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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追梦人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据美国每日科

学网站 6月 7日报道，几年前，科学家们就成

功地实现了光与光系统间的量子信息隐形

传输。2006 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尼尔斯·
玻尔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成功地实现了光和

气态原子间的量子信息隐形传输。现在，他

们又实现了量子信息在两团气态原子云间

的隐形传输，且已取得了稳定的结果，数次

尝试均告成功，这被研究人员视为非常重要

的一步。论文发表在《自然·物理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在实验中用到了两个相互独

立的玻璃容器，每个容器内包含有由数十亿

个铯气态原子组成的云团。他们首先朝第

一个玻璃容器内发送激光，接着，奇异的量

子现象发生了：光和气体相互纠缠在一起，

这意味着它们已经建立了某种量子连接。

这两个玻璃容器都置于一个拥有磁场的

房间内。当具有某一特定波长的激光照射在

气态原子上时，原子内部最外层的电子会像

磁针一样指向同一个方向——朝上或朝下。

科学家们解释道，正是这一方向组成了量子

信息，就像计算机的信息由0和1组成一样。

这些气体会发出包含有量子信息的光量

子，这些光随后被发送到第二个气体容器上，

此时，研究人员也从光那儿读取到了量子信

息，并用探测器对光量子进行了登记。然后，

探测器发出的信号被传回第一个容器，结果

发现，该容器里原子内的电子方向会根据信

号进行调整。这样，他们就实现了量子信息

从第二个容器到第一个容器的隐形传输。

研究人员表示，实验在室温下进行，这

使得气态原子能在玻璃容器内以 200 米/秒

的速度移动，导致它们会不断撞上玻璃壁，

从而失去其携带的量子信息。但研究人员

在玻璃容器内部涂上了一层石蜡避免了这

一点。此外，一种非常灵敏、可以有效地探

测到光量子并进行登记的探测器也促进了

结果的稳定性。

不过，最新实验中信息隐形传输的距离

仅为 0.5 米，与现实中动辄几千公里的传输

距离有云泥之别。对此，研究人员表示：

“0.5 米这一距离完全囿于实验室大小所

致。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可以增加距离，甚

至可以将信息远距离传输到卫星上。稳定

的实验结果让我们朝着构建出未来的量子

信息网络前进了一大步。”

我差不多在读到一半的时候已忘了这

是谁和谁之间在传送谁。其实对于非专业

人士，我们明确以下三点差不多就够了：

一，本研究利用光作为量子信息载体，传送

对象是室温下的宏观原子系综；二，实验中

的一些新方法使它们之间量子传输的保真

率远高于之前任何的传统方式；三，量子隐

形传输不管发生在什么系统之间，都没传

送任何物质与能量，只是它的每一步探索，

都是科学家在向构建一个量子网络发起的

伟大挑战。

原子系统间可实现远距离量子隐形传输

4 月 14 日，“卫星导航系统牵引铺膜播种

机田间作业”在新疆建设兵团八师一二一团现

场演示。听说演示的是罗锡文院士与陈学庚

所长联合研究的新产品，很多人都赶来观摩。

“在同类型中，新疆农垦科学院的农机，即

使比小厂贵两三千块，农户也愿意买。”该团二

十连机务副连长崔新伟说。

在陈学庚看来，“农业机械产品，尤其是拖

拉机后配套的农具，既简单又复杂。说复杂，

要适应各种土壤条件，又要价格低廉，很不好

研究；说简单，研究成功后，看上去很简单，而

且越简单农民用起来越顺手。”

几十年来，陈学庚一直用智慧和汗水，执

着地实践着他简单又复杂的理论。

一件小事影响了一生

1960年，幼小的陈学庚从江苏泰兴随父母来

到新疆。聪慧的他自小对铁制物件感兴趣，看到

远远来了辆汽车，也会好奇地跑过去稀奇地观

察。高中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报考志

愿都填上了农业机械专业，最后被兵团奎屯农机

学校录取，毕业后分配到七师一三○团机械厂。

刚上班，司务长拿来一个损坏的压面机让

陈学庚修理，可他却无从下手半天也没有修

好。这件事对陈学庚颇触动很大，原以为学机

械专业的，修个压面机是很轻松的事。看来实

践与理论的距离很遥远啊。陈学庚暗下决心：

“我一定要趁年轻多学习、多实践。”

