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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在第七届世界声博会上，一款人形交互机器人持自拍杆与观众合影。

当日，第七届世界声博会暨2024科大讯飞全球1024开发者节在合肥开幕。本届声博会为期4天，同期举办人

工智能产品创新展，设置科技馆、工业馆、教育馆、生活馆等8个主题展馆。前沿人工智能技术与产品亮相展会，吸

引不少观众到场参观体验，了解人工智能在工业、教育、休闲娱乐等领域的应用。 傅天 摄

10月28日至29日，长三角创新

医疗器械转化暨第三届安徽省医疗

器械创新峰会在合肥市举办。

峰会由省药监局、合肥市政府主

办，以“创新引领 协同发展 创造未

来”为主题。此次峰会邀请了中国科

学院院士葛均波、中国工程院院士詹

启敏等作主旨报告，国家药监局器审

长三角分中心专家作创新医疗器械

审评审批政策解读，安徽省卫健、医

保、药监等部门就医疗器械研发、注

册、生产、使用政策进行现场答疑。

10个创新医疗器械项目进行了演示

汇报和转化经验交流。

据介绍，我省将继续抢抓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机遇，扎

实推动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高

质量发展。聚焦高端医学影像设

备、新型体外诊断设备、医疗机器人

等重点领域，协同开展关键核心技

术攻坚，加速成果转化运用；充分发

挥长三角生物医药协同创新联盟作

用，推动上下游企业深度合作，联合

开展医疗器械产业链补链固链延链

行动；深化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推动长三角药品医疗器械检

查互认互信，畅通医疗器械入院通

道，拓展临床应用场景，共同打造营

商环境更优的发展环境。

（陶妍妍）

长三角创新医疗器械转化峰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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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凌晨，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浩瀚太空首次迎来中国

“90后”访客。笔者了解到，此次任务中，有

安徽科技力量为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遨游

太空保驾护航。

“安徽造”护航神舟十九号出征

10月30日4时27分，搭载神舟十九号

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九运载火箭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

舟十九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

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

满成功。

10月30日，笔者从位于合肥的中国电科

43所了解到，中国电科43所为长征二号F遥

十九火箭和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配套的多款

高可靠厚膜电源及滤波器，为火箭和飞船各

功能单元提供稳定供电，为本次发射任务保

驾护航。

中国电科43所凭借在厚膜混合高可靠

技术平台上的多年耕耘，为火箭量身定做了

小体积、轻量化的二次供电方案，产品可长

期在高温、低气压、强振动等恶劣环境下正

常工作。作为火箭的“传令员”，保障火箭控

制系统的各项指令准确传递到各功能单元，

确保神舟十九号飞船精准入轨。

据悉，中国电科43所组建攻关团队，

先后攻克了抗辐射隔离反馈、抗辐射精确

过流保护等多项关键技术。多款高可靠抗

辐射厚膜电源及EMI滤波器为舱体各功

能单元提供稳定供电，成功应用于飞船的

多种系统中，保证飞船在各种苛刻环境中

保持平稳飞行。

安徽科技多次护航神舟飞船“回家”

笔者注意到，今年4月30日，神舟十七

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搜救分队装载的机载卫

星通信设备，是由中国电科38所和中电博

微自主研制的Ka频段卫星终端设备。在

任务执行过程中，该设备充分发挥了传输

距离长、信号带宽宽、机动性强等优势，实

现直升机机载终端设备的图像、语音和数

据的传输。

笔者了解到，从2011年到2024年，从神舟八号到神舟十七号，

中国电科38所和中电博微机载搜救通信保障团队始终参与保障，

每次都顺利完成既定任务。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九号航

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和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来访，

计划于明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返回东风着陆场。

届时，安徽科技力量有望继续助力保障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

“回家”。

更多安徽力量助力中国航天

笔者梳理发现，安徽科技不仅体现在助力“神舟”系列航天工

程，在中国航天领域，很多地方都有安徽科技力量的身影。

2021年，历经近百天的环火绕行探测后，我国自主研制的火星

探测器“天问一号”成功着陆于火星北半球，“祝融号”火星车与着陆

架完成分离后，对火星表面重点区域进行巡视勘察。由中国科学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制的新一代“嫦娥钢”为“天问一号”着陆缓

