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科技巨头不断刷新可操纵的量子比特数量上限,
“量子霸权”争夺战非但没有尘埃落定，反而在激烈竞争中更
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态。

谷歌、IBM、微软、英特尔等欧美科技企业拥有先发优
势，通过不同技术路径不断实现对更多量子比特的操纵；过去
一年来，中国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三大科技企业也相继“入
局”量子计算，彰显新兴市场的强大后劲。

此前业界认为，若能有效操纵50个左右的量子比特，量
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就能超过传统计算机，实现“量子霸
权”。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发现超越这一门槛还不足以实
现“量子霸权”。除了量子比特数这个“量”的指标,量子芯片
的纠错能力、量子计算机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等“质”的问题
也许更重要。

放眼全球,量子计算的沙场上“群雄逐鹿”,短期难见分晓。
谷歌和IBM都致力于通过超导系统来实现量子计算,二者

研发竞赛你追我赶。去年底,IBM宣布研发出50量子比特的
量子计算原型机；今年初,谷歌展示了最新研制的72量子比特
量子处理器“狐尾松”,并称利用量子纠错对其进行了优化,这
一处理器有望实现“量子霸权”。

微软则独辟蹊径,“押注”拓扑量子计算,认为这一路径不

易受噪声影响。去年科学家宣布发现马约拉纳费米子的存在证
据,微软希望它能成为一种更稳定的量子信息编码方式,计划利
用这种费米子制备稳定的量子比特。

英特尔也同时进行超导量子计算和硅量子点研发,在2018
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上发布了具有49量子比特
的超导量子测试芯片。

IBM负责量子战略和生态的副总裁罗伯特·苏托尔认为,
“量子霸权”这一概念本身并不具有太大意义,怎样利用量子计
算机帮助人类解决金融、物流、医药等行业实实在在的问题,
才是量子计算真正的发展方向。

中国量子计算研发虽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已显示出
迅猛发展势头。

今年5月,阿里巴巴量子实验室宣布成功研制量子电路模
拟器“太章”,率先成功模拟了81比特40层谷歌随机量子电
路,被视为对谷歌的一次直接挑战。阿里云量子技术首席科学

家施尧耘说,这一成果证明谷歌提出将要达到“量子霸权”的
计划需要修改。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格雷梅·史密斯接受美国《连线》
杂志采访时曾说,谷歌“狐尾松”似乎是目前能力最强的量子
芯片,但阿里巴巴发现,其错误率仍然太高,“这表明我们不会
很快看到‘量子霸权’的实现”。

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已有多年量子计算技术积累。去年5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及其同事陆朝阳、朱晓波等,
联合浙江大学王浩华教授研究组构建了针对多光子“玻色取
样”任务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

清华大学量子信息中心段路明研究组也于去年宣布首次
实现具有225个存储单元的原子量子存储器,这是量子计算
机的重要部件,将量子存储器容量的国际纪录提高了一个数
量级。

施尧耘认为,与中国不同,“‘美国队’带头的不是高校实验
室,而是IBM、英特尔、谷歌等大企业,希望未来中国涌现出更
多这样的企业强手”。中国的“企业军团”,如腾讯、百度也正在
大规模招兵买马,寻求量子计算与自身技术布局的结合点。

中国科学家近年来在量子信息技术上的突破,也将国内对
该领域的关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尽管多数专家认为量子计算实现大规模商用还需十年以
上,但在特定领域,量子计算已显示出强大的处理能力。科学家
关于量子计算的理想正逐渐照进现实。

目前,量子计算应用潜力最大之处无疑是量子模拟。模拟
量子环境可大大加快新材料研发和新药发现的速度。

比如,汽车生产商大众就首次利用量子计算机成功模拟出
工业领域相关分子,助益高性能电动汽车电池的开发。研究人
员成功完成对氢化锂和碳链等分子的模拟,最终目标是希望通
过量子计算机模拟动力电池的完整化学结构,研发一种“定制
化电池”。

而当量子计算机与人工智能结合,能产生更加奇妙的“化
学反应”。清华大学物理系龙桂鲁教授认为,通过恰当地采用量
子算法,同时利用量子系统的叠加性和量子纠缠,可以优化一些
传统机器学习算法,大幅提高计算性能。

