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记者跟随“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采访团走进了淮南市。近年来，淮南市围绕科研成果就地转

化、做大做强煤电化气产业链等抓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这里正凭借自

身优势、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走上了一条利用现有资源发展配套产业的创新升级之路。 记者 唐朝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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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为智能汽车提供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和高阶自

动驾驶解决方案的企业，总部位于科大硅谷核心区中安创

谷的安徽中科星驰自动驾驶技术有限公司具体承建“无人

车”这一城市级超级场景的商业化

应用任务。2023年 9月底，该公司

14辆L4级自动驾驶车辆投入运行，

实现在单日入园客流量最高达40万

人次的运行环境中，创造了无规则

约束道路条件下，人车混行的自动

驾驶汽车产品应用与运营服务模

式。目前该公司的无人驾驶巴士、

无人售卖车和无人环卫车等产品已

在骆岗公园内进行应用示范，并通

过无人系列产品落地，成功实现了

自动驾驶技术的商业化运营。

对于无人驾驶技术的广泛应

用，中科星驰市场总监张涛介绍，

一方面可以满足一些场景劳动力

不足的需要，另一方面还能降低企

业以及运营方的成本。“通过自动

驾驶和智能网联技术，我们交通的

安全性也大大提升。”作为一家智

能驾驶科技公司，中科星驰成立一

年就被列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龙头

企业”，目前已完成首轮融资，成为估值超10亿元的准独

角兽，2024年将实现规模化发展。同时，作为“合肥包河区

城市出行服务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参与单位之

一，中科星驰将在政府指导安排下，协同相关方在包河区

试点区域开展自动驾驶城市出行服务和自动驾驶观光试

点应用，为下一步自动驾驶汽车的规模化商业部署提供

“本土方案”，争当安徽“首位产业”智驾赛道领先企业。

2024年1月2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个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

“突破高级别智能网联汽车、元宇宙入口等具有爆发潜能

的超级终端，构筑产业竞争新优势”。4月23日，在交通运

输部公布的第二批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项目（自动驾驶

和智能建造方向）名单中，“合肥包河区城市出行服务自动

驾驶先导应用试点”赫然在列，成为安徽唯一。该试点主

题为在合肥市包河区重点景区、园区、商圈等区域，开展自

动驾驶城市出行服务和自动驾驶观光试点应用，实施期限

为2024年4月至2025年10月。

近年来，合肥坚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的

“6+5+X”产业方向，目前全市集聚各类企业100多家，建立

了产品设计、制造、测试、运营、服务全产业链，初步形成全

空间无人体系产业生态。在无人驾驶领域，合肥全面开放

城区无人驾驶道路测试，获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

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城市。未来合肥市还将依托合肥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研究院、合肥场景创新促进中心等平

台，加快开放无人系统应用场景，探索产业化应用，为无人

系统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场景支持，加快发展无人体

系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4月22日，游客在合肥骆岗公园北京园，体验无人售卖车购物

4月22日，在合肥骆岗公园，一辆无人售卖车吸引了游客的目光。招

手即停，用手机扫描车身二维码付费，即可开门取物……合肥市打造的全

空间无人体系应用示范项目，目前已汇聚了20多家无人体系头部企业参

与，近百个无人体系装备已统一接入。 星级记者 黄洋洋 文/图

创“新”为未来交通出行提供无限可能

合肥打造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示范项目

电子设备也有了“心电图”

