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子光源芯片、新一代人造太阳创
新突破，六大优势产业焕“新”提“质”，经
济“含绿量”显著提升……

作为西部经济大省，四川坚持创新
是核心、产业是基础、绿色是本底，以新
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扎实推进高质
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科技创新“开花结果”

量子光源芯片是未来量子互联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最近，电子科技大学信
息与量子实验室成功研制氮化镓量子光
源芯片，使输出波长范围从25.6纳米增
加到100纳米。“关键指标的攀升，使我们
离量子互联网越来越近。”电子科技大学
教授周强说。

从基础科学到前沿应用技术，四川
为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后劲。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锦屏山隧道地下
2400米深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
目——锦屏大设施投入运行；在甘孜藏
族自治州稻城县，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精确测量迄今最亮伽马射线暴；在成都，
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面向全
球开放，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高
效运转……

作为科教大省，四川拥有国家实验
室，有普通高校137所、科研院所369家，
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205个、国家大科
学装置10个。紧扣资源禀赋，四川在科
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

前不久，四川省人工智能学院揭牌
成立，学院由电子科技大学牵头，整合省
内高校、科研院所、知名企业资源，推动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加速向前。

中国科技城绵阳市抓住科技创新这
个“牛鼻子”，北斗三号导航民用芯片取

得重大突破，X射线FLASH放疗射线源
研究全球领先，宽频带同轴探针打破国
外垄断……今年一季度，绵阳市地区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8.3%。

在内江市，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
术产业中试研发平台正在运行。平台包
括芯片研发测试实验室、电磁屏蔽室等，
供企业共享使用。“标准化的公共中试平
台提供了研制实现、技术攻关、测试验证
等方面支持，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产
品。”四川乐鸿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负责
人苏洪恩说。

“按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我们结合四川实际不断强化系列政策引
导作用，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
新能力，以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推
进高质量发展。”四川省科技厅副厅长杨
品华说，截至2023年末，全省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达到1.69万家，备案科技型中小
企业2.1万家。

优势产业焕“新”提“质”

京东方国内首条第8.6代AMOLED
生产线近期在成都动工建设。项目总投
资630亿元，是四川制造业单体投资额最
大项目，主要生产高端触控显示屏。此
前，京东方已在成都、绵阳等地投建了第
6代AMOLED生产线，带动超过100家
产业链配套企业落户四川。

“第8.6代AMOLED生产线项目建
成后，将充分发挥技术引领和产业集聚
优势，促进半导体显示产业升级。”京东
方科技集团董事长陈炎顺说。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
力四川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
中心。当前，四川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超
1.6万亿元，高标准建设了成都“芯火”双
创基地、国家超高清视频创新中心等一

系列国家级平台。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敬茂

明说，四川把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
轻纺、能源化工、先进材料、医药健康六
大优势产业提质倍增行动作为主抓手，
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

装备制造业是四川经济发展的“老底
子”。老工业城市自贡市把无人机及通用
航空作为创新突破的主导产业，聚力发展
以低空经济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目前
已聚集相关院所、企业56家，成为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大中型无人机生产基地。

位于德阳市的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诞生于“三线建设”时期，新质生产力正
赋予其新动能。在叶片加工数字化车
间，“黑灯产线”正在运行。地面上，机器
人往来穿梭，精准运送物料。生产线上，
机械臂有序挥舞，对叶片自动化加工。
与传统产线相比，“黑灯产线”出错率低，
产品质量更好，能源利用率提升47%。

四川省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专职副主
任陈文涛说，四川深入实施制造业智能
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行动，加快推动新一
代信息技术在全行业全链条普及应用。
2023年，全省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
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
59.4%、81.7%。

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曾俊林说，今
年一季度，四川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
质量特征的行业发展向好，工业领域六
大优势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高技
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同比
增长14.6%和25.4%。

绿色发展体现“质优”

动力电池和晶硅光伏两大产业，被
称为能源转型的“绿色心脏”，其发展对
于四川能源结构优化、发展能效提升起

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绵阳市，四川成科国重新能源有

限公司研发的锂硫电池，正在“超级电
池”赛道比拼。公司总经理雷天宇介绍，
在相同体积下，锂硫电池蓄电能力比普
通锂电池高，而重量比普通锂电池轻，很
受无人机企业青睐。

在宜宾市，宜宾英发德耀科技有限
公司每天能生产900万片太阳能电池
片。“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加上绿电优
势，我们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更具竞
争力。”该公司董事长张敏介绍，2023年
公司实现产值130亿元。

川西高原的雅砻江奔流不息，沿江
的水光互补项目、抽水蓄能电站，仿若巨
大的“充电宝”，平抑着风、光等绿电的波
动。同时，四川推动绿氢全产业链发展
及推广应用，统筹推进水、风、光、氢、天
然气等多能互补发展。四川联合重庆打
造“成渝氢走廊”，以成都、重庆为枢纽，
串联节点城市，形成一条氢能创新、示范
应用的走廊。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装备制造集
团之一，我们将氢能作为发展绿色低碳
产业的重点。”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王军说，当前发展氢能产业已具备
良好的基础和条件，核心技术取得突破，
示范应用初具规模，形成较为完整的产
业生态。