据报道,微软的“拓扑”量子计算机就帮助人工智能研究
人员利用机器学习加快训练算法,把人工智能助理“小娜”的
算法训练时间从一个月缩短到一天。

不过苏托尔认为,量子计算机也许不会取代传统计算机,二
者将“各司其职”,“未来可能不会人人都有一台通用量子计算
机,而是需要通过云和互联网来完成量子计算”。 （据新华社）

第 版2 本版主编 李洪岩 编辑 付 艳 吴 思科技新风2018年7月23日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最新完成
的一项大规模研究确认，多进行
户外活动、亲近大自然，有着广泛
而显著的健康益处。

研究论文发表在新一期美国
《环境研究》杂志上。研究人员
说，多在户外的绿色空间活动，能
够显著降低罹患2型糖尿病、心
血管疾病、高血压及早亡、早产、
压力障碍等多种风险。绿色空间
指的是大自然中有绿色植被的未
开发空间，以及城市里的街区绿
地和公园等。

研究小组汇总分析了全球
20个国家和地区的140多项相
关研究数据，涉及超过 2.9 亿
人，来评估自然环境对健康的潜
在影响。结果发现，那些生活中
在户外自然环境暴露水平高的人
口，更容易获得整体较好的健康
水平，出现上述多种疾病或健康
问题的风险明显要低。

尤其引起研究人员兴趣的
是，在绿色环境中停留时间长
的人，唾液皮质醇的水平会明
显降低，唾液皮质醇是与压力

相关的一种生理标记物。研究
人员说，这一发现十分有意义，
因为压力过大、抑郁或焦虑等是
困扰现代社会人群的突出问题。

研究人员介绍，在森林中坐
着、躺着或漫步的“森林浴”是
日本流行的一种健身形式，他们
的分析数据显示，“森林浴”确
实能有效缓解压力。多项相关研
究都表明，这可能是源自树木释
放的植物杀菌素——含有抗菌成
分的有机化合物。

研究人员认为，多到户外大
自然活动或者住所离绿色空间
近，使人们有更多机会锻炼及社
交。与此同时，暴露在自然环境
中多样化的细菌种类下，可能对
人体免疫系统大有益处，有助减
少炎症。

研究小组希望这一研究结果
能够促使医生和保健从业人员推
荐人们多到绿地等自然环境中活
动，政策制定者和城镇规划者也
能多规划建设城市绿地和公园
等，以保障居民的健康。

（据新华社）

炎炎夏日，尤其酷暑时节，人
们会觉得闷热难耐。美国一项新
研究发现，酷暑时节室内的高温
会影响人的认知能力。

酷暑时节，热浪会给公共卫
生带来严重影响。此前有关热浪
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大多集中
在老年人、儿童等人群上，这容
易给人们造成一种误解，即热浪
对正常人群并无明显健康威胁。
此外，先前研究更多集中于户外
高温在流行病学方面的影响，而
忽视了室内温度。美国哈佛大学
研究团队此次将目光投向热浪下
身处室内环境的健康年轻人。

来自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
生学院的研究人员报告说，
2016年夏季，他们在波士顿连
续12天对44名 20岁左右的健
康年轻人进行了实地追踪调查。
他们在这些学生的宿舍里配置仪
器，测量室内温度、湿度等参数，

并利用可穿戴设备监测他们的身
体活动和睡眠模式。

调查期间，前 5天气温是
夏季正常气温，接下来5天热
浪来袭，最后两天较为凉爽。
每天早晨学生们睡醒后，都会
马上在智能手机上进行两项认
知能力测试。

结果发现，5 天热浪时间
内，与24名住在装有空调的宿
舍中的学生相比，未装空调宿舍
里的20名学生在一系列认知测
试中的成绩普遍要差。这一结果
已在线发表在美国《科学公共图
书馆·医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说，这表明，在夏
季热浪来袭时，室内温度对人的
认知能力会有明显影响。在全球
气候变暖的大趋势下，未来建筑
物规划设计中，应该把如何减缓
极端热浪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考虑
在内。 （据新华社）

几百年来，蜘蛛“乘气球”式的
“飞行”方式令科学家着迷。美国《当代
生物学》 杂志发表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蜘蛛“飞行”，大气电场可能也发挥了关
键作用。

