化快检技术的探

针，多使用重金属等材料，而蒋长龙带领团队

设计的探针，使用的均是生物材料，如柠檬叶、

金纳米材料、鸡蛋清等，对人体无毒无害。

目前，他们制备出的“针对亚硝酸盐荧光

可视化快检的技术”正在申请国家专利，有望

落地产业化。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老百姓在超市里就

能买到我们落地转化的科技产品。借助一张

试纸、一只手套等，就能快速检测出食品中亚

硝酸盐等物质的含量是否超标。”蒋长龙表示，

相较于专业机构检测，这一检测技术的成本也

极低，老百姓花费几元钱就能实现快速、精准

检测。

（刘小容）

食物新鲜程度如何一“摸”便知

随着显示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需

求的日益增长，显示产业正经历着从量变

到质变的重要转型期。合肥维信诺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信诺）凭借其前瞻

性的战略布局和技术积累，在推动显示产

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量变到质变
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维信诺不仅在产线产能上实

现了显著增长，更重要的是在产品质量和

技术含量上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据公

司公共事务总监高远峰介绍，公司近几年

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成功将

一系列前沿显示技术推向市场，包括环绕

屏、折叠屏和最新的卷曲屏技术，这些创

新不仅丰富了产品形态，也提升了用户体

验，为显示产业带来了质的变化。

特别是在AMOLED领域，维信诺自

主研发的 ViP 技术（Visionox intelli-

gent Pixelization）代表了显示技术的新

高度。除了技术上的突破，维信诺还积极

优化供应链管理和促进原材料国产化，有

效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整体产业链的

竞争力。维信诺在推动产业升级转型方

面的贡献表明，只有不断创新并注重质量

提升，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

出，引领显示产业向着更加高质量的方向

前进。

从环绕到卷曲
产品形态再进化

自2020年8月以来，维信诺在产品形

态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从当时的环绕屏

技术，到现在大批量应用的折叠屏和卷曲

屏技术，维信诺一直在引领着显示技术的

发展潮流。

在当年，环绕屏这种技术打破了传统

手机屏幕的局限，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全新

的交互界面。通过环绕屏设计，手机可以

实现无边框显示，为用户带来沉浸式的视

觉体验。折叠屏在近些年进入大众的视

野，维信诺成功地将折叠屏技术商业化，

为众多旗舰可折叠手机品牌助力，向消费

者提供了更为便携且功能强大的移动设

备。这些设备不仅具有出色的耐用性，还

具备极高的灵活性。

目前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是AMOLED

的卷曲应用形态，维信诺让屏幕能够像纸

张一样卷曲，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的携带和

使用，同时保持了大屏幕的视觉效果。这

一技术的应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不仅限

于智能手机，还包括可穿戴设备和其他便

携式电子产品。

从建设到量产
产品大规模出货

维信诺在显示技术领域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目前产品

已经进入了大规模量产阶段，

出货量稳居全球前三。V3产线在2020年

12月完成点亮，M3产线也在去年12月点

亮，这得益于维信诺在研发、生产、供应链

管理等方面的不懈努力。通过优化生产

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维信诺

成功地将一系列创新技术转化为实际产

品，满足了市场的需求。

维信诺在供货方面建立了强大的供

应链体系，确保了产品能够稳定地供应给

各大品牌商，目前已经与多家知名手机品

牌如荣耀、vivo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开

始向汽车品牌红旗供应显示产品。这不

仅反映了维信诺产品的卓越品质，也体现

了他们在显示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从跟随到根本
自主研发工艺路线

四年来，维信诺在工艺路线和产品技

术方面不断创新，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

们持续投入研发资源，不断探索新技术、

新材料的应用，力求在显示技术领域保持

领先地位。2023年5月9日，合肥维信诺

公司在全球首次发布了无金属掩膜版

RGB 自对位像素化技术——维信诺智能

像素化技术（Visionox intelligentPix-

elization），简称“ViP 技术”，打通了全流

程工艺，首片模组成功点亮，完成了向大

规模量产的关键一跃。依托该工艺，合肥

市与维信诺正在合力推动建设8.6代柔性

AMOLED生产线。2024年7月30日，中

建一局承建的合肥维信诺第6代（AMO-

LED）模组生产线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

收。作为安徽省首条全柔AMOLED模组

生产线，该项目是维信诺新型显示产业化

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合肥全面

深化新型显示产业布局的重要落子，为合

肥新型显示产业注入新动能，加速城市创

新能级提升。

维信诺在过去几年里经历了快速的

成长和发展，不仅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而且在量产、产品形态、供货

以及工艺路线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突

破。维信诺表示，面向未来，公司将以自

主创新和协同创新并行，面向国家和产业

发展需求，进一步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加

速创新技术产业化进程，助推新型显示产

业高质量发展。 （全媒体记者 韩如意）

合肥科学岛团队研发新型快检技术,有望走进百姓生活

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3.5亩的土地，能否创造出上百亩土地的

经济效益？在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陶楼镇

“光伏+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一个科技

大棚给出了答案。

顶棚安装的光伏板源源不断地提供电

能，集装箱上放置的盆栽辣椒长势喜人，箱中

鲟鱼、鲫鱼等游来游去。“能源综合利用，既能

生成清洁电力，还能产生更多经济效益。”安

徽皖丰长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学锁

算了笔账，“光伏发电，一年收入15万元，农

业种养，光鲫鱼每箱就能挣6万多块钱。”

自2022年被列为安徽省能源综合改革

创新试点县以来，长丰县就与皖能集团合作，

探索如何种好能源综合改革“试验田”。

利用“匀光互补”与“智能补光”技术，陶

楼科技示范基地探索“棚顶光伏+中间种植+

底部养殖”新模式，走低碳化、智慧化、数字化

农业新路径，既能保障农业生产用地，又能为

当地村民带来收益。

走进位于长丰县下塘镇梧桐大道与建业

大道交口东北侧的皖能综合能源港，氢燃料、

充电桩、储能柜等设施一应俱全。去年8月，

这座全省首个集油、气、充电、换电、加氢“五

位一体”的功能站投入运营。“我们每日最多

可满足2000辆燃油车、80台次氢能公交、

576台次充电车辆、300台次换电车辆的供能

需求。”皖能综合能源港负责人方宝国说，与

传统加油站相比，功能站每年可减少碳排放

约1.6万吨，节约社会用能成本超2000万元。

在距综合能源港不到5公里的下塘工业

园，一个能源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然搭建。作为

安徽首个基于工业园区的能碳数据平台，围绕

源、网、荷、储、控等环节的贯通，智碳能源工业

互联网平台可以实现能源供给、消费、管理、技

术等集成创新。据智碳能源工业互联网平台

相关负责人穆阳介绍，如今，已有38家企业接

入平台，运用新定制的低碳用能解决方案实现

节能减排，预计全年可实现园区用热成本降低

10%至20%，减碳近40万吨。

试点两年，长丰县从顶层设计入手，先后

出台《长丰县“十四五”电网发展规划》《长丰

县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规划方

案，逐步构建“1+N”能源改革创新试点规划

体系。从县域氢能、风能、地热能利用实现零

的突破，到基本形成从能源供给到消费的完

整链条，长丰县不断创新，吸引越来越多先进

能源技术及新模式、新业态先行先试。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工业、农业、建筑、

交通四个重点领域，加快推进源网荷储一体

化项目、餐饮及厨余垃圾处置项目开工建设，

同时抓紧谋划林业碳汇、绿电交易、氢能公

交、产品足迹管理等能源创新应用项目落

地。”长丰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郑斌说。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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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型显示产业注入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