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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2024量子科技和产业大
会在合肥开幕，会上，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
公司220千伏合肥候店量子应用示范变电
站宣布正式建成投用。该变电站是国内首
座应用覆盖量子测量、量子通信和量子计
算三大方向的在运变电站，标志着量子技
术在电力行业产业化应用的重大突破。

12月16日，记者来到国网安徽电力
科学研究院电力量子感知实验室。作为
实验室核心成员的田腾正与同事交流探
讨量子电流互感器工作原理。指着一块
巧克力大小的金属模块，田腾告诉记者，
这是实验室正在研发的小型化量子电流
传感器。

而在20多公里外的合肥高新区候店
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内，包括量子电流互
感器、一体式量子直流电能表等在内的、
由该实验室牵头研制的18类85台（套）电
力量子“黑科技”应用成果正集中发挥着
示范作用。

“量子电流互感器利用了金刚石作为
传感器，通过测量磁场的非嵌入方式测量
电流，体积是传统电流互感器的十分之一，
测量精度却比传统电流互感器提升了一个
量级。”田腾以量子电流互感器为例向记者
解说道，量子测量通过对光子和冷原子等
微观粒子系统的调控和观测，可以实现物
理量测量和信息获取的精度、分辨率、稳定
度等性能指标的进一步提升，在数字时代
和万物互联时代有着广泛的应用。

田腾告诉记者，国网安徽电力是全国
电力系统内最早从事量子精密测量技术
在电力行业应用研究的单位之一。早在
2017年，电科院赵龙博士便首次提出了

“电气医生 量子诊断”的设想。2018年，
赵龙带领团队参加了国资委央企熠星大
赛，于2700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最终获
得了大赛一等奖。

随后，团队经过3年的持续攻关，于
2022年研制出世界首台量子电流互感

器。量子电流互感器被安徽创新馆永久
收藏，作为电力行业量子技术代表成果和
九章量子计算机等并列展出。同年，电力
量子感知实验室获批建设，并于2023年4
月，成功获得安徽省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
验室认定，成为全国电力行业目前唯一一
个量子技术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也是在2022年，从中科大博士毕业
的田腾来到国网安徽电力的博士后工作
站，参与到了该实验室量子电流互感器的
研发应用中。“依托实验室平台，我们进一
步研制了一体式直流电能表、配网电流传
感器、火灾气体传感器、量子点多参量传
感器等的首台套设备，电力量子感知技术
应用逐渐形成体系。”田腾说。

为推动量子技术在电力行业加速形成
新质生产力，国网安徽电力在合肥“量子中
心”腹地建设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将实验
室研发的产品应用到示范站中，首次全面
覆盖量子精密测量、量子保密通信、量子计

算三大方向，实现了电网多环节、设备多状
态的智能感知。这既为量子技术赋能电网
工程状态感知、智能巡检、调度运行等业务
提供了典型样板，又标志着实验室成果由
理论向实践迈出重要一步。

“短短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实验室不断
发展壮大。”田腾表示，目前电力量子感知
安徽省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团队成员
总计65人，其中55人来自国网安徽电力，
包含电力系统分析、高电压、计量等多专业
背景，10人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2月12日，田腾刚刚完成了自己的博
士后出站答辩。“今年，实验室启动二期建
设，预计春节前完工。”田腾说，实验室一期
主要侧重于量子理论研究和技术研发，二
期侧重于产品开发、制造，“我将继续留在
实验室，与同事们坚持科技打头阵，让创新
不断融入实践，把创意变成现实，力争在电
力行业扛起量子科技产业化发展的旗帜。”

（安徽日报记者 丰静 王兰兰）

电力行业的“量子黑科技”

宽敞明亮的车间里，机械手臂精准
翻转、搬运机器人来回穿梭、电子屏上实
时滚动着生产线的各种数据……日前，
在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压力表
5G智能车间，“人机物联”协同生产的智
能化生产场景呈现在笔者眼前。

“多年来，我们依靠科技创新实现核
心技术突破，产品性能达到了国际水平，
国内市场占有率超30%，温度仪表产销
连续15年位列全国第一、全球前三。”安
徽天康集团副总经理徐成业告诉笔者，
今年前三个季度，企业营收107亿元、入
库税金2.56亿元。

天长市是远近闻名的仪表电缆之
乡。以仪器仪表、电缆制造为主导产业
的安徽天康集团从乡镇企业改制成立民
营股份制企业，多年来始终坚持对标国
际前沿标准，舍得投入研发经费，不断
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企业从最初生产
普通仪器仪表、常规电缆，发展到如今
生产高端核级、船舶、计算机等特种控
制电缆，各类智能仪表等。通过“智改
数转”，安徽天康集团实现产品设计的
数字化、生产设备的自动化、生产过程
的智能化，参与、主导多项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企业标准的制定，连续多年入
榜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

