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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王剑威和龚旗煌
团队与浙江大学戴道锌等研究
人员合作，成功实现了基于集
成光量子芯片的涡旋光量子纠
缠源，研发出全球首例量子纠
缠涡旋光发射芯片，为高维量
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片上离
子与原子操控等领域开辟了新
的应用途径。相关研究成果以
《集成涡旋光量子纠缠源》为题
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光
子学》杂志。

王剑威介绍，涡旋光场携带
轨道角动量（OAM），是光场调控
与光量子技术的重要资源。利
用光子的轨道角动量进行量子
信息编码，理论上具有无限维空
间，且OAM编码的量子态能够在
自由空间中稳定传播，为大容
量、实用化量子通信提供了极具
潜力的方案。这种OAM高容量
量子通信方案已在中国、奥地
利、丹麦等地广泛采用，并应用
在百公里级城内量子密钥分发
中。然而，如何在集成光量子芯
片体系上实现涡旋光纠缠源，一
直是全球科学家面临的重大难

题。这不仅需要解决涡旋量子
态的片上束缚、传输与控制问
题，还需要克服量子纠缠所需的
相位匹配难题。

该联合团队针对现实技术
瓶颈，创新性拓展了光量子芯
片调控与片外光场整形技术，
首次实现了能发射并调控量子
纠缠涡旋光的量子芯片。“我们
研发的芯片不仅具备小型化（5
毫米?10毫米）、高稳定性、可
编程调控、即插即用的优势，还
达到了微秒级的涡旋纠缠态操
控，同时可进一步拓展纠缠维
度与纠缠涡旋光数目。”王剑威
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在硅基集
成光量子芯片体系中，我们已
成功实现了路径、偏振、波导模
式等不同自由度的量子纠缠光
源。”戴道锌表示，本项工作填
补了国际上芯片OAM纠缠的空
白，进一步完善了集成量子纠
缠光源库体系，也为今后多自
由度光量子信息处理芯片研究
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支撑。

（来源：《光明日报》）

全球首例量子纠缠涡旋光发射芯片研发成功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
候变化服务局近日发布报告说，
全球海冰覆盖范围在2月初降至
历史最低水平，2月也是有记录以
来全球气温第三高的2月。

报告显示，全球海冰覆盖
范围在2月初达到历史最低水
平后，在该月剩余时间内一直
保持在2023年2月的记录值以
下。2月的北极海冰覆盖范围
比同期平均水平低8%，创下有
记录以来的该月最低水平，这
也是连续第三个月刷新同期海
冰范围最低纪录。当月南极海
冰覆盖范围比同期平均水平低
26%，为历史同期第四低。

报告还指出，2025年2月是

全球第三热的2月，2月全球平
均地表气温为13.36摄氏度，比
工业化前（1850年至1900年）水
平高出1.59摄氏度，是过去20
个月中第19个全球平均地表气
温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
度的月份。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副
局长萨曼莎?伯吉斯表示，2月
延续了过去两年观察到的创纪
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趋势。全
球变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海冰
融化，而两极海冰覆盖范围分
别创下或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导致全球海冰总覆盖范围降至
历史最低。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全球海冰覆盖范围创历史新低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获悉，近期该校潘建伟、朱晓
波、彭承志等成功构建105比特
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
三号”，处理量子随机线路采样
问题的速度比目前国际最快的
超级计算机快千万亿倍，再次
打破超导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
世界纪录。3月3日国际知名
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发表
了这一成果，审稿人认为其“构
建了目前最高水准的超导量子
计算机”。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
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量子
计算优越性像个门槛，验证了量
子计算机超越传统计算机的可
行性，是量子计算具备应用价值
的前提条件，也是一个国家量子
计算研究实力的体现。

