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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记者王小静 12 月 6 日，《科学导报》记

者从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获悉，山西省井下现用直径最

大盾构机“晋控装备盾一号”始发首月进尺突破 308 米，这

台长约 80 米、重约 650 吨、开挖直径 6.53 米的“大家伙”

正在地下 700 多米深处隆隆穿梭，刷新了集团公司岩巷大

巷单巷月掘进进尺最高纪录，为矿井提升单进水平、采掘

接续平稳有序提供有力保障。

“晋控装备盾一号”施工于赵庄煤业西翼北辅运巷，它

是根据赵庄煤业矿井的需求量身定制的，集掘进、出渣、支

护等多功能于一体，实现了掘、支、运、铺底关键工序平行

同步作业等优点，不仅实现安全、优质、高效、环保掘进，更

降低作业人员工作强度，提高掘进效率。

赵庄煤业副总工程师祁雨鹏表示，岩巷掘进效率是制

约矿井安全高效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传统巷道掘进方

式受到地质条件、施工工艺等多种因素制约，已难以满足

矿井盘区大巷的快速延伸，需要一种更为高效的掘进方

式。盾构机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掘进速度，缓解生产接续

紧张现状，而且凭借其强大的地质适应能力，能够较为轻

松地穿越包括软岩、硬岩以及复杂多变的复合地层在内的

各类特殊地质条件，从而实现了掘进作业的安全、高效与

灵活性的有机融合。

“晋控装备盾”
掘进进尺创新高

张 中 东
（右）在田间察
看 玉 米 长 势
姻 受访者供图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管刮风下雨，

还是烈日炎炎，田间地头总能看到他的身

影，当一个个农民急难愁盼的问题解决时，

他比谁都高兴。他就是山西农业大学玉米

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张中东，作为耕耘三

农的科技工作者，他奔走在黄土高原的田

间地头，让科技护航农业生产，为旱地玉米

高产“撑起腰杆”。

为了乡亲们的“一句话”

玉米是山西第一大粮食作物，每年播

种 2700 万亩以上，几乎占了全部耕地面积

的一半，然而，“十年九春旱”的气候条件，

直接影响着玉米的正常播种、出苗及苗期

生长。地膜覆盖作为抗御“春旱”最有效措

施，多年来在山西乃至华北地区的干旱、半

干旱尤其是春旱频发区粮食生产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但传统的覆膜种植方式存在放

苗投工大、出苗不齐全、播种速度慢、地膜

回收难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地膜覆盖技术

的推广应用。

“什么时候能不用放苗就好了！”老乡

的一句话，让张中东萌生了新的想法———

把农民从放苗投工中解放出来。

2012 年，张中东在国家玉米产业技术

体系和农业部行业项目“主要农作物抗御

季节性干旱技术研究与示范”的支持下，开

始进行专题研究。

“膜上打孔容易板结阻塞，那就考虑膜

外种植。”张中东另辟蹊径，经过连续 3 年

试验，他与团队成员论证了“膜上”与“膜

侧”两种种植方法，分析了土壤、温度、水分

对玉米生长的影响，集成了玉米膜侧播种

综合高产技术，主要内容包括铺膜垄形成

弓形、不开沟铺膜、玉米开沟种在地膜两

侧、肥料施于种子外侧、播后重镇压等，在

玉米产量不减少的前提下，彻底把农民从

放苗投工中解放了出来，而且苗齐苗全，节

省地膜 25%，残膜易于回收。

技术好不好农民说了算

技术路线图有了，如何破解产业机械

化难题？张中东又一次大胆突破自己的专

业，开始研究机械。他说：“不能实现机械化

的技术就相当于一项‘死技术’，注定无法

大面积应用于生产。”

