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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初，杭州迎来了熟悉的客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党委主要负责人。

过去两年内，这位负责人已三赴杭州，与杭州市共同推动
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这次赴杭，就在极弱磁
大科学装置孵化第一枚“金蛋”的前夕。会场上，双方都提到了

“转化”和“产业”。极弱磁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就是重中之重。
什么是极弱磁？“万物皆有磁场，人体器官也都有磁场。”房

建成院士说，虽然人体器官的磁场非常微弱，比如心脏的磁场约
为地球磁场的百万分之一，但在接近零磁场的空间内，利用传感
器等技术，就可以检测出极弱磁信号，利用这些身体发出的信
号，可以进行疾病诊断，该项技术具有无损伤、无辐射的优点。

基于零磁空间和零磁传感器等技术突破，房建成院士团
队研发了第一个零磁医疗设备——心磁成像设备，并在浙江、
山东、广东、江苏、重庆等地多家医院投入临床前期研究。

杭州是第一批投入临床前期研究的城市。在杭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内，摆着一台长得很像核磁共振仪的仪器。按动按
钮，一名“患者”被缓缓移动到仪器中，调整位置，仪器旁的电
脑屏幕上，就显示出了心脏的磁场图。根据最近半年各个医
院的临床前期研究结果显示，“心磁成像设备”对急性心梗诊
断准确率极高。这意味心梗、脑梗、肿瘤等重大疾病诊断，都
有望因零磁医疗设备的研发和推广而革新。

相比动辄几千万元一台的核磁共振仪，一台心磁成像设
备只需要数百万元，且具有百分百自主知识产权。同时，针对
心梗、脑梗、肿瘤等疑难疾病，后续都将研发配套的检测系统，
及可穿戴式监测设备，这有望成为千亿级的未来产业。

想象不止于可预估的产业规模。在胥伟华看来，对于杭
州乃至浙江来说，这枚“金蛋”更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代表着极
弱磁大科学装置已初步贯通“边建设、边研发、边转化”的“沿
途下蛋”成果转化模式。

大科学装置，是国家为解决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性科技问
题而建设的大型研究设施。公开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的大科学装
置“家族”已有77个成员，34个已建成运行，43个处于建设或规划
中，包括中国天眼、正负电子对撞机、人造太阳等，都是剑指颠覆性
创新的国之重器，其中不少在基础研究领域带来了重大突破。

在发达国家，这样的“国之重器”对构建高新技术产业体
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由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演变而
来的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将人才、科研项目和大型科研
设备紧密联系在一起，构建了实验室与企业创新驱动循环。从
思科、罗技、惠普到谷歌，这里被誉为“孵化了半个硅谷”。

在“十四五”期间获批的极弱磁大科学装置，就代表我国
大科学装置建设方向的迭代——从专攻基础研究，到更注重
培育未来产业。

“我们要建设的是新型大科学装置，通过培育未来产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按照房建成院士团队的“计划书”，今
年底极弱磁大科学装置主体项目将开工，将为深空探测、航空
航天、生命健康等领域提供极端弱磁环境和极端测量手段，这
些技术都将以“沿途下蛋”成果转化模式，孵化具有广阔前景
的产业化项目。

第一颗“金蛋”
有望带来千亿级产业
第一颗“金蛋”
有望带来千亿级产业

每个月，郑世强都要乘坐航班，往返于
北京与杭州之间：北京那一头，连着郑世强
牵挂的家；杭州这一头，连着郑世强的“科创
梦”。

作为杭州极弱磁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研究院（以下简称极弱磁研究院）的常务副
院长，郑世强 2019 年从北京来到浙江。那
时，虽然大科学装置尚未批复，主体更谈不上
开建，但房建成院士团队已在杭先行成立极
弱磁研究院，采取“边建设、边研发、边转化”
的方式推进极弱磁的科研与产业化。

如今，这支科研队伍，已经从0发展到了
1000多人。科研队伍的快速壮大，就是得益
于杭州乃至浙江与北航的“双向奔赴”。

“我们是希望与杭州共同打通‘科学—技
术—产业’全链条。”在房建成院士这位亲历
者、推动者看来，名城与名校的合作，是致力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在重大科技任
务和重大创新平台的有力支撑下，实现科技
攻关过程、科研组织方式与育人环节、育人模
式有机融合，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发展新
质生产力。