2021年，潘建伟团队成功
构建66比特的超导量子计算原
型机“祖冲之二号”，求解量子
随机线路采样问题比当时全球
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0万倍
以上。经过三年多聚力攻关，
他们新研制的“祖冲之三号”包
含105个可读取比特和182个
耦合比特，多项关键性能指标

大幅提升。
经测试，“祖冲之三号”完

成83比特32层的随机线路采
样，以目前最优经典算法为比
较标准，计算速度比当前最快
的超级计算机快千万亿倍，也
比2024年10月谷歌公开发表
的最新成果快百万倍，为目前
国际超导体系中最强的量子计
算优越性。

国际学界主流观点认为，量
子计算发展需经历“三步走”：第
一步是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第
二步是研制可操纵数百个量子
比特的量子模拟机，解决一些超
级计算机无法胜任、具有重大实
用价值的问题；第三步是大幅提
高量子比特的操纵精度、集成数
量和容错能力，研制可编程的通
用量子计算机。

据悉，“祖冲之三号”科研
团队正在量子纠错、量子纠缠、
量子模拟、量子化学等多方面
加快探索。“我们正在开展码距
为7的表面码纠错研究，取得进
展后再扩展到9和11，为实现
大规模量子比特的集成和操纵
铺平道路。”朱晓波说。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我国成功研制“祖冲之三号”量子计算原型机

记者从中国第41次南极考
察队获悉，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的研究团队通过对多个航次获
取的南极样品进行深度测序和
大数据分析，获得并鉴定发表
南极细菌新属6个、南极细菌新
种7个。

据悉，中国极地基因库已
完成极地微生物标准化保藏
3500余株，累计近3万份，总计
达185个属，为后期深入开发利
用极地新型微生物资源奠定了
理论基础。

南、北两极地区因长期地
理隔绝等原因，保持着原始、洁
净且独特的生态系统，蕴育着
丰富且新颖的微生物菌种资
源。它们在极地生态系统的物
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同时也是研究生物遗
传、物种及生理类群多样性的
资源宝库，在生物制药、化妆品
研制、工业酶类开发、极端环境
保护及修复等领域具有广阔应
用前景。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我国鉴定发表6个南极细菌新属

深渊，是指水深超过6000米
的深海区域，压力高达上千个大
气压。

打个比方，相当于手掌心的面
积上站上20头大象产生的压力，再
加上低温和食物匮乏的极端环境，
深渊一度被认为是“生命荒漠”。

而借助我国“奋斗者”号载人
潜水器及全国产化科研体系，我国
科学家已在深海微生物研究领域
取得重要突破，成功绘制出全球首
个海洋最深生态系统图景，并揭示
了深渊生命的适应策略和资源潜
能。近日，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顶
级期刊《细胞》（Cell）上发表，标志
着我国深海微生物研究走在了世

界前列。
我国科研团队历时三年，通过

对马里亚纳海沟采样获取的1600
多份微生物的样品以及11种不同
的深海鱼类进行分析，首次获取了
全球首个深渊生态系统全景图。

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成员
王景介绍说，他们在马里亚纳海沟
里面鉴定出了 7564种微生物物
种，通过与公共数据库以及其他的
已知环境当中的微生物物种进行
比对，他们发现其中89.4%的物种
是全新的。也意味着在这样的深
渊以及其他深海环境里面，可能有
大量的未来可以利用的资源。

这份深渊生态系统全景图也

成功揭示了深渊繁荣的生态密码，
研究人员发现，深渊微生物和鱼类
之间存在独特的“共适应”机制。
这些生物采用相似的抗氧化策略
应对极端压力，这种策略不仅能缓
解细胞损伤，还可能为人类抗衰老
等研究提供新思路。

王景告诉记者：“抗氧化对于
我们并不陌生，比如说有些化妆品
的机制就是抗氧化，还包括维生素
C最重要的功效也是抗氧化，是缓
解细胞损伤、延缓衰老的一个重要
的手段。”

此次研究不仅拓展了人类对
生命极限的认知，更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科研人员发现，深渊微生

