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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彭茜、张晓
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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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科技巨头角力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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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量子计算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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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量子计算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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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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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电(记者张家伟)现在许多企业向工业 4 . 0 方向
发展，可能因此产生海量数据。但专家表示，一些企业陷入了数
据迷思，仅拥有海量数据而没能实现真正的大数据应用，此外也
难以在数据应用和数据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两大问题仍制
约工业 4 . 0 发展。

首先，工业 4 . 0 及相应的数字化转型会带来海量数据。据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介绍，工业 4 . 0 的核心和长期目标
是实现智能化工厂，数据和智能算法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数据公司预计，到 2021 年，至少 50% 的全球 GDP 将
会与数字经济有关，各行各业将涌现各种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服
务、数字化运营、数字化生态。

但是，要把海量数据中的价值挖掘出来，还是个难题。埃森
哲是从事管理咨询和信息技术等方面业务的国际企业，该公司
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黄伟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有的客
户的生产线是全自动的，一天可收集五六万个数据，但一问这些

数据与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关系，经常没有人能说清
楚。

黄伟强认为，目前的许多大数据分析“还很低级”。在 B2C
(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领域，中国的阿里巴巴、京东已经
做得不错了，有一些大数据的应用。但在 B2B(企业对企业的
电子商务)领域，相关平台的发展还不完善，在这个基础上的
大数据分析就更加欠缺。

“就像当年发现石油之后，还需从中提炼出各类化工产
品，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才能真正造福人类，数据的
利用也是这样。”黄伟强说。

另外，数据安全也是很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一
大担忧。数据如果被不恰当地利用或盗取，可能给企业带来难
以估计的损失。

2017 年 5 月，一种名为“WannaCry”的勒索病毒在全球
大范围蔓延，这种病毒感染电脑后能将其中数据加密锁定，不

少企业因无法获得数据而被迫关停。
数据安全的另一方面是防止个人数据泄露，保护个人隐

私。比如今年早些时候的脸书网站用户数据泄露事件，突显了
保护用户数据的重要性。再如许多车企希望为用户提供更好
的自动驾驶体验，这很可能需要收集他们的驾驶数据，这些数
据一旦被滥用或泄露会带来隐私安全问题。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数据科学研究所所长郭毅可告诉新华
社记者，需要在数据应用和数据安全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但
“这个平衡不太好掌握”。因为只要使用数据，无论怎么限制，
总会有隐私泄露风险；而如果把数据隐私放在第一位，会很大
程度限制数据的使用；如何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其实谁都还
没有找到答案”。

如何有效利用数据、如何杜绝安全隐患，业界专家仍在努
力寻找这两大问题的答案。一旦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必将
极大推动社会的发展。

新华社北京 6 月 27 日电(记者陈芳、胡喆)记者 27 日从
科技部获悉，科技部、财政部于近日发布了《关于加强国家重
点实验室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我国将打造国家
重点实验室“升级版”，保持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创新性、先进性
和引领性，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到 2025 年，国
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全面建成，科研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
升。

意见明确，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定位准确、目标清晰、布
局合理、引领发展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实验室经优化调整
和新建，数量稳中有增，总量保持在 700 个左右。其中，学科国
家重点实验室保持在 300 个左右，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保持
在 270 个左右，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保持在 70 个左右。

到 2025 年，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全面建成，科研水平和
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若干实验室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科学中

心和高水平创新高地，引领基础科学研究发展，持续产出对
世界科技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成果，集聚一批具有国际
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和团队，在相关领域成为解决世界重
大科学技术问题的核心创新力量，引领带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作用不断增强，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
撑。

意见指出，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组织开展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开展高水平学
术交流、具备先进科研装备的重要科技创新基地，是国家创
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发布的意见也是继《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的若干意见》中强调“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布局”后，科技部
和财政部联合发文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发展指明了方
向。

到 2025 年

我国将全面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如何有效利用数据？如何杜绝安全隐患？

企业陷入数据迷思制约工业 4 . 0 发展

6 月 27 日，在法国图卢兹，与会者参观中法合作卫星模型。

第六届法国图卢兹航天展 26 日在法国西南部城市图卢兹开幕。

中国作为本届展会主宾国，将通过主题演讲、圆桌会议、设立展台等
形式全面展示中国航天发展成果和中外国际合作前景。

新华社记者张曼摄

法国图卢兹航天展开幕

中 国 担 任 主 宾 国

新华社东京 6 月 27 日电(记者华义)经过约 3 年半的长途
飞行，日本隼鸟 2 号探测器 27 日飞抵目标小行星“龙宫”。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宣布，当地时间 27 日 9时 35
分(北京时间 8时 35 分)，隼鸟 2 号顺利抵达“龙宫”上空 20 千
米处的预定观测点，此时它距离地球约 3 亿千米。

