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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韩国记者 薛 严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日电 （记者刘霞）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5 月 31 日报道，

国际超算组织宣布，位于美国橡树岭国家

实 验 室 的 超 级 计 算 机“ 前 沿 ”在 2022 年 国

际超算 Top500 榜单中拔得头筹，成为现今

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算力

高达每秒 1.1 百亿亿次，也是目前在国际上

公告的首台每秒能执行百亿亿次浮点运算

的计算机。

普通笔记本电脑每秒只能进行几万亿

次运算，而“前沿”的运行速度是其一百多

万倍。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也被称为 E 级

超级计算机，每秒计算次数超过 1018，它的

研制是国际上高端信息技术创新和竞争的

制高点，可用于对气候变化、核聚变模型进

行精确建模，有助于新药的研发以及加密

技术破解，因此也将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

工具。

“前沿”系统位于 74 个独立机柜中，拥

有 9400 个中央处理器以及 37000 个图形处

理器，这些处理器可提供 3D 图形，但也可用

于处理一系列其他任务。这意味着“前沿”

总共有 8730112 个内核。“前沿”如果在峰值

功率下运行，会产生大量热量，因此每分钟

需要四个大功率泵将 25000 升以上的水推到

机器周围给其降温。

研究人员指出，“前沿”的算力还未到

顶点，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内，随着软件

不断优化，它可能会达到理论上的峰值性

能——2 百亿亿次。

2019 年，美国能源部宣布，拨款 6 亿美

元给克雷公司和超威半导体公司，在橡树岭

国家实验室建造这台超级计算机。目前，该

实验室已拥有“泰坦”和“顶点”超级计算机，

后者也曾问鼎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

不过，2020 年被日本的“富岳”超越。

首台E级超算“前沿”问鼎Top500
算力高达每秒 1.1 百亿亿次

5 月 23 日至 27 日，第 28 届世界燃气大会

在韩国大邱举行。世界燃气大会是全球天然

气行业最大规模的定期会议，每 3 年召开一

次，本届大会继日本和马来西亚之后，第 3 次

在亚洲举办。主办方国际燃气联盟是全球燃

气行业权威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覆盖天然

气勘探、生产、输送、储存及应用全产业链，由

来自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行业协

会和企业组成，代表了全球 90%以上的天然

气生产和消费市场。

韩国新政府的能源政策

5 月 24 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第 28 届世

界燃气大会上致贺词，借机就自己在竞选时

期提出的能源政策进行再总结，并提出希望

韩国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能够发挥领导力。

韩国现政府认为，应合理混合使用核电、可再

生能源和天然气等能源，韩国将为实现碳中

和目标尽力负责，发挥作用。

稳定的能源供应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

动力，如今能源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

重要因素，可持续增长和未来发展取决于能

源政策。为减少碳排量，韩国政府将扩大技

术研发投资，在国内外布局氢气生产设施，构

建稳定的氢能供应链。近来能源和原材料供

需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能源安全对于国家

发展至关重要，韩国应在通过进口渠道多元

化来扩大资源储备的同时，激发民间的对外

投资活力，恢复海外资源开采产业生态。

燃气大会上的中国声音

此次世界燃气大会期间，包括北京燃气、

中国建科、佛燃能源等多家中国企业参展。中

国城市燃气协会执行理事长、北京燃气集团董

事长李雅兰于 2017 年当选为国际燃气联盟

2021—2024 年任期主席（因疫情原因延期为

2022—2025年），此次大邱会议期间，李雅兰正

式就任国际燃气联盟2022—2025年任期主席。

李雅兰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天然

气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能源品种，其消费

量约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 25%，接近于石

油的 31%和煤炭的 27%。尽管天然气也是亚

洲地区的第三大能源品种，但亚洲地区天然

气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却与全球水平

相差甚远。亚洲地区天然气消费占比仅为

12%，而煤炭占比为 48%，石油占比为 26%。

亚洲依然是一个高度依赖煤炭的地区。

为减少碳排放，当前亚洲已有不少国家

制定了碳中和时间表。韩国、日本、马来西亚

计划 2050 年实现碳中和，中国计划 2060 年前

实现碳中和，印度尼西亚也提出 2060 年实现

碳中和目标，印度则计划 2070 年实现碳中

和。许多亚洲国家已经着手采取减碳行动，

比如优化能源结构，提高天然气和可再生能

