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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2 月 4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获悉，近日，该校吴征威特任研究员
联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邓幼文教授，
利用等离子体浸没离子注入技术成功
制备了含有钴元素的钛基骨植入物。
这类植入物具有消除感染并加速骨修
复的功能，患者无需过多地摄入外源性
重组蛋白或抗生素来抵抗临床并发的

细菌增殖等状况，为骨骼疾病提供了潜
在的治疗方案。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
《先进科学》。

感染性骨缺损的治疗和骨骼功能的
恢复是现代医学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全球每年约有
150万严重骨感染病例。在传统临床实
践中，长期使用抗生素可能导致微生物耐

药性的增加，而生物膜引发的炎症反应也
会阻碍组织愈合过程，使骨感染治疗尤为
棘手。

研究团队将钛植入物浸没于等离子
体环境中，再施加高压脉冲，利用电场把
等离子体中的钴离子加速注入到钛合金
表面内。该技术可以实现对植入物的一
步式改性，并能精确调控注入剂量。

利用大鼠进行的骨感染体内治疗实
验显示，由此技术制备的材料成功地减
轻了组织炎症，加速了新骨骼的形成，极
大程度地消除了骨骼感染中的细菌和其
他病原体，表现出极佳的生物物理适应
性，能够促进感染性骨缺损愈合与组织
再生。

（安徽日报记者 陈婉婉）

中国科大制备出可加速骨修复新型材料

“崔书记来了后，带着我们栽种甜糯玉
米，还张罗着大家一起建玉米加工厂，让村
民的收入提高了！”在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
枣巷镇黄咀村，提到该村第一书记兼驻村
工作队队长崔峰，村民们不禁竖起大拇指。

崔峰是安徽科技学院（以下简称“安
科院”）生物医学与健康学院教授。2021
年以来，安科院以组织开展新时代高校党
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为契机，将崔
峰等287名教师派往农业一线，把创新种
子撒入广袤田野。

三代人接力育良种

2021年6月，崔峰开始担任黄咀村第
一书记。他发现，当地村民习惯零散种植
小麦、玉米、黄豆等常规农作物，收益微
薄，便决心带领村民发展集体经济，在土
特产上多做文章。3年间，黄咀村村集体
经济从2万元发展到179万元，还建成了
总投入超500万元的鲜食玉米加工项目，
大大提高了村民收入。

蚌埠市怀远县双桥集镇也通过种植
甜糯玉米显著增收。过去，这里种植的玉
米亩均收益仅为1000元左右；后来，当地
改种甜糯玉米，亩均收益提升至 3000
元。产生这些变化，安科院玉米科技创新
团队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支享誉全省的农业科技创新团队，
凝聚着安科院三代人心血和努力。20世

纪50年代以来，安徽农业专家刘仲元教
授与其子刘正教授分别担任团队第一代
和第二代负责人。他们一头扎进玉米育
种领域，数十年接力攻关，培育了安徽省
第一个、全国第三个糯玉米杂交品种——

“皖单5号”等大量新品种，助力企业和乡
村发展。

“前辈们给了我们信念和力量，学校
为我们提供了充足保障，让我们团队能够
沉下心来搞科研。”团队第三代带头人、安
科院农学院教授余海兵说。

已接过接力棒近30年的余海兵，带
领团队潜心钻研、培育良种，先后选育出
19个玉米新品种，获数十项科技成果奖，
着力打造国内先进、区域一流的玉米育种
高科技研发基地。

在田间地头写论文

来自安徽省阜阳市的黄梦奇是安科
院农学院2023级植物保护专业学生。他
家种植了30多亩大棚草莓，为了给草莓
授粉，每年需花费2万多元购买蜜蜂。但
蜜蜂易蜇人、易死亡、授粉率低，这让他和
家人饱受困扰。

针对这一难题，在安科院教务处党支
部副书记高青海等专家的指导下，黄梦奇
与其他院系学生共同组建大学生科研团
队，向凤阳县科技局申报了“草莓智能授
粉设备关键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创新创

业专项。他们围绕草莓智能授粉开展研
究，成功研制出搭载人工智能精准识别、
智能控制等系统的授粉设备，极大提高了
大棚草莓授粉效率。

使用智能授粉设备后，草莓坐果率提
高 7%，产量提升 9.3%，授粉成本降低
50%以上，综合收益提高10%。

高青海介绍，近年来，安科院围绕数
智赋能等领域强化学科优势和特色，将论
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
翅膀。“在‘草莓智能授粉设备关键技术研
发及其产业化’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团
队已培养2名研究生、15名本科生，成功
注册3家公司，培育一批农业创新创业人
才。”高青海说。

