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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松山湖科学城建设再次迎来重要进

展，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正式获得国家有关部门概

算批复，项目即将开工建设。这意味着继中国散

裂中子源之后，又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即将

在松山湖科学城落地。

作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

区，今年以来，松山湖科学城围绕东莞市有关部

门决策部署，建设不断加快、重大成果接连涌现、

城市品质持续提升、人才吸引力显著增强。松山

湖科学城围绕打造“高端产业集聚地、科技创新

引领地、科技和产业人才向往地、绿美建设和精

细化管理示范地、深化改革先行地”目标，进一步

强化引领东莞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作用，全力

当好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领头羊，加速迈

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科学城。

大科学装置集群再“上新”

阿秒激光为人们提供了研究电子动力学的

有力工具，为研究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

学等学科中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提供了崭新的

技术手段。202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就颁发给

了阿秒激光领域的科学家。

阿秒是一个时间单位，1 阿秒等于 10-18 秒，

比飞秒更短暂。人类想观测电子的运动，研究

电子的动力学过程，需充分利用先进阿秒激光

设施。

“可以说，超快超强激光是拓展人类认知的

重要工具之一，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独一无二、不

可替代的研究手段。”在去年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举办的首届超快激光应用发展大会上，松山湖材

料实验室主任汪卫华透露，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作为装置建设法人单位，携松山湖材料实验

室，在松山湖建设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其中 6 条

束线及实验系统将落地东莞。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联合松山湖材料实

验室成立阿秒科学中心，聚集一大批国内外优秀

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旨在依托先进阿秒

激光设施建成超快物质科学的国际化研究中心，

协同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在能源材

料、信息材料以及基础物理等领域做出国际一流

的成绩。

大科学装置是前沿科学探索及技术创新突

破的重要基础支撑。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有望成

为今年内松山湖迎来的第二个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今年 3月底，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

裂中子源二期工程在松山湖启动，预计 2029 年

建成。届时，装置研究能力将大幅提升，实验精

度和效率将显著提高，可为探索科学前沿、解决

国家重大需求和产业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提

供科技利器。

此外，为推动南方先进光源的前期准备工

作，去年以来，由国内代表性的用户与从事同步

辐射相关研究的专家组成的南方先进光源指导

委员会，先后召开多次用户会议，持续加快推进

南方先进光源建设。

重大创新成果频频出圈

随着松山湖科学城加快建设，创新生态体系

进一步完善，其对高水平创新成果的支撑作用持

续增强，重要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加速涌现。

近期，汪卫华团队借助原子制造及材料基

因工程高通量的思想，利用现代激光快冷和古

老的制备玻璃的助熔剂相结合工艺，成功将所

有类型 10 多种单质金属，制备成为室温稳定的

非晶态。

当前，松山湖科学城已集聚中国散裂中子

源、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一批大装置、大平台，拥

有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

区）等 6 所高校、18 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等一大

批平台基地，构建起全链条全要素全过程的创新

生态体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的 2024 年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接收申请项目评审结果中，

松山湖科学城“科创矩阵”表现不俗，包括东莞理

工学院、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广东医科大学（东莞

校区）、中国散裂中子源、大湾区大学（筹）在内，5

家单位入选超过 10项。

双科学城联动搭起新通道

7 月底以来，一趟往返松山湖科学城与深圳

光明科学城之间的跨市公交假日专线——“湖

光”专线成为两地众多家庭周末出行的新选择。

与此同时，松山湖科学城至光明科学城通道

（东莞段二期）建设也有新进展。据东莞市交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透露，该通道计划今年开工建

设，而科学城通道（深圳段）当前正处于前期阶

段，力争明年上半年开工建设。届时，两座科学

城车程有望缩短至 20分钟。

两座科学城之间建起的交通桥梁，是两地携

手推进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实质

性举措。

今年 7月，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

启动区获批建设四周年之际，光明科学城与松山

湖科学城达成《共同推进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先行启动区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在科学资

源共建共享、产业协同发展、交通互通互联方面

的联动进一步加强，汇聚起先行启动区建设最大

合力。

根据两地达成的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发

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科技交流合作，共同打

造“环巍峨山”科研圈和生活圈，合力创造一体

化政策环境，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在科技创

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

对落户这两座科学城的企业而言，两地“优”

无止境的营商环境吸引力十足，多项政务服务业

务“一窗通办”，办事更加畅通快捷；对双科学城

的居民而言，获得感也不断提升，大湾区创新走

廊各创新载体间教育、科技、人才领域互动交流

进一步深入，科研服务、生活配套、住房保障、子

女教育、医疗服务等相关配套条件有望实现共通

共享。

奏响产业高质量发展“协奏曲”

9 月 10 日，华为发布三折叠手机 Mate XT，

迅速在全网掀起新一波关注热潮。在位于松山

湖北部片区的万象汇华为体验店中，前来上手体

验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此处距离手机生产地“东

莞市松山湖园区新城路 2号”，仅一路之隔。

在松山湖，科技创新与先进制造正奏响高质

量发展的“协奏曲”。

“这就像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实验室，每个角

落都藏着未来的秘密！”9 月 8 日，来自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牙买加、格林纳达、圭亚那、苏里南以

