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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集成电路“皖字”生态圈

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 。
当前， 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正步入颠覆性技术
变革时机，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也迎来重
大机遇。

集成电路是近年来我省重点打造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依托“政产学研用金”等多要素联动，
我省在这一领域的技术优势日益加强， 仅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近两年就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科
研攻关项目，并在电源管理芯片、宽禁带半导体
器件以及半导体量子计算等领域实现了多项核
心技术突破。

近年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 与此
同时集成电路人才瓶颈问题也日益突出。 虽然
目前我国半导体从业人员每年都在快速增长，
但总体还是缺人。有数据显示，我国集成电路的
人才缺口在 30 万左右。

去年以来，江苏、浙江、广东等地都在集成
电路人才培养上纷纷发力。今年 2 月，安徽大学
成立集成电路学院， 旨在打造集成电路科学与
工程领域高端人才培养基地， 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和科技协同创新体系， 服务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 安大校长匡光力表示：“安徽大学选择集成

电路材料与技术作为主打方向， 打造世界一流
的材料科学的研究平台。 在最好的集成电路技
术研究平台上培养人才， 利用这些学科开展技
术探索， 希望为安徽的电子产业发展提供新技
术，输送优秀人才。 ”

为了加快集成电路领域的优质资源向合肥
乃至安徽聚集，形成集成电路产业生态圈，提升
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前不久，我省首
家集成电路孵化中心在合肥市高新区成立，其
载体空间达 12000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60 余家
初创公司。 中心将采取政府引导、产业化导向、
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服务的开放营运模式，为高
校和企业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围绕关键“卡脖
子”技术难题及重点产品展开联合研发，着力在
消费电子、物联网、5G 通信、新能源汽车等应用
领域实现重点突破。

高温下热导率高 低温下热导率低

“科学岛”发现新型热导率自主调控材料
■ 本报记者 汪永安

近日， 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科研人员
在六角硫化物材料中发现了温度驱动的
巨大热导率跳变效应，并给出理论解释。
专家介绍， 该材料体系具有高温下热导
率高，低温下热导率低的特性，同时易于
合成、原料环境友好，因此在热流主动控
制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研究人员发现六角相硫化物在低温
反铁磁至高温顺磁相变处， 热导率出现
巨大的可逆跳变 ， 变化率最大能超过

200%，远高于镍钛合金等已知的典型固
态热导率突变材料。以镍钛合金为例，其
热导率出现可逆跳变时， 变化率最大只
有 112%。

目前， 约 90%能源的使用涉及热量
的产生与操控。 无论是电厂利用化石燃
料发电或对其产生废热的回收利用，还
是建筑物供暖， 都离不开热量产生与传
导， 因此有效控制热量传导对于提高能
源利用率、 实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
均具有重要意义。

材料的热导率（k）大小是决定其热传

导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般而言，k 在
一定的温度范围内对温度呈线性依赖关
系，但变化幅度较小，仅依靠材料自身难
以对热流传导进行有效控制。 因此，实践
中一般通过热膨胀或外场（电场、磁场）驱
动的机械接触来实现导热通路的开与关，
从而对热流进行控制。 然而，这些传统方
法难以满足多元化应用需求，尤其难以实
现小型化和集成化。 但如果材料热导率
随温度变化而发生突变，则可根据导热能
力的不同实现对热流的自主控制，六角硫
化物材料正符合这一要求。

科研人员发现， 由于六角相硫化物
相变前后晶格失配度大 （晶格体积变化
量约为 2%）， 在经历热循环时所产生的
热应力会导致样品自发破碎。 为解决这
一问题， 研究人员用少量金属银粘接六
角相硫化物。 通过与基体之间形成的纳
米过渡层， 金属银对热应力起到很好的
缓冲和释放作用， 显著改善了材料的脆
性， 同时也提高了材料的机械加工性能
和热循环稳定性。

六角相硫化物体系的热导率突变
大 、驱动温差小 ，工作温区在室温附近
且可通过改变材料铁含量进行调节，该
材料体系在热流主动控制领域具有较
高的潜在应用价值。 例如，可用于维持
器件 （如电池 、芯片 ）的最佳工作温度 ，
当环境寒冷时，低热导率可以延缓热量
散失，起到保温作用；而在炎热环境下，
高热导率有助于热量快速散发，防止器
件过热。

第四代“达芬奇”上岗

■ 本报记者 朱琳琳

本报通讯员 安胜利

近日，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
医院），一台泌尿外科“左侧肾癌根治性
切除+肾门淋巴结清扫” 手术正在进行
中。 与传统的三四名医生合力为患者手
术不同，手术台上方一位“三头四臂”的
大家伙正灵巧地伸缩转动自己的 “头”
和 “手臂 ”为患者手术 ，而它的一举一
动，都在主刀医生、泌尿外科主任肖峻
的掌控之中。

