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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此次来到安徽考察，

在合肥滨湖科学城察看安徽省重大科技

创新成果集中展示，这里面就有我们国盾

量子的‘小型化量子卫星地面站’在内的

系列量子科技成果。”科大国盾量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裁，高级

工程师周雷自豪地向记者介绍。

“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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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雷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对从事量子科

技研究和产业化的科研工作者来说，是

巨大鼓舞更是深刻勉励。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大

先进技术研究院考察。彼时，量子科技

作为前沿技术，仍处于产业化初期。“总

书记强调，高新技术是讨不来、要不来

的，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我对此感悟深刻。”周雷说。

他表示，国盾量子积极发挥企业科

技创新主体作用，与中国科大等单位合

作，攻克了核心器件、关键技术等一系列

“卡脖子”难题。公司陆续推出了世界首

款1U量子密钥分发设备、全球首个小型

化量子卫星地面站等国际领先的产品，

并秉持“以科研带动产业 以产业反哺科

研”理念，助力世界首颗量子微纳卫星地

面应用系统的建设和运行；作为唯一的企

业主体参与了“祖冲之号”实现“量子计算

优越性”里程碑实验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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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量子科技发展之路，周雷

更加深刻领会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的深刻内涵。如今，我国在量子通信领

域实现国际领跑，量子计算、量子测量也

已处于国际第一梯队。量子科技已成为

新质生产力中未来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促进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起

到重要作用。

周雷说，自己和团队伙伴将牢记总

书记嘱托，义无反顾投身创新创造，勇攀

量子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新高峰，推

动量子通信在政务、金融、能源、通信之

外的更多领域应用落地，服务国家和社

会需求。通过“产学研用”结合将稀释制

冷机、冷原子重力仪等量子计算、量子测

量领域的成熟技术，带出实验室。在安

徽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

中，在我国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宏伟目标中，贡献量子科

研工作者的智慧与力量。

（安徽日报记者 陈婉婉）

放开手脚创新创造，勇攀量子科技高峰
科大国盾量子高级工程师周雷：

记者3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

中国科学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杜江峰、荣

星等人基于固态单自旋量子体系，对量子系统

中的最大可提取功开展了系统实验研究。实

验表明，通过提升量子系统的相干，可以有效

提升量子态中的最大可提取功。该成果日前

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

在热力学研究中，理解一个系统能够被提

取出多少功，具有十分基础且重要的意义。针

对这一问题，理论研究者们提出了量子系统在

循环幺正演化下的最大可提取功这一物理量，

并于近期指出量子相干对于最大可提取功的

重要作用。然而，实验上尚缺乏对这两个重要

物理量关系的检验和展示，其主要原因是有效

测量最大可提取功具有相当的挑战性。

本研究中，科研人员为避免使用复杂的量

子态层析技术，发展了利用辅助比特测量最大

可提取功的方法，并基于金刚石氮—空位

（NV）色心体系，展示了对最大可提取功的高

效精确测量，成功分离出了相干和非相干的部

分。实验通过检测一系列量子态的相干最大

可提取功，表明相干最大可提取功会随着量子

相干增加而增加。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工作不仅展示了

量子相干在功提取过程中的作用，还揭示了量

子信息理论与量子热力学之间的深刻联系，为

未来进一步研究量子系统的特性在热力学模

型中的作用打下基础。此外，该研究成果也为

未来量子器件的优化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

验基础，尤其是在提升量子设备的功容量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日报记者 吴长锋）

我科学家揭示量子相干与量子功关系

10月26日至27日，由国家医疗器械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安徽省药监局、合肥市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七届（2024）中国医疗器

械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与康复机器人类别

赛在合肥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5个创新优

质项目展开激烈角逐。

创新医疗器械集中亮相

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医疗？在比赛现场，

来自北京、上海、西安等全国各地的高校院

所、科技企业“各显神通”，带来了刚柔耦合

躯干康复机器人、磁耦合口面部精细肌肉刺

激仪、康养机器人、前庭康复虚拟训练系统

以及视网膜眼科机器人等各类创新医疗器

械项目。

最终，安徽元硕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医院神经外科和广州析芒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摘获一等奖。安徽元硕太赫兹科技有限公

