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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英文名

Institute of Energy, Hefei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cience Center，以下简称“能源研究院”）是安徽省人民

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其使命是为国

家能源安全、国际能源技术发展以及解决人类能源终极问题

提供科学和技术支持，其目标是争创国家能源实验室。能源

研究院 2019 年 12 月成立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

在省、合肥市及中科院相关部门支持推动下，着力搭平台、

建机制、引人才、聚攻关，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现将

能源研究院工作进展定期编发工作简报供领导参阅。



一、建设发展思路

1.聚合四方力量。主要依托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等离子体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理工大学 4 家科研院所能源方面的科研力量，并汇聚国内外

高端人才开展相关研究。

2.聚焦四大领域。重点部署磁约束聚变、可再生能源、

智慧电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四个研究方向，开展前沿基础

研究和重大技术攻关，力争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并提供系统解

决方案。

3.开展四个合作。广泛深入开展院校（省内外高校）合

作、院地（地方政府）合作、院企（关联企业）合作和国际

合作，带动能源领域科研优化布局和自主创新能力跃升，提

升能源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4.坚持四位一体。按照“工程化、产业化、资本化、国

际化”四位一体的创新发展思路，通过加强自主研发、建立

协同创新中心、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等方式，打造科技+

产业协同创新新模式，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5.争创四个一流。致力于建成“一流的研究设施、一流

的核心技术、一流的研究团队、一流的科研成果”的国家能

源技术研究基地，统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

占领未来能源技术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二、团队建设情况

1.成立高规格学术委员会。聘请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



院士詹文龙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专家 33 人，其

中两院院士 28 人。

2.组建高层次管理团队。能源研究院现有 6 位领导班子

成员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谢毅）、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人（李建刚、袁亮），执行院长为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副

院长宋云涛。

3.引进培养高端人才，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能源研究

院现有工作人员 152 人，其中全职人员 39 人，双聘人员 32

人，项目聘用人员 81 人，依托科研项目联合培养研究生 40

余人，已初步建立起一支院士领衔、教授支撑、青年学者为

骨干的科研队伍。

一是引进美国泰拉能源公司（比尔.盖茨创办）副总工

程师丁军博士、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后毕文团等高端人才全职

到能源研究院工作。

二是技术人员中，教授/研究员 18 人，副教授/副研究

员 13 人。高级职称 35 人，中级职称 10 人。

三是现有人才队伍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2

人，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人，长江学者 1 人，新世纪

优秀人才 1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 4 人。

4.通过国际国内高水平资质认定。2020 年 12 月，经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能源研究院注册成为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依托单位。此外，研究院还顺利通过国际公认的体

系认证机构—瑞士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的质



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体系”管理体系审核，并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获得该认证公司颁发的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

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三、重大科研项目布局情况

能源研究院 2020 年部署了 7 个重大科研项目，现已发

表论文 98 篇，申请国内外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20 项，国际

发明专利 1 项，申请软件著作权 5 项，荣获 2020 年度安徽

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21 年在深入研究谋划的基础上，围绕磁约束聚变、可

再生能源、智慧电力电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4 个研究方向，

能源研究院组建了氢能源和氨应用、可再生能源、智慧电力、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中子技术应用 5 个研究中心，重点部署

