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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
西部科学城 川渝共筑科技创新“一座城”

□本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白秀颖

西部科学城，承载着成渝地区
携手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科技创新
中心的梦想。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
划纲要》明确提出，以“一城多园”模
式合作共建西部科学城，同时对成
渝综合性科学中心作出部署。

作为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承载
区，2021年5月和6月，西部（重庆）
科学城和西部（成都）科学城相继挂
牌，成为西部科学城建设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

两年多来，川渝共同打造的西
部科学城，发展得怎么样了？取得
了哪些科技创新成果？本报记者近
日前往两地进行了采访。

西部（重庆）科学城
引进重大科创平台33个

前不久，西部（重庆）科学城凤
栖湖畔，金凤实验室召开科技委员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23名专家学者
被聘为科技委员会委员，其中包括

“两院”院士12名。
受聘为科技委员会委员后，这

些专家学者将为实验室建设发展中
的重大问题提供决策咨询，协助实
验室扩大学术影响力，吸引更多顶
尖科研人才，取得一批具有重庆辨

识度的创新成果。
金凤实验室自去年6月投用以

来，聚焦生命健康重大科学问题和
“卡脖子”技术，以脑疾病和恶性肿
瘤等“重大疾病的下一代诊断”为核
心任务，开展原创性研究，产出引领
性成果，赋能产业创新，已经取得积
极进展。

目前，在金凤实验室，智慧病理
实验室、疾病表型组学实验室、金
凤·华大时空组学中心等国内一流
的研究平台建成投用；由卞修武、段
树民、董晨、杨正林等院士领衔的25
个科研团队已经入驻，到位各类科
研人员270余人。

今年5月，金凤实验室首次集中
发布实验室投用以来的7项科技创
新成果，涵盖免疫病理基础研究、数
字病理设备、病理人工智能诊断等
多个方面，多项成果为世界首次发
现或全国首创。

过去，重庆科教资源相对薄弱，
大学大院大所少，高端创新资源不
足，不过，在一些学科方向和研究领
域具有独特优势。金凤实验室的建
设，正是在发挥重庆的优势。

“当前，病理诊断是我国医学学
科发展的重点方向，加强以病理诊
断为核心的重大疾病诊断研究，已
成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金凤实验
室副主任徐辉说，诊断离不开病理
和检验，这两大学科正是重庆的优
势所在。

正因如此，定位为国家实验室
“生力军”、重庆实验室“新样板”、西

部（重庆）科学城“头号工程”的
金凤实验室，把“重大疾病的
下一代诊断”作为核心任
务。而重庆也是举全市之
力高标准、高起点打造金
凤实验室。

扬优势的同时，也
要补短板。

早在 2020 年，重
庆市政府批复建立西
部（重庆）科学城校地合
作联席会议制度，重庆
大学、西南大学、陆军军

医大学等14所在渝高校率
先加入科学城“朋友圈”。随

后，瞄准“双一流”高校、“国字
号”院所、“央字头”企业，西部（重

庆）科学城又积极引入中国科学院、
北京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北京理工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市外名校名
院名企“入圈”。

一系列“引智”之后，一批校地
院地央地合作项目陆续落地。

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落
地后，历时一年就开发出首个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通用型科学计
算软件——北太天元数值计算通用
软件，为各领域科学家与工程师提
供优质、可靠的科学计算环境。目
前已有300余所高校、100余家企事
业单位，将其试用于教学、科研和工
业软件开发。

前不久，中子科学研究院（重
庆）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揭牌成立，
同时，超高流强稳态氘氚中子源大
型科学装置启动建设。

按照规划，该研究院将依托大
型科学装置，开展生命科学、材料科
学、农业科学、航空航天等多学科多
领域的科学实验，从事中子科技基
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产
业转化，打造千亿级中子科技产业
集群。

在渝高校也在持续发力。
由重庆大学牵头建设的超瞬态

实验装置，是重庆首个大科学装置，
正在加快推进建设。作为研究物质

“瞬息变化”的科学重器，它将为未
来信息科学、能源科学、生命科学等
诸多领域带来发现新规律的机会，
开展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融通创
新。