源消费比重，以及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方面

进行尝试。

李雅兰说，中国也在积极发展天然气和

可再生能源。到 2030 年，中国天然气消费将

达到 6000 亿立方米，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

比将达到 15%；太阳能和风能装机总容量将

达 12亿千瓦；届时，煤炭消费的比重将下降。

亚洲的碳中和实现路径

关于亚洲地区实现碳中和目标，李雅兰

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进一步推进亚洲地区天

然气的发展。要加大天然气的勘探开发；鼓

励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扩大天然气在电力、

交通及其他领域的应用；发展天然气和可再

生能源融合项目；吸引资金对天然气行业进

行投资；加强国际贸易以及天然气供应方面

的全球合作。

二是发挥天然气在电力系统转型中的关

键作用。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是要建立一套全

新、安全、灵活的电力系统。当前可再生能源

发电仍面临不稳定等问题，可再生能源电力

上网仍面临一些困难，而天然气作为一种灵

活的能源品种可以在电力系统转型中发挥关

键作用。

三是增进亚洲地区之间的合作。亚洲各

国在探索碳中和过程中都有自身的优势。比

如，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装机规模

长年稳居世界第一；日本在储能方面具有优

势，同时在氢能的研发和应用方面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马来西亚在碳捕集和封存示范项

目方面布局积极。因此，只要亚洲各国加强

合作，取长补短，亚洲地区有望顺利实现碳中

和目标。

李雅兰当选主席后要在主席国举办一次

世界燃气大会，因而北京将于 2025 年在北京

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第 29 届世界燃气大会，此

举势必能让世界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天然气行

业的发展，促进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国际能源

合作和参与国际竞争。

活 用 天 然 气 致 力 碳 中 和
—— 第 28 届 世 界 燃 气 大 会 侧 记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日电 （实习记者张
佳欣）据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和新加坡国立

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发布在预印本平台 arxiv.

org上的研究论文，一种被称为受激拉曼绝热

通道（STIRAP）的新量子技术可以增强光学

甚长基线干涉测量（VLBI）。这项技术允许量

子信息无损耗地传输，使 VLBI探测到以前无

法看到的波长。一旦与下一代仪器集成，这

项技术可对黑洞、系外行星、太阳系和遥远恒

星的表面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过去的十年里，系外行星的研究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引力波天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新

的领域，科学家捕捉到了第一批超大质量黑

洞的图像。得益于高灵敏度的仪器以及世界

各地天文台共享数据的能力，与此相关的干

涉测量学也取得了进步，VLBI科学正在打开

一个全新的领域。

VLBI 是指射电天文学中使用的一种特

定技术，其中来自天文射电源（黑洞、类星体、

脉冲星、恒星形成的星云等）的信号被结合在

一起，以创建它们的结构和活动的详细图

像。简单来说,VLBI 就是把几个小望远镜联

合起来,达到一架大望远镜的观测效果。前

不久，VLBI观测到了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座

A*的首张图像。

但研究人员指出，经典干涉测量仍然受到

物理限制的阻碍，包括信息丢失、噪声，以及所

获得的光通常是量子性质的事实。一旦解决

这些限制，VLBI可用于更精细的天文测量。

研究人员表示，克服这些限制的关键是

使用像 STIRAP 这样的量子通信技术。STI-

RAP包括使用两个相干光脉冲在两个适用的

量子态之间传输光学信息。当应用于 VLBI

时，它将允许在量子态之间高效和选择性地

进行布居转移，而不会受到常见的噪声或损

耗问题的影响。

研究人员提出一种更详细、更准确的干

涉测量技术。为了模拟大型光学干涉仪，必

须对光进行相干收集和处理，他们建议使用

量子纠错来减少这一过程中由于损失和噪声

造成的误差。

为了验证他们的理论，研究小组考虑了

两个相隔很长距离的设施收集天文光线的情

景。在“编码器”阶段，信号通过 STIRAP 技

术被捕获到量子存储器中，该技术允许入射

光相干耦合到原子的非辐射状态。

从天文光源捕捉到量子状态的光（消除量

子噪声和信息损失）的能力，将改变干涉测量

的游戏规则。此外，这些改进将对天文学的其

他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它将足够强大，可拍摄

恒星周围的小行星、太阳系的细节、恒星表面

的运动学、吸积盘以及黑洞的潜在细节等。

新量子技术可将黑洞看得更清楚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日电 （实习记者张
佳欣）据 1 日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的研