2021—2023年，安科院本科生参加
各级各类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人数占比分
别为63.83%、72.11%、88.52%，主持国家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360项、
省级1000多项。学校共孵化创业项目
102个，年均成功孵化注册公司近10家，
涌现出一批“中国十佳大学生村官”“中国
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
头人”等典型人物。

乡间实验室解难题

在凤阳县小岗村一处稻田边，该村与安
科院合作建设的乡间实验室格外引人注目。

“农户拿来一株问题水稻，我们可以

在几分钟内解答‘水稻得了什么病虫害’
‘该如何施肥、打药’等问题。”实验室主要
负责人、安科院农学院农学系教工党支部
书记任兰天说，乡间实验室帮农户解决了
许多实际问题。

25年来，安科院一批又一批党员教职
工和优秀大学生走进小岗村，在广阔农村
开展创新创业创意实践，走出了一条校村
合作的“安科党建+红色小岗”之路。

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派出10个省
级科技特派团、超300名科技特派员进入
包括小岗村在内的村镇或企业开展成果
转化或技术指导，成立5个安徽省乡村振
兴协同技术服务中心，全方位助力村民走
稳致富路。

安科院党委书记时伟说，安科院聚焦
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和乡村振兴的
关键难题，发挥人才、学科和智力优势，计
划5年内在全国新建一批中国式现代化
乡村实验室，探索高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新模式。

安科院一代又一代科技人才在乡村
沃土上辛勤耕耘，播撒创新种子，结出丰
硕果实，为乡村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安科院将以党建为引领，进一步汇
聚各方力量，为破解农业领域难题提供更
多方案，为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
农村现代化贡献更多力量。”时伟说。

（通 讯员 何永勇 刘 倩）

把创新种子撒入广袤田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人员与合肥国家实验
室研究人员合作，利用激光冷原子方法制备出基
于自旋的薛定谔猫态，其寿命达到分钟量级，有助
于提升对自旋进动相位测量的灵敏度。相关研究
成果日前发表于《自然-光子学》。

在量子精密测量中，自旋进动不仅是测量磁
场、惯性等许多物理现象的有效探针，还可用于探
索超越标准模型的新物理。在做自旋进动测量
时，高自旋薛定谔猫态具有明显优势，一方面是因
为高自旋量子数放大了进动频率信号；另一方面
是因为猫态对一些环境干扰因素不敏感，从而压
制了测量噪声。然而，实验中应用猫态面临两大
技术挑战：一是如何在高维量子空间中实现幺正
变换的高效操控，二是如何保持足够长的量子相
干时间。

在该研究中，研究团队成功实现了一种具有
超长相干时间的薛定谔猫态。研究人员利用光晶
格囚禁自旋为5/2的镱-173原子，通过控制激光
脉冲对原子诱导非线性光频移，制备出由自旋投
影为+5/2与-5/2两个态组成的叠加态。由于这
两个态的磁量子数相距最远，所以它们的叠加态
被称为薛定谔猫态。这种猫态具有增强的磁场灵
敏性，同时在光晶格中感受到完全相同的光频移，
处于“无消相干子空间”中，从而对光晶格的强度
噪声和光斑形貌变化具有天然的免疫性。实验结
果表明，该猫态的相干时间突破了20分钟。通过
Ramsey干涉测量法，研究人员证实了接近单原
子海森堡极限的相位测量灵敏度。

研究人员介绍，这一长寿命薛定谔猫态为原
子磁力计、量子信息纠错以及探索新物理等开辟
了新途径。 （据《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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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12月4日，位于铜陵市郊区经开区的孚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忙着生产动力电池

铝外壳，确保订单按时交付。 该公司于今年10月份正式投产，新建10条动力电池铝外壳全自动
生产线，主要生产动力电池铝外壳、盖板和光伏铜电极配件等，目前订单已排到2025年4月份。
近年来，铜陵市郊区经开区抢抓绿色低碳发展机遇，鼓励引导“专精特新”企业走科技创新之路，
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投产，不断完善产业生态体系，按下新能源产业发展“快捷键”。

通讯员 陈磊摄

新能源动力电池配件生产忙新能源动力电池配件生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