冲机构设计及探测器成功软着陆做出重要贡献。

今年3月20日，天都一号、二号通导技术试验星由长征八号遥

三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据悉，此次天都

星任务中，工程总体由位于合肥的深空探测实验室承担。天都星作

为深空探测实验室自主研制的首发星，将为月球通导技术提供先期

验证。 （魏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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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5日，记者从安徽省量子

计算工程研究中心获悉，我国科学家

在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

“本源悟空”上，成功完成了全球最大

规模的量子计算流体动力学仿真，标

志着国产量子算力在解决实际问题

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发表

在国际期刊《应用力学与工程中的计

算机方法》上。

该项目研究团队由合肥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本源量子计算科技

（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源量子”）等单位组成。

计算流体动力学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汽车工程、船舶设计等领域，

与飞行器、汽车及船舶的外形设计都

紧密相关。算力提升可以加快飞机、

汽车的更新迭代并降低设计成本。

然而，传统计算机越来越难以满足这

些领域对计算规模、计算精度和计算

速度的要求。

量子计算为计算流体动力学提

供了新的算力选择。相较于传统方

法，量子计算能够显著加速流体动力

学仿真过程，从而大幅缩短研发周期

并节省经费。

据了解，本源量子很早就开始了

量子计算流体动力学探索。2019年，

国际知名飞机制造企业空中客车公

司发起全球量子计算挑战赛，邀请了

全球36个量子计算团队、超过800名

研究人员，旨在利用量子算力加快飞

机机翼设计。在此次比赛中，本源量

子团队构建了一个在量子计算机上

求解计算流体动力学问题的算法，成

为唯一入围该挑战赛五强名单的中

国企业。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本源悟空”科研团队主要

负责人郭国平表示：“此次研究不仅

证明我国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具备

开展大规模、高精度流体动力学研究

的能力，也为我们探索更多复杂科学

问题提供了新工具和新方法。”

据介绍，今年1月全球上线的“本

源悟空”，是目前我国先进的可编程、

可交付超导量子计算机，已为来自全

球133个国家超1500万人次提供量

子云服务，完成27万个量子运算任

务。（科技日报记者 吴长锋 洪敬谱）

全球最大规模量子计算流体动力学仿真完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

必由之路。我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倍受鼓舞，深

感肩上责任之重，纷纷表示一定要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努力拼搏，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安

徽力量。

未来，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电池，转化效率

高、制作成本低、制备过程简单且材料环保？

科学家们全力攻关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可

以满足这个想象，它是下一代最具前景的光伏

技术。

“团队在研究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上，有多

年技术积累。今年，团队创造了稳态效率

26.7%的钙钛矿电池，刷新这一领域的世界纪

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徐集贤说，这是团

队继2022年、2023年之后代表中国科大第三

次更新该世界纪录榜。

此次考察中，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科研

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

“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

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

“现场聆听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深感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徐集贤说，我们将充分发挥

合肥的科教资源优势，坚定不移推进科技攻关

和自主创新，以更加昂扬的斗志，为中国式现

代化倾注自己的全部力量。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布局地，安

徽发挥国家实验室、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

科学装置、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科创平台

聚集的优势，涌现出“京沪干线”、“墨子号”量

子卫星、“九章”“祖冲之号”量子计算原型机等

重大原创成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12年位居全

国第一方阵。

“创新无止境，奋斗正当时。”中国科学院

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肇玺说，当前正

处在聚变研究最关键的时候，更应脚踏实地、

奋勇争先。记者看到，在合肥科学岛上，科研

人员正聚精会神地投入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

变实验装置新一轮物理实验，向着更高目标发

起冲击。

“我将牢记嘱托，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聚焦精准智能化学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点燃科研范式革命之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精准智能化学重点实验室教授江俊表示。日

前，由江俊团队研制的“机器化学家系统1.2

版”——“小临”正式发布，在效率上解放科学

家们的生产力，大大提升科学实验的质量。

放眼江淮大地，科研人员正奋力攻关，力

争产出更多高质量成果。深耕科技创新“最先

一公里”，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安徽正加

快形成更多“从0到1”的原创成果。

（安徽日报记者 汪永安 鹿嘉惠）

深耕科技创新“最先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