究，日本东京大学、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

（KEK）、中国武汉大学与德国波恩大学合作，

首次见证了在真菌中不使用角鲨烯就形成三

萜类化合物。发现在活有机体中实现由简单

化合物到复杂化合物的生物合成，或为制药

科学开辟了一个新世界。

三萜类化合物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广泛

存在于动物、植物、微生物甚至人类体内。目

前已发现约 2万种不同的三萜类化合物，由于

其抗炎、抗癌、抗糖尿病和其他有价值的特

性，它们被广泛用于化妆品、食品补充剂，尤

其是许多药物的重要来源。

此前，所有已知的三萜类化合物都被认

为是从一种常见前体角鲨烯中产生的。角鲨

烯本身也是一种三萜类化合物。现在，研究

人员发现了一种不需要角鲨烯作为前体的新

型三萜类化合物。

“没有人能想象在自然界中会发生这

样的事情。这是一种新的生物合成机器。”

东京大学药学研究生院的阿部郁朗教授解

释说。

通常情况下，生成复杂的分子化合物

需要多个酶反应，例如当人体使用角鲨烯

来产生激素和胆汁酸时就是这样。然而，

在单一的酶反应中，一种名为 C5 异戊二烯

单元的简单分子是构建非常复杂的三萜类

分子结构的起点。

这是武汉大学研究团队通过基因组挖掘

寻找新的天然产物时发现的。他们发现在真

菌中广泛分布的新基因，并对这些新基因进

行了表征，其中一个恰好是三萜类的合成。

波恩大学团队阐明了详细的酶反应机制，东

京大学和 KEK研究人员开展了结构分析。

“自然界中的化学比我们在工业中使用

的化学合成更有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自

然界中的生物合成过程感兴趣的原因。”阿部

郁朗说，“大自然的方法是一种更好、更便宜、

更清洁的工艺。我们正试图更好地了解自然

界中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这样我们就可以

在实验室中重新创建或重新设计它，以获得

越来越重要和有用的化合物。”

这一新发现仅仅是个开始。阿部郁朗

说：“我们已经解决了蛋白质结构的问题，并

已经在操纵生物合成机制，试图制造出更多

有用的分子，以用于药物开发。”

活有机体中发现自然生物合成过程
或 为 药 物 研 发 开 辟 新 天 地

科技日报北京6月1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杂志 1 日报告的一台量子

光子处理器，仅需 36微秒即可完成超级计

算机需耗时超过 9000 年才能完成的一项

任务。该系统相对过去展示的光子设备有

所改进，可能代表了向创造量子计算机迈

进的关键一步。

量子设备的一个关键目标是超越经典

系统，建立“量子优越性”，但到目前为止只

有少数实验报告了这一成果。展示量子系

统对经典计算机优越性的方法之一，是比

较二者从描述光子通过网络传播特点的未

知概率分布中取样的速度，称为高斯玻色

取样。人们可以计算出经典计算机执行该

任务所需时间。光子数量有一个阈值，在

此之上，经典计算机无法在合理时间内完

成计算。

过去报告的实现高斯玻色取样的实

验，最多使用 113 个光子，在固定镜子和透

镜网络中传播。此次，加拿大“Xanadu”公

司研究人员乔纳森·拉沃伊及其同事报告

的实验，在一个可编程光子单处理器上开

展，可检测多达 219 个光子（平均 125 个）。

他们提出，这是目前报告的最大的量子优

越性光子实验。相对于其他光子实验的性

能改进，可归功于简化了检测光子实验、引

入可编程性和降低对“欺骗”（指量子结果

可以被经典算法重复）的脆弱性。

这一实验十分引人注目，因为相比此

前的原理验证实验，可编程光子处理器更

接近量子商用设备可能的形态。

在同时发表的新闻与观点文章中，巴

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研究人员丹尼尔·
布罗德写道，拉沃伊和同事的这项工作解

决了技术难题，或许能使他们“在通向可行

量子计算机的长期竞赛中领先”。

当在一个定义明确的任务上运行算法

时，量子计算机的性能明显要优于当今最

好的经典计算机，不过，能在所有量子门上

提供可编程的光子机器，却无法完全展现

量子计算的优势。现在科学家们报告了一

种光子处理器，可在所有实现的门上提供

动态可编程性。从“超过 9000 年”一跃而

为“36 微秒”，这种运行时间优势，已经是

早期光子机器所报告极限值的 5000 万倍

以上！这无疑是通往实用量子计算机道路

上的一个关键里程碑，也验证了光子学的

确可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技术。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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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 日电 （记者张
梦然）巨齿鲨是地球上生活过的最大型