离手术台 3 米远的地方，肖峻正通
过操作平台“驾驶”着目前世界上最新
的第四代 “达芬奇 Xi 手术机器人”，它
被医护人员亲切地称为“大奇”。 只见肖
峻坐在控制台前双手控制 2 个操作杆，
双脚控制 7 个脚踏板，系统传感器随即
同步将操作指令传输到手术台上方的
机械臂，一切操作均按指令进行。

患者体型偏胖， 体内可操作空间
小，而“大奇”提供的宽阔视野和放大 10
倍的三维高清立体成像，将组织、器官
的解剖构造和神经血管束的走向一一
清晰地呈现手术者眼前，为肿瘤的精细
分离，淋巴结清扫以及精准缝合提供了
极大便利。 在“大奇”的辅助下，手术不
到 2 小时便顺利完成 ， 出血量不到
50ml。 术后三天，患者出院回家休养，后

期将继续接受肿瘤靶向治疗。
据介绍，由于泌尿系统在解剖学上

具有特殊性，一些复杂的泌尿外科手术
难度极大，但通过“达芬奇”可以化繁为
简。 原来，“大奇”的手臂较老机型更纤
长，有 7 个自由度，活动范围更大。 在人
手无法到达的区域，手臂可在 360 度空
间下灵活穿行， 自动滤除人手抖动，具
有人手无法比拟的稳定性及精确度，特
别是“大奇”手臂的转腕优势，更解决了
泌尿外科手术中深部操作的难题，切除
部位“刁钻”的肿瘤也游刃有余。

与前一代机器人相比，“大奇”的成
像功能也更强大， 可提供放大 10 倍的
三维高清立体成像且自带智能图像处
理功能，使手术视野更加清晰、逼真。 同
时， 成像系统具有多角度自动切换功
能，使肿瘤能够全方位、无死角地暴露
在医生视野中。

正是有了“大奇”这样的最新一代
达芬奇机器人的辅助，患者手术中的脏
器损伤和出血量会明显减少，术后并发
症也会随之减少。 “患者术后康复更快，
从而为下一步治疗打下良好基础。 ”肖
峻说。

目前 ，该院还将 “大奇 ”用于普外
科、妇科、胸外科、心脏外科等外科手术
领域，为更多患者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
救治。

新型量子比特读出方法问世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记者 3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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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等人在高保真度量子比特读出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思
路的新型自旋电荷转化方法，将“脆弱”
的自旋量子态信息转移到“皮实”的电
荷状态上，从而实现更高保真度的量子
比特读出。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近期的
《自然·通讯》上。

量子计算发展到今天，在某些特定
问题上已初步展示了对经典计算机的
量子优越性。 下一阶段的重要里程碑是
可容错量子计算，其前提是量子逻辑门
和量子比特读出等环节的保真度超越
容错阈值。

在先前工作中，中科大杜江峰团队
实现了突破容错阈值的高保真度量子
逻辑门，保持着室温固态体系量子逻辑
门保真度的最高世界纪录。 在本工作
中，该团队瞄准了高保真度量子比特读
出这一目标。

日常生活中，我们若是一时看不清
纸上的字， 只需要多看一眼即增加测
量时间，就能分辨出字形。 这里一个前
提是，无论我们盯着读多久，纸上的字
都不会被“读坏”。 而在微观世界里，事
情就没这么容易了。 在测量时，量子比
特非常脆弱，其状态极易被破坏，严重
限制了读出保真度。 中科大科研团队
将不耐读的自旋态替换成皮实、 耐读
的观测量再做读出。 此新方法将误差
压制到了 4.6%。另外，该工作还确定性
地证明了红外光通过单光子过程电离
NV-激发态。

新方法可以与光学结构等传统手
段兼容，丰富了固态自旋的高保真度读
出工具箱，在量子信息处理和量子精密
测量方面具有重要应用。 进一步提升红
外光电离速率，有望突破量子比特读出
的容错阈值。 结合单电子晶体管读出技
术，可实现光电集成化的量子芯片。 红
外波段对生物组织等样品光损伤更小，
该技术可大幅提升量子传感探测效率。

皖两科普作品获评全国优秀
记者近日从省科技厅获悉 ，

由科技部组织开展的“2019 年全国
优秀科普作品 ” 评选活动日前揭
晓 ，经由我省推荐 ，安徽新知数媒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美丽科学

团队创作的《“嗨！元素”》科普套书
和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燕翔副
教授编著的 《优美的科学 》丛书两
部作品榜上有名。

（汪永安）

亮相芯片界““奥林匹克盛会””

新冠病毒抗体至少可持续 9个月
我国科学家在湖北武汉开展

的一项血清流行病学追踪调查显
示， 当地人群新冠抗体阳性者中 ，
40%存在可有效对抗病毒的抗体

并至少可持续 9 个月。 研究结果 3
月 19 日在国际知名医学期刊 《柳
叶刀》刊发。

（新华社）

中国工程师联合体在京成立
在 3 月 18 日举行的 2021 年世

界工程日中国庆祝活动上， 中国科
协宣布成立中国工程师联合体，旨
在团结起 4200 多万工程科技人才，

激发广大工程师创新活力， 服务科
技经济融合发展， 深度参与工程领
域全球治理。

（新华社）

安徽“双姝”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集成电路，是现代信息社会的基石。 不只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电视机、计算机等各种电子设备广泛使用集成电
路，军事、遥控、通讯等领域也都对集成电路有高度依赖。

