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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8月 3日电 （记者张梦然）本周出

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在封面位置报告了一项量子计

算机重大进展：一种小型可编程重新配置的量子计算

机问世，这个也可称为量子计算机结构的装置有望被

放大为规模更大的计算机。而长期以来，量子计算的

这一特性一直难以实现。

理论上，量子计算机能比传统计算机更快地解决

某些问题，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量子计算机只能执

行有限的任务，且很难重新配置——事实上，这些量

子计算机被设计时目标就是用来运行特定单一的量

子算法的，因而尽管完成一系列任意运算的能力非常

重要，此前也几乎没有量子计算机可以做到这一点。

此次，美国马里兰大学沙塔木·德布纳特及其同

事，制造了一台由五比特的量子信息（量子比特）组成

的新型量子计算机，它能执行一系列不同的量子算法，

其中一些算法可利用量子效应，一步完成一项数学计

算，而传统计算机需要数次运算才能完成这一计算。

这些量子比特被储存在五个离子阱中，可通过激光

操作（以激光轰击的办法也可控制每个离子的电子态），

它们能在不改变硬件的条件下重新配置。根据论文作者

的报告，这一系统可以约98％的准确率执行基本运算，在

已完成的测试中，它展示出由离子阱量子结构所提供的

计算灵活性。同时，研究人员提出，该系统中可加入更多

的量子比特，也可通过连接多个模块来增加运算能力，即

其模块可以被扩展从而组成强大的量子计算机。

在一同发表的新闻评论文章中，澳大利亚悉尼大

学斯蒂芬·巴特利特也表示，问世的这一新装置有望

被放大为规模更大的量子计算机。不过，具体如何实

现这一点目前在论文中尚未得到显示，因而下一步，

德布纳特团队需要做的是向人们展示如何连接这些

模块，并说明这种扩展又增加了怎样的计算效果。

世界首台可编程通用量子计算机早在2009年就已

问世，当时只能处理 2量子比特数据，却让科学界和产

业界都欢欣鼓舞，认为可编程量子计算机距离实际应

用已为期不远。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甚至今天

我们仍将处理 5比特量子信息作为“重大突破”。量子

计算机三十几年来的研究进展就是这样起起伏伏，既

有令人兴奋的突破，也有长

期的裹足不前，且一路伴随

着质疑。目前，关于本成果

的很多问题还有待解答，仍

需要耐心的等待和求索。

小型可编程配置量子计算机问世
新装置有望扩展为更强大量子计算机

一间几乎称得上是狭小

的房间里，挂着一块硕大的玻

璃白板，墙角原木色的书架上

摆放着两座奖杯和几张合影；

白色的桌面上除电脑和打印

机外是茶壶、纸杯和长长两排

名片……要不是来到实地，很

难将这间办公室和李开复联

系到一起。创新工场运营将

满 7 年，在经历过一次与死亡

的对话后，作为创始人和首席

执行官的李开复，经常出现在

这里。

7 年的发展，创新工场已

从最初不被传统 VC 认可的

“异类”，成长为国内外争相学

习 的 创 业 孵 化 器“ 典 型 ”。

2015 年，仅孵化器业务一项，

营业收入超过 5000 万元，服

务换股权模式稳步推进；在投

资上，创新工场正在从消费互

联网、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

这些投资回报率高，但技术创

新相对较弱的领域，转向人工

智能、机器人和虚拟现实这些

技术难度更大、更为前沿的领

域。

如何看待创新？为何选

择转向？科技日报记者日前

专访了李开复，希望听听这位

创新“大牛”的见解。

“ 相 面 ”创
新 要看四点

如何选择项目，怎么慧眼

识珠？

李开复说，判断一个项

目、一个创意是否具备投资价

值主要看四点。第一是有用，

即要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使

用场景不一定非是现在或者

明天，但也不能遥遥无期，5

到 7年为佳，最好不要超过 10

年；第二是可持续优势，即形

成竞争壁垒的可能和被复制

的难度。除专利和先发者优

势外，前期积累和精英团队也

是达成这一特性的重要手段；