业制造业500强。
在安徽天康集团建设的我省首家

B1级电缆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对一种
无卤低烟阻燃 B1 级电缆进行指标考
核。“随着高层建筑和电器设备越来越
多，电气安全标准也在逐步提高。相比
传统电缆，B1级阻燃电线和电缆，采用
新型安全环保材料，在火灾发生时能够
严格控制火焰的蔓延和烟雾的扩散，为
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同
时阻止了有害、有毒烟气的产生，极大减
少了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徐成业
告诉笔者。

如何从“制造”到“智造”，实现传统
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安徽天康集团通
过搭建天康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了多
位一体的数字化及智能化管理体系，还
携手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
究所、上海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清华大学
等高校、科研机构，不断加大“智改数转”
步伐，持续提升“人机物联”水平，全力打
造数字化示范生产线和智能工厂。

“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用‘机器换
人’‘数字传输’来加快产线改造和自动
化水平的提升。”安徽天康集团仪表制造
部技术副部长张俊表示，目前仪器仪表、
流量仪表、压力变送器等示范产线智能

化改造已全部完成，通过编程软件升级
和工装改造实现设备数字化联机，不但
提升了产品精度，产能及效率也提升了3
倍至4倍。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安徽天康集团
先后成立院士工作站、技能大师工作室、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两站两室三中
心”，统筹优化创新资源。同时，每年投
入1000余万元推进内外部科技项目研
发，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与中
石化合作的国产化项目中，我们采用新
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提升了仪表传感
器在石油化工恶劣环境中的耐磨、耐冲
刷、耐腐蚀等应用，不仅提高了温度传感
器的稳定性，还延长产品使用寿命3年以
上。”张俊自豪地说。

安徽天康集团投入数千万元购买光
刻机，自主研发仪表测温芯片，摆脱了对
国外进口的依赖。通过产学研合作，研
发出温度变送器模块，实现进口品牌的
替代，每年产量10万台。成功开发无线
温度仪表、无线流量仪表、无线压力仪
表，可以实现数据的实时上传，广泛应用
于油田、危化品运输等领域……

“数智化”的安徽天康集团，以一项
项新技术、一个个新产品，为中国制造增
添“青春活力”。 （李邦军 罗宝）

从乡镇企业蝶变为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

“数智化”转型“制造”正青春

“请规范佩戴头盔，注意安全行驶！”
在网红公路广德市“竹乡画廊”东亭乡沙
坝村路段，过往驾驶员都能清楚听见路
旁摄像头里传出来的语音提醒。“自从电
信公司装了这个智能摄像头，路过骑电
动车不戴头盔的人明显减少了。”在路边
开超市的店主张世明说。

近日，笔者沿着“竹乡画廊”前行，一
路来到东亭湖景区，刚一下车，就听到

“欢迎来到安徽广德东亭湖旅游景点”及
东亭的历史、人文的语音播报。这正是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德分
公司助推打造“智慧文旅”的一
个应用场景。

据沙坝村党委书记张乐敏
介绍，2022年以来，他们把握乡
政府和市电信公司共建“数字东
亭”契机，积极搭建数字乡村智
慧大屏、平安乡村、基层党建等
多个功能模块。“平安乡村中的
安全头盔识别、智慧文旅播报、
防溺水AI等更实现了广泛应
用，已建成乡、村视频监控体系，
可以形象地称为‘乡村治理机器
人’，为公共安全和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提供保障。”张乐敏表示。

“怎么都没想到血压仪这
么智能，用得方便又放心。”村
民张斗良说。张大爷患有高血
压，原来每天都要跑村医务室，
自从用了智能血压仪，自己在
家就能将测量数据实时上传到
村里的数字乡村康养平台，村
医和在外工作的儿子张万新可
实时查看。“有了‘数字康养’
后，随时能了解老人血压情
况。”张万新说。

广德市电信公司负责人程
剑介绍，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
数字化赋能“千村引领、万村升
级”工程、深化农村综合服务网点覆盖的
重要抓手，将加快农村地区数字社区服
务圈建设，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
振兴有机融合。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乡村”建
设最重要的底座，事关营商环境和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截至目前，广德市电信公司
共建设5G站点732处，其中农村站点431
处；建设4G站点1100处，其中农村站点共
计667处，全面实现城市、各乡镇、主要干
道千兆网络全覆盖。 （张敬波 孟凯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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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 日，芜湖
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
现场，施工人员正争
分夺秒紧张工作，各
类施工有序推进，一
片繁忙。 该项目现有
多 栋 建 筑 已 顺 利 封
顶，正式进入装修阶
段。该项目建成后，
将涵盖研发、科技孵
化、会展等主要功能，
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通讯员 陶海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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