绿色转型加快推进。今年一季度，
四川新能源、清洁能源生产加快，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中，风力、太阳能发电量增长
迅猛，同比分别增长38.3%、94.3%；能源
清洁高效利用成效显著，电气清洁能源
消费增速大幅高于煤炭，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能耗仅增长0.1%，以较低的能源消
费量支撑了经济较快增长。

（新华社成都5月12日电）

十年凿山，一朝“德胜”。5月11日，
川青铁路成黄段最后一块“硬骨头”——
德胜隧道全线贯通。从2014年开工到
2024年贯通，建设者们在川西高原奋战
十年，终于攻克这一世界级隧道施工难
题。在隧道贯通之际，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对话多名设计、参建者，共同揭
秘这座隧道建设有多难。

看选线
被三条断裂带包围不良地质密集

德胜隧道全长22.943公里，位于四
川阿坝州松潘县境内，被岷江、龙门山、
西秦岭三条断裂带包围，处于岷江峡谷
地带，沿线滑坡、泥石流、危岩落石等不
良地质分布密集，这就给洞口选择造成
了极大困难。

2008年9月，中铁二院成兰铁路项
目德胜隧道地质负责人陶玉静和鲁金
林，带领团队开始现场勘测。团队采用
物探与钻探结合的方式，勘测了沿线
80.4平方公里的范围，地面钻探孔达到
74个。“钻探需要徒步爬山2个多小时，最
深的孔有500多米，要探测一年左右，最
短的也需要一个月。”陶玉静说。

“2012年之前，这里一直设计的是用
两座隧道通过。”中铁二院成兰铁路项目
德胜隧道技术负责人尹厚继说。但是，
在对沿线可能设置隧道洞口的地点逐一
甄选后，他们发现该区域不满足设置4个
洞口的条件；通过对10余个方案进行初
选，再选出4个方案开展同精度勘察，最

终选定了一座22.943公里的长隧，规避
了不良地质对隧道洞口施工、运营安全
的影响。

看施工
豆腐块里打洞大变形段超三分之一

经过6年勘察设计，2014年德胜隧
道终于开工了。然而，刚施工没多久，建
设者就遇到了“折磨”了他们十年的难
题——软岩大变形。

尹厚继解释，德胜隧道走向几乎与
岷江断裂带平行，最近处只有500米，构
造地应力很强。在巨大地应力的影响
下，隧道就会发生变形。再加上隧道围
岩多为千枚岩、板岩、砂岩，特别是炭质
千枚岩，一碰就倒、一捏就碎，隧道施工
就像在“豆腐块里打洞”，这也加重了变
形情况。隧道大变形段落有7473米，超
过三分之一。

“有时候初支刚做好，地应力就把钢

拱架切割成麻花状，甚至切断。变形最
严重的地段，直径18米的开挖断面被压
缩到10米。”中铁十六局成兰铁路（松潘）
指挥部工程部部长李祎楠说。

9日下午，记者从6号横洞进入德胜
隧道最后贯通的掌子面，现场仍可以看
到被挤压变形的钢拱架“残留”。

怎么解决变形问题？最佳方案就是
加强支护。李祎楠说，他们“两手并重”
达成目的：一是加快支护速度，二是采用

“超常规”材料增加支护强度。
德胜隧道从掌子面开挖到仰拱成型

有48道工序，是普通隧道的四五倍。

看安全
建设全国第一座

单洞双线合修隧道防灾救援站

隧道被三条断裂带包围，穿越17个
次级褶皱、1条断层，沿线地质灾害多发，
动车在里面跑安全吗？

据悉，建设者在洞口采用了大量针
对危岩落石的措施，以抵抗滑坡、泥石流
等灾害；同时创新洞内结构，这种结构仿
造动物脊柱的骨节，既有刚度也有韧性，
能够承受外力带来的一定扭曲和错动。

2017年8月8日九寨沟发生7.0级地
震，震中距离德胜隧道直线距离仅66公
里，彼时已掘进40%的隧道并没有受到
影响，经受住了考验。

同样是出于安全考虑，德胜隧道中
间位置设置了一座防灾救援站，这是国
内第一次在单洞双线合修隧道内修建防
灾救援站。

9日下午，记者从4号横洞步行800
多米，抵达救援站主通道。主通道长550
米，左右两侧共设置了22个疏散联络通
道，火灾发生时，车上乘客可以最快速度
逃离到安全区域。

中铁二局成兰铁路工程指挥部常务
副经理王渊介绍，防灾救援站分为“上层
排烟、中层疏散、底层撤离（逃生）”的三
层结构，由35个洞室群组成，长度超过
3100米，规模庞大、结构复杂。

修建救援站无疑又增加了隧道建设
的难度，却大大提高了未来运营的安全性。

作为川青铁路成黄段最后一座打通
的隧道，德胜隧道贯通后，全线建设进入
最后冲刺，“坐着动车游九寨”有望于年
内成为现实。

届时，动车通过隧道只需要7分钟，背后
却凝聚着建设者长达10年的付出与坚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德胜隧道
出口。
成兰铁路
公司供图

创新塑“核”产业筑“基”绿色为“本”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四川实践

隧道施工就像在“豆腐块里打洞！”
揭秘川青铁路德胜隧道攻坚克难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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