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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年初的一天，国防科工委召开

国防科技计划会议，与会专家就美国的“星

球大战计划”以及中国如何应对新的科技挑

战展开激烈的讨论，并存在很大意见分歧。

看到这种情形，“中国光学之父”王大

珩满心焦虑。与王大珩一样焦灼于共和国

科技前途的，还有“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

会议结束后的寒冷夜晚，陈芳允敲响

了王大珩家的门。两人经过长谈，达成共

识：中国不能再沉寂下去了！何去何从将

决定中国在新的世纪能否站稳脚跟。

如何促成高层决策，启动中国的高科

技进程？王大珩激动地说：“干脆直接给邓

小平同志写封信吧！”

1986 年 2 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王

大珩拿起了笔。经过反复修改，这份由王

大珩执笔，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无线电电子

学家陈芳允、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

嘉墀联合签名的《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

技术发展的建议》终于完成，历时一个月。

为了让建议书尽快进入领导人视线，

王大珩等人没有通过正式渠道，而是走了

一个“后门”：请邓小平的女婿，当时在中国

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工作的张宏，将信直接

呈交给了邓小平同志。

3 月 5 日，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此事

宜速决断，不可拖延。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经过广泛、

全面的科学和技术论证后，中共中央、国务

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

划）纲要》。中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从此进

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为了863计划，4位科学家集体“走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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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本届诺奖堪称平淡。然而有趣的

是，现实与实用，正是这届平淡诺奖带来的别

样印象。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

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某种程

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

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

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

万丈，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

位面的伟大问题，圈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

本命题与类别范畴。

大开大合之后，我们在这个框架内用技

术的进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并尝

试接近那些终极问题的大门。以计算机、航

天、核能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尤其是新

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让人

类在短短数十年间取得了过往千年未取得的

繁荣——我们基本解决了衣食生存之忧，构

建了几乎能够制造一切的工业体系，体力劳

动日益被智能化、自动化的工具替代，金融、

文化与服务业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人

类社会似乎全力驶向最美好的未来。

但 2008 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虚

拟经济与消费主义的繁华表面之下，人类依

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

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

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距离成

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即便是将人

类生产效率几何倍提升的互联网，面对物质

世界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亦束手无策。

简言之，信息的爆炸，让我们的思想放飞

得太远，而现实社会尚未脱离上一个世代的

窠臼。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

交替期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

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顺

应、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

问题的实践者。

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

性与实用性最强的学科——服务人类的生命健

康（连续多届获奖者出自严重老龄化的日本，更

不令人意外，他们面对的是真实的生老病死而

不是理论假设）；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

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

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

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

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

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

这其实是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

毫无意外，我们首当其冲。无需赘述困

难，作为一个从积贫积弱步步走向崛起的大

国，69年来无时无刻不处于考验之中，但最终

均依靠着理论与工具创新破浪过关。其实所

谓磨难，亦会是财富。

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

新华社北京10月 7日电 （记者白瀛）由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创

作的《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将于 8 日至 19 日在央视

综合频道晚间播出。节目从习近平总书记

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所引用的古

代典籍和经典名句为切入点，旨在推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阐

释与广泛传播。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绍，节目分为

《一枝一叶总关情》《治国有常民为本》《国

无德不兴》《国之本在家》《报得三春晖》《只

留清气满乾坤》《绝知此事要躬行》《腹有诗

书气自华》《恶竹应须斩万竿》《天下之治在

人 才》《咬 定 青 山 不 放 松》《天 下 为 公 行 大

道》12 集，由“原声微视频”“思想解读”“经

典释义”“现场访谈”“互动问答”“经典诵

读”六个环节构成。

《百家讲坛》将播出特别节目

《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

张梦然

十一假期，许多小朋友走进科技
馆、博物馆，体验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

右图 10月 7日，小朋友和家长在
郑州科技馆里观看三球仪演示昼夜交
替和四季的形成。

新华社记者 朱祥摄

下图 10 月 7 日，小朋友和大人
在上海汽车博物馆一起参与汽车绘
画活动。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假日科普热