按计划，隼鸟 2 号将在观测点上开展一段时间的观测，今年
10 月前后将首次尝试在“龙宫”上着陆并采集岩石样本，之后还
将反复开展飞离观测及着陆采样。

小行星“龙宫”直径约 1 千米，被认为存在含有水和有机物
的岩石，与约 46 亿年前地球诞生时的状态相近。科学家希望通
过分析采集到的“龙宫”样本，解答太阳系形成和生命起源的若
干谜题。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小行星采样探测器是 2003 年日本发射
的隼鸟号，它于 2010 年成功将“丝川”小行星的一些物质微粒送
回地球。重约 600 千克的隼鸟 2 号是隼鸟号的后继探测器，它搭
载了撞击设备，可有目的地撞击小行星形成“人工陨石坑”，以采
集小行星的地下物质样本。

隼鸟 2 号于 2014 年 12 月从日本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
发射升空，预计将在“龙宫”附近逗留约一年半，2020 年返回地
球。

除了隼鸟 2 号外，美国 2016 年发射的奥西里斯-REx 探测
器预计将于今年 8 月抵达小行星“贝努”，然后于 2020 年飞临小
行星表面取样，2023 年将样本送回地球。

日本隼鸟 2 号探测器

飞抵小行星“龙宫”

小行星为何成大热点

早在年初，英国《自然》杂志就将小行星探测列为 2018
年值得期待的科学事件。人类为何要探测小行星？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对新华社记者说，这主要有三方面原
因：了解太阳系起源和演化、防止小行星撞地球以及潜在的经
济价值。

第一，探测小行星有助于理解太阳系的起源与演化。郑永春
说：“小行星是太阳系中各大行星和卫星形成后的残留物，其历
史几乎与太阳系一样长。但因为体积比较小，自身没有演化，非
常好地保留了太阳系形成早期的信息，不像地球因岩浆、火山等
地质活动而丢失了很多早期的信息。”

第二，探测小行星有助于防御小行星撞地球。小行星是对地
球有潜在威胁的一种天体，因为轨道不太稳定，容易受到其他行
星，如木星等引力的干扰，可能撞击地球。科学界目前认为，约
6500 万年前的恐龙灭绝就是小行星撞地球导致的。所以必须了
解小行星的轨道等特征，判断它们撞击地球的可能性，以及如何
规避撞击。

第三，小行星有潜在的经济价值。一些小行星上蕴藏着地球
稀缺的金属，价值较高，如果有能力捕捉一颗小行星，或在小行
星上开采，就有很大商业价值，可推动商业航天发展。郑永春说：
“这方面已经不是天方夜谭，有一些企业，如美国的行星资源公
司，已经在研发小行星采矿的技术。”

郑永春介绍，中国在陨石研究方面有很好的基础，中国对小
行星探测其实也有了很多的技术储备和准备。中国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发布的《 2016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在展望未来时就提到
了小行星探测。 (记者黄堃)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7 日电

新华社南昌 6 月 27 日电(记者刘菁、袁慧晶)掘地三尺不如
方寸黑匣，地下管网维护靠它减少马路“拉链”；百人巡守不如一
枚项圈，铁路开放路段靠它拦住耕牛进入；手动喷洒农药不如遥
控无人机，农民执飞靠它喷药用时缩短 90% ……记者日前在传
统老工业城市江西鹰潭市看到，物联网的全覆盖和广应用正在
让这座物联新城“怪”事越来越多，并渐渐不足为怪。

方寸黑匣让管网维护少开马路“拉链”

马路“拉链”给城市管理带来不小的困扰，却又似乎无可奈
何。电力、通信、燃气等多种地下管网需要检修时，只能开“拉链”
掘地三尺。在鹰潭，一个神秘“黑匣子”大大减少了“拉链”的开合
次数。