这件小事影响了陈学庚的一生，也成为他

刻苦钻研的动力。

不久，厂里安排陈学庚当派工员，在旁人

眼里这可是个美差，可他对领导说：“我要去车

间锻炼。”有人提醒他：“你傻啊，放着这么舒服

的工作不干去找累。”可陈学庚心里明白，自己

需要什么。

谦虚好学的陈学庚很快得到领导的赏识，

让他担任了技术革新组组长。在那个工业机械

很落后的年代，年轻的陈学庚开始崭露头角。

说起自己制造的设备，至今陈学庚都对二

师二十九团修造厂的师傅感到歉意。当时国

内市场上买不到水力测功机，许多拖拉机发动

机修理完毕后无法测试功率恢复是否达到标

准。陈学庚听说二十九团修造厂新买一台水

力测功机，就与同事一起赶过去。

面对结构复杂的机器，陈学庚要求拆开看

个究竟，并连夜绘制图纸，可是，几个月过去了，

样机出来制动力达不到要求，不能正常使用。

原因在哪里？陈学庚和同事第二次又提

出拆机器。这次领导说啥也不同意了。无奈，

陈学庚和同事只好围着机器仔细揣摩。最后，

找到了问题所在。他们兴冲冲回到团场，立马

开始加工，很快水力测功机试制成功，制动力

及精度达到要求。

用心血攻破一个个“堡垒”

新疆棉花种植面积占全国 30%，总产占全

国 40%，单产比全国高 33.3%。由于新疆棉花

异军突起，全国棉花主栽区逐渐从黄河、长江

流域转移到新疆。 （下转第三版）

陈学庚：把复杂的农机简单化
本报通讯员 李秀萍 吴存远 本报记者 朱 彤

科技日报讯（记者高博）“向阳红 09”船 6月 7

日抵达江阴苏南国际码头，10 日将搭载“蛟龙”号

前往南海执行科学任务。中船重工七〇二所水

下工程设计室主任胡震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船

已经到了码头，‘蛟龙’号 8日上船。”

胡震表示，“蛟龙”号将用普通载重卡车从无

锡市内运到江阴码头，而经过下潜训练的科学团

队以及工作人员，将在 6 月 8 日陆续进驻“向阳红

09”船上。10日上午，苏南码头将举行欢送仪式。

“向阳红 09”船 6 月 5 日下午驶离青岛市，前

来江阴。10 日起航后，将陆续在南海和太平洋执

行蛟龙号首次试验性应用航次任务。任务分 3航

段。第一航段在南海特定海域进行科学实验；第

二航段预计 7 月中旬于厦门起航，至太平洋的多

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开展科学调查，之后停靠密

克罗尼西亚的波纳佩港补给；第三航段，航渡至

西北太平洋富钴结壳勘探区开展科学调查，之后

返回中国，历时约 110天。

科技日报社 6 月 8 日将派出记者，全程驻“向

阳红 09”船，实时报道“蛟龙”号科考。请读者关

注中国科技网和科技日报在新浪网、腾讯网的官

方微博，也可关注随船记者“@目击海中龙”的即

时更新。

右图 2013年6月7日,“蛟龙”号母船——“向
阳红09”船抵达江苏省江阴市苏南国际码头。

陈剑/CFP

““向阳红向阳红 0909””船抵江阴船抵江阴““蛟龙蛟龙””号启程在即号启程在即

□习近平在培尼亚
总统陪同下参观墨西
哥奇琴伊察遗址，指
出中墨文化要从交流
互鉴中汲取养分

□习近平抵达加利
福尼亚，将同美国总
统奥巴马举行中美元
首会晤

□习近平就做好安
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始终把人民生命
安全放在首位，切实防
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
故的发生。国务院召
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
电话会议作出部署

□俞正声对丹麦进
行正式友好访问

（均据新华社）

“父母想让我报经济管理类的专业，而且

是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所以明天我一定要发挥

好。”高考前一晚，记者安徽老家的一位亲戚小

孙发来短信。

今天，全国 900 多万考生走进考场，参加

被很多人看成“最重要的一次考试”。他们都

选择什么专业？“视觉传达”“金融”“艺术设

计”……在记者随机采访的约 20 多名北京考

生中，报考工科的只有两三位。

“我和她妈妈都是学工科的，一辈子很辛

苦，也没混成什么样，孩子成绩不错，我们不想

让她再走我们的路。”小孙的父亲坦陈。

填报志愿是个人的选择，而每个人的决定

却构成国家的未来。从总体上看，工科专业是

学生们最不愿意报考的一类专业，这让包括专

注于教育咨询的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总裁王

伯庆在内的许多人感到忧虑。

没有人会怀疑，中国制造业“ 8 亿件衬衫

才换 1 架波音机”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产

业升级成为不二选择。但如果没有一批高水

平的工学人才，升级谈何容易？

“拥有一流工程技术人才的国家占据世界

产业的最高端，而占据产业最高端也就意味着

经济霸权。”《中国工程教育改革三大战略》一

书封面上引用了美国工程院院长的一句名

言。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我国高分考生“逃离工科”的现象日

益明显。虽不掌握准确的工科专业第一志愿

报考率，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岳昌君感

觉：“反正工学不热门，比如说，北大高考状元

都集中在光华管理学院等。”