及巴哈马的 6 名网络达人来到松山湖国际机器

人产业基地 XbotPark 新基地参观交流，他们如

是感叹。这里先后走出了云鲸智能、逸动科技、

未知星球等一大批硬科技企业，被誉为“创业梦

工厂”。

格林纳达视频博主奥马里说，在这里，他

看到从创意火花到产品原型，再到市场应用的

完整链条，感受到了大湾区科技创新的蓬勃生

命力。

紧邻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成立仅 3

年的东莞市湃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湃泊

科技”）近期已连续完成两轮融资，融资由头部产

投资源、政府基金、上市公司等投资方投资，融资

金额近 1.5 亿元，融资资金将用于产品研发及产

线扩张。

松山湖完善的产业环境给了湃泊科技充足

的发展信心。“国内目前应用广泛的激光切割市

场，设备规模大概有 1000亿元，我们可能刚刚处

于工业激光的 1.0 时代。”公司创始人安屹认为，

工业激光行业存在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未来湃泊

科技将关注更大的电子陶瓷市场。

近年来，松山湖把先进制造业作为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以华为为核心的新一代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超千亿元产值规模，保持高速增长

态势；持续巩固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新能源、新材料

等新兴产业，产业集群稳步起势；加快发展数字

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多元融合、多极支撑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加速成形，对东莞市的带动辐射作用

更加显著。

8 月 14 日，赛迪顾问发布《园区高质量发

展 百 强 榜 单（2024）》，松 山 湖 高 新 区 再 次 上

榜。9 月，国家有关部门公示的第六批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中，松山湖上榜企业一

次性新增逸动科技、国志激光、弓叶科技等 12

家创新企业，体现出科技创新赋能先进制造

的强劲实力。

科学城筑起引才“强磁场”

产业科技互促双强，为松山湖绘就生机勃勃

的发展画卷，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宝贵机遇。

在今年 9 月举行的“松湖杯”创新创业大赛

（湖南长沙站）初赛环节中，湖南自院科技有限公

司首席技术官王一博带着无菌制剂激光检测仪

这一项目上台参赛。“作为初创团队，我们非常重

视市场资源和合作机会，希望获得‘松湖杯’的助

力。”王一博说。

微型防抖云台、精品潮玩 3C、工业设计与

数 字 平 台 …… 大 赛 上 ，各 类 项 目 纷 纷 精 彩 亮

相。作为一场不设赛事奖金的园区级创赛，

“松湖杯”创新创业大赛平台去年吸引国内外

超 600 个项目参加角逐，最终揽收 48 个优质企

业注册落地。

2024 年“松湖杯”创新创业大赛自启动以

来，参赛项目再创新高。除了赛事平台带来的服

务“加法”，松山湖“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相互赋

能所带来的“乘法”效应，更是这些创业者

选择松山湖的重要考量因素。

8 月，香港城市大学（东莞）首届 120 名

本科新生和 442 名硕士研究生入校报到。

该校是松山湖科学城“四梁八柱”建设的

重点项目之一。据了解，该校首年招收本

科生实现“开门红”，录取学生高考分数均

达到或超过考生所在省区市“双一流”高校录

取线，在专业设置上也紧贴大湾区产业基础和

发展方向，首年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能源

与动力工程、智能制造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四个本科专业。

东莞市大湾区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

院”）也迎来首批联培新生入学。高研院于 2023

年 3月揭牌，是一所以研究生培养为起点的公立

高水平科研教学机构，也是加速推动大湾区大学

筹建工作的支撑实体。

高研院先后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累计

联培研究生 200 余名。本次入校的联培新生中

有博士研究生 18 名、硕士研究生 52 名，于 2023

年入学，首年进入合作高校学习，今年开学后分

别进入高研院理学院、先进工程学院、信息科学

技术学院、物质科学学院。

大湾区大学（筹）校长、高研院院长田刚在新

生见面会上表示，大湾区大学建设将面向国家所

需，致力于为大湾区发展提供新的科技创新平台

和人才支撑。

高研院新生王彬目前已在松山湖材料实

验室开展科研工作。“松山湖大装置、大平台集

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我主要的研

究方向比较依赖于分子手段，而松山湖及周边

大湾区内丰富的科研资源和我的研究非常契

合，希望以后能在这里产出更多研究成果。”王

彬说。

建设大设施、运行大平台、汇聚大学者、承担

大任务、产出大成果，松山湖科学城正向着具有

世界影响力一流科学城的目标大步迈进。

（图文及数据来源：松山湖科学城）

大科学装置建设迎重大进展 松山湖科学城发展全面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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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松山湖科学城。
图②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建设示意图。
图③ 跨市公交假日专线——“湖光”专线。
图④ 三折叠手机华为Mate XT。
图⑤ 东莞市湃泊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图⑥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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