三个重要时间节点，记录了名城牵手名
校贯通“教育、科技、人才”体系的一次次
尝试。

2016 年是杭州与北航缘分的起点。这
一年，浙江省政府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明确合作建设北航杭州分校
区，围绕浙江产业发展需求，开展教学、科研
创新和重大技术攻关，培养创新人才，促进高
新成果在浙江的转化和转移。

到了 2019 年，名城与名校合作再深化。
杭州市政府、浙江省教育厅与北航签署了共
建中法航空大学合作框架协议，合力打造中
法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民用航空领域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

更关键的节点，是 2023 年。这年 5 月，
极弱磁大科学装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国家发
改委批复，正式落地杭州高新区（滨江）。这
是北航的第一个大科学装置，将建设世界性
能最高、空间最大的零磁空间，也是“十四五”
期间我国已批复投资额较大的大科学装置
之一。

一次次布局，带来了一批又一批的科研
人才，他们已经从这座城市的客人变成了主
人，落脚变成了扎根。“这几年，整个大装置研
究院团队，都从北京‘搬’到了杭州。”郑世强
说，不仅原有的科研力量进入杭州，依托于极
弱磁研究院，团队还在杭州梯度构建人才队
伍，并补充到了科研力量当中，助力团队成功
研制出大型零磁空间缩比样机、零磁医疗装
备等关键技术设备。

比如郑世强所带领的团队，专门负责极
弱磁测量技术在人体功能信息医学成像装备
中的应用。“这是零磁医疗进入产业化的关键
一步。”郑世强解释道，通过大科学装置的原
始创新带动技术变革，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产
业发展，既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也能将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到科研
队伍中。目前，越来越多从北航毕业的优秀
博士入职极弱磁研究院，成为研发团队的核
心骨干。

名城牵手名校，贯通“教科人”全链条

滨江浦沿一处公交车停保基地，将变
身产业创新中心；不远处，曾计划建设的杭
州汽车南站，也拟调整相关规划⋯⋯

“这些原本都是‘硬骨头’，经过杭州市
级层面的大力协调，堵点难点都被解决
了。”站在一张地图前，杭州高新区管委会
副主任王理生指向滨江与萧山接壤的一个
区块，预计今年年底，这片平整一空的土地
上，极弱磁大科学装置主体就将开工建设。

以大科学装置为核心策源点，一个环大
科学装置创新生态圈，已经铲起了第一锹土。

今年 5 月，在极弱磁大科学装置选址
附近，第一个交叉研究平台已经动工，这是
我省首个开工的大科学装置交叉研究平台
项目，也让杭州成为国内第四个围绕大科
学装置布局交叉研究平台的城市。

依托于这个交叉研究平台，杭州将为
极弱磁研究研发“耳目”。“我们要做的是世
界上最灵敏的传感器，它可能只有指甲盖
大小，保证性能的前提下实现低成本，就可
以布下传感器阵列，从而对磁场进行更精
准的感知。”杭州极弱磁场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研究院院长翁海娜说，类似这样的交叉
研究平台，将是产业化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一些预研成果经过工程化阶段后，需要
到交叉研究平台进行验证，然后进入中试
等产业化必经环节中。

“在极弱磁大科学装置周边，杭州一共
布局了 5 个交叉研究平台。”胥伟华介绍，
这些交叉研究平台分别对应大型磁屏蔽技
术研究中心、量子科学装置仪器工程技术
中心、芯片化量子传感器及应用工程中心、
零磁医疗科学装备中心等 5 个技术中心。
环绕这些中心和交叉研究平台，杭州又布
局了 9 万平方米的产业创新中心，打造集

