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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镜头

近 日 ，第 五 届 二 维 材 料 国 际 会 议 在 苏 州

举 行 。 会 议 期 间 ，坐 落 在 苏 州 市 工 业 园 区 的

纳 米 科 技 真 空 互 联 综 合 实 验 装 置（NA-

NO-X），正 式 面 向 国 内 外 用 户 开 放 ，引 发 了

科学界的关注。

从被外界质疑，到众人观望，苏州工业园

区在发展纳米技术与产业这条路上走过了 13

个年头。如今，园区已经成为世界八大纳米产

业集聚区之一，而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

纳米仿生研究所也成为园区纳米产业创新的

源头。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这个大科学装置，

建成后将形成一个国际顶尖纳米科技人才的

聚集高地，对地方经济、科技具有很强的带动

与辐射作用。

纳米产业未来应用空间巨大，但出成果也

更慢。苏州工业园区十年培育一个“慢”产业，

用前瞻性的眼光加上“十年磨一剑”的耐心，成

就了纳米产业的集聚发展。

2014 年，全球纳米领域的大科学装置——

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在园区开工启动。

这 是 世 界 首 个 集 材 料 生 长 、器 件 加 工 、

测 试 分 析 为 一 体 的 纳 米 领 域 大 科 学 装 置 。

有 了 它 ，科 学 家 未 来 就 有 可 能 制 造 出 体 积 更

小 、运 算 速 度 更 高 的 计 算 机 ，以 及 更 加 智 能

的机器人。

“未来电子元器件将发展到纳米级，器件

尺寸越来越小，集成度越来越高。但是那么小

的 器 件 ，以 目 前 的 工 艺 还 有 很 多 效 应 无 法 解

决，不能完成新型器件的制造。所以未来生产

纳米甚至以下级别的器件需要一种全新的技

术路线。”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

生研究所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副总指挥丁孙

安说。

而这个实验装置就是在类似太空一样的

全真空环境下的纳米器件研发平台，探索的是

未来纳米器件制造的新技术。

这个装置的特点在于，通过超高真空管道

把各功能设备相互连接，解决了传统超净间模

式中难以解决的尘埃、表面氧化和吸附等污染

问题。

目前，除了法国、德国等国家已经与实验

站建立了合作关系，还有薛其坤院士团队、包

信和院士团队、杜江峰院士团队以及清华、北

大、西交大等进行了深度合作，国内半导体相

关企业也纷纷找上门来合作。

丁孙安告诉记者，实验站力图通过超高真

空条件下的互联集成和若干重大项目验证，突

破现有仪器设备的功能限制，实现材料制备、

测试分析与微纳加工工艺等方面协同效应，为

科研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先进的开放

平台。

在试运行阶段，本着边建设边运行的原则，

目前试验站已经开展了 86项国内国际的合作，设

备平稳运行，用户使用机时达 22000小时。

通向未来的纳米研究平台

一片 2 英寸（约 5 厘米）直径的白色半透明、

塑料质感的小圆片，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高达

5000美元，而且一片难求——这就是被称为第三

代半导体材料的氮化镓晶片。

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纳维科技，采用纳米技

术可批量生产 2 英寸氮化镓晶片，并已完成 4 英

寸氮化镓同质晶片衬底的小批量生产。

纳维科技正是依托中科院苏州纳米所而建，董

事长徐科也是最早加入纳米所的几名研究员之

一。作为纳米所成立的第一家产业化公司，通过10

年努力，他们在氮化镓晶体结晶质量与块体材料电

子迁移率等综合指标方面均步入国际第一方阵，用

户覆盖了国内外80%以上的研发机构和企业。

十多年前，中国科院纳米所落户苏州工业园

区，奠定了园区纳米产业发展的基础；今天，纳米

真空互联装置的建成，真正显现出本地科研实

力+平台吸附效应，形成园区纳米生态闭环效应。

纳米科技真空互联综合实验装置的重大意义在

于，它将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开发直接对接，缩短和

简化了从材料研究到器件开发、产业化的进程，探索

纳米材料与新器件大规模制造的技术路线。

丁孙安表示，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不仅可以

开展硬件研制，也能开发新的工艺，超导器件、半

导体器件等对表面敏感的材料器件都可以在这

里制造，可实现量子材料的设计、制备，这样就可

以用于制造强大的量子计算机。利用这套装置，

可以生产更智能化、更可靠、更小型的器件，应用

于通讯、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

“通过大科学装置，不仅培养了一批国际顶

尖纳米科技人才，还大大提升了我国重大仪器设

备的自主研制水平。”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和信息

化局局长许文清说，实验装置面向全球开放，必

将吸引国内外多学科高端科研与技术人才集聚，

带动区域产业的创新发展。

形成园区纳米生态闭环效应

本报记者 张 晔

广告

近日，记者从成都高新区获悉，随着该区科技和人才工作

局、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等共同发布新经济属性孵化载体认

定标准，该区 12家孵化器被评定为首批具备新经济属性的孵化

载体。

按照新发布的标准，孵化载体作为现代科技服务型企业的

定位，其新经济属性体现在新孵化模式、新孵化手段，呈现出强

大的服务能力和高成长特征，拥有突出区域贡献能力，注重跨界

链接、交叉融合和快速迭代。标准自今年 5月起开始编制，经过

近半年修订和完善，广泛征求业界知名专家、企业家的意见，最

终形成定稿。

成都市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认定标准的 5个指标中，孵

化模式、孵化手段、成长速率是从载体新经济发展潜力层面设置

