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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学装置是开展基础

研究的利器。近日，记者一

走进位于庐阳区三十岗乡的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

科学装置集中区，一栋栋充

满科技感的白色建筑就映入眼帘，这是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

究设施。它是继同步辐射、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和稳态强磁场

三个大科学装置之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第四个大科学装

置，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中优先部署的

大科学装置，为2017年1月合肥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来第一

个落户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

记者 张亚琴 实习生 程东昕然/文 星级记者 黄洋洋/图

““国之重器国之重器””镌刻合肥名片镌刻合肥名片
““智慧革命智慧革命””迎来科技创新迎来科技创新

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全面建成后，将是国际聚变领域参

数最高、功能最完备的综合性研究平台，为聚变工程堆核心部件的研发和聚

变工程堆的建设保驾护航。

提起这些大科学装置，不得不提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目前，合肥未来大

科学城集中布局大科学装置8个。其中，建成运行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

磁场2个装置，在建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紧凑型聚变能实验

（BEST）装置、合肥先进光源、雷电防护设施 4 个装置，开展超级陶粲装置、

强光磁集成实验设施2个装置预研。

在这里，你不仅能体会到“科技、安全、生态、国际化”理念，而且会对着力

打造“科研圣地、田园耕地、旅游胜地”相得益彰的科学新城有更深的了解。

接下来，合肥未来大科学城致力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

多学科交叉前沿研究设施集群，完善科学研究、创新创业、城市服务等功能，

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合肥未来大科学城。

“国之重器”在这里发光

合肥是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国家

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现代制造业基地和全国

性综合交通枢纽，是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双节点城市，具有较为雄厚的科技基础和

“左右逢源”的区位优势。先后获批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科创金融

改革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等一大批国

字号品牌。近年来，合肥市依托国家实验室、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大硅谷等重大平台，持续

巩固创新优势，全市科技创新工作不断取得新

进展、实现新突破。2022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

度3.9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37个百分点，投

入469.5亿元、同比提升19%；净增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1834户，总数达 6412户；跻身2023年全

球科技集群第40位、较上年提升15位。

在采访中，记者获悉，除已有、在建和预研

大科学装置12个外，目前，合肥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全国第二个获建，国家实验室首批首个

挂牌，国家深空探测重点实验室、国际先进技

术应用推进中心落户运行。人造太阳、稳态磁

场、热核聚变、悟空探秘、墨子传信、九章计

算、本源司南、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等重大成

果在肥诞生。

近年来，合肥市不断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企

业研发攻关、创新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牢固树

立“科技即产业”理念，构建闭环式全链条科技

成果转化体系。新增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3

家，成立实体化运作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

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和联盟，促进跨区域成果

落地转化。一年以来，摸排高校院所可转化的

科技成果 3529 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在肥成立

企业517户。“大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入选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

在坚持做“有用的科研”的基础上，强化“科

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一体，设立市自

然科学基金，支持应用研究支撑引领产业发

展。探索“揭榜挂帅”机制，建立高校院所、龙头

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机制，面向集成电

路、新型显示、量子信息等重点产业领域发榜项

目超过500项，揭榜成功超160项，达成揭榜研

发合作金额超过6亿元。

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合肥始终在

坚持。在这片创新的天地，一大批科学装置提

供研究平台，一大批重大科研成果落地开花，一

大批高科技人才脱颖而出……让合肥在科技创

新的赛道上，一直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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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坚持做“有用的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