肉食动物之一，其灭绝原因一直存在争

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5 月 31 日发

表的一项古生物学研究发现，与大白鲨

争 夺 食 物 资 源 可 能 促 进 了 巨 齿 鲨 的 灭

绝。该研究结果为现存鲨鱼和已灭绝鲨

鱼的饮食提出了见解。

动物的营养级标志着它们在生态系统

中的位置，而饮食对于理解某种动物的生

活方式和生态学特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

牙釉质形成过程中锌会混入其中，可作为

一个替代指标用以理解动物的饮食，推断

其在生态系统中的营养级。巨齿鲨正是一

种长着巨大牙齿的鲨鱼，或可用这一方法

推断其在生态系统中曾留下的“痕迹”。

此次，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研究团队描

述了一种通过锌同位素推断化石生物饮食

的方法。他们建立了一个鲨鱼牙齿的锌同

位素值数据库，涵盖了 20个现存鲨鱼物种

（包括水族馆和野生个体）以及巨齿鲨在内

的 13个化石物种。他们发现，无论哪个地

质年代的鲨鱼牙齿中都保留了锌同位素

值，并且这种锌同位素值能显示该物种的

营养级。

研究人员比较了巨齿鲨和大白鲨的锌

同位素值，发现当它们在上新世早期共存

时，它们的营养级有重叠，而且可能需要竞

争相同的食物资源，如鲸类等海洋哺乳动

物。他们指出，导致巨齿鲨灭绝的潜在原

因有很多，包括气候和环境变化，但研究团

队判断，与大白鲨的竞争可能是其中一个

因素。

研究同时认为，锌同位素是研究其他

化石海洋脊椎动物饮食、生态学特征、演化

的一个很有前景的工具。

“抢食”的大白鲨促使巨齿鲨灭绝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 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篇

考古学论文称，在亚马孙西南部发现了

11 个此前未知的 Casarabe 文化居住地遗

址，该文化约存在于公元 500—1400 年。

这些发现展示了一种此前在亚马孙地区

未知的热带低密度都市性，说明亚马孙

西部在前西班牙时期并不像过去以为的

那样人烟稀少。

由于植被茂密，难以对热带森林进行

绘制，科学家对 Casarabe 文化的了解仅限

于一些来自单独遗址的证

据。因此对重要遗址的公

共-仪式建筑和 Casarabe

居住地的区域组织情况了

解很少。

德国考古研究院的科

学家此次调查了玻利维亚

亚马孙地区莫霍斯平原

4500 平 方 公 里 的 6 个 区

域，这些区域属于 Casa-

rabe 文化。团队利用一种

称为光学雷达的技术（即

光检测及测距），可以虚拟

“擦除”茂密植被，将林冠下的土地和考古

遗迹可视化。他们发现了两处定居点以及

24处较小的遗址，其中仅 15处是此前已知

存在的。

团队基于夯土台大小、其上的建筑结

构及河道贮水系统等因素，生成了遗址的

4 层等级分类。这些结构包括 U 型结构、

长方形平台堆和高达 22米的锥形金字塔。

这些发现挑战了对亚马孙地区前西班

牙时期历史的现有理解，增进了对亚马孙

古代热带文明的了解。

亚马孙西南惊现数个文化居住地遗址

“前沿”超级计算机
图片来源：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新发现与以
前唯一已知的三
萜生物合成方式
之间的差异。

图 片 来 源 ：
阿部郁朗

光子处理器“点亮”量子计算。
图片来源：《自然》在线版

新发现的两处大型定居点。 图片来源：《自然》在线版

第 28届世界燃
气大会在韩国大邱
举行。世界燃气大
会是全球天然气行
业最大规模的定期
会议，每 3年召开一
次。

图为世界燃气
大会上展示的韩国
氢能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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