为了使该项技术能推广到生产中，张中

东决定“外行人”做“内行事”，自己试着做一

台机器。他根据技术需求，先做对应配件，然

后到地里试，合适就固定，不合适就重新设

计。“外行做机械全靠实践。”张中东感叹道，

研制过程中他常常跟在拖拉机后面跑，仔细

观察每一个部件的作业情况，边作业边调

整，哪有问题就停下来改进，经过无数次试

验，才将机器的每一个部件固定下来。

2014 年 4 月，玉米膜侧播种机终于研

制成功，为解决干旱半干旱地区玉米高产

稳产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成

为国内首台玉米膜侧播种机，真正体现了

农机与农艺的有机融合。

“说实话，膜侧播种技术并不是新技

术，20 年前该技术的切入点是产量，因没有

配套的机械，而没有得以推广应用。如今这

项技术针对的是放苗难问题，且实现了机

械化，因此得到了大面积推广应用。用句流

行的话来说，这也叫问题导向。”张中东解

释道。

“以前，我的 800 亩地放苗雇人至少要

花 2 万元，近几年用了这个机器，不仅放苗

的成本省了不少，而且出苗率及整齐度也

比以往高得多，根据增产情况每亩地至少

又能多收 100 元，800 亩地就能多收 8 万

元，这样算下来，仅仅改变了种植模式，我

就能多收 10 万元。”忻州市繁峙县种粮大

户梁长青喜悦地分享道。

更为可喜的是，近年该技术在陕西、内

蒙古、山西寿阳县等地推广时发现，膜侧播

种的玉米由于气生根发达，部分地区在生

长中后期遭遇大风暴雨的极端天气情况

下，表现出了极强的抗倒伏性，而且不早

衰，产量比膜上打孔种植提高 10%以上，这

为膜侧播种技术的推广提供了新的动力。

“让农民说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改

变农民的种植习惯更难。一项好的实用的

技术不是专家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

是农民用出来的，技术好不好是农民说了

算，农民最有发言权。”张中东感叹道，“山

西 60%的耕地无灌溉条件，膜侧播种技术

具有十分广阔的用武之地，它将会面向全

国推广，使更多农民从中受益。”

“农民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农业问题错综复杂，所有的技术都应

建立在实验或试验验证的基础上。对于无

法确定或不确定答案的问题，张中东总是

先针对性地开展试验研究，通过科学的数

据分析和推理判断，得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玉米分蘖是玉米生长中常见的现象，

每年都有大量农民咨询有关分蘖去留的问

题。查阅资料后发现去与留的说法都大多

是建立在推断或经验基础上，专门进行试

验研究的论文却查不到。

针对这一情况，张中东与课题组成员先

后用 3 年时间在忻州、五台、原平等地开展

专题研究，通过分析分蘖对主茎生长发育以

及分蘖对主茎果穗产量及单位面积产量影

响的表现及数据研究，课题组发现大部分分

蘖会在玉米生长后期自行枯萎，小部分未枯

萎的分蘖不仅会影响主茎发育，还会增加主

茎果穗粒重，进而得出分蘖应保留、不宜去

掉的结论。这一定论颠覆了农民传统观念，

告别了多年来打分蘖的习惯。 (下转 A3版）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邬婷 王文君 张娜

———记山西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张中东

情系农民 为旱地玉米高产“撑起腰杆”

12 月 3 日，临汾市侯马经济
开发区国强自动化光伏新能源生
产基地，激光焊接机器人正在作
业。据悉，该项目分两期建设，一
期交安产品试验项目和二期光伏
支架项目均已投产。姻 闫锐鹏摄

项目投产

科学导报讯 12 月 7 日，笔者从中电信

量子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电信量子集团”）获悉，在日前举行的 2024
数字科技生态大会期间，该公司正式发布全

