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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创新驱动 彰显科学魅力

“最近参观从早上一直排到晚上，满

满当当！”笔者来到位于安徽合肥的科大

讯飞公司，刚走进人工智能体验馆，就听

到工作人员如此介绍。这样的感慨，折射

出人们了解人工智能的热情，也从一个侧

面展现了现代科技的魅力。

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必须抢抓机

遇、塑造优势。这是科大讯飞星火认知大

模型的时间线：今年 5 月 6 日，首次发布；

6 月 9 日，推出开放式知识问答，多轮对话

能力再升级，数字能力再升级；8 月 15 日，

突破代码能力，多模态交互再升级。为什

么讯飞星火能在短时间内连续、快速迭

代？参观过程中，笔者尝试寻找答案：这既

得益于国内算力水平的不断提升，也离不

开科学的统筹管理。简而言之，在自主创

新的路上，“硬实力”叠加“巧方法”是制胜

关键。

于企业而言，产品的快速更新迭代，依靠的是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即“硬实力”。如今，在科技创新的竞技

赛道，只有在特定领域实现“定点爆破”，才有可能在前

沿领域实现“弯道超车”。科技创新需要一定的积淀。通

过“巧方法”形成鼓励、支持创新的良好氛围，集聚各方

面的创新资源，才能厚积薄发、掌握主动。

跳出企业，看产业链，道理也是如此。巢湖之畔，合肥

加速建设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国之重器”；科学岛

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多个大型实验平台

着力开展科研攻坚，成果频出；蔚来汽车的生产车间，机械

手臂运转不停，一辆辆智能汽车整装下线……从科研院所

到科创企业，行走在江淮大地，笔者深感这里四处迸发着

创新创造的活力，正在为发展能级之变、位势之变蓄力。这

背后依然还是这道“叠加题”。

为什么在合肥，为什么是安徽？当科技“星火”日益

呈现“燎原”之势，人们心头难免有此疑问。仔细推究，

安徽集聚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科

大讯飞等科技企业，创新主体实力雄厚，创新人才活

跃，一张张“硬实力”底牌为创新厚植了优势。独木不成

林，把创新要素集聚只是第一步，要让它们产生化学反

应，释放乘数效应，就需要政府使用“巧方法”：种子基

金护航，扶早、扶小、扶优，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贷投批

量联动”，缓解中小科创企业融资难；简化注册、引才激

励等组合拳，让企业无后顾之忧。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

才链一体部署，“有形之手”有抓手、能放手、帮把手，强

化制度保障，有助于推动科技创新势能加快转化为高

质量发展动能。

从企业看行业、从城市看省域，再从省域看全国，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及其新兴业态的快速成长，让人

们更加坚信，创新驱动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无论

是进一步夯实创新的基础，还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更

好培育新兴产业，都需要对标世界一流，加强前沿探索

和前瞻布局，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力度。放眼未来，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安徽，有条件、有能力提供高

水平科技供给。汇聚了更多“创新组团”的长三角区域，

也必能依靠创新实现内涵型增长。在新时代的创新发

展中投子布局，就是要主动作为、大胆突破，把握机遇、

创造机遇，让发展优势更大、发展动力更足。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一路向前，尤须自立

自强、奋勇争先，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在日趋激烈的国

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姻 科学导报记者 刘娜 杨晓娟

“前方绿灯！正线通过！”景生启右手掌

心向左，举拳与眉齐，大小臂呈 90 度，手平

伸出，指向信号灯。整套动作干净利落，潇洒

自信。大秦铁路拥有“运输效率、运营密度、

年运量”三项世界第一。每天有 90 多对钢铁

巨龙运行其间，每条巨龙都有一位控“龙”有

术的重载司机。景生启，就是其中的代表，他

就是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湖东电力机务段

重载列车主控司机。

30 年的职业生涯，景生启获得成就和荣

誉无数。2010 年，景生启荣获太原铁路局专

业拔尖人才荣誉称号。2011 年，他被太原局

授予“作业标准岗”称号。2012 年，他获得火

车头奖章并被评为全路优秀共产党员。2013
年，在全路机务系统技术比武中，他荣获全

路货运机车技能操纵第一名。2014 年，他荣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3 年应邀参加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4 周年招待会，他也是全

国铁路系统唯一的劳模代表。

用炽热情怀投身重载的“活规章”