由西南大学牵头建设的西部
（重庆）科学城种质创制大科学中
心，继2022年1月一期运行后，今年
5月二期也正式运行，新增油菜、马
铃薯、柑橘等6个种质创制团队入
驻，使入驻种质创制团队达到9个。

据统计，西部（重庆）科学城迄
今已引进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
院、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等重大
科创平台33个，获批全国首批国家
应用数学中心、全市首个国家制造
业创新中心；集聚李克强、吴宜灿等
院士23名，国家级人才超300名，研
发人员达2.5万人。

西部（成都）科学城
基本搭建起高水平实验室体系

海拔4410米的四川稻城海子
山上，建有一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
索”（LHAASO），已于今年5月投入
运行。

宇宙线就像是宇宙的“信使”，
携带着各种神秘信息抵达地球。作
为世界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灵敏度
最强的宇宙射线探测装置，“拉索”
就能收集到这些“信使”。

不过，要帮助人类解开宇宙线
起源的“世纪之谜”，它还需要一个

“最强大脑”——由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设立的天府宇宙线研究

中心。这个“最强大脑”，就在西部
（成都）科学城兴隆湖畔。

“天文学是一门依赖观测的基
础研究，观测手段的进步会为人类
天文学研究带来前所未有、甚至是
颠覆性的发现。”“拉索”首席科学
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曹臻说，前不久，正是依托“拉
索”，他们已经有了突破性成果。

“拉索”的强势“出圈”，也增强
了人才吸引力。

曹臻表示，未来，天府宇宙线研
究中心将整合国内一流的粒子天体
物理学家，组成强大的学术研究队
伍，助力西部（成都）科学城打造全
球宇宙线研究高地。

实际上，不仅是“拉索”，一大批
高能级创新平台正在西部（成都）科
学城加速聚集。

兴隆湖畔东北角的群贤街上，
包括天府宇宙线研究中心在内，两
侧楼宇的单位都来头不小。中国科
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天府兴隆湖实验室……它们都是中
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科学城园区的组
成部分。

2022年2月，中国科学院成都
分院从华西坝“搬家”到此，随之而
来的，是“科技国家队”3000余人的
集体入驻。这是中国科学院建院以
来最大规模的分院迁建工程，也为
西部（成都）科学城建设提供了重要
的科技创新骨干力量。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科学城园
区周围，还有一群厉害的“邻居”，比
如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国家川
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天府永兴实
验室等等。

其中的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
心，不仅拥有“颜值”——一座极具
科技感的蓝色立方体建筑，被昵称
为“硅立方”，更拥有“内涵”——一
个实力雄厚的“超级大脑”，可以达
到每秒10亿亿次的运算能力，算力
排名全球前十。

“自2020年建成投运以来，国
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已经和1000
多个用户建立了合作，为用户提供
多元算力资源、软件开发适配、人才
联合培养、科研项目协同攻关、计算
产业孵化推广等服务，涵盖基础科
学、人工智能、城市治理等30余个
领域。”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成
都大运会期间，国家超级计算成都
中心也为天气预报提供强大的算力
支持，提供逐小时甚至逐十分钟预
报天气实况信息。

四川是科教大省，大院大所大

学多，创新资源丰富。一大批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和高能级创新平台加
速布局，为西部（成都）科学城提供
了强劲支撑——

构建“实验室”体系。目前，西
部（成都）科学城启动建设了太行实
验室，先后揭牌运行天府兴隆湖实
验室、天府永兴实验室、天府绛溪实
验室、天府锦城实验室4个天府实验
室，基本搭建起“国家实验室+省级
实验室+重点实验室”的高水平实验
室体系。

打造“大装置”集群。全力推进
跨尺度矢量光场时空调控验证装置
等2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多
态耦合轨道交通动模试验平台等4
个省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同
时推动6个科教基础设施、5个交叉
研究平台、22个科技创新基地落地
运行，初步构建起学科方向关联、功
能互相支撑的“大装置”集群。

筑强“国家队”力量。先后引聚
了“中科系”“中核系”等26家国家
级科研机构，布局建设94个国家级
创新平台，形成了国家科研力量多
维布局、协同攻关的发展态势。

协同创新
共建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

7月初，在西部（重庆）科学城西
永微电园，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微电
子产业技术研究院（下称电子科大
重研院），迎来了新一批产教融合研
究生。70余名来自电子科大和重庆
邮电大学的研究生，将在这里开展
为期2年的学习。