国单台比特数最多的超导量子计算机“天衍

504”，这标志着其具备了全球领先的量子计

算机制造和交付能力。

今年 4 月，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

科技创新研究院向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盾量子”）交付了一

款 504 比特超导量子计算芯片“骁鸿”，用于

验证国盾量子自主研制的千比特测控系统

等核心硬件，并计划搭建整机接入中电信量

子云平台。基于“骁鸿”芯片，中电信量子集

团和国盾量子联合研发出国内单台比特数

最多的超导量子计算机“天衍 504”，并将通

过“天衍”量子计算云平台向全球开放。

中电信量子集团董事长吕品介绍，2023
年 11 月，中国电信发布了全球首个具备量

子优越性能力的超量融合云平台———“天

衍”量子计算云平台，通过“天翼云”超算算

力和 176 个超导量子比特算力的融合，为各

类用户提供便捷简单的量子计算服务。

随着 504 比特真机即将接入“天衍”量子

计算云平台并对外服务，该平台将实现算力规

模和算力类型双重升级。由一台 24比特、两台

176 比特和一台 504 比特组成的国内最大的

量子计算集群，并将提供 5 类运算性能世界一

流的高性能仿真机和 Cqlib 量子编程框架，这

将是中国量子计算能力的又一次飞跃。吕品介

绍，自“天衍”量子计算云平台对外服务以来，

已有来自全球 50 多个国家、超 1200 万访问

量，实验任务数超过 60万个。

加快推动量子计算商用化进程是中电

信量子集团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该公司

已经推出的量子计算产品和服务包括：自主

可控的天衍系列量子计算整机交付和运营，

服务于四算融合新型算力中心；基于“天衍”

云平台多类型量子算力供给，服务于高校和

研发机构；在教育、气象、电力、AI 等领域开

发量子计算应用方案等。

“面向未来，我们将加快推动量子计算

实用化和商用化进程，为这一颠覆性技术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贡献力量。”吕品表示。

洪敬谱

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

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从科研“新

苗”到产业“大树”，有何妙招？在合肥高

新区采访，记者收获了不少启发。

点燃创新引擎，激活发展潜能。高

校、科研院所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

量。合肥充分利用本地科教资源，持续完

善激励机制，不断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

业活力。例如，积极探索职务科技成果赋

权改革，提出“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模

式，让科研人员拥有科技成果所有权；探

索建立新型研发机构技术经理人股权激

励模式，让成果转化服务团队也能获得

股权激励……打破制度藩篱、打通转化

堵点，合肥成功让科研院所成为新企业

的孵化摇篮，让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加速

走出“象牙塔”。

集聚创新要素，营造良好环境。科技

成果走出实验室，还要面对市场的检验。

这既需要资金、土地、人才等创新要素的

支持，也离不开应用场景的开拓。为助力

科创势能更好转化为产业动能，合肥一

方面设立种子基金，通过投早、投小、投

科技，为成果转化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

面积极开放政府部门在城市管理、教育、

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应用场景，为前沿技

术提供落地方案，为新技术新产品找到

“第一笔订单”。厚植创新土壤，让创新

链、资金链、人才链不断汇聚融合，“科技之花”将结出

更多“产业之果”。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期待

更多地方不断深化改革创新，释放科教资源潜力，不断

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

不断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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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单台比特数最多的超导量子计算机“天衍 504”发布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小静 通讯员 侯文周

晋能控股华越机械：

“智造”赋能 制造提效

12 月 4 日，《科学导报》记者走进晋能控股华越机械公
司支架制造厂的新铆装车间，焊接机器人们正忙碌地“秀”
技术。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电流声响起，变位焊接机器人的两
条“手臂”就在焊接线上“起舞”，闪耀的焊花四处迸射。

当工件的一个面焊接完毕后，电焊工杨鹏勇一按操作
按钮，翻转平台就自动旋转到下一个焊接面，随后选择相
应的程序，变位焊接机器人又继续对工件进行焊接作业。
众所周知，焊接作业热辐射大、烟尘多、操作技能要求高，
使得这份工作并不好做。杨鹏勇介绍，以前电焊工需要蹲
在电焊机旁，一手举着防护面罩，一手长时间端着焊枪，在
高温中工作，十分考验工人的体力和毅力。

“这个变位焊接机器人的工件平台可以来回翻转，从放到
平台到焊接完毕，工件的每个面都可以翻转到，不必借助外界
的力量就能来回翻面完成焊接。”在杨鹏勇看来，一台变位焊
接机器人相当于两个熟练的焊接人员，即使长时间持续工作，
仍能保证焊接过程的稳定性和质量。目前，华越机械公司已累
计投入 18 台（套）焊接机器人，实现组群式发展、规模化作业，
焊接工序自动化率达到 60%以上。 (下转A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