第三是人才，具有顶尖技术的

人 才 是 宝 贵 财 富 和 稀 缺 资

源。投资人才，为其补足短

板，一定错不了；第四是前瞻

性，要能预测未来，预测需求，

要有大视野和大格局。

回 归 初 心
破局红海
“创新该走科技的道路了”。

在被问及投资为何发生转向时，李开复开门见山地

说：“在新的环境下，要打造千亿级别伟大公司，要让中国

在创新上被国际尊重，要帮投资人挣更多的钱，这是一条

必由之路。借助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巨大的人口红利和有

效的商业模式，2009到2014年间，包括美团、滴滴、知乎、

豌豆荚等一大批公司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但如今，情况已

经完全不同。只有那些能真正创造出可持续价值，拥有不

易模仿的技术，能给用户带来惊喜的公司才能走得更远。”

李开复认为，在第三波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下，创新

工场应该回归高科技产品这一“初心”。在创新创业的

红海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和虚拟现实等前沿科

技才是破局的关键所在。

中美交流 甘当桥梁

“中美之间在科技上是相通的，美国偏向于技术，中

国偏向于应用。美国有美国的优势，中国有中国的长

处。创新工场愿意成为双方在资本、技术、人才上交流

合作的桥梁。”李开复说，“一方面，把美国在创新上的经

验、前沿思维带回中国，帮助中国创新更上一层楼；另一

方面，帮助美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帮助中国公司在海

外获得发展，推动双方在技术上的交流。”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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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G20”的氛围已经越

来越浓。这座城市上上下下，正在

为一个月后的二十国领导人峰会

做着准备。

杭州没变。它依然是那座古

韵和现代化气息结合的江南都市。

杭州变了。为了给 G20 杭州

峰会创造良好环境，杭州开展了六

大类 605 个建设整治项目，平整了

2334 条道路，完成了 1200 余万平

方米的旧住宅、旧厂房和城中村的

改造，拆除了 1800 余万平方米的

违法建筑……

2 日，杭州下了一场雨。3 日

的江洋畈生态公园内的淤泥库区，

水位又往上涨了一些。

这里曾经是西湖淤泥的集纳

场所。随着时间流逝，淤泥地表含

水量逐渐下降，沉积于淤泥之中的

西湖植物种子开始发芽生长，蔓延

成一片绿色。

江洋畈生态公园，诚实地向市

民展示着时光历练后的原生态之

美。公园以最小干预为原则，保护

次生湿生植被群落。

“那是自然生长出的南川柳，

这边是人工种植的硫华菊。”西湖

区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副书记

黄飞燕对这里的植被很是熟悉。

她介绍，淤泥库区有维管束植物

213 种，目前采集和观察到的鸟类

种类共 188种。

玉皇山南，钱塘水北，这里是南

宋皇城遗址核心区。然而，曾经的

城中村成了洋气的“基金小镇”，在

仿古小楼里，可能就住着资产管理

规模达到千亿级的领袖基金公司。

“最开始，我们只是想进行城

中村改造。”上城区区委书记缪承

潮坦言，小镇变身金融中心，实际

上有些偶然。政府最开始考虑的

问题很实际，金融企业占地面积

小，产出效益高，引进来性价比挺

不错。现在，小镇已经成为浙江省

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和

建设财富管理中心的重要平台。

目前，山南小镇累计集聚各类金融机构 810 家，资

金管理规模 4020 亿元，其中近三分之一的资金投向实

体经济。到 2018 年，基金小镇计划入驻各类基金管理

公司 1000家以上，力争新培育上市企业 180家。

93 岁的李雅琴，倒了 40 多年的马桶。借着 G20 整

治项目的东风，她今年搬入新居，房里有了厨房和卫生

间。老人操着本地方言：“现在享福了嘞！”