《2009 中 国 高 考 状 元 调 查 报 告》显 示 ，

1999—2008 年的高考状元专业选择集中在

经济管理、生命科学、电子信息、法学和计算

机等专业，近年来，选择经济管理专业的高

考状元更是有增无减，2008 年，全国有近七

成高考状元选择就读经济管理专业。另有

数据表明，2008 年和 2009 年，两年间，选择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各省份前 10 名分别是

83 人和 77 人。相比之下，报考工科的状元

就要少很多。

此外，工科专业的学生转行的也不在少

数。根据麦可思提供的数据，过去 10 年，本科

机械类专业毕业了 80 万人，但目前仍在从事

相关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本科人数只有 16

万左右，化学制药类也只有 20%的人仍沉淀在

本专业。“文科是宽口径就业，转专业问题不

大，但工科强调技术积累，学的人走了，其他专

业的人却很难补充进来。”王伯庆说。

（科技日报北京6月7日电）

“逃离工科”现象日趋明显
本报记者 操秀英 吴佳珅

6月7日上午，2013年全国高考当日北京突降大雨，降雨后考生获准提前进入考场。图为考生准备进入考场。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一段对话成了今天

北京 7.2万高考考生的作文题。

尽管并没有指明出处，但很显然，这段对

话的主人公正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

宁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科技日报 5 月

20 日曾刊发《杨振宁、莫言、范曾“科学与文学

的对话”实录》）

在作文给出的材料中，科学家问：“假如爱

迪生来 21世纪生活一个星期，最让他感到新奇

的会是什么？”文学家的答案是：“手机会不会让

他感到不可思议呢？”科学家认同了这个说法，

“因为手机是信息时代的一个标志物，丰富的功

能一定会让这位大发明家感到新奇”。考题要

求学生就两位的观点，谈自己的思考和想象。

爱迪生无疑是一位工科大师，迄今也没人

打破他 1000 余项发明专利权的纪录。这让我

们思考，假如爱迪生来到 21 世纪，他还能否成

为大发明家爱迪生？21 世纪的中国，如何营

造“爱迪生”辈出的环境？

过度看重当下的观念
不利于“爱迪生”辈出

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数据是，在毕业生

“一职难求”的就业格局中，工学专业的就业率

连续多年排名第一。如果市场是风向标，为何

就业率极高的工学吸引不了考生？

“除了就业率，还得看就业‘质量’。”北京

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岳昌君分析，相比于金融保

险、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制造业等传统行业的

就业环境和薪资待遇都有相当差距。

记者采访过的一些年事已高的科研人

员大多是当时的佼佼者，他们无不以进入清

华大学的机械制造等工科专业为目标。而

如今，“成绩好的报考计算机、生物工程等时

髦响亮的高科技工科专业，亲朋好友尚能接

受，假如状元去报考钢铁、机械、化工等传统

工科专业，估计会被人说‘脑子进水’，这些

都是‘夕阳产业’的老旧专业。”一位考生家

长告诉记者。

“我们班 50 多个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

第一志愿报的，其他都是调剂过来的。”某理工

大学 2007 届机械制造专业毕业生小何告诉记

者，他本人就是因分数不够从英语专业调剂到

了机械制造。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校招生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大部分考生并不知道自己喜欢

什么，想做什么，志愿其实由家长掌握，而很多

家长“生怕孩子累着”，学起来比较辛苦的工科

自然不是他们的首选。尤其对于女生来说，家

长往往觉得“女孩子读经管类的就好”，并不青

睐工科专业。

“我不想去工厂，工资低得可怜，还辛苦。”