通向荣誉的道路并非铺满鲜花，1993

年，正值大秦线全线开通，从北京铁路电气化

学校毕业的景生启来到湖东机务段，开始了

他的重载生涯。他的师傅朱建委告诉他：“开

重载列车是个细致活儿，所有的指令和操作

步骤都要准确，不能有一丝含糊。”景生启从

机车构造原理、行车操纵标准、非正常处理办

法开始，一步一步地学、一点一点地积累。大

秦线上的每一个公里标和自然标的位置，他

都烂熟于心。他能随口背出《技规》《行规》等

规章中的任何一条规定，被工友称为大秦线

上的“活规章”。

在景生启看来，人机合一不仅是一种状

态，更是一种境界。每当坐在驾驶室里，他的

心思就全放在机车上，不敢有片刻走神。他

通过眼看仪表、耳听机械动作声和身体感觉

机车状态变化，就能知道哪一部分电器部件

依次进行了怎样的动作，判断出部件是否正

常工作。一次，列车运行到大秦线 42 公里处

时，2 号机车自动过分相出现跳闸。当时，列

车正高速运行在类似鱼背型的起伏坡道上。

由于万吨列车自然惯性相当大，如果操纵或

处理不当，轻则造成列车前后冲动，重则发

生列车分离或断钩。面对出现的异常情况，

景生启冷静应对，一把拿起无线电台，告诉 2
号机车司机如何处置，仅用 20 秒就处理完

毕，而且果断采取空气制动措施，防止列车速

度失控。 (下转 A3版）

景生启：手中闸把千斤重 重载路上勇担当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魏世杰

研究人员发现

阿秒脉冲相干辐射新机制
深圳技术大学教授阮双琛、周沧涛团队提出了基

于超光速等离子体尾波场产生阿秒脉冲、亚周期相干

光激波辐射的物理方案，并阐释了一种由电子集体作

用主导的全新相干辐射产生机制。相关研究成果近日

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 刁雯蕙

科学家实现
人工神经元突触量子成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团队孙方稳教授课

题组和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核科学技术学院邹崇文研

究员课题组合作，制备基于二氧化钒相变薄膜的类脑神

经元器件，并利用金刚石中氮-空位（NV）色心作为固态

自旋量子传感器，探测了神经元突触在外部刺激下的动

态连接，展示了类脑神经系统中多通道信号传递和处理

过程。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科学进展》。 王敏

创新前沿K chuangxinqianyan

红色花朵色调

比红色果实更丰富
色彩在动物和植物的相互作用中至关重要。近日，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明植物所）高

山植物多样性研究组对花和果的色彩进行比较研究，

发现红色果实的色调不如红色花朵丰富。相关研究结

果在线发表于《功能生态学》。 高雅丽

科学导报讯 笔者 10 月 17 日从中国

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以下简称

“空天院 ”）获悉，我国“ 宏 图 一号 ”商 业

遥感卫星搭载的、空天院研制的合成孔

径雷达（SAR）系 统，在国 际 上 首 次 获 得

星 载 单 航 过 多 基 线 干 涉 SAR 高 精 度 地

形测绘数据产品。这标志着我国首个多

基 线 干 涉 SAR 全 球 测 绘 系 统 成 功 在 轨

应用。

今年 3 月 30 日，“宏图一号”商业遥感

卫星成功发射，其 SAR 系统由“一主三辅”

4 颗卫星形成车轮式干涉编队。空天院全

面承担了 SAR 载荷系统设计开发与工程

研制，突破了多星编队基线设计与优化、多

星系统协同工作、空间多基线联合高程测

量及多基三维成像等多项关键核心技术，

系统最高分辨率优于 0.5 米，具备 1颐5 万

比例尺测绘能力。

据星载 SAR 团队总师介绍，多基线干

涉 SAR 是在多个卫星构成编队的基础上，

利用多个卫星之间的位置多样性信息，协

同工作提升高程测绘的精度和效率。该系

统一次飞越可获取 4 组观测数据、6 条有

效测绘基线，通过空间多基线干涉数据联

合处理，有效解决陡坡、断崖等各种复杂地

形区域高精度高程重建难题，大幅提升高

程测量精度和测绘效率。

相较传统双星编队干涉测量系统，该

系 统 完 成 了 全 球 高 精 度 数 字 高 程 模 型

（DEM）数据获取，时间可由 3~4 年提升到

1 年左右。同时，该系统将建成最高优于

10 米网格的全球高精度数字高程数据库，

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高精度地理信

息服务。

据悉，“一主三辅”多基线编队卫星的

成功发射和在轨应用为我国后续高精度、

高效干涉 SAR 卫星的技术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轻小型、低成本 SAR 卫星应用前

