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21日，工人在淮北市烈山经济开发区一家手机马达生产企业的生产线上忙碌。 近
年来，淮北市在创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目前，淮北市与国内外著名
手机制造商建立起合作关系， 形成年产 2.5 亿只手机微特马达的产能， 占领全球手机市场
20%的份额，产销两旺。 本报通讯员 万善朝 摄

1122月 33日，，在位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区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科研人员在展开实验。。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中科大方案”参与者张璟鹤：

科技战疫展现“硬核”实力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今年上半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白热化的
阶段，致力于治疗新冠肺炎炎症风暴、救治危急重
症、显著降低病亡率的“中科大方案”引起广泛关
注。这个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攻关团队开展的
“单克隆抗体药物托珠单抗+常规治疗”免疫治疗方
案，将很多急、重病人从死亡线边缘拉回安全地带。

作为一种老药，“托珠单抗”被发掘出新的重要
用途，在阻断新冠肺炎炎症因子风暴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中科大生命科学与医学部的博士生张璟鹤有
幸亲身经历了这场药方研制的“战斗”。

“在疫情暴发之初，我的导师魏海明教授就立
即组织带领团队奔赴前线。”张璟鹤说，导师与第一
时间奔向前线的师兄师姐，给了自己很大触动。 她
主动请缨，成为了安徽援鄂医疗队的第八批队员。

原来，早在 2 月 5 日，中科大就依托中国科学院
临床研究医院(合肥)成立了应对疫情防控科技攻关

指挥部，部署了四批应急科技攻关专项，整合中国科
学院的基础研究力量和临床资源， 针对新冠肺炎的
预防、诊断、治疗方向开展攻关。 中科大教授魏海明
团队，与中科大附一院副院长、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
工作专家组组长徐晓玲团队火速开展联合攻关。

据介绍，张璟鹤所在攻关团队进入武汉隔离区
后， 在 ICU 对 31 个病人做了 30 多种免疫因子检
测，最终找到了一个叫白介素 6 的典型因子，他们
认为这就是炎症因子风暴的直接诱因。从这一点出
发，团队成员继续追溯到底有没有能够阻断白介素
6 的药物。 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这就是“托珠单
抗”。“托珠单抗”是老药，但是对白介素 6 有特异的
阻断作用，临床检验效果明显。

3 月 3 日，中科大团队所提出的“托珠单抗+常
规治疗”中科大方案，作为“免疫治疗”被入编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正式进入临床
应用。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维越：

热核聚变装置跻身国际领先
■ 本报记者 汪永安

“2020年 6月 26日是一个让我难忘的日子，
法国当地时间上午 11 时， 在国际热核聚变实验
堆总装现场举办了 ITER计划极向场 6号超导线
圈（PF6线圈）的抵达欢迎仪式。”中科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吴维越研究员
告诉记者， 作为参与 PF6线圈研制的科研人员，
那一刻他感到无比自豪，因为 PF6线圈是世界上

第一个完成验收测试进入总装的 ITER大型低温
超导线圈。它正式交付至法国 ITER现场，标志着
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承担这样的“大型低温超导线
圈”制造项目，标志着我国在热核聚变装置建设
领域已跻身国际领先水平。

“我们负责研制的是极向场超导磁体系统
中最为重要也是单件重量最重的 PF6 线圈，它
是一个庞然大物：总重超过 400 吨，外径超过 11
米， 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单件最重的大型

低温超导线圈。”谈到 PF6，吴维越如数家珍。“其
实一开始，参与 ITER建设的其他各方都认为我
国的大型低温超导线圈设计和制造及实验方面
技术基础薄弱，对我们不认可。 后来，由于承担
PF6线圈制造的欧盟无法落实该项目，不得已在
全世界进行公开招标， 我们积极参与这个项目
的国际招投标，并战胜日本 2 家、俄罗斯 1 家等
合同投标方，才使得这一项目花落合肥。 ”