司成为唯一摘得头筹的合肥企业。

安徽元硕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他们带来的“太赫兹毫米波技术脊柱

侧弯初筛及临床应用”项目，是国内外首个运

用太赫兹/毫米波成像技术打造的青少年脊

柱侧弯筛查创新型高端装备项目。

该项目不仅能在短时间内对大量青少年

进行非侵入性的快速筛查，准确评估脊柱的

形态和结构，还可以作为临床上的辅助诊断

工具，为医生提供详细的影像学资料，以更准

确地判断脊柱侧弯的程度、类型和病因，在康

复、体育、服装设计等多领域均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

6家医疗器械企业成功上市

中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自2018年

起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六届，是一项全国性专

业赛事。本次大赛将有近150个创新项目展

开10场专场赛、类别赛及决赛竞演。

为招引优质项目落地安徽，比赛现场，组

委会专门组建了服务专班，为创新项目在审

评审批、检验检测等环节提供专项指导服

务。据介绍，近年来，安徽医疗器械创新发展

迅速，目前企业数以年均20.1%的速度增长，

6家医疗器械企业成功上市，先后有5个产品

通过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

以医疗器械为重点的生物医药产业，也

是合肥重点培育发展的战新产业之一，政府

通过制定政策、构建产业生态、推动场景需求

对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式，全方位支持

产业发展。其中，合肥在肥西打造药谷科技

产业园，作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三省一市

唯一生物医药产业合作示范园区，该产业园

围绕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基因检测等领域，

已入驻中科（安徽）G60智慧健康创新研究

院、安徽合城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等十余

家企业，另有8家企业计划于今年11月进

驻。 （来源：科大硅谷服务平台）

人工智能与康复机器人合肥“打擂”
全国各地35个创新优质项目角逐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安光

所高晓明研究员、刘锟研究员团队在层

析吸收光谱燃烧流场温度、浓度分布测

量方面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以《基于

深度学习吸光度恢复和层析吸收光谱

的发动机尾焰温度浓度分布测量》为题

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Fuel上。

基于层析吸收光谱的燃烧流场温

度、组分浓度分布测量可为先进燃烧系

统的设计、监测和诊断提供更全面的数

据，具有速度快、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

强的优点，在燃烧诊断方面展现出巨大

的发展前景。然而受吸光度畸变的影

响，传统的吸收光谱单路径测量误差较

大，限制了层析吸收光谱的量化精度。

针对基线误差导致的吸光度畸变问

题，团队刘锟研究员、王贵师副研究员、

博士后王瑞峰等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学习

的吸光度恢复新方法。该方法通过建立

神经网络模型，从导数信号恢复吸光度，

具有抑制基线误差，降低吸光度畸变的

效果，将吸收光谱单路径测量精度提高

约1个数量级。利用此方法，该团队使

用12束激光对柴油驱动的微型涡喷发

动机尾焰温度和H2O浓度分布进行了

非 接 触、高 速 测 量 ，测 量 速 度 达 到

20kHz，温度测量误差与热电偶仅相差

0.9%。这一技术突破有望提高层析吸

收光谱量化精度。

该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院长基金等项目

的资助。

文 章 链 接 ：https://doi.org/

10.1016/j.fuel.2024.132775

（王瑞峰）

尾焰温度、H2O浓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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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剧《逐梦》聚焦当

前 科 技 创 新 的 最 前 沿

——人工智能的研发。

《逐梦》聚焦当前科技创

新的最前沿——人工智

能的研发，以AI的诞生为

故事背景，讲述了芯片领

域科学家潘星辰和郭大

海夫妇二人与昔日同窗

好友向无恙，在智能芯片

的研发探索过程中争夺

“未来”智能机器人控制

权的故事，彰显了智能领

域中国科学家爱国爱民

的赤子情怀和勇攀高峰、

潜心研究的创新精神。

据《合肥晚报》

文艺与科创相遇出圈又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