景广阔，在城市地质灾害监测、海洋监测、

洪涝灾害监测、地表沉降监测等方面具备

极大优势，可极大满足 SAR 卫星商业应用

的市场需求。

陆成宽

“我们企业生产的这款小间距 1010 灯

珠尺寸是 1.0伊1.0 毫米，对于 LED 显示屏来

说，灯珠尺寸和贴片间距越小，像素密度和分

辨率越高，清晰度和显示效果越好……”走进

位于山西长治市经开区的高科华烨集团，在

宽敞明亮的生产车间内，一排排高精尖的精

密设备运转不停，身穿静电服的工人们聚精

会神地观察着设备参数面板和信号灯，开足

马力赶制订单。

山西高科华烨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山西高科华烨）作为一家高科技民营企业，

拥有国内完整的 LED 产业链条，产品涵盖

LED 外延芯片、LED 封装、显示屏、注塑配套

等，山西高科华烨一直秉承着“培育产品、发展

产业”的理念，始终稳扎稳打、勇于开拓，通过

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的品质，

自主研发的集成封装新技术，应用于半导体 IC
和 LED 光电产品，在国内属于行业领先水平。

科技强最终的落脚点是产业强。面对产

品不断更新迭代，作为北方地区 LED 显示

行业最大的生产基地，高科华烨瞄准 COB
新型显示前沿技术，迎难而上，将解题思路

放在提高研发投入和加强自主创新上，不断

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对封装光学设计、材料

组分、结构设计等核心制程及工艺研究，开

发出高可靠性、高对比度 COB 系列产品。通

过对显示屏相关电子、系统、结构、工艺及自

动化等技术的研发创新和应用赋能，实现显

示屏优异画质、轻薄、便捷安装、智能化方面

的提升。“经过研发团队近三年的努力，我们

全面掌握了 Mini COB 封装技术应用，LED
显示屏最小间距实现从 0.833 到 0.6 的新突

破，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负责人表示。

科研技术产业化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和坚

持，掌握核心技术是最终的出路。“Micro-LED
具有高发光效率、高亮度、响应时间短和可靠

性高的优良特性，其技术成熟度制约着各种新

兴应用如虚拟显示（VR）、增强显示（AR）和元

宇宙的发展。随着 Micro-LED技术的发展，在

未来智能社会里，Micro-LED将不仅局限于显

示应用，还将与光通信、医疗探测、智能车灯等

应用领域结合，成为变革性的下一代显示技

术。”集团负责人如是说。山西高科华烨集团积

极组建基础前沿实验室，围绕 LED 显示产品

的未来技术 Micro-LED 布局研发方向，应对

LED 技术更新迭代进程中科技含量不断提升

带来的挑战，通过自主研发与积极同国内外光

电领域先进实验室（如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

室）展开紧密合作并举，实现基础研究与产业

协同、创新与创业协同发展，通过提高科技软

实力提高产品竞争力。

谈及未来，集团负责人信心满满，“科技

创新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高科华烨将不断

实现核心技术独立自主，用科技创新推动产

业升级,在用创新把握前沿趋势、抢占技术

高地的同时，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他表

示，面对现如今行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和新

挑战，高科华烨将全力推进 LED 高科技产

业链建设，以科技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科技

支撑，引进先进的人才技术推进企业技术升

级，不断提升企业行业竞争力，全力推进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

山西高科华烨：做好科技硬支撑 下好创新先手棋

我国首个多基线干涉合成孔径雷达
全球测绘系统成功在轨应用

10 月 16 日拍摄的兰州新区兰
石集团高端装备产业园生产现场。

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双碳”目
标带动下，坐落于甘肃省兰州新区的
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依托自身装
备制造能力，转型升级培育新能源、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在氢能等方面加
大布局，增强发展新动能。仅今年前
三季度，兰石集团实现工业总产值同
比增长 21.20%，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47%，主要经营指标大幅增长，完
成年度进度目标。 姻 范培珅摄

焕发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