“我和参加 ITER PF6 线圈制造项目团队
的所有人， 都以参与这样重要的国际科研项目
为荣。 我们提出了‘PF6 项目是个梦，今天我们
来圆梦’这样的口号。 ”今年 3 月，PF6 线圈由合
肥始发， 通过海运发往法国南部的卡特拉舍
ITER 现场。 “当 PF6 线圈正式交付至法国 ITER
现场的那一刻，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们终于圆
梦了！ ”

安徽共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新：

产业互联网赋能复工复产
■ 本报记者 汪永安

“新冠疫情是一场严重危机，但对于刚刚起
步的产业互联网而言却是一个不期而至的机
遇。 ”近日，在位于芜湖市的安徽共生物流科技
有限公司的大数据中心， 董事长卢立新指着一
面长 12 米、宽 3 米的大屏幕说。

这个 36 平方米的液晶显示屏占据了共
生物流大数据中心的一面墙，上面显

示着物流价格指数 、实时交
易额 、在线车辆数量 、车辆

状态 、车辆行驶
轨 迹 、

交易热图、 车辆异常监控等 ， 数据覆盖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 屏幕上密密麻麻移动
的亮点多如满天的繁星。 “那些亮点代表着一
辆辆奔驰在路上的货车。 平均每天大屏幕上
实时监控到移动轨迹的大货车有 8000 辆至
10000 辆 。 ”卢立新告诉记者 ，目前在共生物
流产业互联网平台上注册的货车已达 30 万
辆，服务的企业有上万家。

疫情期间， 共生物流利用产业互联网平台
帮助上万家制造企业、小物流企业以及 10 多万
辆货车车主实现了快速复工复产。“我们利用大
数据平台将制造企业、 中小物流企业和货运车
辆在线匹配。 那些日子，我们平台 24 小时不打
烊，我也是和员工一样，每天 10 多个小时守在

电脑旁，指挥调度。 ”卢立新说。 今年截至目前，
共生物流平台共完成订单匹配 810546 单，增长
20%以上。 平均每天可以为货车和货物进行匹
配 5500 单，换算到每小时为 230 多单，每分钟
4 单。 平台年交易额突破 60 亿元。

2015 年创办的共生物流，是我省引进的高
层次人才团队创办的一家产业互联网企业。 目
前在无车承运人（网络货运）领域综合排名安徽
第一、国内第九，是国家级大数据示范企业。 企
业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先进技术 ，在国内首创 “B2B2 车 ”发展模
式，打通产业全链条，核心技术成果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我们既可赋能制
造业企业，也能赋能中小物流企业和车主，帮助
他们提质增效。初步测算，通过产业互联网平台
能提升物流企业车、 货匹配效率 10 倍左右，预
计 5 年内可以为 10 万企业用户提供物流产业
互联网服务，降低物流与供应链成本 20%以上，
打造百万物流共赢生态圈， 千亿物流共享大平
台。 ”卢立新信心满满地说。

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张冲：

柔性玻璃攻克技术难关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本报通讯员 顾楷

“截至 12 月 19 日，我们自主研发的 30
微米柔性玻璃在测试设备上已经连续弯折
40 万次。 ”12 月 20 日，在位于蚌埠市的凯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少波自豪地
向记者展示，这种 30 微米柔性玻璃仅有 A4
纸三分之一厚度，薄如蝉翼，随意弯折却不
破损不变形。

近年来，随着 5G、AI 等新技术的快速发
展，柔性和折叠成为显示产业重点关注的发
展方向和趋势。 2019 年起，中建材凯盛科技
集团紧跟电子信息产业柔性和可折叠发展
趋势，利用自身超薄玻璃的科研攻关和产业
化能力， 整合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浮
法玻璃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蚌埠光电
材料等企业的技术优势，组建柔性玻璃联合
实验室，成立协同攻关团队，针对柔性超薄
玻璃技术指标要求，制订了可行的工艺路线
和详细的技术实施方案。