每年，全球集成电路行业都有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而其中以国际固态电路会议最为重要，堪称“业界风向标”。 该会议始于
1953 年，是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最权威、水平最高的固态电路国际会议，是全球最尖端芯片技术发表之地，有着集成电路行业
“奥林匹克”大会的美誉。 在 60 多年的办会历史中，众多集成电路史上里程碑式的发明都在这里首次亮相。 例如：世界上第一个
TTL 电路，世界上第一个 GHz微处理器，世界上第一个 CMOS 毫米波电路等等。 入选该会议的科研成果，都代表着当前国际集成
电路领域的最高科技水平。

在日前举行的第 68届国际固态电路会议（ISSCC 2021）上，两款来自合肥的芯片惊艳亮相，为合肥迈向“中国 IC 之都”加速。

隔离电源芯片挑战“物美价廉”

在此次大会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程林教
授课题组提出一种新型隔离电源芯片设计方
案。 该方案通过在单个玻璃衬底上利用三层再
布线层，实现高性能微型变压器的绕制，并完成
与发射和接收芯片的互联， 有效提高了芯片转
换效率和功率密度， 为今后隔离电源芯片的设
计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隔离电源芯片在工业控制设备中对于保
证系统的安全和可靠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之前由于受技术方面的限制，隔离电源芯片尺
寸和成本一直降不下来。程林教授课题组创造
性利用先进的晶圆级封装技术，不仅完成芯片
间的互联，还实现了变压器的绕制，克服了现
有芯片设计中需要 3 颗甚至 4 颗芯片的缺点，
使得隔离电源芯片可以实现更高的效率和更
低的成本。

“这种晶圆级封装特别适合大规模的生产，
在大规模生产条件下，它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比同款芯片可能效率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这意
味着设备的使用寿命会大大加长， 同时对设备
的安全使用也有很大好处。 ”程林介绍说。此次，
他所率课题组的相关成果以论文形式在该会议
上发表并进行演示，得到专家一致认可。 “每年
大约有 200 篇论文入选国际固态电路会议。 这
也是中科大首次以第一作者单位在该会议上发
表论文。 ”程林说。

今年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
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这让
程林感到身兼更多责任。“作为一名高校科研人
员，我要带领团队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加快关键
核心技术的攻关。同时，也要不断加强人才的培
养力度，为社会和企业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

毫米波雷达芯片创全球新纪录

在第 68 届国际固态电路会议上， 另一款
诞生在合肥的芯片同样引人瞩目。这就是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发布的一
款高性能 77GHz 毫米波芯片及模组， 它在国
际上首次实现两颗 3 发 4 收毫米波芯片及 10
路毫米波天线单封装集成 ， 探测距离达 38.5
米，创造了全球毫米波封装天线最远探测距离
的新纪录。

据介绍，该芯片在 24 毫米×24 毫米空间里
实现多路毫米波雷达收发前端的功能， 创造性

地提出一种动态可调快速宽带鸟声信号产生方
法，并在封装内采用多馈入天线技术，大幅提升
封装天线的有效辐射距离， 为近距离智能感知
提供了一种小体积、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此次发布的封装天线模组包含两颗 38 所
自主研发的 77GHz 毫米波雷达芯片，该芯片面
向智能驾驶领域对核心毫米波传感器的需求，
采用低成本工艺，单片集成 3 个发射通道、4 个
接收通道及雷达波形产生器等， 主要性能指标
达国际先进水平， 在快速宽带雷达信号产生等

方面具有特别优势， 芯片支持多片级联并构建
更大规模的雷达阵列。

封装天线技术很好地兼顾了天线性能、成本
及体积，代表着近年来毫米波天线技术的重大成
就。 基于扇出型晶圆级封装是封装天线的一种主
流的实现途径，国际上大公司都基于该项技术开
发了集成封装天线的芯片产品。 此次，38所团队
基于扇出型晶圆级封装技术，创造性地采用了多
馈入天线技术，有效改善了封装天线效率低等问
题，探测距离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据悉，该款毫米波雷达芯片取得的成果，有
望拉动智能感知技术领域的又一次突破。 下一
步，38 所将对毫米波雷达芯片进一步优化并根
据应用需求的扩展以及技术的进步而改变，根
据具体应用场景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科技速递·

中国电科 3388 所研
发的高性能 7777GGHHzz 毫
米波芯片及模组。。

骆先洋 摄

▲ 中国科大

程林课题组研

发 的 全 集 成

隔离 DC-DC
芯片。
潘东方 摄

安徽首例第四代达芬奇机器人辅助手术正在进行中。。
本报通讯员 黄歆 吴家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