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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实争先 踔厉奋进·西部（重庆）科学城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作为全市科技创新的主平台，西部（重庆）科学城自启动建设以来，聚焦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

（金凤），大学城、科研港、科学谷、生命岛、科创街“五大创新支撑”齐发力，全力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

今年3月，由重庆医科大学黄爱龙教授团
队研发、重庆医科大学国际体外诊断（IVD）研
究院在孵企业——重庆明道捷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的首款“重庆造”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正
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最近，为了满足急剧增加的抗原自测需求，在
重庆高新区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明道捷测
GMP生产车间内，这款抗原检测试剂盒正在加紧
生产。

实际上，从研发到走向市场，这款抗原检测试剂
盒仅用了一年多时间。而这也是把大学城智力优势
转化为科学城高质量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之一。

“高校院所是科学城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资
源、宝贵财富、核心力量。大学城高校院所聚集、
人才智力密集，高水平建设科学城，离不开大学
城这个创新‘大脑’。”科学城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0年3月，市政府批复建立科学城校地
合作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市级部门、重庆高新
区、高校加强资源整合和工作联动，促进产学研
协同创新。

在联席会议制度的推动下，14所高校纷纷
加入了科学城“朋友圈”，推动高校科技成果在
科学城转移转化和产业化，打造校地协同创新
创业生态圈。

为进一步发挥大学城创新资源集聚优势，
2022年4月，《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环大学
城创新生态圈实施方案（2022—2025年）》正式
出炉，计划在大学城塑造科创园区、主题大厦和
特色街区，构建“一区一带N个小生态”空间格
局，加快推动科学城与大学城“两城”融合。

在强化在渝高校院所“基本盘”作用的同
时，科学城还通过引入市外名校名院加入“朋友
圈”，激发市外名校名院“生力军”作用。

“目前，我们以项目为抓手，专班推进、滚动
实施校地院地合作项目43个，争取各类资金近
52亿元保障项目建设，目前已投用项目29个、兑
现支持资金近11亿元。”科学城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系列校地合作项目的实施，让科学城成为大
学城的创新“沃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力。

由重庆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自主开发的科
技成果——可视化交互“一站式”解决平台，目
前已促成交易合作372项，项目融资金额3.8亿
元，带动科技成果转化经济效益超过10亿元。

“未来，重庆大学将把优势学科和创新资源
调整聚集到科学城核心区域，推动促成技术成
果在科学城转化，构建起以学校为主体、政府为
支撑、市场为导向、企业为应用、政产学研相结
合的成果转化体系，更好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重庆大学副校长李剑表示。

王静 杨燕燕

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金凤）现雏形

最近几天，位于生命岛的金凤实验室接连
发出“英雄帖”，面向全球为课题组“招兵买马”。

实际上，自2022年6月揭牌投用以来，这样
的事情并不鲜见。更有甚者，金凤实验室一天
之内发出5个课题组的“英雄帖”。

“科研攻关跟打仗一样，一刻也耽误不得。”
金凤实验室负责人说。

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金凤实验室把重
大疾病的下一代诊断作为核心任务，围绕这一
核心任务展开靶向招引。目前，由卞修武、段树
民、赵宇亮、董晨等院士领衔的20个科研团队相
继入驻，并迅速开展起科研工作，到位各类科研
人员160余人。

作为西部（重庆）科学城科技创新的头号工
程，金凤实验室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汇聚市
级有关部门、重庆高新区、有关高校的优势资

源，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
从规划伊始就是“超强配置”，从建设之初就已

“自带光环”，因此起步就跑出“加速度”。
上海交大重庆人工智能研究院智慧医药研

究团队入驻金凤实验室仅两个月，就成功合成
出首个基于AI设计、靶向双靶点的全新骨架实
体新分子，并进行了生物有效性验证。这一成
果交付给药企后，有助于大幅缩短新药研发进
程，提高新药研发成功率。

“金凤实验室将努力建设成为生命健康领域的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造重庆实验室的‘新样板’、国
家实验室的‘生力军’。”金凤实验室负责人表示。

位于科研港的中国科学院重庆科学中心，
由重庆市政府和中科院共同打造。作为首个落
地的科研平台，中科院重庆汽车软件创新研究
平台自2021年底成立以来，按照产学研“三位一

体”平台进行战略布局，聚焦汽车软件领域，加
快突破原始创新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努力形
成汽车软件技术创新策源地。

近期，该创新研究平台已发布了首个研究
成果——《汽车软件全景图(2022年)》，梳理出汽
车行业大变局背景下的汽车软件架构以及汽车
软件未来的发展趋势，为国内汽车软件发展提
供前瞻性参考。

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机
遇，围绕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主目标，西部（重庆）科学城要奔着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最紧迫的任务去。

自启动建设以来，西部（重庆）科学城已集聚
了323个市级以上科研平台。抢时间、赶进度、出
成果，高能级科研平台成群起势，正在加快为建设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重要支撑。

前不久，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牵头，
联合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
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电信系统集成有
限公司，共同承接了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揭榜挂帅”项目——面向新能源汽车的国产科
学计算与模拟仿真软件开发项目。

该项目将解决国内通用型科学计算软件产
品的“卡脖子”问题，建立自主可控、优质可靠、
安全可持续的科学计算与模拟仿真软件操作运
行环境，实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对科学计算与
模拟仿真软件需求的国产化替换。

在2022智博会上，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
究院首次公开发布了北太天元数值计算通用软
件。作为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通用型
科学计算软件，该软件突破了科学计算软件内
核根技术，目前已获得5项软件著作权、3项发明

专利、2项外观专利，试用高校160余所，试用企
业15家，软件用户量4000人以上。

正是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基础上，北大重
庆大数据研究院成功拿下上述“揭榜挂帅”项目。

“国内汽车企业在汽车的研发设计过程中，
会大量使用科学计算与模拟仿真软件。科学计
算与工业生产技术紧密结合，将大幅提高研发
设计和生产制造水平。”北大重庆大数据研究院
基础软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李若教授表示。

目前，北大重庆大数据研究院基础软件科
学研究中心已通过成果转化，在科创街注册成
立北太振寰（重庆）科技有限公司，加快推进产
品市场化运营。

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科
学谷也在上演。

今年7月，重庆储能与智慧能源创新中心在

位于科学谷的清安储能总部大楼揭牌，由中科院
院士欧阳明高担任首席科学家，旨在聚焦储能与
智慧能源的关键共性技术、多层级储能系统安
全、智慧能源管理等领域，打造“国内领先、国际
一流”的新型高端研发机构，并积极培育引入产
业链相关企业，形成储能与智慧能源产业高地，
助力科学城打造500亿元级绿色低碳产业集群。

国电投重庆研究院也落户科学谷，将通过
开展综合智慧能源、氢能、储能、生物质能等代
表未来清洁能源趋势的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
态，以成果转化为导向，开展绿色低碳产业技术
研发及示范应用。

“科学谷将集中布局技术创新中心、孵化
器、加速器、企业研发总部基地，聚焦绿色低碳
产业，打造前沿科技集散地。”科学城相关负责
人表示。

高能级科研平台成群起势

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

“两城”融合迸发创新活力

科研人员在金凤实验室做实验 摄/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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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创新支撑”齐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