李雅琴是馒头山地区的老居民。这里位于南宋皇

城遗址中心。60 年来，受遗址保护及西湖风景名胜区

等政策限制，它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这里房屋老旧，污

水横流，违章建筑吞噬着并不宽敞的道路，私拉电线成

风……馒头山俨然成为“脏乱差”代名词。

“去年，我代表上城区委发言，说要把馒头山打造成

杭州新的靓丽风景线。很多人担心，觉得我话说得太

早。”上城区区委书记缪承潮说。

2015 年 10 月，馒头山地块整治全面启动。馒头山

社区党委书记郑鸳鸯回忆，三十多个施工队同时来到馒

头山，这里一下子成了个大工地。

如今，馒头山累计拆除违建31940平方米，排查危旧

房300多处1000余户，其中，整治D级危房43处共152户。

73 岁的馒头山居民郝淑琴，戴上了红袖章，成为

G20 杭州峰会的平安巡防志愿者。护航 G20 的平安巡

防志愿者，在杭州有 76万人。

“袖章挂挂，每天都要巡逻的。我们都有培训，有问

题要及时向上面反映的嘞。”郝淑琴笑，语气里透着属于

杭城人的自豪。 （科技日报杭州8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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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通讯员吴军辉 记者冯国
梧）日前，困扰有机化学界多年的一个氮杂

环化学合成难题，被南开大学的科研团队攻

克。该校陈弓、何刚团队首次实现了对具有

高“环张力”的苯并氮杂环丁烷类化合物的

高效合成，填补了含氮杂环分子研究的一项

重要空白。近日出版的英国《自然·化学》杂

志发表了介绍该成果的论文。

杂环化合物是由碳原子和非碳原子共

同组成环状骨架结构的一类化合物。其中

含有氮原子的环碳骨架是许多医药、农药和

功能材料分子的核心组成结构。体积更小

的小环含氮骨架因其具有独特化学反应活

性，一直是有机化学研究的热点课题。同

时，它们对小分子药物的研发意义重大。然

而，其极高的“环张力”让化学家们头疼不

已，化学合成困难重重。

近几年，该研究团队在基于钯金属催化

碳氢键活化的化学反应研究上取得了一系

列成果。在此基础上，他们成功开发了一条

基于分子内碳氢键氨基化策略，实现苯并氮

杂环丁烷的简洁高效合成。

这项研究的一个关键是一种新型三价

碘氧化剂 PhI(DMM)的发明。该试剂可以

抑制原本更加容易发生的竞争副反应，从而

促使反应沿着热力学上更加困难的设定路

径进行，高效生成了常规条件下难以获得的

带有高环张力的四元氮杂环产物。

据介绍，苯并氮杂环丁烷合成方法的发现，

不仅为其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而

且也为其他具有高环张力杂环化合物的合成提

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目前，陈弓团队正积

极探索苯并氮杂环丁烷化合物自身的化学反应

活性及其在生物功能分子合成中的运用。

氮杂环化学合成难题破解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晔 过国忠）“你这个选择很

好，选择了一家企业与你共同成长！”当听说南京大学

毕业生周文豪没有去大企业，而是加入一个互联网安

全技术创业团队时，万钢连连为他叫好。

周文豪与他的小伙伴埋头创业的南京新港高新

技术产业园创咖啡众创空间由 29 位创业股东众筹

投资运营，每位股东都是具有“过来人”经验的创业

导师。运营仅一年，已服务各类创业创新人才 1.2 万

余人次。

8 月 1—2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到

江苏省考察调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苏南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他表示，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三年

来，众创空间发展迅速，一度被社会所担心的同质化无

序竞争现象并未蔓延。去年在科技部指导下，一大批

专业化的众创空间发展迅速。

万 钢 在 创 咖 啡 与 正 在 接 受 辅 导 的 创 业 者 交 流

说：“当今是创新驱动的时代，这就要求每个人都发

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自己的潜力激发出来，体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也为社会做出更好的贡献。在迈

开创业第一步之前，准备越多越好，希望创业导师

尽心尽力地伸出援手，让创业者更简单、更快速地

克服困难。”

江苏省省长石泰峰出席调研座谈会，科技部副部

长徐南平、副省长张敬华等陪同调研。

万钢在江苏考察时强调

众创空间要走专业化道路

科技日报北京8月3日电 （记者付毅飞）记者 3 日

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获悉，由该院抓总研制

的两发长征二号 F火箭当日从北京启程，奔赴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将于 9 月中旬发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随

后发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空间实验室任务阶段的“核心之战”。

长征二号 F 火箭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功勋火

箭”。从 1999年至 2013年，11枚长征二号 F火箭成功发

射神舟一号至神舟十号飞船和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将 10位航天员送入太空，以十全十美的表现获得了“神

