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校企協同研發
灣區創科優勢

促成此次成果的關鍵技術 「強氧化原子逐
層外延」 ，其誕生與粵港澳大灣區獨特的產學
研生態密不可分，體現出大灣區在科技創新和

產學研深度融合方面的獨特優勢。
據介紹，科研團隊在攻關過程中，深度聯動本地高端

裝備製造企業，打造 「科研牽引─聯合開發─迭代升級」
新型校企協同研發範式。針對超高真空、超強氧化環境、
原子級沉積精度、高度自動化等等嚴苛的要求，科研團隊
組織多家國產設備製造企業，
迅速組建由材料科學家、精密
機械工程師和自動化控制專家
組成的聯合技術組，最終打造
出全球首台兼具超強氧化氛圍
與原子級沉積精度的薄膜外延
設備，實現較國際同類設備提
升上萬倍的氧化效能。

團隊負責人陳卓昱表示，
「大灣區有龐大的工程師團
隊，讓科研需求可以被看到、
有響應。」 本地企業還派駐技
術人員與高校實驗室建立長期
合作關係，實時掌握設備運行
狀態，在出現故障時快速完成
維修或提供替代方案，最大程
度支撐科研工作高效進行。

大公報記者李望賢

生物醫學 MRI、心腦磁圖、醫用加
速器

電力能源 超導限流器、超導輸電電
纜、超導電機、超導變
壓器、超導儲能器

軍事應用 導彈制導、潛艇探測、雷
達

機械工程 磁體、磁分離、磁流體控
制

科研裝置 高能加速器、熱核聚變

交通運輸 磁懸浮列車、電磁推進系
統、升降機

電子信息 超導量子計算、超導量子
干涉儀、超導濾波器、
單光子探測

▲大公報於2024年6月
30日刊發專訪薛其坤的
獨家報道。薛其坤表
示，對河套深港科創協
同發展 「有很高的期
待」 。

▲一列三編組內嵌式中低速磁浮列車停
在位於四川成都的磁浮示範線上。

新華社

▲薛其坤在高溫超導研究重大成果新聞
發布會上發言。 大公報記者李望賢攝

日前，由中國科學院院士薛其坤領銜的南方科技大學、粵港澳大灣區量子科
學中心與清華大學聯合組成的研究團隊，在高溫超導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在常壓
環境下實現了鎳氧化物材料的高溫超導電性，這一發現使鎳基材料成為繼銅基、
鐵基之後，第三類在常壓下突破40K 「麥克米蘭極限」 的高溫超導材料體系，為
解決高溫超導機理的科學難題提供了全新突破口。

研究成果於北京時間2月18日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自然》線上發表。值得
一提的是，研究團隊全部採用國產儀器，自主研發了獨特的強氧化能力薄膜生長
技術，成功獲得晶體質量更高的薄膜材料，不僅實現了科學上的突破性發現，更
為我國在超導乃至量子材料領域的長期自主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大公報記者 李望賢深圳報道

超導好比電力高速公路上的 「零能耗
跑車」 ，電流通過時完全沒有損耗，被廣
泛認為具有顛覆性的技術前景。超導現象
自1911年被發現以來，尋找在常壓下突破
40K 「麥克米蘭極限」 的更高溫度的超導材
料成為國際科學界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

近年來，鎳基超導材料 「異軍突
起」 。2023年，我國科學家在超過十萬個
大氣壓的高壓環境下，實現了鎳基材料的
液氮溫區超導，在國際上產生廣泛影響。
然而，如何擺脫高壓限制、實現常壓高溫
超導，成為全球科學家競相追逐的目標。

為中國量子材料自主發展奠基礎
針對這一挑戰，三年來，由薛

其坤與南方科技大學陳卓昱率領的
研究團隊持續攻關，自主研發了
「強氧化原子逐層外延」 技術。這

項技術可以在氧化能力比傳統方法
強上萬倍的條件下，依然實現原子
層的逐層生長，並精確控制化學配
比，如同在納米尺度上 「搭原子積
木」 ，構建出結構複雜、熱力學亞
穩、但晶體質量趨於完美的氧化物
薄膜。研究團隊將這項技術應用於
鎳基超導材料的開發之中：在原子
級平滑的基片之上，精確排列鎳、
氧等原子，構建出厚度僅幾納米的
超薄膜，試驗了一千多片樣品，最
後成功獲得了常壓下的超導電性，
確認了高溫超導電性的存在。

陳卓昱表示，研究成果構建了

自主技術優勢，為我國在超導乃至量子材
料領域的長期自主發展奠定基礎。可以
說，在此領域的國際科技競爭中形成了獨
特技術優勢。目前，該研究已引發國際學
術界高度關注。鎳基、銅基與鐵基三類高
溫超導體電子結構相異，通過三者的對比
研究，可以深入理解高溫超導電子配對的
核心機制，為破解高溫超導機理這一世紀
科學難題提供關鍵鑰匙。超導機理的突破
不僅將深化人類對量子物質行為的理解，
更將為能源、信息、醫療等領域的顛覆性
技術奠定科學基石，進一步有力推動社會
生產力的提升和科技創新發展。

團隊負責人陳卓昱3年前回深發展
據悉，相關研究由南科大、粵港澳大

灣區量子科學中心、清華大學三個單位的
團隊異地協作，實現這一重大突破的科研
團隊高度年輕化，主要由博士後和在讀研
究生組成，平均年齡僅28歲。其中，團隊
負責人陳卓昱年僅35歲，他於三年前回到
家鄉深圳，任職南方科技大學，在薛其坤
的領導下，從零開始組建超導機理實驗
室，開展高溫超導研究。薛其坤表示，南
方科技大學在年輕優秀人才培養和科研探
索方面大有作為，顯
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先行示範區強大的
後勁。學校也非常注
重學生創新創業能力
的培養，這對科研產
業轉化非常重要。