蜘蛛朝天吐出一束丝线，然后乘势升
上天空，行进数米甚至数百公里，这种

“飞行”方式有点类似热气球的升空飞
行，故被称为“乘气球”。此前一些观点
认为，蜘蛛升空“飞行”，借助的是风或
上升暖流的拖曳力。

为破解蜘蛛“飞行”的秘密，英国布
里斯托尔大学研究人员在排除空气流动等
因素、电场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中开展实
验。结果显示，打开电场后，蜘蛛“飞
行”行为显著增加，这说明蜘蛛能够探测
到大气电场；当蜘蛛在空中时，关闭或打
开电场会分别导致蜘蛛向下落或向上飞。

研究发现，蜘蛛外骨骼表面的“听
毛”随电场而动，这些毛发可能是蜘蛛用
来探测大气电场刺激的器官。大气电场指
地球表面电荷与大气电荷间构成的电场，
其电场强度在晴天时约为每米100伏特，
而在雷暴等天气中可达每米1万伏特。

论文作者之一、布里斯托尔大学研究
人员埃丽卡·莫利说，此前认为风或上升
暖流的拖曳力让蜘蛛“御风而行”，新研
究发现大气电场也可以提供帮助，让蜘蛛
在空气不流动的环境中起飞滑行。

莫利说，他们接下来将研究蜘蛛“飞
行”时吐出的丝的物理性质，并调查是否
还有其他动物探测并利用大气电场进行

“乘气球”式的“飞行”。 （据新华社）

发表在最新一期 《美国医
学会杂志》 上的一项研究显
示，沉迷于数字媒体的青少年
出现多动症症状的可能性更高。

研究人员在美国洛杉矶10
所学校中筛选出2587名此前未
表现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俗称多动症） ”症状的青少
年，年龄为 15到 16岁，并跟
踪此后两年间他们对14种数字
媒体平台的使用情况，每6个
月调查一次。研究涉及的数字
媒体包括社交媒体、流媒体、
短信、音乐下载和在线聊天等
形式。

结果显示，在经常使用至
少 7 种数字媒体平台的约 120
名青少年中，出现多动症症状

的比例达到10%左右；相比而
言，不常使用数字媒体平台的
青少年中，4.6%表现出此类症
状，这一比例与正常水平接近。

这篇研究论文的高级作
者、美国南加州大学预防医学
和心理学教授亚当·利文撒尔
说，虽然研究结果不能确认两
者间的因果关系，但统计学关
联很明显。可以说，青少年过
多使用数字媒体，未来患多动
症的风险可能更高。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今年6月份公布的一项调查显
示，43%的美国高中生每天使
用数字媒体的时间超过3个小
时。

（据新华社）

7月17日，一位小朋友在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的自助借书机器人上检录他借阅的书籍。
新华社记者卢汉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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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一悦读一““夏夏””

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超级计算机“天河”就是由40
年前的“银河”一步步发展而来的。40年来从“银河”
到“天河”，凝聚着国防科技大学一代代“银河人”的
心血和智慧，见证着他们“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
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在他们心中，这是
他们坚守的精神高地，更是他们的“根”和“魂”。

从“银河”到“天河”，再到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
计算机“天河三号”原型机……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超
算之巅，是一代代“银河人”追逐的梦想。近日，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了“银河精神”的创造者们，听他们讲述

“银河精神”的故事。

“现代化不能乞求别人的恩赐”

“‘银河精神’形成于研制‘银河’亿次巨型机
的过程中，但追根溯源，这种精神从我们开始建造高
性能计算机之初就开始慢慢萌芽。”曾任计算机学院院
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银河-Ⅲ”巨型机总指挥卢锡
城告诉记者，“客观讲，计算机是朝阳产业，这是我们
获得飞速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客观基础。但及时抓住机
遇，敢于为国分忧，勇于迎接挑战却是我们取得成功
的关键所在。”

作为亲历者，卢锡城参与了从“银河-Ⅰ”巨型机
开始的多次研制工作。他至今记得这么一件事：当年，
我国花巨资从某国购进一台高性能计算机，对方提出苛
刻条件，要给计算机建造一个“安全区”，中国人无权
靠近这个用人民的血汗钱换来的设备。

这件事使卢锡城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强烈的刺激，
“不光是我，所有人都咽不下这口气。高科技是花钱买
不来的，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乞求别人的恩赐，必须丢掉
幻想，自力更生！”

1978年，那个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
“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著名计算机
专家、计算机系首任主任慈云桂教授主动请缨，立下军
令状，“豁出命也要把亿次机搞出来！”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过程如此悲壮——紧张的攻关
途中，多位同志积劳成疾，倒在了岗位上……而亿次机