小何说，他一毕业就找了个销售的工作。在他

看来，销售虽然也辛苦，但毕竟不用整天“满身

机油”，而且做得好的发展也快。

北京某高校交通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小曹

也表示，他们班近 30个同学中，只有不到 10个

人还在从事本专业工作。“这个专业是我的第

一志愿，但学的内容和我想的不一样，而且学

校学的和企业需要完全脱节，我们得从零开始

积累，大部分人都像我一样，比较浮躁，所以就

不干本行了。”他自嘲道。

“确实，学工科的学生从一线到工程师，搞

出发明创造，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淀，但现在的

孩子和老一辈不一样，他们耐不住寂寞。”专注

于教育咨询的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总裁王伯

庆分析。

麦可思对 2012 届工科专业毕业生不从事

本专业工作的原因分析则显示，有 48%的人是

因为“专业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18%

的人选“专业工作岗位招聘少”、12%的选“达

不到专业工作的要求”、12%的人选“专业无关

工作收入更高”，还有 10%选“专业工作的环境

不好”。 （下转第三版）

假如爱迪生来到 21世纪……
——今年北京高考作文引出的话题

本报记者 操秀英 游雪晴

周末特别策划

今天早上八点多，阴沉的天下起了大雨。

在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路上，一辆贴着“民大

附中高考接送”字样的大巴飞驰而过。

八点半，雨越下越大。在中国人民大学附

属中学考点，陆续有考生进入考场。大门外，

家长们撑着伞，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望着孩

子的背影，看起来并不比考生轻松。记者们举

着摄像机、照相机。考场外是详细的考生守

则，其中严肃处分作弊的部分用红色字体醒目

标识出来。

被称作史上“最严”的 2013 年高考，不仅

出台更为严厉的考试纪律，还加强了科技防范

手段。

孙江波是北京一所中学的老师。在经过

严格的考前培训后，成为今年高考监考老师中

的一员。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今年北京高考

考场安装了更清晰的摄像头，首次启用了考务

综合管理平台，通过平台监控画面，全市考场

尽可“一览无余”。“严重的违纪的考生，三年

之内不得参加高考。”他说。

一段时间，网络上有关作弊产品的广告大

肆泛滥。“耳机式”作弊工具要几百元，而一块

外形像普通橡皮的电子接收器竟高达 2000 多

元。从上个世纪非常流行的夹带小纸条，发展

到手机短信，直到现在的隐形耳机、针孔摄像

机。高科技，在便捷人们生活的同时，在一定

程度上也沦为不法商家牟利的工具。

而作弊与反作弊，就如同一场手段、装备

与技术的“猫鼠大战”。据报道，北京市今年还

建立了一个能够覆盖五环以内地区和个别近

郊区的固定监测网，对作弊频段实施干扰。上

海的考场则安装了广角摄像头、全向识音器以

及身份验证终端、无线电屏蔽仪等。在内蒙

古，运送高考试卷的车辆全部加装 GPS定位和

实时录像监控系统，以防泄题。在福建，工作

人员手持无线电便携式频谱仪，对考点进行无

线电监测、监听，一旦发现可疑信号波马上进

行堵截或信号干扰。在青岛市，金属探测仪要

在耳侧开始检查，一直到鞋底，以保证任何作

弊工具都不能带进考场；手机信号屏蔽设备也

被技术人员调试好放置进考场，这个类似手提

电脑大小、有许多天线的设备能保证考场中接

收不到信号……

对 于 利 用 高 科 技 产 品 作 弊 ，华 为 IT 产

品线首席安全架构师吴鸿钟有着自己的见

解 。 他 认 为 ，解 决 此 类 作 弊 问 题 需 要 技 术

手段和管理手段双管齐下。“现在对于高科

技 作 弊 有 着 成 熟 的 技 术 手 段 。 严 格 地 讲 ，

通 过 凭 借 干 扰 仪 、干 扰 器 电 磁 干 扰 等 技 术

措 施 ，可 以 有 效 防 范 这 种 利 用 科 技 手 段 作

弊的行为。” （下转第三版）

作弊与反作弊，一场高科技“猫鼠大战”
本报记者 吴佳珅

科技日报北京6月7日电（记者刘
莉）今天上午，国家电网公司与四川、西

藏、甘肃、青海、新疆5省（自治区）政府

在北京签署共同加快推进无电地区电

力建设的协议。国家电网公司计划投

资 243.8亿元，2015年全部解决大电网

覆盖范围内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四川、甘

肃、青海、新疆、西藏等偏远的少数民

族地区、移民搬迁区尚存在无电人

口，共有 59.7 万户、252.7 万人。这些

无电户大多处于偏远地区，山高水

远、高寒缺氧、交通不便，施工环境恶

劣，工程成本高。

国家电网公司确立了“以大电网延

伸供电为主，分散电源就地供电为辅”

的原则，制定了全面解决无电问题的方

案，计划投资243.8亿元（含川藏联网工

程），通过电网最大限度延伸，解决42.7

万无电户、174.9万无电人口的通电问

题。其余居住分散、大电网无法覆盖的

17万户、77.7万无电人口，由地方政府

负责采取分散供电方式解决。

2015年我国无电地区
将全部用上电

为您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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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观众一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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