“这一年多来，特别是今年疫情期间，我
们攻关团队在实验室进行封闭式研发，利用
自主开发的加工设备和特别研制的品质控

制和检测系统，解决了柔性超薄玻璃生产加
工难和品质要求高等难题。 ”蚌埠玻璃工业
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张冲介绍。 经
过大家的艰辛努力、持续攻关，今年 8 月，凯
盛科技成功自主开发出 30 微米至 70 微米
超薄柔性玻璃。 该产品能够实现连续 20 万
次弯折不破损，且弯折半径小于 1.5 毫米。

随后， 经过 4 个多月的连续测试，30 微
米厚度的超薄柔性玻璃实现弯折 40 万次，测
试证明这种玻璃完全符合柔性玻璃各种需
求。柔性超薄玻璃如果应用到可折叠手机上，
按照手机一天折叠 40 次和连续 40 万次弯折
不破损计算， 用这种柔性玻璃制造的手机可
以折叠使用将近 27 年半。这意味着凯盛科技
掌握了 “高强玻璃料方—原片生产—高精密
加工”的超薄柔性玻璃全链条创新技术，具备
自主产业化的实施能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
究院院长彭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拿下超
薄柔性玻璃技术，标志着我们中国玻璃的技
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已经进入了世界前列。 接
下来我们还将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
以高要求、 高水准开创玻璃创新新领域，让
中国玻璃领跑世界。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

“九章”问世实现“量子优越性”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当今世界上计算机运算最快能有多
快？ “九章”来告诉你！ 12 月 4 日凌晨，国际
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了包括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陆朝阳等在内，我国
科学家合作团队的量子计算研究进展 ，76
个光子的原型机“九章”成功问鼎全球最快
计算机。 这标志着我国建立“量子计算优越
性”里程碑。

现在我们传统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已经
很快了。 但随着近年来传统计算机芯片尺
寸逐渐逼近物理学的极限， 再想提高传统
计算机的运算速度，空间不大。 量子计算机
的概念出现后，为人们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它特有的量子位能让运算能力呈现出一种
双指数的增长速度。 如果量子计算原型机
在某个问题上的计算能力超过了最强的传
统计算机， 就证明量子计算在未来有多方
超越的可能。 美好的前景令人神往，但还需
要在现实中证明自己的实力。 因此世界上
的科技强国都在争取成为首个掌握 “量子
计算机”技术的国家。 2019 年 9 月，美国谷
歌公司宣布研制出量子计算机原型机 “悬
铃木”，声称在全球首次实现“量子霸权”。这

里的“量子霸权”也就是我国科学家们所说
的“量子优越性”。

今年 12 月 4 日， 中科大团队宣告了中
国“量子优越性”的到来。 这支更加朝气蓬勃
的科学团队选择了极端复杂的问题来考验
量子计算，让它在实际应用中“秀出肌肉”：
构建了 76 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 “九
章”， 实现了具有实用前景的 “高斯玻色取
样”任务的快速求解。 其速度比目前最快的
超级计算机快一百万亿倍。 通过“九章”，量
子计算的并行计算能力，全面碾压了传统计
算机，实现了“量子优越性”。

“虽然‘九章’和‘悬铃木’分别被设计用
来处理不同问题， 但如果都和超算比的话，
‘九章’等效地比‘悬铃木’快了一百亿倍，而
且克服了样本数量依赖的缺陷，环境适应性
也更强。 ”作为“九章”主要研究者之一的陆
朝阳表示，“打个比方，就是谷歌的机器短跑
可以跑赢超算，长跑跑不赢；我们的机器短
跑和长跑都能跑赢。 ”

对于量子计算机的未来，陆朝阳充满信
心。 他说：“‘九章’解决的是数学问题，但未
来可以映射到制药、 材料设计等很多领域。
每个问题的解决，可能都是个百亿美元级别
的产业，社会和商业价值是巨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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