灣區高溫超導科研新突破 領先國際
薛其坤領銜採用國產儀器 使鎳基成第三種高溫超導材料

話你知

中國首套航空大地電磁探測系統 助高原鐵路建設
【大公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

道：大公報記者從中國科學院空天信
息創新研究院（空天院）獲悉，該院
研製的我國首套直升機航空大地電磁
探測系統，成功應用於高原鐵路建設
工程，完成5000米高寒高海拔、複雜
地形地貌地區的地質勘查任務，為國
家重大鐵路建設工程的設計與施工提

供了重要的數據支撐。

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
據介紹，該系統為我國首套直升

機航空大地電磁探測系統，具有完全
自主知識產權，技術指標達到國際先
進水平。系統主要由高靈敏度三分量
磁場傳感器、大動態信號接收與處

理、飛行吊艙及穩定控制子系統等組
成。基於地球天然電磁場激勵，通過
數據反演處理獲取地下斷層、裂隙、
地下水和礦產資源等分布情況，準確
圈定具有潛在地質安全隱患的風險區
域。在歷時近2個月的勘查任務中，研
究團隊在高寒高海拔、環境惡劣的野
外勘查作業條件下，順利完成30餘架

次、累計5000多公里的航空電磁勘查
作業任務，最大探測深度大於3000
米，為國家重大工程建設的設計與施
工提供了重要數據支撐。

項目負責人、空天院副研究員黃
玲表示，航空電磁探測技術具有快
速、高分辨率、大範圍等優勢，是資
源勘探和工程勘查的核心技術手段，

非常適用於高原、複雜地形區、森
林、沙漠、戈壁、沼澤等人類難以進
入的區域開展地下探測作業。

後續，將持續推動航空大地電磁
探測系統的迭代發展與技術創新，為
國家重大工程建設以及新一輪找礦突
破戰略性行動計劃實施提供可靠的技
術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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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中心是由廣東省科學
技術廳、深圳市科技創新委
員會和南方科技大學共同舉

辦的省級事業單位。2022年8月18日在
河套深圳園區揭牌成立，中心由粵港澳

三地的高校、科研院所、大型企業等15
家單位聯合共建，圍繞量子科技前沿問
題及核心關鍵領域開展粵港澳三地聯合
攻關。

大公報記者李望賢整理

粵港澳大灣區量子科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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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胡佳希 美術編輯：劉子康

王偉中調研穗科企 與人形機器人握手交流

【大公報訊】據南方+報道：2月17日至18日，
廣東省省長王偉中到廣州市海珠區、黃埔區、番禺
區、南沙區，深入科技創新企業、新型研發機構一
線，圍繞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開展專題調研。

在廣州里工實業有限公司，伴隨着 「省長您
好！我是里工自主研發的通用人形機器人，可以跟
您握手嗎？」 王偉中與人形機器人握手交流，並接
下機器人自主組裝送上的 「廣東掂」 字樣展示板。
他還考察了企業具身智能產品車間，鼓勵企業聚焦
行業前沿，加強新技術、新材料創新應用，提升產
品工業設計水平，推進商業化市場應用，努力取得
更多突破性成果。

王偉中走進廣東匯天航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現場體驗飛行器模擬艙，實地觀看企業一體式飛行
汽車 「陸地航母」 低空飛行演示，考察廣州市低空
經濟發展情況，強調廣州要圍繞低空經濟全產業鏈
加快發展、安全發展，前瞻布局低空基礎設施，大
力支持無人機、eVTOL等智能航空器企業創新發
展，積極拓展應用場景，加快打造低空經濟產業高
地。王偉中還走進廣州小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現
場考察自動駕駛系統研發應用情況。他表示，廣州
作為汽車產業大市，要支持企業圍繞自動駕駛算
法、芯片、系統等核心技術加大研發投入，持續提
升智能化、安全性水平，鼓勵自動駕駛科技企業與
整車製造企業加強深度合作，合力推動創新技術成
果快速產品化、產業化。

王偉中指出，廣州作為全國科技教育文化中
心，要奮力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上當好排頭兵、
領頭羊、火車頭，為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科
技創新中心提供強有力支撐。要鞏固增強智能網聯
與新能源汽車、超高清視頻與新型顯示、集成電路
等產業優勢，加快布局發展機器人、人工智能、自
動駕駛、低空經濟、生物製造、量子科技等新興產
業未來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建強用好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
要激發科技創新澎湃動能，發揮高校和科研院

所數量多、實力強的優勢，加強前沿基礎研究和原
始創新，建強用好廣州實驗室、粵港澳大灣區國家

技術創新中心等重大平台，努力讓 「超級平台」 產
出 「超級成果」 。要深入實施 「人工智能＋」 「機
器人＋」 行動，促進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加快賦能千
行百業，助力產業體系優化升
級。要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
位，加強以企業為主導的產學研
深度融合，全力培育一流科創企
業群，努力湧現更多含金量高、
引領力強的創新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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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促進AI和機器人賦能千行百業

超導的應用領域

薛其坤，1963年12月出生，山東蒙陰人，
中國材料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現任南
方科技大學校長。

薛其坤於1984年從山東大學光學系激光專
業畢業，2010年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物理系主任，
2013年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同年帶領的研究團隊在國際上
首次實現了量子反常霍爾效應。2017年被評為2016年度最
具影響力的十大 「科技創新人物」 ，同年任北京量子信息科
學研究院院長。2024年獲2023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中國科學院院士薛其坤
團隊平均年齡28歲 負責人僅3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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