改革开放40年·百城百企百县调研行

编者按 在城市、在县域、在企业，一声

声聚心聚力的号角，一次次谋新谋变的过

程，一个个创新创业的故事，四十年的沧桑

巨变便如此铺陈。从今天开始，本报开设

《改革开放 40年·百城百企百县调研行》栏

目，用科技日报记者独特的视角和思考，记

录波澜壮阔的四十年，为您展现四十年伟

大成就背后的逻辑和动因。

“不破坏原有结构，我们在这个铁块上

用纳米墨水印刷了看不见的光子码，通过

特殊的扫描设备，能够识别光子码携带的

产品信息，为企业提供工业产品溯源服

务。”这是刘飞博士和他的团队高铭科维研

发的纳维码技术。

十年前，刘飞为了实现万物相连的设

想，画下了第一张草图。十年后，经过无数

次技术突破，这张草图成为现实，耐受住

1000°C 的高温炙烤与水洗铁刷，印在了

一家知名风能企业的铁块部件上。

“不要小瞧这印在小小的铁块上的纳

维码，它背后是无数种工业产品在复杂、

严苛的生产环境中能够简易、便捷、安全

地与互联网联通，实现数据追踪与共享。”

刘飞说。

记者了解到，高铭科维的纳维码技术

全球仅此一家，能够在纸张、皮革、金属、玻

璃、陶瓷等绝大多数日常材料中使用，使用

寿命高达 100 年。目前，高铭科维已经接

到了亿级订单，在多个工业领域落地。

高铭科维是无锡物联网产业发展的一

个缩影。

时代在变，产业在变，城市在变，百姓

生活更在变。

国庆前夕，科技日报记者走进国家传

感网创新示范区、国家集成电路（无锡）设

计中心产业园、石墨烯产业发展示范区、宜

兴环保科技工业园……处处感受到科技给

这座工商业历史文化名城所带来的新变

化、新成果、新气息。

“无锡土地资源接近极限、环境容量逼

近红线、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单靠大投入、

大引进、大模仿的外延式增长路径，难以为

继。必须依靠科技人才，瞄准‘专、精、尖’，

加快发展特色新兴产业，走出转型发展的

无锡路径。”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

李小敏说。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发展理念，无锡

在全国率先推出科技人才方面的一系列新

举措：实施“太湖人才计划”、建立重点新兴

产业发展基金、设立科技创新重大专项、打

造科技园区平台、完善孵化成长平台……

畅通创新链条，打通阻碍创新的堵点，让无

锡的创新“动车组”节节都有驱动力。

无锡市科技局局长孙海东告诉记者，

为加快推进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创新商业

模式，丰富产品及服务供给，无锡先后承担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863 计划、物联网发展

专项等省级以上研发项目 3000 多个。全

市物联网专利申请量近万件，其中发明专

利超过 2500件。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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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大庆）新近出版的

《美国科学院院刊》刊登了中科院新疆生态地

理所特聘研究员、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苏布

达为第一作者的文章。该文指出，在全球升

温 1.5℃和 2.0℃的不同情景下，中国干旱灾害

带来的经济损失差异可能达人民币千亿元。

“1984—2017 年，中国干旱灾害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年均超过 444亿元，占气象灾害总损

失的 20%，因干旱造成的农业受灾面积到达

了耕地面积的 1/6。”苏布达说，随着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干旱带来的损失可能会加剧。

为减少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国际社会

于 2015 年达成了《巴黎协议》，指出全球平均

气温上升幅度需控制在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

2.0℃以内，争取控制在 1.5℃以内。

苏布达团队经过研究认为：不论是全球

升温 1.5℃还是 2.0℃，中国的干旱事件强度

和影响范围都将增加。如选择可持续发展

路径，全球升温控制在 1.5℃，则干旱灾害损

失将是当前（2006—2015 年）损失的 3 倍；如

坚持传统化石燃料为主的发展路径，全球升

温达到 2.0℃，则干旱灾害损失为可持续发

展路径下的 2 倍。把全球升温控制在 1.5℃

范围内，我国将会减少数百亿美元的直接经

济损失。

论文通讯作者、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

家姜彤指出，研究团队运用 22 个全球气候模

式计算模拟了多种干旱指标，辨识了中国干

旱事件的强度、暴露面积和持续时间；创造性

地使用了动态社会经济发展情景及与未来适

应能力的提升，科学评估了全球不同温升目

标下的干旱经济损失。与传统研究相比，这

项研究抓住了灾害事件的识别和社会经济未

来变化的关键点，把干旱自然过程和人为影

响有机结合，并对干旱指标的区域适用性进

行了评估，确保了科学性和严谨性。

升温相差0.5℃ 我国干旱灾害损失差千亿元

科技日报绵阳10月 7日电 （何佳恒 周
韦 记者盛利）记者 7 日从中物院核物理与化

学研究所获悉，该所将与中广核研究院合作，

利用中国绵阳研究堆（CMRR）开展事故容错

燃料（ATF）芯块和包壳的辐照考核与评价。

这标志着中广核研究院牵头的 ATF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已在前期材料研制的基础上迈入辐

