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柔科学城
材料计算子平台正式运行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董瑞丰）通过处理
海量数据，快速筛选和设计新材料，帮助大幅提升
新材料研发速度——记者6月18日从中国科学
院物理研究所获悉，怀柔科学城材料计算子平台
已正式运行。

这个子平台是针对材料基因应用需求个性化
设计的“数据增强型”超级计算设施，其应用的数据
库已积累了18万个无机晶体的高质量计算结果。

据了解，材料计算子平台可视作材料基因组
研究平台的“大脑”。后者是中科院和北京市共建
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平台，旨在建成国际一流的国
家级综合性材料研究基地，计划建成时间为2021
年底。

全国首个空间太阳能电站
实验基地在璧山开建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6月18
日，全国首个空间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在璧山正
式开工建设，首期投资约1亿元，将重点进行空间
太阳能发电站、无线微波传能以及空间信息网等
技术的前期演示模拟与验证。

空间太阳能电站即在地球轨道上建立太阳能
电站收集太阳能，并通过无线能量传输方式向地
面提供持续电力的发电系统，国际上将其称为能
源领域的“曼哈顿”工程。

璧山空间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的开工建设，
也标志着我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无线能
量传输及环境影响科学工程项目正式开建。该项
目总投资约26亿元，建成后将成为我国首个集试
验、技术集成攻关、科学数据野外观测及新产业培
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实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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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重庆高校“版权杯”
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启动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日前，第
二届重庆高校“版权杯”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初赛拉
开帷幕。

大赛以“百年风华庆伟业 版权保护促发展”
为主题，由市版权局、市教委主办，重庆师范大学、
江北区委宣传部承办。来自市内外49所高校的
学生提交了1409件参赛作品，涉及平面设计、产
品设计、动画视频、新媒体四大板块。

据悉，专家评审组将从每个板块的参赛作品
中择优选取50件，入围复赛。大赛组织方还将在
复赛前后深入我市20多所高校开展作品巡展，对
在市属高校做好版权宣传普及有重要意义。

九龙坡布局氢能产业链
计划3至5年建成“西部氢谷”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日前，记者从
九龙坡区经信委获悉，通过引入氢能源龙头企业项
目，布局氢能产业链上游原料端、中游制造端和下游
应用端，该区计划用3至5年时间建成“西部氢谷”。

据介绍，九龙坡区先后引进“博世—庆铃”氢
燃料电池发动机项目和国鸿氢能科技产业园项
目，以此培育氢燃料电池关键核心产品制造集
群。依托龙头项目，该区集聚了一批氢能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包括氢燃料电池催化剂、膜电极、双
极板、电堆等关键核心零部件制造商。

据悉，该区拟在陶家片区建设氢能产业核心
区，形成集孵化和培育功能为主的氢能科技园、以产
业化开发为主的氢能产业园、以氢能科技展示和示
范应用为主的氢能展示中心和氢能社区等配套。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日前，2021年
第二期科创中国@重庆双月论坛在重庆两江水土新城
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
生物材料学会名誉理事长张兴栋，市科协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王合清出席论坛。

王合清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始终将创新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重庆市全面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正在有力推动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在重庆大地上，自主创新事业大有可为，广
大科技工作者大有作为。“科创中国”是全国科协系统
落实中央部署、紧扣时代主题、整合科协资源、发挥科
协优势、坚持“四个面向”、推动资源下沉、促进成果转
化、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务实创新行动。举办“科创
中国”@重庆双月论坛，是重庆推动“科创中国”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的常态工作。

王合清强调，重庆生态良好、资源富集，产业基础
扎实、政策支持有力，发展大健康产业比较优势明显。
本期论坛以“医疗器械科技创新与经济融合发展”为主
题，集签约授牌、大会主题报告、主题演讲、项目推介等

环节于一体，是大健康领域的一次科技盛会。希望与
会专家、企业家围绕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医药商业模式创新、大数据人工智能助力大
健康产业发展等热点，凝大智、献大计，为重庆大健康
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开幕式上，中国生物材料学会重庆产业创新服务
中心授牌成立。该中心将为重庆生物医用材料、医疗
器械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域及产业发展战略、发展规划、
重大问题等提供决策咨询和技术指导。围绕产业、企
业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产品研发、市场营销等方面，
组织院士专家及其创新团队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对生
物医用材料、医疗器械相关产业创新发展中的关键问
题提出解决方案，带动和促进产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的提高。

此外，中心还将依托科技专家服务团，为重点区域
引进产业发展急需的人才、智力和项目，指导企业申请
国家科技创新、研发等项目，通过生物医用材料、医疗
器械产业的技术创新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主旨报告阶段，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兴栋、王迎军等
院士专家围绕论坛主题、以线下或线上方式发表主旨
演讲。论坛还同期举办了“医疗器械检验与评价培训
活动”。

2021年第二期科创中国@重庆双月论坛举行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重庆产业创新服务中心授牌成立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智能穿戴式的
机器人、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智能楼宇可视化平台
……日前，由市教委、市科技局、重庆高新区共同主办
的重庆市高校科技创新成果首场发布会在西部（重庆）科
学城举办，现场展示了17所高校带来125项科技成果。

发布会吸引了近30家科技企业代表、10余家企
业技术经纪人、近20家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代表到场与
相关高校进行洽谈对接。

重庆大学展示了一款采用背包悬浮技术制造的智
能助力外骨骼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以穿戴在人的身
上，在人体行走和奔跑时，背包可随人体运动的振幅和
频率自行上下浮动，减少人体的能量消耗，从而使穿戴
者有搬运重物的能力，可用于应急救援、消防灭火、野
外科考等领域。重庆科技学院带来的汽车驱动桥整
体复合胀形工艺令人眼前一亮，其通过计算机仿真
计算和实验室性能测试分析，改变传统的焊接技术，
使汽车制造实现轻量化新技术与新工艺，可以节材

10%、节约劳动力60%。
最终，重庆科技学院天然气在线分析技术及仪器、

重庆大学眼健康生物医用相关新材料研发两个项目与
两家企业达成合作协议。

据介绍，目前全市高校建成产学研合作机构和联
盟261个、科技成果转化中心11个、国家大学科技园2
个、市级环大学创新生态圈6个。

“科学城应充分利用高校研发创新和人才智力优
势，破解科技与产业两张皮的难题，打通科技与经济社
会结合的通道。”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后，科
学城将建立常态化校企供需对接机制，促进产学研金
用深度融合。

据悉，今后市教委每个月都会动态发布收集到
的高校创新成果，每个季度都将举办一场这样的发
布会，搭建高校科技创新成果与企业对接转化平
台，为科学城产业发展和我市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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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高校科技创新成果首场发布会举行

17所高校125项科技成果集中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