箭”称号。

该型火箭总指挥荆木春介绍，在成功发射神舟十

号飞船之后，三年来,研制队伍对火箭各个技术状态进

行了重新梳理，对薄弱环节进行了改进，甚至对其他型

号出现的问题也进行“举一反三”。目前火箭有数十项

技术状态更改，以保证空间实验室发射任务取得成功。

“天宫二号”9月中旬发射

在过去两年里，经历了“1000万补贴最终只送出 11

万”的尴尬，也迎来了之后总共兑现近五千万元的喜

悦，“创新券”在中国经济大省山东坐了一次“过山

车”。记者多年来的走访调研中发现，因为小微企业

“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高校院所大型仪器入网难，

“创新券”在山东不少地区还有不少烦恼。

够着大型科研仪器，小微企
业有点难
“小微企业用得上大型科研仪器吗？”这是记者在

采访中常会听到的问题。

山东某地级市相关负责人用数字告诉记者其中的

苦涩，“2015 年，财政预拨款 600 万元，实际兑现金额 19

万元”。

根据 2015 年《山东省小微企业创新券管理使用办

法》第十二条规定，“省科技厅对各市统计信息进行审

核后，省财政厅、省科技厅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向省属

供给方会员和各市财政部门预拨本年度创新券补助及

后补助资金，并清算上年度补助资金，多退少补”。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小微企业用不上，19 万

之外剩下的钱要全部退回去”。

“这与小微企业的创新能力有关系。”有专家向科

技日报记者分析，“山东省向来以‘大象经济’名声在

外，大企业大投入、大产出，创新能力强。但中小企业

特别是小微企业存在着创新能力弱，投入不足，缺少核

心技术等不利情况。长期以来，大企业的大投入掩盖

了小微企业的小投入甚至不投入的现实，创新活动少，

自然享受不到‘创新券’了。”

8 月 3 日，济南市外宣办发布消息，2000 家规模以

上企业中只有 30％有研发投入；每年研发经费过亿的

企业不到 10 家，却占到研发投入总额的 56％。规模以

上企业研发活动尚且如此，小微企业情况可想而知。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放眼全国各地，资源禀赋

不如济南者是大多数，小微企业的科研活动不难推测。

不愿入网，高校也有高校的难

一个项目，获得了“创新券”支持；一个项目，在共

享平台上找不到相应的科研仪器，无法使用“创新

券”。烟台同立高科新材料公司和法明告诉记者，高校

院所入网仪器数量少，成了企业难以使用“创新券”的

另一重因素。

科技日报记者从烟台市相关部门了解到，驻烟高校院

所受“收支两条线”和“收费资格”的限制，虽然也有仪器设

备入网，但数量极少，且提供共享服务情况几乎为零。

“创新券”政策执行需通过专门的设备共享服务平

台，平台规模会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入网仪器数量

少，信息更新速度慢，势必会影响企业使用“创新券”的

空间。

入网仪器数量少，高校院所也有苦衷。山东理工

大学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高校有些仪器是专门用于

基础科学研究的，并不具备服务企业的条件，需要改

造、配套或升级。同时，收费机制并不合理，没有系统

考虑人工、管理、设备折旧、水电等各方面的成本问题，

也让高校院所的积极性受挫。

针对这一情况，山东省实行了通过给予设备提供

单位年度绩效后补贴资金，调动设备提供方的积极

性。山东省科技厅基础处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山

东省向山东省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等 13 家优秀设备供给方提供了

311万元的补贴。

烟台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晓光认为，“这

一政策对中小微企业和设备供应方都是利好。中小微

企业的创新活动得到了资金扶持，设备供应方能够利

用仪器获取利润，双方均可获益”。

为了改变“创新券”遭遇的种种尴尬，目前山东省

科技厅提出要“增强‘创新券’使用效益”。科技日报记

者了解到，山东正在酝酿针对“创新券”的新一轮政策

调整。 （科技日报济南8月3日电）

“创新券”的好政策为何落地难？
本报记者 王延斌

近年来，山东省邹城市立足山区资源和区位优势，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利用东部山区洪石泉泉水进行螺旋藻特色养殖。目前，邹城市已建成6个螺旋藻养殖区、84个
玻璃养藻池，年生产加工鲜藻10万公斤，产值约1.5亿元。图为技术人员刘敬兰观察鲜藻烘干情况。 新华社发（王齐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