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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怀柔科学城的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大

厅里，摆着一台物理所20世纪70年

代研发的稀释制冷机，这台机器可

以把绝对温度降到0.01K量级，当年

原中科院低温技术试验中心基于物

理所的技术生产的核心部件，在20

世纪90年代还出口到欧美国家。

现在物理所投入到综合极端

条件下的研究更多。“在怀柔科学

城，物理所承建了一装置两平台，

一装置是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

两平台是材料基因平台和清洁能

源平台。”物理所研究员、怀柔研究

部主任吕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建成

后，将极大提升我国在物质科学及

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

究综合实力。以固态量子计算等量

子态调控研究为例，“这种研究必须

要用到极低温这种极端条件。过去

几十年随着制冷技术的发展，在极

低温下不断有重要的物理现象被发

现。物理所是国内低温技术和低温

物理研究的发源地”。吕力向北京商

报记者解释。

怀柔科学城是北京建设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三城一区”主平台之

一，最突出的优势就是科学装置和

科技设施集群。“十二五”时期已经

建成投入使用的研发实验平台有10

余个，“十三五”时期建设的科学设

施平台29个。

未来科学城也属于“三城一

区”，“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打造具有

全球领先水平的‘生命谷’，将把它

打造成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核爆

点’”，在介绍未来科学城时，未来科

学城管委会生命园协调处处长杨薇

薇不止一次地强调。

目前“生命谷”集聚了8个国家

工程中心和重点实验室、16个省部

级研发中心，已经成为蛋白质组

学、基因组学、脑科学等生命科学

基础研究高地，国际研究型医院、

冷冻电镜实验室等平台相继落地，

集聚了500余家创新型企业，设有

21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7家院士

专家工作站，是全球医药创新资源

的聚集地。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多模态跨

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脑科学与

类脑研究中心……“十三五”以来，

一个个科学设施平台和研究中心为

关键技术的研发提供基础，也为北

京科创发展注入活力。

北 京 科 创 ， 引 领 全 国 。

2018-2021年，北京连续四年蝉联

“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榜首，2021年

北京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85件，

稳居全国首位；北京技术合同成交

突破7000亿元，占全国18.8%；北京

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全国8.39%。

北京科创，着眼全球。根据清华

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联合自然科研（NatureResearch）

发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

2021，北京较上年上升一位排第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年

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北

京在全球科技城市集群榜单中排名

第3，较上年上升一位。

建筑工地上，物料进场验收、车牌识别都是通过视频摄像

头识别的，只要植入体内，纳米发电机单元就能采集电脉冲刺

激心脏，实现自供能……北京正以超前眼光播下前沿产业的

“种子”。

两年前，北京的目标从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升级为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新型研发机构“拧”成了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2.9万家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2万亿元的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营收、日增科技企业270家……展示了这座城市

科创建设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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