当人的心脏产生不适时，会选择前往医院做心电图

进行诊断；如今，在位于淮南市的安徽理工大学科技园

内，安徽高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则为电子设备量身定制

了一个特殊的“心电图”。

据介绍，电气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异常或发生故

障以及任何非线性负载都会产生高次谐波。传统诊断方

法的信号采集受工作环境的影响较大，并且振动法需要

与电机进行物理接触，改变了电机质量。同时，此类故

障的结果难以解读，需专业人员对其分析判断，不能直观

地展现给用户。

由安徽高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制造的电气设备健

康状态在线监测系统，在整个设备诊断过程中依托智能

化分析，无需专业人员频谱分析，实现诊断系统自动生

成诊断报告，在提供电机设备名项劣化指标的同时，给

出产生该故障的原因，并给出维修建议，大大提升了设

备运行的可靠性和降低了设备维修的成本。目前，此项

技术尚属国内独家及全球首创。

安徽高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业林介绍，公

司产品和服务现已覆盖煤炭石油、电厂、冶金等十多个

行业，提供“7×24h”的全天候设备监测服务，针对不同

客户群体进行系统化培训。

二氧化碳还能成为“香饽饽”

二氧化碳通过化学合成，竟可以制成有机材料？这

看似离谱的“天方夜谭”如今正在淮南市得以实现。

“前不久，我们企业年产30万吨二氧化碳基聚碳酸

酯多元醇项目(一期)，入选国家《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

项目清单(第一批)》。”安徽普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毛红兵说道。该公司位于淮南市现代煤化工产业

园，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有效固定二氧化碳约16万吨，其

中一期工程每年可有效固定二氧化碳约2.63万吨。

“项目环保优势显著，采用全新的合成路线，生产过程

没有剧毒原料，也没有无经济价值的副产物。”毛红兵说

道，“我们把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过来之后，作为化学

原料替代传统的石油提取物，制作成合成材料，这些材料

可以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到汽车、家具、建筑，

小到电饭煲等小家电，具有优性能和耐老化等特点。”

据介绍，这个国内首套大规模工业化的二氧化碳转

化生产聚碳酸酯多元醇项目，将实现二氧化碳资源化和

碳负排放，填补国内相关产业空白。项目投产后，将降低

所在地的碳排放达峰的压力，改善当地环境，是为“双碳”

政策相关的技术创新示范项目。

毛红兵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拥有催化剂、生产工艺和

设备等十多项相关技术发明专利，并已完成项目产业化

的验证，产品综合的机械性能和耐候性能在多元醇市场

上国际领先。

“煤头化尾”激发新质生产力

近年来，淮南市将现代煤化工产业园作为该市做大做

强煤电化气产业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园区

围绕现代煤化工、化工新材料、高端精细化工三大主导产

业，抓招商、建项目、优环境、推改革、强保障，做好“煤头化

尾”文章，着力激发新质生产力，持续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淮南市现代煤化工产业园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谢磊介绍，园区引进的年产30万吨二氧化碳基聚碳酸酯多

元醇(一期)项目、淮南赛纬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及配套原料项

目、淮南金宏碳捕集综合利用项目(碳捕集)等，是园区大力

培育的化工新材料项目，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目前，淮南市现代煤化工产业园已投产企业10家，

其中规上工业企业10家，高新企业8家，专精特新企业7

家。同时，园区绿色减碳经济初具规模，聚焦化工新材料

产业链，锁定“固碳”新技术，构建了中安联合(二氧化碳

排放)→淮南金宏碳捕集综合利用项目(碳捕集)→普碳二

氧化碳基聚碳酸酯多元醇项目(碳利用)→赛纬锂电池电

解液项目(碳产业链延伸)的循环低碳经济产业链，形成了

以产业链关联为纽带的产业集群。该条产业链年产值

超200亿元，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8万吨。

谢磊表示，下一步，园区将把产业培育作为主攻方

向，紧扣“高质量”，瞄准化工新材料赛道，推动基础化工

强链、精细化工延链、化工新材料补链，实现煤炭由燃料

向原料、材料、终端产品转化，构建“零碳”产业链，打造

“零碳”产业园，着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园区安

全、绿色、节约、集约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安徽特色新材

料产业基地。

淮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安徽高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对电子设
备进行检测

淮南市潘集现代煤化工产业园内的一处绿色工厂
(图片由当地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