聚零磁医疗等产业的零磁科学谷，真正打
通“科学—技术—产业”全链条。

让这条链条运转起来，杭州高新区（滨
江）量身定制了一支成果转化基金——杭
州零磁装备成果转化基金，首期规模就有
5 亿元。“这支基金将投早、投小、投硬，推
动杭州尽快占领零磁装备产业高地。”杭州
高新区（滨江）相关负责人介绍，力争到
2025 年，极弱磁大科学装置核心策源区
内，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规模 10 亿元以上，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20亿元以上，研发人员
占从业人员比重不低于50%。

资源要素就位，高科技产线已落地。
在诚业路与南环路交会处一侧，一个4000
平方米的工业厂房，已被改造成零磁医疗
设备产线，心磁成像设备的年产能已达到
100 台。目前，杭州已将零磁医疗产业作
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并开始谋划与周
边区域产业链、创新链的合作。

地处杭州都市圈、且在地理信息产业
领域已经形成一定基础的德清，成为一个
极佳选择。

不久前，德清地理信息小镇，一间会议
室内，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房建成、中国科学
院院士曹晋滨坐镇，一场关于开辟磁产业
新赛道的研讨会举行。去年，房建成院士
团队在德清成立地磁相关研究院，进入了
地磁研究的赛道。“德清有地理信息小镇，
磁产业化前景非常广阔。”房建成院士说，
极弱磁是先有大装置再有产业化，而德清
提供了产业化的空间，杭州与德清将构建

“总部+周边制造基地”的产业化布局，即杭
州负责研发和核心器件研发生产，德清负责
零配件生产，一起向着磁产业新赛道进发。

搭建生态圈，布局交叉研究平台

作为新型大科学装置，极弱磁大科学
装置将打通“科学-技术-产业”全链条。
为了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迭代联动，房建
成院士团队及杭州高新区（滨江），已围绕
大科学装置的建设运行，在零磁科学谷搭
建“源头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圈层
式创新生态体系。

源头创新：1个大科学装置
极弱磁大科学装置负责“从 0到 1”的

原始科学发现。计划今年年底开工，将在
杭州建设世界性能最高、空间最大的大型
零磁空间，围绕深空探测、航空航天、生命
健康等领域开展基础研究。

技术创新：5个交叉研究平台
交叉研究平台负责“从1到10”的技术

创新。首个交叉研究平台去年已动工，将
建成国际领先的芯片化量子传感器工艺技
术研究平台，重点攻克芯片化量子传感器
在设计、封装、集成、测试中涉及的一系列
关键核心问题，努力推动我国未来量子传
感技术发展。

产业创新：2个产业创新中心
产业创新中心负责“从 10到 1000”的

产业落地。零磁医疗
装备、量子传感两个
产业创新中心，将进
一步推动零磁医学、
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
建链延链，培育具有
爆发力的新增长点。

创新，从源头到产业
延伸阅读

边建设边建设、、边研发边研发、、边转化边转化，，极弱磁大科学装置构建极弱磁大科学装置构建““沿途下蛋沿途下蛋””模式模式

磁产业新赛道磁产业新赛道，，浙江捷足先登浙江捷足先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留留 通讯员通讯员 肖鳕桐肖鳕桐 胡胡 珂珂

“零磁医疗，是极弱磁大科学装置孵化的第一颗蛋。”
近日，当记者见到中国科学院院士房建成时，他刚参加

完杭州零磁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揭牌活动。这家公司，承载着
房建成院士团队的一个梦想：它是极弱磁大科学装置孵化的
第一个产业化成果，代表着极弱磁大科学装置已初步贯通

“沿途下蛋”成果转化模式，为培育千亿级的零磁医疗设备产
业打下基础。

业界评价，这是一枚价值千亿的“金蛋”。果真如此吗？
为了寻找这个答案，过去半年内，记者两次前往湘湖院

士岛，对话极弱磁大科学装置首席科学家、总设计师房建成
院士，围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话题进行探讨。同时，采访
了杭州市分管副市长胥伟华，杭州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王理
生等相关人士。

从房建成院士团队与杭州的一次次突破与布局中，一条
以大科学装置为核心策源的磁产业新赛道，已徐徐展现。

研发人员正对缩比样机进行性能测试。

研发人员正在开展极弱磁场测量研究。

零磁医疗设备已设入临床前期研究。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大型零磁空间效果图大型零磁空间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