物可能蕴藏新型抗生素、环保酶等
生物活性物质，将为医药、能源开
发提供新资源。

“在深渊的微生物群落里面，
它们有很多降解（含有）苯环这种
化合物的能力，苯环在传统的处理
里面是很难被彻底降解，利用从深
渊里面发掘的降解苯环的能力，未
来可以应用在复杂污染物完全的
降解和处理上。”王景说。

据悉，我国科研团队已建立全
球首个深渊微生物大数据库，并通
过《马里亚纳共识》向国际社会开
放共享数据，推动全球共同探索深
海奥秘。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深海探索新突破！

我国绘制全球首个深渊生态系统全景图

前段时间，一则消息刷屏了：2
月28日，夜空上演“七星连珠”神
奇天象，错过这次恐怕要再等77
年。恰逢《哪吒2》中也有“六星连
珠”的桥段，让这一天象更加火
热。这“七星连珠”到底是咋回
事？真是极为罕见的天象吗？

神奇天象，并非十分罕见

通常说的“行星连珠”是指在
地球上看到太阳系除地球外的行
星排成一线。古代的钦天监们受
限于科技水平，并未发现天王星和
海王星的存在，故而以肉眼可见的
五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
星）为主。

在古代，人们说的“五星连珠”
或“五星聚”，并非简单的五星同
现，而是要求它们在较小天空区域
内靠得很近。古人已经发现，日月
五星运行轨迹都在黄道附近，黄道
就是太阳在恒星背景里行进的轨
迹，是一个大圆。对，请注意这里
黄道不是“一条直线”，在我们地球
上看是一条跨越天空的弧线。

古人所认定的“五星连珠”，要
五星聚集在黄道东西10度范围之
内，这种情况极为罕见，根据现代
天文测算，过去6000年里仅发生9
次，数百年才有一次。

而现在网络上时常出现的“七
星连珠”，定义则宽泛得多。据深
圳天文馆介绍，所谓的“七星连珠”
并非除地球外的七颗行星真的排
成了一条直线，而仅仅是在某段时
间它们都处于地平线以上。自西
向东分别为土星、水星、海王星、金
星、天王星、木星和火星，它们将出
现在黄昏日落后不久。从最西端
的土星到最东端的火星，张角为
117?，横跨大半个天空。这就是
所谓的“七星连珠”。事实上，其实
不限于2月28日这一天，从2月20
日到3月1日，它们都会出现在地
平线之上。

怎么观测？

北京天文馆科普教育部主任
李昕表示，在2月底前后数天的傍
晚日落后，七颗行星恰好都出现在
地平线以上，能够借助肉眼或者望
远镜看到，称为“七星同现”更贴切
一些。但七颗行星的观测条件也
是有好有差。日落后，金星、木星
和火星的观测条件相对较好，它们
比较高，也很亮，肉眼可见。要想
看到暗弱的天王星，则需要借助望
远镜。随着太阳西沉，水星、土星、
海王星的高度比较低，观测难度比
较大。海王星的亮度只有8等左

右，在昏光中即使用望远镜也很难
被观测到。

事实上，在此前的2个月，除
了水星外，其他6颗行星的观测条
件一直不错。而2月月底，恰好水
星的高度比较高，所以出现“七星
同现”的情况。

真的是77年一遇吗？

北京天文馆专家介绍，所谓
“77年一遇”或者“一生仅此一次”
之类的说法很不严谨，它只是一个
大尺度时间范围内的简单数学平
均，或者说仅仅是一个数字游戏，
纯属巧合。

虽然这种天文现象并不多
见，但也不是那么罕见。其实在
短短两年半之前就有一次“七星
连珠”——2022年 6月中旬的日
出前，七大行星的张角为91度，
排列得比今年这次“七星连珠”还
要紧凑。