的指标，重在凸显孵化载体的高成长性、跨界融合、组织模式创

新、快速迭代新经济特点；服务能力和区域贡献力则是根据孵化

载体自身的内在属性和特点设置的指标，重在更好更精准地发

挥孵化载体服务培育初创企业和地区产业培育的综合能力。该

认定标准还将在孵化载体支持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陶玉祥 记者盛利）

新经济属性载体标准发布

成都12家孵化器完成评定苏州工业园区是我国第一个把纳米技术应

用产业作为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区域。从决

定发展纳米产业开始，这条纳米之路已走过十

多年。

2006 年，苏州工业园区与中国科学院、江苏

省、苏州市共同出资创建了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

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坊间为此轰动，但也有

不同声音出现。

“当时，苏州决定在国内率先把纳米技术应

用产业作为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些人不太理

解。”苏州市科技局局长张东驰说，“但是一个区

域选择什么样产业的布局，应该要考虑到 5—10

年后的产业发展趋势。”

在苏州纳微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显微

镜下，连成一串串的球状颗粒遇到水后，瞬间四

散开来，独立分布在玻璃片上，这些颗粒便是纳

米微球。

该公司研发出的这种单分散硅胶色谱填料，

是为生物药“去杂质”的产品，占据了整个药物研

发成本的 50%—80%。但此前，这项技术一直垄

断在国外企业手里，国内企业必须高价购买。他

们的产品一上市就倒逼着日本一家企业将几十

万元/公斤的价格降到原先的 1/10。

纳米技术如同一根金丝串起了众多产业，也

为园区带来了丰富的上下游业态。园区逐步发

展起微纳制造、纳米新材料、微机电系统、氮化镓

等多个优势产业集群。

“纳米产业和其他产业不一样，更基础更广

泛，出成果也更‘慢’。必须有耐心，才能走得更

远。”张东驰说道。

目 前 ，苏 州 工 业 园 区 已 成 为 国 内 纳 米 技

术 产 业 资 源 集 聚 度 最 高 的 区 域 之 一 ，纳 米 产

业技术水平也快速提升。汉天下、纳维科技、

晶 湛 半 导 体 、星 烁 纳 米 等 一 批 企 业 攻 克 技 术

壁 垒,填 补 多 项 国 内 外 技 术 空 白 。 截 至 目 前,

累 计 引 进 纳 米 技 术 应 用 企 业 超 600 家, 今 年

1—9 月,苏 州 工 业 园 区 纳 米 技 术 应 用 产 业 实

现产值 564 亿元。

（本文图片由中科院苏州纳米所、苏州工业
园区科技和信息化局提供）

布局新产业要看到十年后的趋势

创新创新++耐心耐心
苏州工业园区十年培育纳米苏州工业园区十年培育纳米““慢慢””产业产业

实验站的南开大学董红课题组利用过渡期

的小型互联装置，测试多层结构的异质结带阶的

相应实验结果已经发表。

课题组通过前期的合作项目开展，合作发表

文章 100多篇，《自然》子刊多篇，申请专利 42项，

授权 10项。

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

近日，浙江省农业科创园正式开园，园区将重点培育数字农

业、创意农业、农业生物技术、农业新零售等农业科技型企业。

记者了解到，农创园入驻企业已达 50 多家，且三分之二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其中上市公司子公司 2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家，

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10家。

据了解，该农创园项目自 2016 年启动，将依托浙江省农科

院在基础科学研究、高新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创

新能力与合作资源，建设成一个涉农类科技型企业之间产业

优势互补、技术联合攻关，资源共享、供应链协同的创新创业

服务平台。

“从水生态修复技术到‘异位发酵床’技术，从畜禽养殖污

水、地表水处理到畜禽粪污资源利用……此前我们与浙江省农

科院植微所已合作 5 年，院企合作成果丰硕。”杭州固本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方银辉说，作为首批入驻企业，公司在农创园

内与院内专家接收市场需求反馈更加及时，能更精准地将一些

优良技术推向市场，“园区内还有种植、养殖类、水环境治理相关

的企业，与公司的产业链有很强的关联性”。

“农创园将在农业科技与产业、农业科技与企业、农业科技

与人才、农业科技与科技及农业科技与金融五个融合中持续发

力。”浙江省农创园董事长兼总经理施伟南表示，我们还将积极

探索网络化、信息化的运行模式，打造以农业科技为核心，成果

转化、产业互联为支撑的创新服务体系。

当天的开园仪式上，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还与浙江 11家地市

农科院科技创新联盟举行了协议签订仪式。联盟将整合浙江省

各市农科院在科研与转化方面的技术优势和资源，整体提升农

业科技对浙江乡村振兴的支撑力度。

“今后，我们将以省农创园为平台和枢纽，为企业急需的农

业科技人才搭建‘绿色通道’，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施展才华搭

建平台，同时深化院地院企合作对接，突出问题导向、需求导向、

应用导向，充分激发科技人员和企业的创新活力。”浙江省农业

科学院党委书记汤勇表示，农创园对广大企业的邀约仍在进行，

十分欢迎有梦想、有实力的创新型企业带着技术、资本、人才和

市场资源入驻。 （洪恒飞 陈飘飘 记者江耘）

浙江省农业科创园开园

重点培育数字农业等科技型企业

科研人员在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调试设备科研人员在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调试设备

浙江省科创园内的蔬菜立体管道水培实景应用
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