“银河-Ⅰ”的成功，也使中国成为第3个能独立设计和
制造巨型机的国家！

“银河精神”就是从这个悲壮的年代开始生根、萌
芽、发展起来。

科研攻关必须杀出一条血路

1993年，“银河-Ⅲ”百亿次巨型机正式立项。卢
锡城院士回忆道，“虽然沿着既往技术路线也能造出
来，但却很难突破更高性能的技术。如果走国际公认的
新一代巨型机的技术路线——大规模并行处理机，则难
度高、风险大。”

“科研攻关，如同打仗攻山头一样，必须杀出一条
血路！”作为总指挥，他带领科研团队分析论证后，果
断选择了新路线，决定以千亿次量级的关键技术，实现
百亿次巨型机，确保巨型机全面领先。后来，这种大规
模并行处理机成为世界巨型机发展的主流方向。

时光流转，“银河”变为了“天河”，“银河精神”
也跟着时代在发展。

“天河”超级计算机之所以拥有超强的运算性能，
其奥秘就在于它独创的CPU+GPU异构体系结构。但当
时国际上认为这项技术几乎是不可能突破的。

“天河二号”总设计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院长廖湘科院士说，“老一辈‘银河人’在那样艰苦的
环境下都能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必须将历
史的接力棒传承好。”

4个月的封闭攻关中，团队成员历经数万次实验，
终于发现了CPU和GPU高效协同计算的内在规律，找
到了性能优化突破口，使计算效率由 20%提高到
70%，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这个奇迹使“天河”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速
度”！

“奋勇拼搏，敢于挑战，用创新成果满足国家和军
队紧迫需求，这是‘银河人’应有的担当，也是‘银
河精神’更深层次的传承。”廖湘科说。

流淌在血液中的“银河精神”

“假如人生能实现一个梦，我的这个梦，就是让中
国在世界高性能计算领域拥有一席之地。”40年前，慈
云桂教授这样说道。

为了这个梦想，“银河人”不敢松懈。国防科大的
“天河”楼，每天凌晨都还是灯火通明。很多新成果，

都是在凌晨三四点钟产生的。
“包括我们年轻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下定决心，一定

要做第一，事实证明我们做到了。”80后的主任设计师
王睿伯告诉记者，“现在我们的很多思路和想法相比国
外已经有所领先。因为付出更多，所以在很多领域我们
都存在赶超的可能。”

很多人觉得，恪守“银河精神”的他们有点傻，凭
他们的专业，到哪儿都能获得远比现在优越的待遇。而
他们的回答却耐人寻味：“离开‘银河’团队，永远只
是理想中的一个玩笑。”

1990年，还是讲师的廖湘科在深圳出差，一家合资
企业的经理看中了他，并许以非常优厚的待遇。但他却
婉拒了盛情邀请。

这种精神影响着一代代的“银河人”。邓让钰是微处
理器领域高端研发人才，但他数次拒绝诱惑，潜心投入攻
关。王睿伯是系统软件领域的佼佼者，他说：“我们首先
是军人，然后才是科研人员。‘天河’是我们的事业，我们
的使命，只要国家需要，我们都会义无反顾。”

“创造‘中国速度’，靠得不仅仅是日以继夜的科研
攻关和技术积淀，更多的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银河
精神’。”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政委夏志和评价道。

专家点评

“银河精神”是科学精神在我国超级计算机事业里
的集中体现。几十年里，“银河精神”凝聚起银河队
伍，创造出辉煌的银河事业。

“银河精神”有着鲜明的实践特征。在我们当中流
传着这样一句话：“搞科研必须坚持科学精神，必须把
实用好用放在第一位，必须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和战斗力。”从“银河”到“天河”，一代代的

“银河人”将这种科学的精神，落实到所有实践的环节
上，坚持追求超级计算机的实际使用效能，这才是科学
研究应坚持的正确态度。

当前，我国在超级计算机技术领域已进入世界第一
梯队，竞争空前激烈。新一代超算无论是系统规模、构
建工作量、技术复杂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使命任务，更应该大
力弘扬科学精神、传承“银河精神”。新一代“银河
人”必须以更宽的视野胸襟、更大的气魄胆识，牢记使
命、不懈探索，持续创新、勇于超越，不断攻克核心关
键技术，攀登世界科技新高峰！

（据《科技日报》）

青少年沉迷数字媒体可能增加多动症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