即将读研二的段锦泽，来自电
子科大集成电路工程专业，主要从
事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方向的研究。
虽然刚来几天，可他已经感受到这
里优良的科研条件和浓厚的科研氛
围。

更让他期待的是，不久后，他还
将走进电子科大重研院周围的联合
微电子、华润微电子、吉芯科技、西
南集成等集成电路企业，在导师的
带领和指导下，直接参与实际的产
业项目攻关。

电子科大重研院是该校在渝布
局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孵化
和人才培养平台，也是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67个重大项目之
一。

自2021年电子科大重研院揭
牌开院以来，该院瞄准重庆集成电
路产业需求，利用该校双A+学科和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的优势，建成了4
个公共技术平台，产出不少自主研

发成果，有的已经在重庆成功转化。
电子科大重研院的建立，是西

部（重庆）科学城与西部（成都）科学
城协同创新的生动实践之一。

共筑科技创新“一座城”，两地
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建设成
渝综合性科学中心。

根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作出的部署，成渝综
合性科学中心将聚焦核能、航空航
天、智能制造和电子信息等领域的
战略性产品开发，在四川天府新
区、重庆高新区集中布局建设若干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一批科教基础
设施，引导地方、科研机构和企业
建设系列交叉研究平台和科技创新
基地，打造学科内涵关联、空间分
布集聚的原始创新集群。发挥基础
研究和原始创新的引领作用，吸引
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
业入驻，强化开放共享，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有效支撑成渝全域高水
平创新活动。

2021年 12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科技部批复成渝地区建设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总体方
案。至此，成渝地区获批建设国家
首个区域综合性科学中心，由成渝
（金凤）综合性科学中心和成渝（兴
隆湖）综合性科学中心构成。

成渝（金凤）综合性科学中心位
于西部（重庆）科学城金凤片区，规
划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将高水平
建设大学城、科研港、科学谷、生命
岛、科创街“五大创新支撑”，集中布
局创新资源，增强西部（重庆）科学
城科技创新“引领性”。目前，随着
一大批大装置、大平台、大院所的落
地，成渝（金凤）综合性科学中心已
具雏形。

成渝（兴隆湖）综合性科学中心
位于西部（成都）科学城兴隆湖周
边，规划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今年
5月正式揭牌。按照规划，将建设鹿
溪智谷科学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基地，以及航空动力科创园、
新兴智能制造产业园、凤栖谷数字
经济产业园、兴隆湖高新技术服务
产业园，形成“一中心、一基地、四园
区”功能布局。

“目前，我们正在与西部（成都）
科学城联合编制《成渝综合性科学
中心建设方案》，力争今年得到国家
发改委、科技部批复。”西部（重庆）
科学城相关负责人表示，共筑科技
创新“一座城”，将加快实现更大突
破，有力支撑成渝地区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一步
提升成渝地区在全国创新版图中的
战略地位。

●在西部（成都）科学城兴隆湖畔，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
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天府兴隆湖实验室等一大批高能级创
新平台正在加速聚集

●目前，西部（成都）科学城启动建设了太行实验室，先后揭牌运行天府兴隆湖实验室、天
府永兴实验室、天府绛溪实验室、天府锦城实验室4个天府实验室，基本搭建起“国家实验室+
省级实验室+重点实验室”的高水平实验室体系

●西部（重庆）科学城迄今已引进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等
重大科创平台33个，获批全国首批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全市首个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集聚李
克强、吴宜灿等院士23名，国家级人才超300名，研发人员达2.5万人

●目前，在西部（重庆）科学城金凤实验室，智慧病理实验室、疾病表型组学实验室、金凤·
华大时空组学中心等国内一流的研究平台建成投用；今年5月，金凤实验室首次集中发布实验
室投用以来的7项科技创新成果，多项成果为世界首次发现或全国首创

西部（重庆）科学城 西部（成都）科学城

西部（重庆）科学城金凤实验室。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位于兴隆湖畔的西部（成都）科学城。 赵增兴 摄/C视觉

西部（重庆）科学
城金凤实验室，科研人
员正在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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