了 19 个重大科研项目。分别是：

1.医用同位素钼规模化生产技术开发及应用；

2.面向癌症治疗的紧凑型硼中子俘获治疗技术开发及

产业应用；

3.等离子体诊断技术开发及应用；

4.分钟量级高功率回旋管关键技术研究；

5.46T 全超导稳态磁体；

6.7T 全身核磁共振 MRI 超导磁体系统装备。

7.面向实际应用的太阳能电池材料及器件制备工艺研

究；



8.面向动力/储备应用的高性能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制

造；

9.面向能源小分子活化转化关键反应的催化剂设计及

反应机理研究；

10.可再生能源制氨及氨发动机的研制。

11.雷击接闪与防护研究平台开发及应用；

12.先进储能材料、装备及集成应用关键技术；

13.智慧多能源电力系统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

14.适合下一代功率半导体器件共性特征的封装互连成

型平台及关键技术研发（一期）。

15.废弃矿井能源资源精准开发与清洁利用基础研究；

16.煤及共伴生资源协调开采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

究；

17.煤基固废无害化利用与绿色开采基础研究；

18.低渗煤层 CO2-ECBM 的煤层气开发基础理论与关键技

术研究；

19.低浓度煤层气低温部分氧化制甲醇技术及示范。

四、重大产业化项目进展情况

1.面向癌症治疗的紧凑型硼中子俘获治疗技术开发及

产业应用（BNCT）项目。该项目基于直流高压加速器技术发

展硼中子俘获治疗技术，具有疗程短、靶向性好、适用多类

癌症和造价较低等优势，市场规模可达上千亿。目前研究院

已完成整个项目的团队组建，并开展了 BNCT 核心参数及工



程概念设计，正在开展核心关键技术高压直流电源及主机系

统的前期研制工作。

2.医用同位素钼规模化生产技术开发及应用项目。该项

目利用小型加速器中子源实现医用同位素钼 99Mo 国产规模

化，完成进口替代，市场规模预估可达 10 亿/年。目前已完

成系统参数设计与技术方案路线优选，系统工程设计正在进

行中。

3.7T 全身核磁共振 MRI 超导磁体系统装备项目。该项目

通过研发 7T-14T 全身核磁共振 MRI 超导磁体系统装备，可

实现人体结构、功能和代谢信息的统一，打破国际垄断。目

前已完成系统装备总体设计，正对设计方案进行技术评审，

工程设计分析，以及高精度超导主线圈，失超探测与保护等

关键技术预研。

4.可再生能源制氨及氨发动机研制项目。该项目已成功

开发出高效低温等离子体氨裂解装置和 5kW/30kW 掺氨发电

机样机，稳定运行掺氨比 71-85%，预期将达到 100%；并成

功研制 20kW 掺氨锅炉样机，正在开发 300kW 氨重卡样机；

准备开发氨燃料涡喷发动机、燃气轮机等，并进行火电厂掺

氨减碳示范。

5.下一代功率半导体器件共性特征的封装互连成型平

台项目。目前该项目已构建含德国科学院院士和国内高端人

才在内的国际学科交叉团队，已完成下一代功率器件（第三

代半导体、高性能硅半导体）可靠性测试平台建设，并已启



动开展与阳光电源、英飞凌等公司的合作实验研究，目标是

建成“国际先进、国内领跑”测试能力及容量的、面向新一

代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封测研究及产业化的可靠性测试平台。

五、对外合作情况

（一）院校合作

为带动安徽省属高校科研创新能力提升，在省教育厅支

持和推动下，能源研究院已与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

徽工业大学等 7 所省属高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展协

同创新项目研究，联合培养研究生，支持省属高校重点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

2020年度组织省内高校申报并立项10个协同创新项目，

拨付项目经费 1000 万元（省教育厅拨款 500 万元、能源研

究院配套 500 万元）。2021 年度，结合四大研究方向，共发

布 20 项协同创新项目申报指南，拟支持 20 个项目，预计投

入经费 2000 万元，其中省教育厅投入 1000 万元、能源研究

院配套 1000 万元。

（二）院企合作

一是承接横向项目。目前，能源研究院已与国家电网安

徽电科院、安徽应流集团、深圳雨翼等 10 家省内外企业签

署 12 个横向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 948 万元。其中：与应

流集团合作研制的“高端热处理电能质量综合校正装置”入

选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受深圳雨翼科技公司委托，

完成等离子体皮肤美容修复仪样机开发。通过项目实施，已



申请国内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3 项。

二是组建联合实验室。目前。能源研究院已分别与安徽

应流集团联合成立极端环境材料与特种工艺联合实验室、与

合肥金星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成立核检测应用技术

联合实验室、与成都纽瑞特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立

医用核技术应用联合实验室、与深圳市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友

会联合联合成立等离子体应用与太赫兹技术联合实验室。

三是成立协同创新中心。能源研究院已与甘肃白银有色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立有色金属智能制造关键共性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与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

立新能源装备协同创新中心。

抄送：安徽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院合

作建设领导小组，合肥市委、市政府，省有关单位，合

肥市有关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