在鹰潭市信江新区站江路一个路口拐角处，记者看到了这
个神秘黑匣。打开电力井盖，埋在地下约两米的电缆中间接头处
有一个方寸大小的方盒，薄薄的温感芯片就附在方盒上。

“这是一个地埋电缆温度监测装置，实时监测预判电缆发热
隐患，起到降低线路故障率、杜绝电缆沟起火等事故的作用。”鹰
潭市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工作人员喻旻介绍说，过去排查电缆
高温隐患，要打开一个个井盖甚至挖开马路查看，如今只需打开
手机端应用就可以实时监测数据。如果电缆温度接近预警线，黑
匣会迅速向手机端报警并提供具体位置的图片信息。

喻旻说，由于采用窄带物联网技术，解决了数据传输穿透性

问题，即使在井下 2 米也不用担心温测数据丢失。而一块黑匣
子的电池使用寿命长达 7 年。目前鹰潭城区范围内主要街道
的 10 千伏电缆中间接头处都安装了物联网黑匣，鹰潭市供电
公司将在今年内完成 300 多个黑匣子的安装，实现“全景化、
智能化”电缆安全监控全域覆盖。

耕牛项圈让铁路巡护不再“慢半拍”

鹰潭市境内有多条铁路干线，其中开放式路段近百公里，
沿途村庄、农田较多，耕牛上道是威胁行车安全的重要隐患。
鹰潭铁路护路办主任裴浩君说，除上百名护路志愿者，他们还
在重点路段加派 30 人密集巡守，防范耕牛靠近铁轨，但依然
感觉力不从心。

从今年 7 月开始，鹰潭市护路办选择铁路沿线耕牛较多
的村庄试点，让耕牛戴上一个装有智能追踪器的项圈。负责研
发项圈的江西移动鹰潭分公司集客部副总经理严传生介绍
说：“项圈能准确定位耕牛活动范围，如果它距离铁路两百米
且三分钟内没离开，项圈将发送警报到巡守人员的手机上。”

相对于固定的电缆测温数据传输使用窄带低速物联技
术，耕牛这种移动物体数据的传输则使用了中速物联技术。鹰
潭市信息办主任胡海俊说，鹰潭正打造满足“高、中、低”不同
速率需求的全系列物联网，目前低速物联网实现全域三网覆
盖，中速物联网建成移动、电信两张网，为高速物联网 5G 的

到来做好铺垫。

无人机喷洒农药给了农民新职业

鹰潭市余江县平定乡洪万村村民艾福娥如今有了新职
业——— 植保无人机飞手。过去农田喷药都是靠人工背上 10 公
斤药水、在烈日下戴着口罩手套进行，现在她站在树荫下动动
手指遥控无人机就能完成作业，“原先一亩地人工喷药需要
20 分钟，用无人机不到 2 分钟。穿皮鞋也能干农活！”

生产植保无人机的中轻智能公司副总经理桂永斌说，无
人机飞行和喷药路线是根据田块面积和形状预设的，存储在
无人机的控制芯片上，运行数据实时传送到后台。艾福娥所在
的飞防队有 13 台无人机、12 名农民飞手，飞手一天最多时能
为三百亩农田喷洒农药、赚一千多元钱。

有了植保无人机不仅让种粮大户有了现代经营新技术，
也让一些农民获得了新职业。余江县目前由农民组成的专业
飞防队接近 30支，仅中轻智能就培养了 80 多位农民飞手，越
来越多的农民申请考证。

昔日以铜产业为主的工业城市鹰潭正在成为一座“万物
互联”的智慧新城。全市目前有 124 家物联网企业、物联网产
品 42 款，如下雨天自动关闭的智能窗户、装上智能芯片后自
动调整用料的铜加工生产线等等。截至去年底，仅江西移动鹰
潭分公司的“物”联用户就突破 67 万。

地下黑匣 耕牛项圈 农民飞手

物联新城鹰潭：令人欣喜的三大“怪”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26 日电经过约一个世纪的摸索
和尝试，人类科学家才把化学史上的伟大科学成就——— 元
素周期表整理成当前的形式。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物理
学家们开发出一种人工智能程序，只用几个小时就“重新发
现”了元素周期表。

项目负责人、斯坦福大学教授张首晟等人在新一期美
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报告说，他们基于谷歌公司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开发出的人工智能程序 Atom2Vec，能通过分析
一个在线数据库中的多种化合物，学会区分不同的原子，整
个学习过程没有人类干涉。

人工智能程序仅用数小时

“重新发现”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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