照考核的重要阶段。

近年来，事故容错燃料正处在国际核燃

料技术研发最前沿。自 2015年我国启动相关

研发后，中广核研究院 ATF 项目部牵头研制

出新型核燃料芯块氧化铍增强型二氧化铀、

大晶粒二氧化铀，及新型包壳材料铁铬铝合

金、涂层锆合金和钼合金等，可提高燃料的热

导率和裂变气体包容能力，并有效提高事故

工况下包壳的失效时间、防止氢爆事件发

生。这些材料也是未来高安全性和经济性核

燃料及包壳的主要备选方案。

“辐照性能的优劣是关系到 ATF 材料能

否实现工程应用的关键因素。”中物院核物理

与化学研究所相关团队负责人表示，反应堆

内服役环境极其恶劣，经受强中子辐照和冷

却剂腐蚀后，材料性能会急剧下降，因此反应

堆材料需经过中子辐照考核并满足性能要求

后，才能开展工程应用。

为测试 ATF 材料的辐照性能，评价其

相对传统核燃料系统的优势，并反馈优化

制备技术，该所将与中广核研究院合作，利

用中国绵阳研究堆开展 ATF 材料的辐照考

核研究。

该负责人说，项目的主要技术难点在于

ATF燃料小棒辐照装置的设计，同时，CMRR

的高功率运行天数也是挑战之一。他表示，

此前 CMRR 对这种新燃料小棒的辐照考核

尚无先例，该项目还将进一步拓展 CMRR 在

我国核能发展中的应用。

我国将开展未来核燃料辐照性能考核

虽然无数次听过量子计算机的大名，

但就像所有带“量子”两字的概念，人们大

多不甚了然。

量子计算机的概念 1980 年代提出，投入

研发 20 年，迄今还没有一台真正走出实验

室。但传说它（将来会）很厉害。谷歌、IBM、

阿里巴巴和许多初创公司在竞争，想第一个

实现“量子霸权”，也就是让量子计算机在一

个计算任务中快过传统计算机。

粗浅了解一点量子计算机的原理后，

你会发现其实它和我们熟知的电脑差不了

多少。

量子计算机：量子版
的计算机
“别把量子计算机想成全新的系统，它就

是经典计算机的扩展版，处处模仿经典计算

机。”安徽问天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

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量子信息重

点实验室韩正甫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韩正甫说，经典计算机以电压高低代表

数字 1或 0，即为一比特（bit）。

而 量 子 计 算 机 里 对 应 的 是 量 子 比 特

（Q-bit），那可能是自旋箭头向上或向下的一

个电子，也可能是“立直振动”或“躺平振动”

的光波……

传统计算电路由各种“逻辑门”组成，对

应的就是量子计算机的各种“量子逻辑门”。

都是根据一定的规则，变化存储位的 0和 1。

韩正甫说：“传统计算机是这么玩的：一

排存储位写进去一个初值（比如 10011001）。

接下来若干步操作，每一步存储器里边的数

都变换成另外一组数。走完程序停下来，把

里面的数读出来，比如 00101010，就是计算结

果。”量子计算机同样如此。

量子计算机不同之处，是丘比特（Q-bit）

特别灵活，没 bit 那么死板。它同时是 0 和 1。

比如：它是六成的 0 和四成的 1。这让它有了

超能力。学过一点量子力学才能理解 Q-bit

的奥妙。

模糊又精确的Q-bit

什么叫“它是六成的 0和四成的 1”呢？

补习一下高中物理：20 世纪初的实验

发 现 ，物 质 细 小 到 极 限 ，就 无 法 被 准 确 测

量。因为测量意味着干涉，哪怕你只看一

眼。当对象微小到了量子级别，它的状态

会 被 观 测 彻 底 破 坏 。（顺 便 一 说 ，“ 一 触 即

溃”的效应被用于量子通信。用量子来承

载密码，可以做到有人窃听这个密码信号，

一定会被发觉。）这就叫“测不准原理”。东

西越小，就越显得模糊。你去测量一个电

子的位置，这次测出来在北京，下次测出来

在天津。 （下转第三版）

量子计算机刚进入它的“电子管时代”
本报记者 高 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