1962年2月5日“七星连珠”
还与日全食一同发生，如此看来，
“七星连珠”一点儿也不罕见。

如果要求张角缩小到60度以
内，在1984年1月中旬的日出前的
“七星连珠”完美符合了这个更加
严苛的定义。当时冥王星尚未离
开行星的行列，要是算上它的话，

这次甚至凑成了“八星连珠”。
其实每年都会有行星们在天

上“小聚”，好像是太阳系的年度大
团建。当两颗行星距离很近就叫
“合相”；当三颗或以上行星扎堆，
就算是一次“连珠”。三星相聚称
“迷你连珠”，四星相聚称“小连
珠”，五星或六星相聚称“大连珠”，
七星相聚称“终极连珠”。

天文现象无关吉凶

李昕表示，“七星连珠”没有自
媒体所说的“吉兆”之说，公众也并
非可以看到期待中的“壮观景象”。

而且“七星连珠”对地球也完
全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其他七大
行星的质量相比太阳太小、距离相
比月亮太远，即使把它们加在一
起，对地球的引力与潮汐力作用也
远远不及太阳和月亮。

在古代，由于缺乏科学知识，
人们往往将“五星连珠”等天文现
象与吉凶祸福、国家兴衰等联系在
一起。然而，这些联系大多是出于
后人的附会或传说，并没有科学依
据。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看待
天文现象，欣赏它们的美丽和神
秘，同时避免将其与迷信或超自然
现象相联系。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七星连珠”到底咋回事？

近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
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
能、6G等未来产业。

什么是具身智能？这一产业
未来将如何发展？

有专家将具身智能概括为“有
物理载体的智能体”。虽然听起来
有些陌生，但“具身智能”不是一个
新概念，早在 1950年便被提出。
受限于机器学习算法及软硬件条
件，而后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

得益于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模
型的不断发展与加持，学者普遍认
为，具身智能将成为“会思考的机
器人”。

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
的《人形机器人十大趋势展望》指

出，具身智能是可以在高变化下做
出迅猛、精准反应的高质量、高性
能智能系统。它既不是单纯的虚
拟环境下的计算机仿真，也不是完
全偏于物理空间的机电系统，与人
形机器人系统紧密相关。

“我们希望能在真实物理世界
中实现交互，这意味着要让人工智
能拥有实体，让它们像人类一样具
备感知、思考和行动能力，也即具
身智能。”中国工程院院士蒋昌俊
表示，逐步让人工智能拥有实体，
让它们像人类一样具备感知、思考
和行动的能力。

当前，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前
沿热点，具身智能正逐步从理论走
向实践，从实验室走向现实。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
士乔红介绍，她所在的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自主研发了Q系列人
形机器人。构建了“通用人形机器
人大工厂”这一核心技术底座，核心
底座通过智能算法对硬件系统不足
的补偿，以及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
的融合，形成了核心技术壁垒。

“这一底座可以快速输出各类
低成本和相对高性能的机器人系
统，赋能工业、农业等重要行业。”
乔红说。

投入救援演练、在咖啡厅里为
顾客点单并制作、在展厅担任讲解
员、在工厂担任车辆质检员……当
下，人形机器人已逐渐在多元场景
展开应用，为日后走入日常生活打
下基础。

乔红表示，具身智能充满了无
限可能和潜力，不仅将带来更加便
捷、高效的生活方式，还将推动各

行各业的创新和发展。随着这些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人工智能
将在未来继续深刻影响我们的社
会和生活。

“我们希望让机器人真正从
‘专才’走向‘通才’。”清华大学交
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弋力说，
“专才”是说当下机器人更多是在
特定的环境中完成特定的任务，比
如旋转瓶盖、运输货品等。“通才”
意味着，机器人能够在开放环境
中，执行开放任务。

“推动我国具身智能的快速发
展，需要在战略规划、学科融合、国
际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采取多层
次的措施，以确保在全球科技竞争
中占据有利位置。”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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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智能如何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